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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得主告诉你：
成为一名科学家，需要经历几重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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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人
员称， 他们用肌肉细胞培育出
的人造肉， 与天然兔子肌肉组
织相比， 蛋白质结构看起来非
常相似， 只是其组织分布更接
近于碎牛肉等加工肉类， 而不
是未经加工的原始肉类。

论文中称，实验中，他们发
现很难重建构成肉类的长而多
丝的肌肉纤维， 于是就使用了

一种叫做“浸没旋转喷射纺纱”
的技术， 利用离心力纺制特定
形状和尺寸的长纳米纤维，以
组成细胞生长的基础。 由此纺
出可食用的明胶纤维的过程，
与我们平常看到的棉花糖的制
作过程有些类似。 当兔子和奶
牛的细胞被固定在凝胶状的基
底上时，慢慢“长”出来的肌肉
纤维， 就跟真正的肉类纤维一

样又长又细。
不过该研究的第一作者

Luke� Macqueen 称，通过比较
发现， 天然肉类还是会含有更
多的肌肉纤维， 这意味着它们
“更加成熟”。

该研究至少已表明， 完全
由实验室培育的肉类是可能
的。 只不过如何使它们更像天
然肉类，是实验者未来的挑战。

我国浙江大学的机器人
研发团队自家研发的“绝影”
四足机器人最新视频昨日亮
相：一只通体黑色的机器狗一
个腾跃钻过呼啦圈，原地起跳
顶飞皮球，在大块砖石路面上
快速、流畅、稳定地大步奔跑。
这次升级后的“绝影”在运动
性能和感知能力等方面得到

了大幅度提升，特别是四脚原
地跳跃步态和远跳步态的实
现，是四足机器人控制算法上
的再次突破。

新一代“绝影”身长 85 厘
米，站立时高 65 厘米，体重约
40 千克，肢体线条更为自然流
畅， 运动时显得更为灵敏，交
互体验更加友好。

凭借仿生腿部设计以及更
加强大的关节驱动能力，新

“绝影” 已可以轻松跃过约 40
厘米的障碍物，原地起跳高度
为 70 厘米， 立定跳远距离可
达 1.5 米。

它继承并提升了其前代
良好的运动灵活性、环境适应
性和感知智能性，可以后腿发
力、前腿前扑，以重心上下起
伏的姿态奔跑，并平稳地跑过
布满大块砖石的路面。

同时，新“绝影”可以凭借
其优越的感知能力，顺利找到
自己的“狗窝”———充电桩，趴
上去为自己充电。

该机器人团队在 2018 年
2 月和 12 月先后发布了“绝
影” 四足机器人及其升级版
本，引发高度关注。 团队成员
介绍说，本次发布的新“绝影”
运动能力进一步提升，通过搭
载摄像头、 检测传感设备，能
够更好地适应复杂环境，在工
矿园区、铁路隧道中也能轻松
执行巡检任务。

（朱涵）

在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
家大会 “未来国际大科学 ”分
论坛上 ，多位诺奖得主和拉斯
科奖得主还非常慷慨地分享
了自己从事科研的一些经历
以及对年轻科研人员的一些
建议。

想知道成为一名科学家 ，
需要经历几重考验 ？ 诺奖得
主的看法 ， 竟与我们的先人
所说的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 ，
必 先 苦 其 心 志 ， 劳 其 筋 骨 ，
饿其体肤 ， 空乏其身 ， 行拂
乱 其 所 为 ， 所 以 动 心 忍 性 ，
曾益其所不能 ”， 有异曲同工
之妙。

年轻人要有承受
“痛苦”的能力

在谈及自己早期的科研
经历时 ，2019 年诺贝尔生理学
或医学奖获得者 、美国癌症学
家威廉·乔治·凯林坦言 ： “我
上大学时的第一次实验室经
历是一场灾难。 我接到了一个
无法完成的 、无趣的且微不足
道的项目。 ”不仅如此，基于凯
林的表现 ，他的教授认为其未
来可能在 “实验室之外 ”，而非
“实验室之内”。

因此凯林认为 ， 在科研
道路上 ， 年轻科学家需要具
备承受 “痛苦 ” 的能力 。 在
这个世界上 ， 每个人随时可
能遇见比你更有天赋 、 更聪
明 、 更 博 学 的 同 学 或 同 事 。
此外 ， 还有来自导师和教授
们的督促 。 这些压力会让人
不安 ， 但这也是促使一个人
快速成长的动力。

此外 ，凯林还建议年轻科
学家 “永远不要保持一个平缓
的稳定状态 ，要一直追求更高
的境界”。 在凯林看来，科研之
路不可能一帆风顺 ，或许最理
想的状况尚未出现 ，但只要尽
力做到最好 ，未来才有可能更
进一步。

屡战屡败后，如
何应对沮丧感？

在科研中 ，经常会遇到这
样的情况 ：耗费大量时间研究
却未能收获结果时 ，该如何应
对由此而生的沮丧感？

2012 年拉斯克基础医学
研究奖获得者迈克尔·希茨表
示 ，有时候因为想要解决太多
的问题 ，这样的情况下常常会
遭遇失败。 有时候有些想法就
是没办法成功 ，那可能就得放
弃初衷 ，因为最后可能得不到
任何成果。

除了 “理智地回头 ”，希茨
也给出了“规避失败风险”的建
议： 他的团队会利用每周五晚
上和每周六早上这两个时间
段，平行进行实验。希茨认为这
种方法与炒股大同小异， 人们
在炒股时不会将所有鸡蛋都放
在一个篮子里，这样一来，股市
大跌时也能避免出现非常糟糕
的情况，平行实验也一样。

然而对于 “理智地回头”这
一说法 ，1988 年诺贝尔化学奖
得主、 德国科学家罗伯特·胡贝
尔则表达了不同的观点， 他认
为：“我们的研究有 90%都是失
败的，但是要坚持。”当然胡贝尔
也表示，坚持并不是非要“撞南
墙”，如果已经觉得没希望了，也
要在正当的时间及时停止。

学会享受科研的过程
2014 年 拉 斯 克 基 础 医 学

研究奖获得者彼德·沃尔特认
为 ，年轻人要学会享受科研的
过程 ，从中感受快乐 。 在沃尔
特看来 ，科研好比一次特殊的
探索 ，能有这样的机会本身就
是一件能给人带来快乐感 、满
足感的事。 一旦从过程中感受
到快乐 ，是否会产生结果也就
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如何理解人工智能和人
类的关系？ 2017 年诺贝尔物
理学奖得主巴里·巴里什有自
己的看法， 也有自己的疑问。
在他看来， 人类做研究依循
的是科学的实验步骤和方法，
任何科学研究的发现都需要
调查过程和证明过程， 但 AI
得出结论的过程显然和人类
不同。

巴里什认为， 虽然人类早
就知道 AI 有黑匣子， 但 AI 究
竟如何得出结论，如何思考的，
这一点人类并不清楚。 看起来，
AI 只不过是通过输入数据，然

后得出结论。 但真正的科学远
不止如此， 还包括诸如如何从
牛顿的书中学做科学研究，如
何用科学的方法建立真理这类
理论性问题。 然而这类问题都
需要建立在大量测试和实验基
础上， 即便偶尔获得一个新发
现， 最终也很有可能被证实为
错误。

因此，在巴里什看来，尽管
AI 在国际象棋、围棋等方面已
经比人类做得好很多，但 AI 是
否能自己做出科学研究， 提出
科学发现？ 这或许是更值得深
思的问题。

哈佛研究者造出“人造兔肉”，美国股市出现全球“人造肉第一股”

““人人造造肉肉””仍是“概念肉”

人类发明“人造肉”，实属迫不得已的创举。 根据科学家的
研究统计，若按照人类的需求来计算，全球需要每年宰杀 700
亿只动物，而饲养这些动物需要占用全球大约 70%的农业用
地，耗费全球约 60%的谷物资源。 除了耗费地球资源之外，禽
畜养殖还对环境造成极大压力。 相关报告显示，若按照现阶段
的趋势发展，到 2030 年，禽畜养殖产业排放的 CO2 气体将占
据全球排放温室气体量的一半， 这将对地球的生态平衡也造
成极大负担。

“人造肉”有望缓解这些问题。
在经历了“植物肉”、没有肉类口感的“人造肉”等之后，最

近，《ScienceofFood》 期刊发布的一篇来自美国哈佛大学工
程与应用科学学院(SEAS)的论文称，他们已培育出了模拟肉
类质感的兔子和牛的肌肉细胞，表明“人们可能最终无需饲养
和屠宰动物就能生产出逼真的肉制品”。

这在猪肉价格暴涨的今天，或许也能算是个“利好消息”。
于是“人造肉第一股”今年 5 月在美国上市了。 据相关机构估
值，“人造肉”市场在未来有望达到 64 亿美元的市场估值。

实际上，在此之前就有不
少实验室在做类似探索。

有史以来的第一块“人造
牛排”是于 2013 年被荷兰马斯
特里赫特大学的生物工程学家
马克波斯特创造出来的。 而美
国的 Memphis� Meats （孟 菲
斯肉类公司） 则是最早一家成
功用动物细胞培育牛肉与鸡肉
的公司。 他们在 2017 年 3 月，
首次成功地利用干细胞在实验
室中用营养液培育出了家禽
肉， 那其实是一种细小的可食
用肌肉组织， 经过碾压可做成
肉饼、 肉丸。

今年 4 月， 英国巴斯大学
的科研人员在叶片上培育动物
细胞取得成功。 他们培育出的
最终产品也是“纯肌肉组织”，
也就是碎瘦肉。 但和美国的
Memphis� Meats 公司出品的

“人造肉饼” 一样， 这种肌肉
组织仍没有天然猪排或牛排那
样的口感和质地。

美 国 最 大 的 肉 类 公 司
Tyson� Foods（泰森食品）今年
1 月份也正式进入这个领域。他
们认为，由于使用更少的水和土
地、无需饲料、减少了碳排放等，
实验室“人造肉”的确比传统畜

牧业更有效率。但他们与其他公
司 一 样 面 对 着 很 现 实 的 难
题———“人造肉”成本过高。

Memphis� Meats 公司曾
透露，在 2013 年，在实验室培
育 1 磅（约 0.45 公斤）牛肉需
要 120 万美元 （约人民币 845
万元）。 得益于技术的高速发
展，如今成本已大幅下降，最新
数据表明， 美国 Beyond� Meat
和 Impossible� Foods 在市面
上已推出的“人造牛肉饼”定价
为每磅 12 美元 -16 美元（每斤
约合人民币 84 元-112 元）。 但
这个价格仍比普通牛肉贵得多。

成本这么高的实验为什
么还有那么多投资人有兴趣？
因为他们看到了市场。 一家集

“大数据 + 研究 + 规划 + 资
本”的智库服务机构“前瞻产业
研究院”提供的分析数据显示，
在环保、 经济以及健康等需求
的推动下， 未来几年肉类替代
品的市场规模将稳健增长。

知名市场研究公司 Mar-
ketand� Markets 的数据也显
示，预计到 2020 年全球肉类替
代品的规模将超 50 亿美元 ，
2022 年将超 60 亿 ， 到 2023
年， 全球肉类替代品市场规模
将达到 64.3 亿美元。 尤其以亚

太地区的肉类替代品市场规模
增速最快， 预计年均复合增长
率可达 8%以上。

所以目前包括汉堡王、赛
百味、麦当劳、肯德基等快餐企
业都在试验“人造肉”产品。 而
这种“人造肉”并不是我们之前
已经知道的“植物蛋白人造肉”
（俗称 “植物肉 ”），而是像哈佛
大学这项最新研究中提到的、
从动物身上提取肌肉组织、在
培养基上进行增殖的“人造
肉”。 这意味着，我们将来在外
面吃快餐时，吃到“人造肉”的
可能性极大。 但我们可能根本
吃不出来它是“人造肉”。

□克莉斯汀

像做棉花糖一样“做肉” 肉类需求推动“人造肉”研究

成本高带来“造假”风险

两位艺术家约瑟夫·福特
和尼娜·多德合作 ,出版了一本叫
《看不见的套头衫 》的书 ,里面记
录的是他们合作完成的系列迷
彩编织摄影作品。 其中一个系列
是 他 们 特 别 定 制 的 系 列 针 织
衫———在 特 定 的 环 境 中 穿 着 这
件针织衫 , 穿着者就能完美地融
入当地的环境 ,变身“隐形人”。

摄影师和编织者通过精心
挑选环境 、挑选织线的色彩和编
织的花纹 ,终于让观海人 “消失 ”
在海边 ,牧牛人 “迷失 ”在牛群中
……目前此书已接受预订 , 不过
暂时只在美国销售 , 不过到两位
艺术家的个人网站上倒是能先
睹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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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影”四足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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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强大脑”们都聊了些啥？

直击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普普普普普普普普普普普普普普普普普普

关于人工智能

近日，第二届世
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在上海临港举行。 此次
论坛汇聚了包含 41 位
诺奖得主在内的 60 余位顶尖科学家、上
百位中外院士科学家、青年科学家，真正
算得上是一次全球“最强大脑”的齐聚。

针对眼下大热的人工智能， 科学家们纷纷提出了自己
的看法。

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了一
系列研究领域与之交叉，其中一
大热门就是神经科学和脑科学。

对此，2014 年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得主、 挪威科学家
梅 - 布莉特·莫索尔表示脑机
芯片与神经技术已经被应用于
人类大脑， 但从认知层面来看，
芯片可能能够制造新记忆，却无
法修补旧的记忆。 也就是说一
个人如果失去童年记忆，他将无
法通过植入芯片将其找回。

人类大脑中隐藏的信息与
数据极其丰富， 芯片可以与新
细胞建立联系， 为大脑制造新

的记忆，但却无法修复细胞，也
不知道该“同哪些细胞对话”，
因此无法找回丢失的记忆。

对于人工智能， 梅也提出
了一个有趣的问题： 人工智能
是否能研究人工智能， 并告诉
人类它们是如何思考的？ 基于
这一提问，梅 - 布莉特·莫索尔
生动地表示，如果一个人疯了，
他有可能被治愈， 或者至少可
以对其精神状态加以控制；但
如果一台人工智能机器疯了，
人类或许将无计可施。

因此，梅强调，研究人工智能
必须重视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

同为 2014 年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得主的挪威科学家
爱德华·莫索尔也着重提到了
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 在爱德
华·莫索尔看来，人工智能做什
么、不做什么，这些都应该由人
类来决定。 爱德华·莫索尔认
为，人工智能有很多优势，可以
分析处理大量神经科学中的数
据，但要关注风险，防止滥用。

与此同时， 针对其擅长的

大脑 GPS 领域， 爱德华·莫索
尔表示， 大脑的导航系统是其
认知系统的一部分，“我们对
大脑的认知系统研究得更多，
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精神类
疾病 、 更好地预防和治愈它
们。 ”他认为，依靠人工智能与
机器学习，人类将能找到一些
规律来确定病人是否患阿尔茨
海默病。

（新华社 综合）

人工智能是否能研究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能自己提出科学发现吗？

人工智能或可帮助确诊阿尔茨海默病

本版制图/王军

有待技术提高来降低成本

“植物肉”其实也是一种“植
物蛋白人造肉”（资料图片）

�� 美美国国人人研研究究出出的的““人人造造肉肉””多多以以肉肉饼饼形形式式出出现现，，图图片片来来自自美美国国
《《科科学学》》杂杂志志官官网网

将 动 物
的 干 细 胞 组
织 在 实 验 室
的 营 养 液 中
培育出的 “动
物 蛋 白 人 造
肉”
（资料图片）

2018 年 2 月亮相的“绝影”（资料图片）

2018 年 12 月亮相的“绝影”（资料图片）

即使是哈佛大学的研究
者称他们研究出的带有动物纤
维的“人造肉”，口感上已更加
接近普通肉类，但“人造肉”与
普通肉类还是有区别的。

首先， 其形态上还做不到
自然肉那样完整块状，目前“人
造肉”仍只是以“肉糜状”示人，
因此它多被烹饪成肉饼、肉丸、
肉条等；其次，因为没有血液流
动的关系，它的色泽明显偏淡；
同时， 研究人员也说过， 因为

“不够成熟”， 其口味上也比正
常的肉类要淡很多。

在营养价值上，“人造肉”
倒未必没有普通肉类好。 因为
在人工培育过程中，“人造肉”
的营养成分是可控的， 比如可
以通过控制加入脂肪细胞的多
少，调节成品肉中的脂肪含量，
从而培育出更适宜人类各种需
求的肉质。 不过，这种调节也仍
处于实验中， 尚未能真正投入
市场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人造肉”显然已成为未来
肉类市场上的一大趋势。 2019
年 5 月 3 日， 美国人造肉公司
Beyond� Meat 在纳斯达克上

市，成为全球“人造肉第一股”，
上市首日股价便暴涨 163%，创
造了本世纪以来美国公司 IPO
首日的最佳表现。很多人依然相
信，技术进步以及批量生产等因
素，最终还是会成就“人造肉”。

但“人造肉”大热，带来的
最大风险还是“造假”。 这里讲
的“造假”是指在市场上流通的
商品，一方面可能是用“植物蛋
白人造肉”假冒“动物蛋白人造
肉”；另一方面，为提升口感，有
些商家可能会在“人造肉”产品
中加入椰子油和盐来调和口
感，但椰子油中 80%都是饱和
脂肪，显然很不利于健康。 最
令人担心的，还是有些不良商
家可能会在“人造肉”里掺入
普通肉类或其他，因为都被做
成“肉縻”状，消费者根本就看
不出所掺肉类的品种、 质量，
食品安全无法保证 。 这样的
“人造肉”你若敢放进口中，还
真是需要勇气。

由此看来，“人造肉” 目前
应该还只是理想中的“概念
肉”，真正走入老百姓的饭碗仍
需时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