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纳米技术或许能让人类变得

更强，经济与神经脑科学结合将探
索人如何做出经济决策，生物基因

测序迫切需求多领域学科专家的
加入……昨天，第三届世界顶尖科

学家论坛开幕，一场“科学马拉松”

也正式“开跑”———共开 42小时的
莫比乌斯论坛上，来自全球各个领

域的与会顶尖科学家齐聚云上，脑
洞大开，畅想人类科技蓝图，做出

关于未来的大胆“预言”。 或许，在

将来的某一天，这些预言

都会在人类的共同努力

下一一实现。

今年的莫比乌斯云论

坛贯穿会期三天，100多名

与会科学家都将参与平均

3?钟的开放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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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尖大咖“预言”
科技的奇妙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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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小时的莫比乌斯论坛变“科学马拉松”

纳米技术
助人类变更强

如果，纳米技术运用到人体上，会发生
怎么样的变化？201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本·费林加说，这听上去很像科幻小说，但
在未来或许并不是科学幻想。“可能千年

后，每个人都变成了‘生化人’，人造的义肢
替代了人体的器官；纳米技术运用到人体

上，建造微型的机器，帮助人类拥有更健康

的身体。比如，人老了，膝盖就容易出现问
题，现在你可以选择植入人工膝关节或者

髋关节假体来进行康复治疗。如果技术发
展到一定阶段，为什么不通过植入芯片来

激活某种功能，或者安装一个小马达在行
走时提供帮助呢？”

费林加说，人能举起一只手、看到事物、
与人对话，这每个动作都是人体某一部分“微

型机器”的作用，这样的“纳米系统”也是经过
了漫长的进化过程。“了解人体不同组件是如

何合作来完成更复杂的功能，这就是目前所
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只有了解这些功能背

后的内在机制，才能找到方法来整合硬材料

和软材料，也就是把电子部件、人工机械和
生物体结合起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与此同时，费林加也坦言，科学伦理将
是纳米技术引入人体面临的另一大挑战。

“如果技术能够帮助残疾人或者病人，那
么，科学家需要认真针对这一研究开展深

层次思考和合理研究。”

火星探测
或解开地球起源

201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托马斯·林
达尔表示，生命起源问题非常值得关注。林

达尔认为，近年来多个国家开展的火星探
测，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取得突破。火星上

一旦发现原始生命或生命遗迹，将成为解开
地球生命起源之谜的钥匙。“另一方面，我们

对地球上最原始的微生物也需要加强研究。

目前这个科研方向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资金缺

乏。”在林达尔看来，政府可加大这方

面的科研投入，虽然它看似没有实用
性，但作为最基础的科学问题之一，

生命起源研究可以满足人类的好奇
心，也有望引发生命科学、生物医药

领域的重大突破。

神经科学
期待改善睡眠
人为什么要睡觉？这个问题困

扰过不少小朋友，也困扰着 2017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迈

克尔·罗斯巴什，尽管他本人就是生物钟揭

秘者，昼夜节律研究的权威。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科学界有了一些

猜想，而且每一种猜想都有证据支持。可是
谁也没有办法说服谁。”罗斯巴什说，“我认

为这个问题是神经科学的一大挑战，也是
非常有趣的问题。落到实地来说的话，就是

如何让睡眠和昼夜节律更加有效。”

总是很缺时间的罗斯巴什期待，解决
这个问题之后，可以开发药物或者膳食补

充剂来改善睡眠效果。“例如，能不能一晚
只睡 4个小时，但是仍然获得像每晚睡 8

个小时那样的效果。”他说。
“同样地，有没有什么方法从本质上改变

昼夜节律？这样，或许我们会想出一些方法，
来解决时差问题带给大家的身体影响。”

神经经济学
探究大脑决策

人在何时何地会进行投资？为什么花
钱能让人获得快感？赌博为什么让人欲罢

不能？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
学经济学教授埃里克·马斯金说，经济学和

神经科学的研究者正在联手，或许正试图
解开“买买买”背后的神经科学奥妙。

已有的研究表明，和食物一样，当我

们的大脑收到和金钱相关的信息时，也会
激活相关联的多巴胺奖励区域。“许多人

知道，人在做经济决策的时候，并非时时
刻刻都能保持理性，但是人们并不知道，

为什么会做出不理性的决策。因此，在我
看来，神经经济学在未来的崛起将给经济

学领域带来重大突破。”马斯金说，虽然神
经经济学仍处于起步阶段，但从中长期发

展来看，经济学家和神经系统科学家的互
动很有价值，后者将帮助前者更好地了解

大脑究竟是如何工作并作出经济决策。
“人们或许就能了解经济决策背后的脑科

学原理，并就此总结出新理论来帮助预测，
人何时会做出理性的决策？如何在不同情

况下维持理性？”

干细胞领域
改善类器官功能

在过去十年，干细胞研究领域取得的
关键进展之一就是类器官体系的发展。类

器官正迅速成为现代生命科学研究中最前
沿的工具之一，这些微型组织和器官无论

是从外观还是功能上都与真实器官相对
应。然而，类细胞在精确模仿真实组织和器

官的行为上仍有很大的“遗憾”。2013年生

命科学突破奖得主汉斯·克莱夫斯说，干细
胞学家、发育生物学家、工程师等跨学科的

合作，正在改善类器官的功能。
“类器官模仿真实人体组织生长及功

能，是目前该类研究的难点。因此，发育生
物学对于单个细胞比如受精卵如何发展成

有机体的研究至关重要，通用的法则可以
指导干细胞研究来建造类器官，让它去‘模

仿’生长、‘激活’行为。与此同时，组织工程
学也在类器官的研究领域里扮演着非常重

要的角色，‘设计’类器官形状、系统。”克莱
夫斯说，在这样的通力合作下，新一代的类

器官将来或许能像机体真正的组织那样生
长并发挥功能，协助解决癌症等诸多人类

疾病里的疑难杂症。”

合成新材料
解决环境污染

2015年麦克阿瑟天才奖获得者杨培东
说，有很多类似电池的材料直接排放到自

然是有害的。能否设计一种新的材料，它可
以被循环使用、被重新构造。人类需要这样

一种材料，来促进环境的自我优化。
杨培东表示，如果要去发展一种关于

新化学键研究的话，必须是在原子核、电子

的层面。科学家们还需要想到在化学层面
打破化学键并且重构的方法。“通过这样一

些方法，我们可以见到新的材料、新的形
式、新的结构，让它们能够真正在自然界中

循环，促进能源的高效利用，也能够更好地
生产材料。”杨培东说。他认为当务之急是

要找到这种材料的合成方法，驱动这种现
代社会新材料的发展。

超级“相机”

观察细微反应
2016 年麦克阿瑟天才奖获得者余金

权的科研梦想是，下一代工具能够看到很

多细微的、微观程度的反应，因为现在

很多时候科学家们都看不到这些

反应。

“除非你拥有特别昂贵的设备，或者你

通过对一些化学分子的想象，简化分子变
化的过程后去猜测，即便有的时候猜测结

果还是比较准确的。”余金权说，“但科学家
们还是希望有这样一台‘相机’，能够直接

看到反应过程，看清每一个分子是怎么样
去结合的。”在他的研究领域，就迫切需要

这样一台能看到每个分子是如何“交流”的

设备。“虽然这是个疯狂的想法，但我相信
有一天会实现的。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人工

智能，很多我们说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现在
都实现了。”

生物基因大测序
呼唤跨学科合作

“目前，人类已经拥有了大约 6000 种
物种的基因组序列，然而，这个数字尚未达

到已知真核生物的 0.4%。而在这 6000种物
种中，质量足够好的、基因组进化特征被完

全理解的还不超过 500种。”2011年沃尔夫
农业奖得主、“地球生物基因组计划”负责

人哈里斯·李文表示，在自己的研究领域

中，高质量基因组序列的数量仍然非常有
限。“我们必须对所有生命进行排序，才能

完全理解生命的起源，也才能更加明确对
地球上的生命而言，未来应该是怎么样

的。”李文认为，要完成地球上所有生命的
生物排序，首先需要的是在高流量测序领

域获得重大的突破，而这一点又必须仰仗
于超大规模的测序。“想要拥有这项技术，

就一定要拥有跨学科的背景来共同合作。
因此，我们需要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来理

解这些基因组的功能，需要不断地更加了
解前沿的科技。”

和李文一样，不少科学家认为，未来，
学科的边界将变得越来越模糊，跨学科合

作会越来越多。2005年京都基础科学奖得

主西蒙·莱文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让
不同学科的科学家团结合作，共同应对

这一全人类面临的问题。“这其中，不仅

仅有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也有传染病、
物理、生物、社会科学、经济学等领域的

专家学者。在未来，气候变暖、疫情暴

发等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都将给

未来的科学研究带来挑战，如果没

有跨学科的努力，将无法解

决这些难题。”

■ 图 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