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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诸多创新在科技史上留下浓墨重彩
的一笔。一些科幻电影中描绘的未来场景，已出现
在现实生活当中。

新的一年，哪些技术突破会给人们带来新的惊
喜？ ▋据新华社

人工智能：润物细无声
2017 年堪称“人工智能年”。2018 年会怎样？

专家预言，得益于机器学习的不断进步，人工智能
还将加速进化，“润物细无声”般渗透到我们生活的
方方面面。

美国亿贝公司计算机视觉首席科学家鲁滨逊·
皮拉穆图说，将会有越来越多智能手机能运行深度
神经网络，家用机器人价格也会更实惠。美国高德
纳咨询公司则预计，算法将会在 2018 年改变全球
数十亿人的行为；到 2019 年，几乎 40％的企业将
使用聊天机器人参与处理商务。

人工智能领域著名专家李飞飞认为，人工智能
已到了产业应用的“历史时刻”，未来潜力巨大。在
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将优化整个生产，推动机器
人智能制造发展；在资源和环境领域，大数据分析
和计算机视觉都会发挥重要作用。

2018 年，人工智能还将推动自动驾驶日趋产
业化。谷歌母公司“字母表”旗下的“出行新方式”
公司最近实现了完全无人干预的自动驾驶汽车上
路，并开始自动驾驶出租车试运营。

太空探索：揽月又摘星
2018年，清冷的月球将“热闹”异常。
中国将发射嫦娥四号中继星和探测器，实现地

球与月球背面的通信，并探测月球背面区域；美国
私人企业“月球捷运公司”计划发射探月着陆器，有
望成为首个成功探月的私企；印度计划实施“月船
２号”探测器登月任务，有望成为又一个登陆月球
的国家；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计划开启商业太
空旅行项目，帮助两名太空游客绕月飞行……

同时，人类前往其他行星的探索之旅也将继续。
美国航天局“洞察”号火星无人着陆探测器将

于５月发射，11 月在火星赤道附近降落。探测器
将使用机械臂将其搭载的两台主要仪器——地震
测量仪和温度测量装置永久安置于火星表面。这
将是首个研究火星地层内部的探测使命。

欧洲和日本航天机构合作研发的水星探测器
将在 10 月开启旅程，向太阳系中未知程度最高的
行星之一进发。

生物医药：更上一层楼
新的一年，生命科学也将持续升温，为重病难

病提供全新治疗方案。
在新一代基因编辑工具尤其是 CRISPR 推动

下，新型基因疗法将加速迈向临床应用。统计数据
表明，全球迄今已开展约 2400 种基因疗法的临床
试验。

在美国，2017 年已有三种基因疗法获批准上
市，其中两种治疗癌症，一种治疗遗传病，这为
2018年基因疗法市场的升温拉开序幕。

中国科学家也已开展了利用CRISPR-Cas9基
因编辑技术治疗肺癌的临床试验。据英国《新科学
家》周刊预测，试验有望于2018年收官。

业内人士还预言，基因编辑与免疫疗法结合治
疗癌症，短期内有望进入临床应用。

国外电影中，经常能看到服用阿司匹林的场
景。报道显示，全球阿司匹林年消耗量近年来基本
维持在5万吨左右，相当于每年服下1500亿片阿
司匹林药片，仅美国的阿司匹林原料药耗用就占世
界产量的30%—40%。

由于药效众多，阿司匹林素有万能药、“大力
丸”之称。作为名副其实的百年老药、世界医药史
上公认的三大经典杰作之一，以及网上流传的床头
救命三宝之一，阿司匹林真是“一片在手天下不愁”
吗？ ▋据《科技日报》

不治病根的“万金油”
阿司匹林的英文名字 Aspirin 透露了它的来

历，它与柳树有关。从阿司匹林的化学名称乙酰水
杨酸，还可以洞悉它的制作过程。柳树皮中的活性
成分水杨苷被分离、纯化，再水解、氧化成水杨酸，
水杨酸是一种中强酸，会使口腔感到灼痛或胃痛，
于是，通过酯化反应，把水杨酸变成乙酰水杨酸。
结晶后就制作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阿司匹林。

那么，为什么国外影视剧，尤其是美剧中人们
那么热衷于服用阿司匹林呢？

美国人怕疼论是一种解释：不管什么病，只要
疼就吃止疼药。而服用阿司匹林一般是用于镇
痛。美国对药品控制其实很严，但很多超市的柜台
上却可以找到各式止疼药。但也有博主表示，美国
人并不更怕疼，他们只是被灌输了疼痛是一种必须

要马上去掉的感受。
此外，恐怕药效广泛也是阿司匹林大受欢迎的

原因之一。除了解除疼痛外，查阅阿司匹林药品说
明可以发现，它还能解热、抗炎、抗风湿、抗关节炎、
抗血栓以及可用于儿科皮肤黏膜淋巴结综合征的
治疗。这样看来，阿司匹林简直是一专多能。

英国科学家发现阿司匹林这种“一专多能”缘
于其可阻止前列腺素形成。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
所研究员伊鸣指出，阿司匹林通过抑制前列腺素等
致敏机械性或缓激肽、组胺等化学性刺激物质的合
成，可减弱炎症所产生的活性物质带来的疼痛感。

虽然阿司匹林真有点“万金油”的意思，但是值
得注意的是，其功能主治说明大多附有“本品仅能
缓解症状，不能治疗病因，应用其他药物对病因进
行治疗”的类似说明。也就是说阿司匹林大多数情
况下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百年老药也不能任性吃
既然阿司匹林不治病根，那么像影片中那样，

动不动就吃阿司匹林到底行不行？
伊鸣认为，长期服用阿司匹林在预防血小板

凝集的同时，有引起胃肠道反应、损害肝肾，和出
血的风险，因此需要仔细权衡利弊，在医师指导下
合理使用。

英国心脏病基金会的斯图尔特教授建议：“没
有心脏病或心脏病症状的人不要每天服用阿司匹
林，因为内出血的危险太大；正在服用阿司匹林的
人也不要忙于停用，任何关于是否服用或停服阿司
匹林的决定都应该由医生来做。”

阿司匹林药品不良反应说明显示，它对胃黏膜
的直接刺激，引起等胃肠道反应发生率为 3%—
9%，停药后多可消失，长期或大剂量服用可引起胃
肠道出血或溃疡。因此，有专家提醒，患者服用时
间过长，如超过 5 年，应定期监测消化道出血的风
险。且哮喘患者、手术患者、胃及十二指肠溃疡患
者、活动性溃疡患者、血小板减少患者和凝血功能
不佳者忌服阿司匹林。

巧克力将消失？
全球变暖
或使制作原料40年内绝迹

据外媒报道，随着全球变暖，天气越发干燥，
制作巧克力的原物料可可豆或最快在40年内就
将绝迹。美国巧克力巨擘玛氏公司正与科学家连
手拯救这种农作物，尝试利用CRISPR基因编辑
技术，让可可树能在新挑战的环境下也能生存。

据报道，可可树只在全球少数地点生长，种
植地需位于全年气温、雨量与湿度保持相对稳定
一致、距离赤道南北纬约 20 度的狭幅雨林土地
间。目前，全世界逾半数的可可豆产量都来自科
特迪瓦与加纳这两个西非国家。

不过，报道称这些地区在未来数十年内很可
能不适合可可树生长。据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
总署的资料，到2050年，气温上升将导致当前的
可可树种植地区，向更高的海拔移动逾 1000 英
尺(约为304.8米)至山区，而多数山区目前都是野
生动植物保护区。

据悉，以士力架巧克力闻名的玛氏，已警觉
到这项气候变迁带来的问题，正与伯克利加州大
学的创新基因研究所合作。目前，科学家正在低
温温室中改造可可作物，利用CRISPR基因编辑
的新技术，让DNA进行微小而精密的扭转，让可
可树幼苗能在更干燥、更温暖的气候中生存。

报道称，若这项实验计划成功，就能开发出
能在当前海拔水平生长，且不会枯萎或腐烂的可
可作物，这意味着无须将目前的农民迁移至其他
地方栽种可可树。玛氏也在去年9月承诺，将花
费 10 亿美元推动“世代永续”行动，让旗下事业
与供应链的碳足迹在2050年前减少逾60%。

▋据中新社

2018年，哪些科技突破将带来新惊喜

全球每年被吃掉1500亿片
阿司匹林真是万金油吗？

2018年首场流星雨
4日光临地球
每小时天顶流量可达百颗左右

作为 2018 年天宇上演的首场流星雨，象限
仪流星雨将于4日达到极大，平均天顶流量每小
时在100颗左右。天文专家提醒说，如果天气晴
好，4 日黎明时分，感兴趣的公众面向东北方天
空就可欣赏到颗颗流星划过夜空的美妙场景。

伴随着新年的到来，被称作北半球三大流星
雨之一的象限仪流星雨也将迎来极大。象限仪
流星雨是个跨年度的流星群，今年也不例外，它
的活跃期从2017年12月底到2018年1月中旬。

天文资料显示，通常年份，象限仪流星雨极
大时的流量在120颗左右，但持续时间较短。与
其他很多流量较大的流星雨不同，象限仪流星雨
的母体彗星至今还没有确定，这也为其平添了几
分神秘色彩。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史
志成介绍说，象限仪流星雨群内流星多呈白色，
亮流星较多，流星体速度为 41 千米/秒，值得观
测。“今年该流星雨的极大可能出现在北京时间
1 月 4 日 6 时，届时每小时的天顶流量（ZHR）将
达到100颗左右，凌晨4时以后观测条件都十分
理想。”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