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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健康

新华社华盛顿 4 月 9 日电全球多国科研
人员合作的“事件视界望远镜”项目将于 10
日发布一项“开创性成果”，舆论普遍认为这
将是人类有史以来获得的第一张黑洞照片。

据“事件视界望远镜”项目官网发布的消
息，美国东部时间 10日 9时(北京时间 10日
21 时)，在美国华盛顿、中国上海和台北、智
利圣地亚哥、比利时布鲁塞尔、丹麦灵比和日
本东京将同时召开新闻发布会，以英语、汉
语、西班牙语、丹麦语和日语发布“事件视界

望远镜”的第一项重大成果。
一些重要嘉宾将参加在美国华盛顿全国

记者协会举行的发布会，包括“事件视界望远
镜”项目主任、美国哈佛-史密森天体物理学中
心资深天文学家谢泼德·杜勒曼、项目重要资
助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席弗朗斯·科尔多
瓦等。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官网首页有关发布
会的介绍中写道：“关于黑洞的历史性宣布。”

黑洞是一种质量极大的天体，具有非常
强的引力，在它周围的一定区域内，连光也无

法逃逸出去，这个边界称为“事件视界”。
“事件视界望远镜”项目由全球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科研人员组成，他们利用分布在世
界各地的射电望远镜，组成一台巨大的虚拟
望远镜，其口径相当于地球直径。该项目此前
宣布，用这一虚拟望远镜“拍照”的重点对象
是两个黑洞，一个是位于银河系中心的“人马
座 A*”，另一个位于代号为 M87的超巨椭圆
星系中心。

2017 年 4 月“事件视界望远镜”启动拍

照时，科尔多瓦曾发表声明说，这是“一项令
人激动并具挑战性的工作”，将有助于验证一
些最基本的物理学理论。

黑洞照片“冲洗”用了约两年时间。今年
3月，出席 2019年美国“西南偏南”多元创新
大会和艺术节的杜勒曼告诉新华社记者：“对
这个项目的成功我们非常乐观，实际上我们
已经完成了几乎所有工作。”

包括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在内的一些
国内机构参与了此次国际合作。

人类史上首张黑洞照片今晚面世
北京时间 21 时将在华盛顿、上海和台北等地同时发布

新华社深圳 4 月 9 日电(记者孙飞)回到
家中，通过智能音箱控制空调暖气；躺在沙发
上，智能机器人端来咖啡；想吃蛋糕，控制智
能电器开启制作……

4月 9日在深圳举行的第七届中国电子
信息博览会、中国智慧家庭高峰论坛上，“智
慧家庭”的科技新风扑面而来。

AI 赋能，从“智能家具”到

“智慧家庭”

智能门铃、智能烟雾报警器、智能水浸报
警器，互联互通的智能“家庭套装”……一系
列黑科技、新元素令 9 日的深圳会展中心充
满“智慧”的色彩。

“海尔已经建立了 200多种品类、数千款
型号的智能家电互联互通生态和矩阵化入
口。”海尔相关负责人说，通过智慧家庭助手
“小优”，发出“打开空调”“扫地机前进”“打开
灯”等命令，可以让消费者更便利地享受“智
慧客厅”生活。

从以前单一的“智能家具”，到成套、定制
化的“智慧家庭”，人工智能是一把重要的“钥
匙”，而行业的竞争也由“单体竞争”演变形成
了“生态竞争”。“TCL 要实现 AI 赋能、全时
AI响应，以及全屋 AI融合。”TCL智能终端
业务群 CEO 王成表示，TCL 要进一步深化
从家电企业向智能科技领先公司的转型。

联想集团执行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刘军
说，联想不仅对平板和手机等产品进行了智
能化升级，还推出了智能插线板、路由器、门
锁等一系列智能产品，这些产品都内嵌了人
工智能技术和联想搭建的开放的云平台，可

以场景化地感知客户需求并提供相关服务。
当离家还有 10 分钟路程时就可以用手

机远程打开家里的空调；电饭煲“知道”主人
的口味……

展望未来，随着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与
家庭生活的持续深度融合，全景化智能时代
正迎来更大的想象空间。一些专家认为，未来
2至 3年，家庭互联网将逐步构建生态圈，预
计 2023年能实现智能化普及。

硬件升级，为“客厅经济”插

上“翅膀”

在智慧家庭构成的“客厅经济”中，智能
音箱是重要入口之一，通过声音的识别输入
信息，由“软件大脑”控制、连接“智慧家电”。

“但光有软件的大脑还不够，还要有硬件
的手臂。”智能机械臂企业越疆科技创始人刘
培超说，现在，已经有不少服务机器人走进家
庭，但大多还只是可以交互对话、吸尘洁面，
而该公司想让服务机器人长出智能的手臂，
为客厅经济插上“翅膀”。

“当你下班回到家，机器人通过语音互
动，确认身份后通过智能家居接口开灯、开
门，并播放一段音乐来放松心情。”优必选公
司 CEO周剑向记者描述了服务机器人成为
家庭伴侣的智慧场景。

在 TCL 集团董事长兼 CEO 李东生看
来，随着消费时长和场景的不断扩大，智能显
示终端的出货量也在持续增长，新的场景正
催生硬件性能不断提升。

“2018 年被视为 8K 电视元年，预计
2022 年 8K 电视渗透率将会达到 20%，8K

电视显示屏的超高清画质将会引发面板市场
巨大的需求。”李东生说，2019年则被视为折
叠屏手机的元年，根据预测数据，2021 年全
球折叠屏手机出货量将达到 3000万台。

搭建生态，推动行业有序发展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电子设备与系
统研究中心主任范科峰说，随着网络基础设施
不断发展完善、智能终端不断创新涌现，我国智
慧家庭市场规模正以每年 20%-30%的速度增
长，智慧家庭产业发展空间巨大，但仍存在诸如
互联互通不足，生态体系不成熟等问题。

在 9 日举行的中国智慧家庭高峰论坛
上，近 30家单位发起成立了中国智慧家庭生
态联盟。

工信部电子信息司消费电子处处长曲晓
杰说，随着智慧家庭不断发展，智能家电产品
价格持续下行，应用日渐丰富，但行业标准难
统一的问题仍然存在。

专家认为，在行业快速发展之际，不少企
业通过家电、养老、安防等不同领域切入智慧
家庭产业，虽然形式有所不同，但最终的目标
都是通过新的智能技术，以家庭为载体，满足
家庭和消费者的需求。不过现实情况却是一
些企业自身品牌生态逐渐丰富，不同品牌之
间存隔离、难互通，让消费者体验打折扣。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赵新

华表示，智慧家庭的标准化工作正在不断推
进，但和快速发展的行业生态相比，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构建不断丰富、发展的智慧家庭
标准体系，搭建行业健康生态、公共服务平
台，需要业界共同努力。”

躺在沙发上，智能机器人端来咖啡，电饭煲“知道”主人的口味……

“智慧家庭”有多炫酷？快来了解一下

▲ 4 月 9 日，观众在京东方展台了解智能镜子。当日，第七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CITE2019）在深圳会展中心开幕。新华社记者毛思倩摄

据新华社伦敦 4 月 8 日电(记者张家伟)一些观点认为每
日适度饮酒可预防中风。但中外团队日前在英国《柳叶刀》杂志
发表报告说，他们开展的最新研究所得出的证据否定了这一观
点，随着酒精摄入量增加，高血压和中风的风险也会逐步提高。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等机构研究
人员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了中国 50多万名成年人饮酒情况，
并展开了长达 10年的随访。

结果显示，与不饮酒的人相比，平均每天饮酒量为 1至 2
杯的男性中风风险会增加 10%至 15%，平均饮酒量达到 4杯
的男性中风的风险会增加 35%。轻度或适度饮酒并没有起到
预防中风的作用。

研究人员还对超过 16万名调查对象检测了两个遗传变
异位点，这些变异能影响人们对酒精的代谢能力及饮酒能力。
结果显示，由于遗传变异，一些男性不能喝酒，也降低了高血
压和中风的风险。

中国女性少有饮酒，因此在女性人群中，同样的遗传变异
对血压或中风风险影响甚微。这也提供了一个有效对照组，进
一步确认男性中所观察到的遗传变异对中风风险的影响是由
饮酒而非其他因素所致。报告共同通讯作者，牛津大学教授陈
铮鸣说，适度酒精摄入对中风不仅没有保护作用，恰恰相反，
适度饮酒还会增加罹患这类疾病的风险。

中外团队发表新研究报告：

驳斥每日适度饮酒

可以预防中风观点

据新华社柏林 4 月 8 日电(记者田颖)德国联邦药品与医
疗器械管理局 8日警告说，使用诺氟沙星、左氧氟沙星等氟喹
诺酮类药物可能产生“严重且持久”的副作用，抗感染治疗时
一定要慎用此类药物。此外，该机构还发布了有关限制此类药
物使用的新规定。

该机构当天在官网发布警告说，氟喹诺酮类药物可能会
对肌腱、肌肉、关节和神经系统造成伤害，某些严重不良反应
会持续很长时间，不仅影响患者生活质量，且健康损害可能无
法逆转。一旦患者出现不良反应迹象，应立即停药。

氟喹诺酮类药物是一类化学合成抗菌药，可用于治疗多
种感染性疾病，包括一些其他抗感染药物效果不佳却危及生
命的疾病。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莫西沙星、诺氟沙星、氧氟
沙星等均属于此类药物。

欧洲有关机构先前已知此类药品存在严重不良反应，并
对其使用加以限制。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也曾在
2013年发布通报，提醒关注氟喹诺酮类药品的严重不良反应。

德国联邦药品与医疗器械管理局说，新规涉及所有口服、
注射以及吸入给药的氟喹诺酮类药物。所涉药品的使用说明
书等也将做出相应调整。

德药管局警告：

慎用诺氟沙星等

氟喹诺酮类药物

新华社深圳 4 月 9 日电(记者陈宇轩)
“声控”的窗帘、嵌入生物识别技术的门锁、用
手机操作的空调……记者在 9日举行的第七
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和中国智慧家庭高峰
论坛上了解到，家居用品正在变得越来越智
能，基于智能生态系统的未来家庭生活正逐
步成为现实。

现场展示的智能终端描绘了一幅未来的
图景：清晨，当你站在 TCL 研发的智能浴室
里准备洗漱时，体重、体脂、刷牙情况等数据
实时显示在镜子上；在海尔推出的智能厨房，
冰箱可以根据储存食材的特点自动调整温
度，还可以根据家人的健康状况推荐菜谱。

工业和信息化部无线电管理局编制的《中
国无线电管理年度报告(2018年)》显示，2018

年我国物联网业务收入比上年增长 72 .9%，物
联网及智慧家庭等新业务增长迅猛。

业内人士认为，智能终端的普及只是第
一步，负责协调指挥这些终端的“大脑”以及
智能生态系统才是构建智慧家庭的关键。

联想集团执行副总裁刘军在此次博览会
上表示，联想不仅实现电脑、平板、手机的智
能化，推出智能插线板、路由器、门锁等一系
列智能产品，还把人工智能技术嵌入这些产
品，搭建了一个开放的云平台，让这些产品更
好地感知用户需求、提供服务。

中电金网智能科技(海南)有限公司也发
布了一个 AI 智能主机。该公司副董事长施
坤辉介绍，这个 AI 智能主机提供的是家庭
整体智能化解决方案，可以通过远程语音来

控制智能家居，包括照明、安防监控、影音娱
乐、电动窗帘、空调暖气、环境监测、家用电器
等系统。

此外，无线充电技术在智慧家庭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
院副研究员赵毓斌说，未来，无线充电技术有
望实现从二维到三维的突破。“今后或许就像
现在使用 Wi-Fi 一样，只需要按下开关，整
个空间里的电子设备都可以充电了。”

生活在这样的智慧家庭里，人们的隐私
该如何保护？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电
子设备与系统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孙齐锋
说，他们已经制定了智慧家庭评价指标体系
等行业标准，对智慧家庭的信息安全程度提
出了明确要求，希望引导行业健康发展。

智慧家庭：从概念走向现实还有多远？

新华社华盛顿 4 月 8 日电(记者周舟)
美国研究人员日前确认，为阻止被机体免
疫细胞攻击，某些癌细胞可以释放一种秘
密武器破坏淋巴结，以达到“釜底抽薪”的
效果。这解释了为何多数癌症对现有免疫
疗法不敏感，为开发新疗法甚至癌症疫苗
提供了思路。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研究
人员 4 日在美国《细胞》杂志上报告说，某
些癌细胞会释放被称作“外泌体”的小囊，
对躲避免疫攻击发挥了重要作用。“外泌
体”携带着使免疫细胞“缴械”的 PD-L1蛋
白，通过淋巴系统或血液抵达淋巴结这个
生成免疫细胞的大本营，从源头上破坏了
免疫细胞活性。

近来出现的革命性抗癌免疫药物“免
疫检查点抑制剂”可抑制癌细胞表面的“伪
装蛋白”PD-L1，这种蛋白及其在机体免
疫细胞中的受体 PD-1，让免疫系统无法
识别并攻击癌细胞。但是“免疫检查点抑制
剂”对前列腺癌等许多癌症效果不佳，此前
认为，这是因为这些癌细胞不生产 PD-
L1，让免疫药物“无的放矢”。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研究人员提供了

新解释，他们发现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不敏感的癌细胞仍然生产大量 PD-L1 蛋
白，只是它们不存在于癌细胞表面，而是由
癌细胞分泌的“外泌体”携带着抵达淋巴
结，而现有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无法作
用于这些“外泌体”。

在动物实验中，研究人员将对“免疫检
查点抑制剂”无反应的小鼠前列腺癌细胞
植入健康小鼠体内，发现肿瘤迅速增长。但
是用 CRISPER基因编辑技术敲掉癌细胞
中 2 个负责生成“外泌体”的基因后，虽然
这些癌细胞仍能产生 PD-L1蛋白，却无法
在小鼠体内形成肿瘤了。

实验还发现，敲除负责生成“外泌体”
的基因后，这些癌细胞可以诱发机体免疫
反应，使免疫系统重新识别癌细胞并发起
攻击，未来有望用于开发抗癌疫苗。研究人
员将经基因编辑而“外泌体”匮乏的癌细胞
注入小鼠体内，90天后再将未经基因编辑
的癌细胞植入，发现后者无法对免疫系统
“隐身”了。研究人员认为，接触了“外泌体”
匮乏的癌细胞后，小鼠免疫系统获得了抵
抗肿瘤的记忆。

论文第一作者、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博士后毛罗·波焦说，目前临床上还没有可
以阻断携带 PD-L1 蛋白“外泌体”破坏力
的抗癌药物，了解其生物学机制是开发新
疗法的第一步。

美科学家确认癌细胞

可“远程缴械”免疫系统

新华社华盛顿 4 月 8 日电(记者周舟)美国食品和药物管
理局(药管局)8 日批准一款抗艾新药上市，可用于治疗未接
受过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成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新获批的药物 Dovato是由固定剂量的度鲁特韦和拉米
夫定组成的单一片剂，每日服用一次。其中度鲁特韦是艾滋病
病毒整合酶抑制剂，拉米夫定是一种核苷逆转录酶抑制剂。该
药物由英国葛兰素史克公司研发，用于治疗未接受过抗逆转
录病毒治疗并对以上两种药物成分没有显示抗药性的艾滋病
病毒感染者。

美药管局抗病毒产品部主任德布拉·伯恩克兰特说，目前
艾滋病标准疗法联合使用 3种药物，该新药获批使从未接受
过治疗的感染者多了一种选择。该二合一复方片剂无需使用
第三种药物，减轻了毒副作用和潜在药物相互作用。

研究人员对总计 1433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展开随机、双
盲临床试验，结果显示新的复方疗法在降低血液中艾滋病病
毒数目方面，与由度鲁特韦、恩曲他滨和替诺福韦构成的三联
复方疗法具有相似效果，而患者服药数量更少。

该药物标签上警示，同时感染了乙型肝炎病毒的艾滋病病
毒感染者需要额外服用乙肝治疗药物，或考虑其他治疗方案。

美药管局：

批准抗艾滋病新药上市

使感染者多了一种选择

新华社杭州 4 月 9 日电(朱涵、杨凌伟)8日，浙江大学发
布了我国首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PET(正电子发射型计算
机断层显像)分子影像探针微流控模块化集成合成系统。该系
统大幅降低了放射量、制备时间等关键能耗指标，拓展了个体
化、精准医疗的 PET临床应用，还可为相关新药研发发挥重
要支撑作用。

该成果受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和国家基金委科学仪器基础
研究专项支持，由浙大核医学与分子影像研究所张宏教授团
队历时 12年研发完成，形成 9项专利。

据介绍，PET是国际上先进的分子影像学检查技术，能
够反映活体状态下细胞或分子水平的变化，通过特定标记的
药物，可动态显示机体内各种组织器官及细胞代谢的生化改
变、基因表达、受体功能等生命关键信息，揭示疾病生物学过
程，实现肿瘤、心血管及神经精神等重大疾病的精准诊治。

“分子影像探针是 PET和核医学的关键，是一种特异性的
显像剂，其中发挥信号作用的是放射性核素。这些放射性核素
就像‘侦察兵’，能为医生和科研人员找到病灶的位置。”张宏说。

课题组成员、浙江大学医学中心副主任田梅介绍说，
PET分子影像探针的特殊性还在于“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要
观察特定的生化过程，需要特定的探针。目前，国际上已经有
这类分子影像探针 100余种，但现有的分子影像探针存在功
能单一、合成计量大的问题，滞后于临床应用和研究的需求。

浙大团队目前研制成功的样机采用微流控芯片模块化策
略，他们设计出一款由石英制成的、约两张名片大的微流控芯
片，芯片内部最小的通道内径比一根头发丝还要细。在微小尺
度通道网络内，通过对反应物质流体进行控制，实现合成反应
的微量快速合成，在一台仪器上就可以合成不同的 PET分子
影像探针，具有低成本、多模块、快合成、自动化等特点。

浙江大学发布成果：

新研制的 PET 系统

大幅降低关键能耗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刘宇轩、董瑞
丰)人体免疫功能已为人所知，但植物如何
抗击外来病菌入侵？我国科学家首次发现
植物防控病虫侵害“哨兵”———“抗病小体”
的存在及其工作原理，为提高植物抗病性、
防治农作物病虫害提供了理论支撑。该研
究成果 5日在线发表于国际权威学术期刊

《科学》。
该项成果的共同通讯作者、中国科学

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周俭民
介绍，早在 25 年前，科学家们发现了植物
细胞内发挥免疫功能的“抗病蛋白”，但多
年来却一直未能破解“抗病蛋白”如何防控
病菌侵害这个“谜团”，这项最新研究解释
了这一防御机理。

原来，“抗病蛋白”可经一系列中间过
程生成“抗病小体”。在受到外来病菌侵袭
后，“抗病小体”可直接在细胞质膜上发出
“自杀指令”，让植物细胞与病虫害“同归于
尽”。周俭民表示，“抗病小体”很可能就是
植物细胞死亡和免疫执行者。

我国每年因病虫害损失的粮食相当于
2亿至 3亿人一年口粮。据了解，我国耕地
面积仅占全球的 8%，但农药施用量却占
到全球的三分之一。

该项成果的另一位通讯作者、清华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柴继杰说，在少使用、不
使用农药的情况下，稳定产量需要依靠农作
物自身的抗病性，而提高抗病性，必须首先
认识植物免疫系统的工作原理，这便是这项
研究的价值所在。

英 国 皇家学 会 会士索 芬·卡 蒙
(Sophien Kamoun)评价说，这一研究给植
物免疫领域带来众多启示，让我们在实现
设计植物抗病基因的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将更好地服务于未来农业生产。

我国科学家揭秘植物

“免疫系统”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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