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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为骨，生物为肉

据东京大学公布的消息，该
项目组的研究人员研发了一种所
谓的生物混合型机器人，也就是
在机器人骨骼的外面包裹了一层
肌肉组织，而且这些肌肉组织存
活和正常工作的时间达到了一
周。这项研究的首席作者森本勇
也称：“这一研发成果为生物工程
师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让他们
未来有一天有可能在实验室培育
出成熟的肢体。”

他解释说：“我们的发
现表明，借助肌肉的反作
用特性，这些机器人能够
模拟人类手指的动作。如
果我们将更多的肌肉与一
台机器设备结合，我们应
当能够复制手、手臂和身
体其他部分那些复杂的肌
肉相互作用。”

据报道，试验中所使
用的肌肉组织来自于实验
室的培育，而非从生物体
提取。这些实验室培育的
组织随后被与一台生物混
合型机器人进行了组合，
形成了一种有点类似于人
类手指的结构。机器框架
包含了旋转接头和转折点
来供肌肉附着。电极传递
的小型震动脉冲让肌肉像
真正的人体肌肉一样进行
收缩和放松。

这项研究的合作者竹
内所持解释称：“我们在培
育出肌肉之后，成功使用
它们在机器人身上完成了反作用
力的操作，也就是一块肌肉收缩
的同时另外的肌肉放松，就像真
正的人体肌肉一样。事实上，它们
借助了彼此之间的反作用力来阻
止之前研究发生的收缩和崩溃问
题。”

科学家在试验中成功使用机
器手指拿起并放下了一枚戒指。

此外，两根机器手指通过协作成
功拿起了一个3D打印的方形框
架。然而，科学家们在研究中强调
称，机器人的灵活度和存活时间
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研究人员发现，借助电极刺
激肌肉，最终会导致肌肉因为电
解作用而退化。但是科学家推断，
这种限制在未来更复杂的半机械
人研究中能够得到克服。研究人
员称：“我们相信，未来将打造出
一种拥有更复杂构造的生物混合
机器人。”

让生物和机械各展所长

为什么研究者会想到在机械
上装上肌肉？这恐怕是很多人在
看到这项技术后最想问的问题。

事实上，将生物细胞运用于
机械上，实现机械与生物体的混
合，是很多研究者正在探索的方
向。它的好处有二，其一，很多生
物细胞在完成工作时所消耗的能
量相比机械更少，比如肌肉细胞
相比于电动马达，就显得既轻便

又高效，尤其是在双手、面部这样
的部位，肌肉所能达到的很多精
确而灵巧的动作是同等体积的机
械难以做到的。其二，如果机器人
能像动物一样柔软，相比传统机
器人，它们对使用者和环境更加
安全也更加“亲切”。

虽然前景美好，但想要真正完
成机械与生物体细胞的完美结合，
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就拿本次实
现突破的肌肉细胞与机械的结合
来说。如果你简单地将细胞放到已
成型的骨骼中，那么细胞就可以肆
无忌惮地成长。这就意味着当研究
者用电流来让细胞移动时，细胞的
压力方向将是随意的，这样就会大
大降低设备的效率。目前解决这一
问题所采用的方法是利用3D打印
打造了特定的“模具”，这样细胞一
旦被放置入内，就会根据骨骼的形
状生长。这样一来，细胞便打破了
混乱生长的状态，提升设备成型的
效率。

除了生物混合机器人，研究
人员还打造了纯生物机器人。这
些机器人的原材料完全来自动物
(比如动物皮肤的胶原蛋白)，而不
是一些聚合物。例如，来自加州理
工学院的一支研究团队从水母中
得到灵感，开发了一款生物混合
机器人。研究团队将这款机器人
称为“水母类机器人”，它有着能
够绕成圆圈的手臂，因此被称之
为“水母机器人”，它的周围安装
了一圈手臂，每条手臂都用蛋白
质材料刻印了微型模型，就像活
体水母的肌肉一样。当细胞组织
收缩的时候，这些手臂就会向内
弯曲，推动生物混合机器人在富
含营养物质的液体中向前移动。

相比于生物混合机器人，纯
生物机器人的优点是不需要克服
生物细胞与机械材料“不兼容”的
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更像是
人类基于自身要求“私人定制”的
一款人造生物。

拥有无限未来的新技术

无论是生物混合机器人还是
纯生物机器人，目前的研究都还
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但是研究
人员对于此领域的前景信心满
满。例如，已经有研究团队利用蛞
蝓组织研究出了微型生物混合机
器人，它可以被用来寻找有害物
质，或检查管道泄漏情况。从理论
上来说，由于这类设备的生物兼
容性，即便它们被野生动物撕碎
或者吃掉，也不会像传统的机器

人那样造成环境破坏或环境
污染。

当然，生物与机械结合
更为诱人的前景还是在与人
类自身有关的方面，有朝一
日，这些机器人可能会用人
体细胞制成并用于医疗领
域。生物机器人可以用于定
向给药、清除栓塞、作为可控
支架撑开血管，甚至深入组
织内定向杀死癌细胞。如果
我们能将生物机械制造得更
为精巧，生物机械甚至可能
替代一些人类特定的脏器，
介时困扰人类医学界和伦理
学界许久的器官移植将不再
成为问题。从生物机械工厂
成批量生产出的“人造肾
脏”、“人造心脏”将挽救器官
衰竭者们的生命。

生物机械再进一步的发
展前景则更引人深思：如果
按照这个思路想下去，有朝
一日，我们是否会制造出比
你的双手更强健而灵活的

“生物机械手”，比你的双腿跑得
更快的“生物机械腿”，甚至更高
效耐用的“生物机械内脏”？

届时，人类很可能为了更高
效而便捷的生活不断地将自己身
上各种“零件”替换成生物机械。
到那时，我们到底是人类还是自
己制造出的机器人，这个问题恐
怕将十分难以回答。

月球慢慢离开地球
使一天的时间越来越长

美国科学家在最新研究中称，月球与
地球的平均距离约为38 . 5万公里，但由于
地月之间潮汐力的影响，月球正以约3 . 82
厘米/年的速度缓慢离开地球，导致地球自
转变慢，因此，地球上的每一天也在慢慢变
长。这项研究发表于6月4日出版的美国《国
家科学院院刊》。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地球科
学教授斯蒂芬·梅尔斯团队利用名为“天文
年代学”的新统计学方法，深入研究了地球
遥远的地质过往，重建了地球历史，得出了
上述结论。

这项最新研究表明，在14亿年前，月地
之间的距离更近，地球自转得更快，当时地
球上的一天为18小时。

研究人员解释称，太阳系中的月球和
其他天体会影响地球的自转，产生被称为

“米兰科维奇循环”的轨道变化，基于地球
的自转速度和倾斜角度，这些变化最终决
定阳光在地球上的分布。

研究人员说，地球的气候节奏记录于
岩石中，这些岩石记录可追溯至数亿年前。
但地球历史跨越数十亿年，相较而言，这个
地质记录相当有限。这可能会导致一些不
确定性和混乱，例如，按照目前月球远离地
球的速度，“在大约15亿年前，月球离地球
足够近，它与地球的引力作用可撕裂月
球”。

据了解，天文年代学将天文学理论与
地质观测相结合，使研究人员能弥补时间
上的不确定性，重建太阳系的历史，更好地
理解岩石记录中记载的远古气候变化。

研究人员在位于中国北方拥有14亿
年历史的下马岭组以及位于大西洋南部
拥有5500万年历史的鲸湾海脊这两个地
层岩石层测试了这一方法。他们检查岩
层中保存的地质记录并整合不确定性度
量，揭示了地球自转、轨道、与月球之间
的距离，以及地球上一天的长度如何稳
步增加。

(据《科技日报》)

福州金鱼
将“游”进全国30座城市

5月29日至6月3日，首届中国(福州)世
界金鱼大赛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5号
展馆举行。全球共有上万尾金鱼参展，700
多尾金鱼参赛。参赛金鱼包括兰寿、日寿、
泰寿、琉金、蝶尾、珍珠、顶红等国内外精品
金鱼品种。这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金鱼
比赛。

当日，2018年首届中国(福州)世界金鱼
大赛获奖名单公布，福州金鱼夺得21个单
项冠军中的17个，并将全场总冠军及福州
金鱼“寿王”奖收入囊中，一条长尾三色狮
头金鱼获得全场总冠军。

“世界金鱼看中国，中国金鱼看福州”。
据了解，福州金鱼养殖已有400多年历史，
上世纪90年代后期福州金鱼进入快速发展
期，培育出全国闻名的兰寿系列和熊猫蝶
尾等高档金鱼。福州金鱼产业已发展成可
与北京金鱼、杭州金鱼相媲美的“中国三金
鱼流派”之一。

近年来，福州金鱼在国内外举办的各
类金鱼大型比赛中屡获大奖。从去年开始，
福州市海洋与渔业技术中心在改良金鱼基
因方面作了新的尝试和探索。技术中心同
福州潘氏金鱼养殖场合作，将两个品种的
金鱼进行杂交，培育出新的杂交金鱼。不同
品种金鱼的杂交就是让它们的基因互换互
补，从而减少后代的遗传缺陷，这样就可以
杂交培育出抗病力、抗逆性强于亲本的子
代，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杂交优势。经过近一
年不同养殖条件的试养，专家们发现，新培
育出来的杂交金鱼果然很好养，不易感染
疾病，生命力强。

此外，福州市政府计划在两年内让福
州金鱼“游”遍中国30座城市，向全国人民
隆重推荐福州金鱼，进一步提升福州金鱼
在全国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参加中国晚报科学编辑记者分会第27
届年会的来自全国35家晚报的总编以及编
辑记者齐聚榕城，进行了此次金鱼科考活
动。

（本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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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机械
让人分不清自己和机器

如果你认为人类与机器人之间的差距很遥远，那么近期的
一项研究成果就会让你大跌眼镜。这项高难度的科研是由日本
科学家完成的，日本东京大学工业科学研究院的科学家们宣称，
已经在一项惊人的新研究中成功将肌肉与机器人结合到一起。
这项成果一公布便震惊了世界，引起了业内有关人士的广泛关
注，因为该技术打开了一扇很多研究者期待已久的大门——— 未
来，生物与机械的界限将变得越发模糊，甚至不分彼此。

两个“机械手指”协同拿起一个框架。

让机器人长出“肌肉”不再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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