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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疫”行动

创新连线·俄罗斯

今日视点

◎本报驻以色列记者 胡定坤
实习记者 于紫月

创新连线·日本

科技日报北京9月1日电（记者刘霞）据

物理学家组织网 8 月 31 日报道，美国科学家

在最新一期《电子生命》（eLife）杂志上撰文

称，他们借助人类干细胞，在实验室培育出

了迄今最接近人类肺部的肺类器官，拥有人

肺的所有细胞类型。而且，他们利用这个肺

类器官再现了真实的感染新冠病毒患者的

肺部情况，对一些药物的药效和毒性进行了

测试。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科学家一直在寻

找新冠病毒感染的实验室模型，但由于并非

所有细胞都存活下来，因此，试图培育成人肺

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在最新研究中，来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

分校的科学家借助因肺癌而被手术切除的成

人 肺 干 细 胞 ，开 发 出 了 3 种 肺 类 器 官 细 胞

系。通过加入一些特殊的生长因子，他们获

得了构成人类肺部上下气道的细胞，包括名

为 AT2的特殊肺泡细胞。

此外，由德巴什·沙湖博士领导的计算团

队，通过比较新的肺类器官的基因表达模式

与死于肺部疾病患者的模式以及从新冠疫情

患者数据库中发现的模式，验证了新的肺类

器官。

通过用新冠病毒感染新得到的肺部类器

官，研究小组发现，上呼吸道细胞对病毒感染

至关重要，下呼吸道细胞对免疫反应很重要，

而且，这两种细胞类型都可能增强过度免疫

反应（细胞因子风暴），在新冠重症患者身上

已经看到了这一情况。

此外，研究团队还证实，无论是否感染新

冠病毒，新得到的肺类器官的行为与真实的

肺相似。而且，这一成年肺类器官比其他任

何实验室模型都能更好地再现新冠病毒感染

肺部的过程。

最新研究负责人之一普拉迪帕特·戈什

教授说：“这一人类疾病模型使我们能在人类

临床试验开始前测试药物的疗效和毒性，排

除无效化合物，我们已经开始测试药物能否

控制新冠病毒感染。此外，这一模型也可用

于探索与新冠病毒有关的未知领域，包括肺

纤维化等并发症。”

研究人员强调说，新肺类器官具有可扩

展性、个性化、成本效益高等优点，可以对多

种肺疾病和流行病进行建模。

迄今最接近人肺类器官培育成功
有助更好测试新冠药物效果和毒性

阿舍·本·阿尔茨曾任以色列国际刑警组

织负责人，在以安全机构及国家警察队伍服

役 34年。退休后，他创立了一家名为“国际警

察和安全”（IPS）的咨询公司，为国内外司法

机构提供咨询服务，而其主营业务之一，叫作

“数字取证调查”。

何谓“数字取证”？阿舍称，目前，他们主

要开展两方面的数字取证工作，一是将犯罪

现场监控摄像头捕捉到的画面与警方怀疑的

嫌疑人照片对比，帮助警方锁定嫌犯；二是鉴

定虚假视频，粉碎不法分子通过伪造视频谋

取政治或经济利益的图谋。

科技日报记者听完他的介绍后不禁思

考，难道人工智能、人脸识别等技术做不了这

些事儿吗？但当阿舍展示他们的成果时，记

者才认识到，似乎没那么简单。

拍不到正脸也可找出真凶

一个夜晚、一场血案，清晰度不怎么高的

监控摄像头仅仅捕捉到一个极为模糊的行凶

者脸部斜侧图像。后来，当地警方通过其他

手段掌握了某个嫌疑人的正面照片，可是却

无论如何无法判断两张图片的主角是否为同

一个人，现场图像太模糊，难以采用人脸识别

等技术。警方委托 IPS 进行调查取证，IPS 调

查员将两张图片中的人的额头、下巴等部位

的外形几何特征进行对比，确定二者有 95%

的可能性同属一人。

图像对比，不止局限在面部。

在一起枪案中，现场监控仅仅捕捉到一

辆轿车驶过，司机一侧的车窗打开，一只持枪

的右手伸出窗外，车内的情况无从得知……

后来，当地警方并不费力地抓捕了两名嫌疑

人，一名是车辆驾驶员，另一名当时坐在副驾

驶座。可是问题来了，到底是谁开的枪？警

方认为，驾驶员左手把控方向盘、右手伸出窗

外开枪的难度较大，坐在副驾的人嫌疑更

高。这件案子交到了阿舍手上，IPS调查员将

现场图片中的右手与两名嫌疑人的右手图片

的几何特征进行对比，发现驾驶员右手与监

控图片相似度高达 90%，而副驾驶的相似度

仅有 20%，这表明驾驶员边开车边开枪的可

能性更大。

辨真假视频折服情报机构

“在上述案件中，我们采用的技术与美国联

邦调查局相似。”阿舍告诉记者，相比协助警方

锁定嫌犯，他对其团队在虚假视频鉴定上的成

就更加自豪，“全世界可能只有我们能做到”。

2020 年 8 月，黎巴嫩贝鲁特港口大爆炸

不久，互联网上出现一条视频，显示爆炸由空

中飞来的导弹引起。

“这条视频制作极为‘精良’，伪造了元数

据，成功欺骗了某些专业人员。”阿舍说，某国

的情报机构将视频发给我们，该机构称其技

术鉴定后认为该视频是真实的。IPS 的调查

员通过检查视频的技术数据、慢放视频和截

图、寻找视频的数字编辑痕迹等方式，最终在

视频中的水印、导弹飞行轨迹等处发现了视

频编辑的痕迹。同时，这条接近 30 秒的视频

中暗藏多次暂停，帧速率超出正常模式一倍

多。因此可以断定，制作者在原视频中插入

了导弹击中目标的画面，并采取加速录制的

方式掩盖编辑痕迹。

“人技结合”打造“火眼金睛”

毫无疑问，数字取证调查在刑事犯罪侦

察、虚假视频甄别等领域具有很高的应用价

值。那么，怎样才能练就数字取证调查的“火

眼金睛”呢？

“技术和人的充分结合。”阿舍告诉记者，

首先是技术层面，在上述刑事案件调查中，调

查人员要对不同人体器官、部位的图像进行分

析匹配，其中主要用到的是“几何比较取证”技

术。而在虚假视频鉴别中，调查人员必须要熟

练掌握视频造假的种种技术，才能通过技术及

人力分析等手段发现视频造假的痕迹。目前，

美国联邦调查局领导的“数字证据科学工作

组”（SWGDE）正联合多家执法机构及企业，研

究数字取证调查的相关技术并推出技术标准。

“当然，和其他技术工作类似，在数字取证

调查中，除了技术本身之外，调查人员的个人

能力也很重要。”阿舍说，数字取证调查要对图

片或视频细节进行“诊断”，找到可以用来对比

的身体部位或伪造视频的细微痕迹，这需要调

查人员有较强的工作兴趣、耐心和高超的细节

捕捉能力。目前，全球很多警察或情报机构都

在招募合适的人员开展数字取证调查工作。

慧眼锁定嫌犯 细节鉴定真伪

数字取证调查需要怎样的“火眼金睛”

科技日报北京9月 1日电 （实习记者张
佳欣）多年来，我们已经看到许多智能服装，

通过不同的技术来监控穿着者的身体健康。

但最近，美国莱斯大学研究人员发现，一种新

的碳纳米管纤维非常柔软灵活，可织成棉衬

衫。据此，他们推出了一款“智能”衬衫。该

衬衫使用交织的碳纳米管纤维提供与皮肤的

稳定电接触，能够持续收集心脏活动数据。

该衬衫在 8月 30日《纳米快报》上发表的

一篇论文中首次“亮相”。这种纤维与金属一

样具有导电性，但可清洗、穿着舒适，并且在

身体运动时断裂的可能性很小，强度可比肩

凯夫拉和碳纤维。

莱斯大学的工程师马泰奥·帕斯夸里说：

“由于导电性、与皮肤的良好接触性、生物相

容性和柔软性，碳纳米管线是可穿戴设备的

天然组成部分。”

研究团队进行了实验，将智能衬衫记录

实时心率数据的能力与典型的胸带监视器进

行比较，结果发现衬衫表现得更好。他们还

发现，该衬衫的性能可与市售的电极监测器

相媲美。

2013 年，帕斯夸里实验室首次引入碳纳

米管纤维。从那时起，每条都含有数百亿个

纳米管的纤维被研究用作修复受损心脏的桥

梁，并用于大脑的电子接口、人工耳蜗植入、

柔性天线等领域。

最初的纳米管纤维细丝约 22 微米宽，非

常细，缝纫机无法处理。研究人员与销售小

型机器的公司合作，成功对纤维进行编织并

以“之”字形缝在了可伸缩布料上。电极连接

蓝牙发射器等电子设备，可将数据传递给智

能手机。

“衬衫必须紧贴胸部。”该研究主要作

者、莱斯大学研究生劳伦·泰勒说，“在未来

的研究中，我们将专注于使用更密集的碳纳

米管线片，以便（衬衫）有更多的表面积与皮

肤接触。”

研究人员称，这种纤维也可以嵌入天

线或 LED。对纤维稍作改动，最终还能让

衣物监测生命体征、呼吸频率。其他潜在

用 途 还 包 括 汽 车 或 软 体 机 器 人 的 人 机 界

面，或作为天线、健康监测器和军装中的防

弹保护层等。

碳纳米管将普通衬衫变成心率监测器

▶美国莱斯大学研究生劳伦·泰勒展示
带有碳纳米管纤维的衬衫。

图片来源：美国莱斯大学

科技日报莫斯科8月31日电（记者董映
璧）俄罗斯“能源”火箭航天公司总设计师、国

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飞行主任弗拉基米尔·
索洛维约夫称，宇航员在国际空间站检查俄

罗斯舱段时，在第一个、也是工作时间最久的

“曙光”号模块舱内发现了几处新的非穿透性

裂缝。

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些系统处于高

度磨损状态，设备制造商无法保证 2025 年后

不会开始出现故障。

2019 年 9 月，国际空间站发现有少量空

气漏出。由于失去气密性，国际空间站气压

每 24小时可下降 0.4个毫米汞柱，相当于舱壁

上有一个直径 0.2 毫米的小孔。为了弥补泄

漏，须经常向国际空间站补充空气、氮气和氧

气。国际空间站备有各种气体储备，货运飞

船也会向国际空间站运送所需气体。

2020 年 10 月，宇航员在俄罗斯“星辰”号

模块舱中首次发现了第一处裂缝，并于 2021

年 3 月修补了它。当时，俄航天集团专家表

示，裂缝对国际空间站和考察组没有危险。

宇航员随后检查出了第二处裂缝，并于 2021

年 3 月封堵完毕。但这并不能完全解决空气

泄漏问题，只是将泄漏的程度降低了。宇航

员正在继续寻找泄漏点并对其密封。

索洛维约夫称，“星辰”号舱 80%的系统

已经超过使用年限，这些信息没有被隐瞒。

刚刚发现的“曙光”号模块舱裂缝现象，也意

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曙光”号模块舱的裂

缝也会四处延伸，不能保证 2025 年后该舱不

会开始出现故障。

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包括“曙光”号、

“星辰”号、“探索”号、“黎明”号和“科学”号模

块舱。

国际空间站“曙光”号舱内发现裂缝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科技日报北京9月1日电 （记者张梦
然）作为棒旋星系的银河系，有着多条旋

臂，而据美国 CNET 网站近日消息称，美

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研究表明，银

河系一个旋臂上有处“断裂”，即一组伸出

的恒星和气体云。天文学家将其描述为

“就像从一块木板上伸出来的碎片”，这是

第一次在银河系上发现与旋臂方向截然相

反的主要结构。

目前所知，银河系是一个中间厚、边缘

薄的扁平盘状体，如果能俯视的话，可看到

银河系中的恒星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各种

星际物质形成的星云、开放星团、新星等汇

集在一起，从银河系中心向外依逆时针方

向延伸出多条“手臂”，天文学上，这些“手

臂”就称为银河系旋臂，我们的地球就位于

猎户座大旋臂上。此前在研究银河系旋臂

时，光学方法受到很大限制，人们关于银河

系旋臂的知识主要来源于射电观测。

此次，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天体物理学

家迈克尔·库恩及其同事使用 NASA 的斯

皮策太空望远镜和欧洲空间局（ESA）盖亚

太空天文台的数据，定位了新生恒星并测

量了它们的距离，以创建银河系悬臂部分

的 3D 外观。当研究人员查看这张详尽的

3D 地图时，意外发现了一处好似“断裂”的

结构，也就是一组伸出的年轻恒星和气体

云，该“断裂”向外延伸约 3000 光年，与旋

臂方向截然不同。库恩表示，当研究团队

将盖亚和斯皮策的数据放在一起并最终

看到这张详细的 3D 地图时，就发现上述

区域拥有非比寻常的复杂性，而以前人们

并没有了解到这一点。

欧空局盖亚任务的主要目标，就是观

察十多亿颗恒星的位置和运动。它已经揭

示了一些银河系结构前所未知的细节。如

今这处“断裂”的发现，让科学家们对银河

系有了全新的认识，这也可能是另一个独

特的旋臂，目前该结构是如何形成的尚不

得而知，科学家们希望未来进一步的研究

能帮助人们解决该谜团。

银河系为什么有手臂？又为什么看着

是螺旋的？原因就是银河系在转。作为一

个高速旋转的、有星系核的大星系，银河系

就像个发电机一样，带着银心附近的物质

也跟着转，难以计数的恒星和星云就转成

了旋臂的样子。那这就有点奇怪了，为什

么现在会出现一个方向完全不同的“骨折

部位”呢？这个疑惑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

难以解除，甚至可以说这类大尺度天文问

题，一直都是我们的困扰所在。小小地球，

毕竟只是银河系中一块普通的石头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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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心理与教育大学研

究人员发现，心理分离（独立和与父母分

离）影响单亲家庭的青年男女设定和实现

生活目标。这项研究有助于制定针对年轻

人的心理援助计划，使他们能够建立与亲

人的信任关系，对自己的生活负责，并实现

他们的目标。相关论文发表在《心理学与

心理技术学》杂志上。

分离是成长的一个自然阶段，年轻人脱

离原生家庭，与父母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

这是人格形成的一个重要且必要的阶段。

莫斯科国立心理与教育大学极端心理

学系副教授利特维诺娃说，成功分离被认

为是男女青年在情感上摆脱家庭的认可和

支持，以及与父母建立新的舒适关系，父母

不再试图约束、操纵或强加他们的观点。

年轻人应该同父母建立和保持相互信任的

关系，接受彼此的意见和决定，同时保持自

我人格的完整性。

科研人员分析了不同类型的心理分离

如何影响目标设定的能力。他们发现，男

青年与父亲功能分离的过程会使独立性的

形成复杂化，而独立性是实现目标的必要

条件。对于女青年来说，选择目标的自主

性由于与父亲功能分离的不完全而变得复

杂。只要在经济上依赖成年人，她们就很

难设定目标，在学习、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

中做出自由的选择。

正如科学家所指出的，单亲家庭的男

青年更多追求的价值目标是自我实现和

自由，通过坚强的意志和效率来实现；而

女青年的价值目标更倾向于个人生活和

健康，通过良好的教养和诚实来实现。同

时，女青年要想生活得足够充实和快乐，

重要的是在情感上和功能上与母亲分离，

即独立于父母的认可和经济支持。

（本栏目稿件来源：俄罗斯卫星通讯
社 整编：本报驻俄罗斯记者董映璧）

俄研究心理分离对单亲家庭青年影响

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与丰桥技术科

学大学共同宣布，已确认在北冰洋科研航

海中采集的一种定鞭藻类浮游植物（Di-

crateria rotunda）具有与石油相当的饱和碳

氢化合物合成能力。这是通过对该浮游植

物进行分离和培养，研究其碳氢化合物的

成分后发现的。人类发现能合成碳原子数

为 10—38、与石油相当的碳氢化合物的生

物尚属首次。

研究发现，包括 Dicrateria rotunda 在

内的 11 个品种全部具有合成碳原子数为

10—38 的一系列碳氢化合物的能力。这

些藻株的特点是，能更多地合成碳原子数

为 10和 11的短碳数饱和碳氢化合物。

一种藻类合成碳氢化合物能力与石油相当

日本筑波大学研究团队开发出利用二

氧化碳（CO2）高效制造化学原料甲酸（蚁

酸）的方法。

该方法用电还原 CO2。研究团队改良

了利用锡片制作的电极。先在锡片上造出

很多小孔，增加与 CO2的接触面积，然后在

电极表面涂覆具有 CO2吸收能力的高分子

材料聚乙二醇（PEG）。

与采用金属锡片的传统电极相比，新

方法合成甲酸的速度达原来的 24 倍。这

种方法可以从发电站等释放的含 CO2废气

中获得有机物，计划 10年内进入实用。

利用 CO2高效生产甲烷、甲醇和甲酸

等有用物质的研究相当活跃。结构简单的

甲酸除了用于农药等之外，还有望作为储

存和运输氢的手段。

（本栏目稿件来源：日本科学技术振兴
机构 整编：本报驻日本记者陈超）

改良电极可将 CO2 快速合成为化学原料

以色列国际刑警组织前负责人阿舍·本·
阿尔茨总警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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