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1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林婧 严粒粒 版式：陈仰东 联系电话：0571-85312335 邮箱：zjrb@8531.cn 前沿 9

2024 年菠萝科学奖在杭州颁发。来
自国内外的10名专家学者及科学爱好者，
带着趣味横生的科研项目捧杯而去。

被遗忘的西瓜，在冷冻层冻得邦邦
硬。打开冰箱门的你，那瞬间会想什么？
放了很久的苹果，受潮长了蘑菇。手上被
蚊子叮起一个大包，手指被锋利的纸张割
破⋯⋯看到这一幕，你会怎么做？

将那些水果扔到垃圾桶？带着愤怒表
情一巴掌拍死蚊子？无奈地寻找创可贴？
这是普通人的做法。科学家，将它们放在
显微镜下。

“我就是有点好奇会发生什么。”2021
年那个端午假期，埋头实验的西湖大学孙
立成团队成员唐堂和刘清路，将西瓜遗忘
在了冰箱冰冻层。待西瓜被想起，已经成
了一个坚硬冰球。

意外变成机会，一定是因为有人绸缪
已久。意外一刻来临前，唐堂和刘清路正
在潜心完成老师孙立成布置的研究任务
——解决离子传输膜的技术难点问题。因
此打开冰箱门的那一刻，沉浸式思考课题
的唐堂和刘清路，正在心里念叨着“离子传
输膜、离子传输膜⋯⋯”。

“西瓜一定有水，水里就一定有离子。
这又是一层冰膜。离子⋯⋯膜⋯⋯说不
定，它就具备传输膜的特征！”实验之后，他
们发现，一块西瓜皮竟然有离子传输膜的
选择透过性——踏破铁鞋无觅处！谁能想
到，合适的离子传输膜原材料，竟是“一块
瓜皮”！后来，相关成果发表在了《自然·通
讯》杂志上。带着“冰西瓜解决大问题”项
目，西湖大学孙立成团队也赢得了2024菠
萝科学奖“灵机一动奖”。

回想自己将剥落的西瓜皮放进电化学
二氧化碳反应测试装置的瞬间，唐堂用一
个“好奇”，解释了怪诞一举背后的一念，同
时回答了上述疑问。这也应了菠萝科学奖
的筹办初衷——“向好奇心致敬”，以及本
届的主题——“打破砂锅问到底”。

对于获得2024菠萝科学奖“科学事件
奖”的“苹果长白蘑菇”的当事人浙江德清
邓女士，同样是好奇心，让她在那个黄梅
天，在那个别样的苹果前停顿、拍照，发帖，
以及寄给中科院的科研人员。“果菌王”白
参菌最终得到鉴定、分离、培育，有望成为
新的食用菌育种来源。在事件相关的帖子
中，她袒露着自己的心声：“最初发现它的
时候，我本想扔掉它。但鬼使神差地没有
扔，就放在厨房的窗边⋯⋯再后来，我给它
喷点水，（蘑菇）就长开了。好神奇。”

好奇心在科学世界里，有着怎样的分
量？因为想知道洗澡水为何溢出，阿基米
德发现了浮力原理。因为感到一壶水烧开
时，蒸汽顶起水壶盖子的画面太过神奇，瓦
特改良了蒸汽机。是好奇心，让他们在这
些稀松平常的瞬间前，有一帧关键的停顿。

爱因斯坦说过：“重要的是不停地追
问。好奇心有它自己存在的理由。一个人
当他惊奇地看到永恒之谜、生命之谜、实在
的奇妙结构之谜时，他不能不从心底感到
敬畏。”以及，“永远不要失去神圣的好奇
心。”

对于 2024 菠萝科学奖“有知有味奖”
得主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江雷院士团
队，“冰啤酒为什么更好喝”这个发现，是他
们在探索酒精浓度对其物理性质影响的研
究中，一场美丽的邂逅。

酒精的浓度，起初占据了江雷院士的
目光：“为什么中国白酒有一个非常特殊的
酒精浓度区间，要么是 38%-42%，要么是
52%-53%，要么是 68%-75%？”是在反复
的实验、调试中，他们发现，影响酒精风味
的参数“接触角”，也受到温度变化的影响。

2024 菠萝科学奖“疯狂实验奖”得主
普林斯顿大学赵志磊和他的同事们则个个
是“狠人”：在 Lindy McBride 的实验室，
将手臂伸向爬满蚊子的笼子，甚至甘愿一
日以身饲蚊 3000 只。“我们就是想知道蚊
子靠什么找寻、识出人类并吸血。”一个坚
定的念头，更是让这支研究团队陆续花了
5 年时间，只为制造可供实验的转基因蚊
子。

目前，孙立成团队的成员仍在继续由
一块西瓜皮引发的研究。而就在 9 月，受

“冰西瓜研究”中果胶通道结构启发，团队
在学术期刊《能源与环境科学》上发表了新
的研究成果——基于空间构型调控方法制
备高性能阴离子交换膜，在工业应用中颇
有前景。时隔三年，这个瓜，他们还在

“啃”。
“也有怀疑和动摇的时刻，我的努力会

白费吗？迟迟不出成果，该不会是我个人
能力有问题吧？”然而，不论如何，他们从未
想过放弃这个研究。“如果研究失败，大不
了推倒重来。也没关系嘛。”

在令人遗憾的想象里，唐堂依然保持
着乐观。他告诉记者，一个令人欢喜的好
结果，并不是科研的全部。而不断探索的
精神，才是科研的追求。唐堂的语气里，充
满了阳光。

好奇心
分量

有多重
本报记者 高心同

飞速发展的科技，正悄然改变着
我们的生活，也为助残事业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机遇。

11 月 29 日，一场特殊的残疾人运
动会在杭州开赛。这场 2024 中国·浙
江残疾人未来科技运动会，包括智能
仿生肢体类、脑机接口类、操控类、视
觉类等 5 大类 9 个项目的比赛，吸引
了 200 余位全国各地的残疾人参加。

让看不见的人“看见”、站不起来
的人“站起来”、用意念操控轮椅⋯⋯
在智能仿生手、智能仿生腿、脑控轮
椅、AI眼镜等高科技辅具的帮助下，越
来越多的残疾人朋友共享美好生活。

脑机接口 创新不断

2024 年，距离第一条脑电波被人
类捕捉至今，刚好过去100年。

当年，德国医生汉斯·伯格发现这
段平平无奇的波浪线时也许并不知
道，这张记录着大脑神经元放电活动
的脑电图，夯实了脑机接口技术迄今
为止最重要的一块地基。

最初看到比赛项目表上，脑控轮
椅竞速赛、脑控龙舟赛、脑控拔河赛这
3 项时，记者仅凭名字很难设想比赛场
景。

“脑机接口是大脑与外界进行直
接互动的一项技术，分为侵入式和无
创脑机接口，无创脑机接口就像大脑
中伸出的无形科技大手，可以和世界
万物进行交互。”杭州曼安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CEO、首席科学家宋星介绍。

大脑是人体最复杂的器官，“读
脑”更是一个大工程。无腿者起舞、
断臂者弹琴、失语者发声⋯⋯当前，
脑机接口创新不断，给了很多残疾人
希望。

在杭州曼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记者见到了一台智能脑机接口轮椅，
这次比拼的脑控轮椅竞速赛上，参赛
选手们就将乘坐这样的脑机接口轮
椅，通过意念控制轮椅速度方向，竞速
前行。

而脑控拔河赛，则是一场团队之
间意念的竞技。队友之间互相合作，
排除干扰集中注意力，利用脑波拉动
屏幕上的绳子移动，直到一方将绳子
完全拉过中线，三局两胜。

用意念遥控龙舟，想得越“用力”，
大屏幕上的龙舟划得越快——在脑控
龙舟赛上，选手将佩戴特制的发带式
脑控仪，使用比赛专用电脑，集中注意
力调节脑波状态，设备实时采集脑波
数据，转化为划龙舟的力量，更快抵达
终点者胜。

北京视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
责 脑 控 拔 河 和 脑 控 龙 舟 的 设 备 支
持。公司市场总监屈炳硕告诉记者，
多年来，公司依托脑机接口前沿技
术，专业从事智慧教育和智慧健康领
域产品的开发和产业化应用，“公司
的脑电技术产品已大规模应用于全
国五千多所学校、特殊教育学校、政
府机关、企业、医疗等单位的认知力
训练、心理健康、学能提升、情智训练
等领域。”

简单来说，就是通过科学手段增
强脑功能，提升大脑能力。

今年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
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
发展的实施意见》，“脑机接口”被列入
未来产业十大标志性产品，《实施意
见》鼓励探索在医疗康复、无人驾驶、
虚拟现实等典型领域的应用。

在浙江，脑机接口应用于孤独症
等精神障碍人群的康复，已经取得了
一些成效。今年，曼安智能联合杭州
市滨江区残联共同推出“点亮星星”公
益项目，运用高性能脑机接口，帮助改
善孤独症患儿的症状。

智力障碍和精神障碍人群大多
存在语言、社交功能障碍，往往难以
生活自理、融入社会。孤独症尚无特
效治疗药物，只能通过漫长的康复训
练帮助患者改善症状。

“孤独症人群的发病机制目前还
尚不明确，但有一点肯定，他们的脑
功能神经发育异于常人。”曼安智能
的脑功能增强训练负责人胡丹用了
个形象的比喻：“就像去健身房锻炼，
私教会根据体质和锻炼目的来定制
不同的训练方案，曼安智能的脑功能
训练会用 AI 私教方式，一对一个性
化给孤独症、多动症的 孩 子 进 行 训
练。不同于传统的康复方式，我们的
训练可以帮助锻炼脑神经功能，提升
情绪控制、语言表达、逻辑认知等方
面的能力，尤其是针对大龄的孤独症
患儿，效果也不错。”

萧山区特殊教育学校孙剑老师，
这次带着8位学生，参加了脑控龙舟和
脑控拔河项目比赛。看了演示和介绍
后，他对脑机接口运用于特殊儿童康
复训练颇感兴趣：“学校有老师也在做
特殊学生的行为预测研究，脑机接口
和我们的研究之间也比较契合，未来
可以继续合作或讨论。”

AI加持 智能仿生

用 科 技 为 视 障 人 士 装 一 双“AI
眼睛”，帮助视障人士更好感知这个
世界，这是杭州联汇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CEO、首席科学家赵天成的一大
心愿。

由 于 视 觉 的 缺 失 ，盲 人 除 了 盲
文、有声内容以外，他们只能靠记忆
和触觉寻找物品，知识获取、生活工
作非常困难，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
质量。

这次的 AI 眼镜挑战赛中，选手将
佩戴智能眼镜，根据语音提示，智能识
别周边环境，避开障碍物，挑选正确物
品，找到正确书本。

在 AI 加持下，一副平平无奇的眼
镜变“聪明”了。

联汇科技从事多模态大模型技术
研究多年，当残联找到公司时，双方

“一拍即合”，决定设计一款适合盲人
使用的智能眼镜。

传统的避障眼镜，只有简单的功
能：佩戴后，盲人在面对障碍物时，眼
镜会及时发出警示音，功能单一。

但这次比赛中使用的 AI 智能眼
镜，可以通过人机交互来实现语音提
示。

前面是什么样的环境和路况，前
面的人穿着什么样的衣服裤子？佩戴
者可以与眼镜对话，详尽了解周边情
况。“这就是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智能
助手。它可以智能寻物、洗衣颜色分
类、事物识别等，并且还有非常核心的
记忆功能，它有查看和使用历史记忆
的能力，从记忆中心找到用户寻找物
品最近出现的位置并告知用户，帮助
用户回忆。”赵天成说。

举例来说：盲人在日常出行场景

中 ，AI 智 能
眼镜可以实时感知
环境，智能检测路况和
危险事物，如坑洼、石墩、防护
栏、动态行驶的车辆等，并主动播报
预警信息，提醒人员避开障碍物和危
险区域，还能帮助视障人士知道电梯
抵达楼层等。

赵天成告诉记者，相比健全人使
用的智能眼镜，这款产品还针对视障
群体进行了优化，如简化了部分繁琐
的描述，增强了画面定位功能等。“我
们希望为残障人士的日常生活更好赋
能，让科技承载更多希望和温暖，让残
障人士也能享受到科技带给人类的便
利。”赵天成说。

让视障人群“看见”，让肢残人士
“站起来”，高科技辅具做到了。

很多人可能还记得，去年杭州亚
残运会开幕式上，最后一棒火炬手游
泳运动员徐佳玲穿戴着智能仿生手，
高擎火炬“桂冠”，点燃主火炬，将现场
气氛推至高潮。

智能仿生假肢可以将运动意图转
化为自如动作，让肢残人士重新“长”
出控制自如的手与腿。这次残疾人未
来科技运动会上，浙江强脑科技有限
公司的智能仿生手和智能仿生腿再次
亮相。

智能仿生手通过检测穿戴者神经
电和肌肉电信号，来识别选手运动意
图，实现手指独立运动和协同操作。
和传统的机械结构假肢不同，智能仿
生手是一个基于脑机接口技术的“科
技手”。只需采集微弱的肌电神经电
信号，仿生手“感知”人大脑的想法，识
别人的运动意图，并精确控制手指的
运动。

据了解，参赛选手们将使
用智能仿生手拉弓射箭，
并完成拾取、摆放、

推球、倾倒等
精细项目。
强 脑 科 技 相 关 负

责人介绍，M3 轻凌智能仿生
腿这款产品可以通过传感器系统

进行数据实时采集获取，经过算法处
理后转化为指令控制产品的液压系
统，从而做到针对当前运动状况进行
动态的实时适配，满足下肢截肢患者
在日常生活场景中所需要的动作自
由度。

在 200 米田径障碍赛上，选手穿
戴智能仿生腿，化身“刀锋战士”，分别
完成台阶、平衡木、绕杆、跨栏障碍等
项目。

这次运动会不仅有国产公司的产
品，也有国外公司的智能仿生肢体产
品，同台竞技，一较高下。

硬核科技 也有温度

今年全国助残日主题，正是“科技
助残，共享美好生活”。在新质生产
力和科技创新的带动下，残疾人的生
活、出行等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
感受到了硬核科技中的满满
温度。

科技的飞速发展，正为残疾人扫
除许多日常障碍。智能设备的无障碍
功能越来越强大，高科技辅具层出不
穷。

杭州余杭区残联去年聚合区内20
余家高科技辅助器具企业，成立了省
内首个高科技企业助残联盟，并建成
了杭州市余杭区高科技辅具展示体验
中心。走进中心，智能仿生手、外骨骼
机器人、智能轮椅、人工耳蜗等产品，
琳琅满目。

乍一看只有四面白墙的一个房
间，实则大有乾坤，这是一个 3D 沉浸
式智慧康复体验系统。

工作人员启动设备后，边演示边
介绍，选择了一个医院的场景：“每面
墙都有相应的训练任务，孩子们可以
通过激光雷达感应，直接与墙面上的
场景进行互动，完成康复训练项目。
比如在医院场景里，在语音和画面的
引导下，可以对孩子们进行社交行为
训练、行为情感干预、认知语言训练，
模拟挂号、看病、取药。还有超市、学
校等200多种场景。”

只需要一间 10 多平方米的房间，
便可切换 200 多种场景，可以缓解康
复机构场地有限的问题。

这几天在北京，2024 中国国际
福祉博览会正在举行。作为国际性
展会，本届博览会将有来自澳大利
亚、丹麦、德国、韩国、加拿大、美国、
日本、瑞典等 15 个国家和地区的 58
家国际品牌参展商亮相，带来助行、
助听等新产品、新技术及新应用，全
方位呈现国际残疾人辅助器具前沿
创新成果。

在这个充满无限可能的科技时
代，AI、脑机接口等技术正逐步突破
传统界限，赋能残障人士及有特殊

需求的群体，带来前所未有的希望
与改变。

探访2024中国·浙江残疾人未来科技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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