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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

������如果能让机器人拥有触觉 ，
可以感知温度、 压力， 甚至具有
神经活动 ， 那么它们将 “解锁 ”
更多新技能。 近日， 世界上首条
柔性人造触觉神经的问世， 让这
一设想距离现实更近了一步。

近日， 顶尖学术期刊 《科学》
刊登了一篇突破性研究： 斯坦福
大学鲍哲南教授、 首尔大学李泰
宇 （音译） 教授、 南开大学徐文
涛教授团队联合， 研发出首条柔
性人造感觉神经。 这种人工神经
触觉系统具有良好的生物兼容性、
柔性和高灵敏度， 在机器人手术、
义肢感触等领域具有应用前景。

三大核心部件
形成完整反射弧

人类一直都在为实现将人体
感官 “复制” 到机器人身上的梦
想而不停追逐。 但迄今为止， 机
器仍然缺乏一些极其关键的能
力， 其中就包括人类精密而完善
的触觉。

人类皮肤是极为复杂的系统，
其中有成千上万个感受器用于感
知压 力 、 温 度 、 位 置 等 信 息 。
“要想让机器人也具有人体皮肤的
能力， 最核心的问题和难点在于
如何设计并实现与生物神经系统

工作原理相似， 还能够与生物神
经信号很好兼容的人造系统， 而
且这套系统还得具有很好的柔韧
性。” 南开大学电子信息与光学工
程学院教授徐文涛表示， 基于上
述设想， 中美韩联合研究团队利
用柔性有机材料模拟了人体 SA-I
触觉神经。

这种人造感知神经由 3 个核
心部件组成： 触觉感受器、 人造
神经元和突触晶体管。 其中， 触
觉感受器由一组压力传感器组成，
连接到一个作为人造神经元的环
形振荡器上； 一系列传感器负责
感知压力信号， 并由此产生相应
的电压变化； 之后， 环形振荡器
会将电压变化转换成电脉冲； 最
后 ， 突触晶体管将电脉冲输出 ，
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反射弧。

人造神经能
与生物神经信号兼容
“从功能上讲 ， 这种人造神

经能够很好地模拟人类皮肤的触
觉功能， 并能够与生物体神经信
号兼容 。” 徐文涛介绍称 ， 研究
团队将人造感觉神经与蟑螂腿的
运动神经连接， 组合成生物—电
子混合反射弧 ， 借助电流的变
化， 成功实现了蟑螂腿的弹跳反

射运动。
这项工作开创性地制造出了

柔性人造感知神经， 并实现了人
造神经与动物神经形成的杂化反
射弧。

人造感知神经
具有重要应用意义
据介绍， 这种人造感知神经

还具有重要的应用意义。 由于这
种感知神经与生物体神经的兼容
性， 它可应用于假肢中与人体神
经系统相兼容的感知的实现， 柔
性轻质的结构将使相关产品具有
很好的舒适性， 而且对神经系统
疾病的治疗具有潜在意义 。 同
时， 这种人造神经如果应用于软
体机器人， 可使其实现类似人类
的感知， 并在极端的工作环境中
替代人。

该研究团队表示， 尽管这项
研究前景可期， 但目前还只是迈
出了第一步 ， 还有很多工作要
做。 “比如， 目前这款人工神经
系统尚不能像皮肤那样感知更加
复杂的信息以及温度等， 这些将
是我们未来的工作方向 。” 徐文
涛说， 这项研究有望开发出更智
能的人造皮肤。

胡春艳 吴军辉 孙玉松

世界首条柔性人造触觉神经诞生
����� “一天一个苹果， 医生远离我”
是一句耳熟能详的健康谚语。 不过，
吃苹果的最好方法是带皮吃。 据 《自
然·医学》 报道， 美国科研人员发现，
达沙替尼 （一种白血病药物） 和槲皮
素 （一种来自苹果皮的提取物） 的组
合可使老年小鼠的寿命延长 36%。

衰老细胞通常在 60 多岁时出现
在人体内， 而在肥胖人群或慢性病
患者体内出现得更早。 这些异常细
胞处于衰退状态， 但其又不甘于死
亡。 有人认为， 衰老细胞本身会催化
衰老进程。

美国梅奥诊所詹姆斯·柯克兰领
导的研究团队证明， 情况确实如此。
当研究人员向 6 个月大的小鼠注射少
量衰老细胞时， 它们的速度、 耐力和
力量在几周内下降了 20%至 50%， 差
不多是典型 2 岁老年小鼠的水平。

为了阻断衰老细胞的影响， 研究
团队选择了达沙替尼和槲皮素的组
合， 因为两者都会干扰衰老细胞避免
死亡的方式。 当研究团队将组合药物
给予因注入衰老细胞而老化的幼鼠
时， 这些小鼠所失去的身体能力在两
周内恢复了 50%至 100%。

当研究团队将药物给予年龄在
24 至 27 个月间的老年小鼠时， 这些
小鼠的速度、 耐力和力量提高了 30%
到 100%， 而且它们的剩余寿命要比
那些未给药老年小鼠长 36%。

冯卫东

������澳大利亚一项最新研究发现， 患
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人更易出
现和痴呆症早期时相似的大脑结构
变化， 及时诊治阻塞性睡眠呼吸暂
停或许有助预防痴呆。 这项研究发
表在 《欧洲呼吸学杂志》 上。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常见于中老
年人， 是一种睡眠障碍。 患者睡眠时
会出现上呼吸道阻塞， 造成血氧水
平降低。

这项针对 83 名中老年志愿者进
行的研究发现， 睡眠时血氧水平较低
的志愿者更易出现大脑左右颞叶变薄
的情况。 而先前研究发现， 大脑颞叶
对记忆非常重要， 痴呆症患者的该区
域会发生变化。

领导该研究的悉尼大学教授莎
伦·奈史密斯说， 30%至 50%的痴呆
风险是由抑郁、 肥胖、 吸烟、 睡眠障
碍等可改变的风险因素造成的， 及
时诊治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或许有
助预防痴呆。 由于痴呆症目前尚无
有效疗法， 早期干预至关重要。 研
究人员目前正尝试通过治疗阻塞性
睡眠呼吸暂停， 防止认知能力进一
步下降。

新华

苹果带皮吃
可延缓衰老

及时诊治睡眠呼吸暂停
有助预防痴呆

������刊登在 《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
上的一项澳大利亚新研究发现， 常
吃橙子可降低罹患黄斑变性 （黄斑
退化症） 的风险。

老年性黄斑变性是由黄斑区结
构的衰老性改变导致的眼底病变 ，
这种疾病目前尚无治愈良方， 年龄
是黄斑变性的最大风险因素， 该病
多发于 50 岁之后。

悉尼大学韦斯特米德医学研究
所副研究员巴米妮·戈佩纳思博士及
其研究小组对 “蓝山眼科研究项目”
涉及的 2000 多名 50 岁以上的澳大
利亚成年人展开了为期 15 年的跟踪
随访。 结果显示， 每天至少喝 1 杯
橙汁的人， 15 年之后罹患黄斑变性
的风险可降低 60%以上。 橙子中的
类黄酮有助于预防眼部疾病， 即使
每周吃一次橙子或喝一杯橙汁也能
给眼睛健康带来明显的好处。

徐澄

������发表在美国 《细胞—代
谢 》 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显
示， 人脑对同时富含脂肪和碳
水化合物的加工食品 （例如
“甜甜圈”） 的热量及营养价值
缺乏准确判断， 因而会更加偏
爱， 这可能是导致现代人易于
肥胖的原因之一。

来自美国、 德国、 瑞士和
加拿大的研究团队让 206 名受
试者用一定数额的钱， 看照片
选择最想购买的常见食品， 同
时对他们进行脑部扫描。 结果
发现， 相比只含脂肪或只含碳
水化合物的食物， 受试者更偏
向选择两者兼具的加工食物。
脑部扫描显示这种组合更显著
地激活了人脑的奖励机制。

论文高级作者、 美国耶鲁
大学现代饮食与生理学研究中
心主任达娜·斯莫尔说， 生物
在进化中学会了判断食物的营
养价值， 从而调整觅食行为。
例如， 小鼠就不会冒着被捕猎
的风险去开阔地吃能量不高的
食物。

斯莫尔认为， 人脑通过不
同机制判断脂肪和碳水化合物

的热量。 受试者大多对脂肪判
断精准， 但对碳水化合物则判
断力欠佳。 如果将两种营养物
质混合在一起， 人脑就会高估
其价值， 从而使食欲增加。

研究人员推测 ， 远古时
代， 人类主要以狩猎动物和采
集植物为生， 食谱中脂肪和碳
水化合物较少， 而纤维含量丰
富。 随着动植物驯化、 谷物种
植和奶制品出现， 人们同时进
食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机会逐
渐增加， 但类似 “甜甜圈” 这
种同时富含脂肪和糖分的加工
食品直到近代才出现， 因此大
脑还没有形成新的反应机制。

周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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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为何偏爱
高糖高脂食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