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ora的发布不仅推动了技术
的发展，也引发了对 AI治理和伦
理的探讨。

OpenAI 采取了相关手段来
阻止不当视频的发布。 Sora 内
置的文本提示过滤器可筛选发
送给模型的所有提示，阻止对
暴力、色情内容、仇恨言论以及
名人肖像等敏感或不适当内容
的请求。视频内容过滤器能检

查生成的视频帧，屏蔽
违 反 OpenAI 安 全

政策的内容。

另外，OpenAI 团队可能会定
期对 Sora 进行优化和更新，以改
进其过滤机制，确保模型能够更
好地识别和处理敏感内容。同
时，团队可能会监控系统的使用
情况，以便及时发现并解决新出
现的问题。

从技术上看，Sora 避免极端
暴力、色情、名人肖像等内容出现
的方式，主要依靠的是模型的对
齐能力。据国际数据公司预测，
Sora将率先在短视频、广告、互动
娱乐、影视制作和媒体等传媒领
域得到应用。Sora 的诸多能力，
可以辅助这些领域的工作者更高
效地进行视频创作，加快生产速
度，提高产出数量。这将助力相
关行业降低成本、提升效率，进一
步优化用户体验。

（据《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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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取材 一举两得

近年来，细胞药物用作肿瘤靶
向治疗方兴未艾。比如，通过给免
疫 T细胞加装“探头”，合成能够精
准识别并定点清除肿瘤细胞的嵌合
抗原受体 T 细胞（又称 CAR T 细
胞），在临床上已被用于血液瘤的
治疗，取得显著疗效。

然而 CAR T 细胞如何在实体
肿瘤部位持久且高效地发挥作用，
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科学家们尝
试在肿瘤附近“搭建”各种可装载
CAR T细胞的“碉堡”，用作局部缓
控释，但却常常受到诸如物理屏障
与免疫抑制环境等因素的阻碍，以
及建造“碉堡”的材料所面临的免
疫排异反应等，影响疗效。

“我们思考，能否用体内的一
些肌体组织来装载 CAR T 细胞
呢？”顾臻介绍，“我们首先想到了
肿瘤手术中经常需要进行清扫的淋

巴结，这样就地取材，还能避免由
于外源载体带来的排异问题。”

在进行恶性肿瘤切除手术时，
往往需要清扫区域内的淋巴结，并
通过病理检测判断这些淋巴结是否
已经存在转移，从而在术后精准地
指导后续的治疗。而这些切除的淋
巴结本身也是人体内非常重要的免
疫器官，好比是免疫系统中的“兵
工厂”，天然就是一个适合 T细胞生
存、训练、扩增的场所。

“两者的优势是否可以进一步
叠加，既让淋巴结保护 CAR T 细
胞，又能促进细胞的抗肿瘤活性，
实现一举两得。”顾臻进一步介绍
研究思路。

从 2021年起，浙大科研人员就
在为如何让“兵工厂”也能成为“碉
堡”而努力。

“锁鲜”冻干 优势多效果好

如何让淋巴结留出更多空间
装载 CAR T 细胞？在医用冷冻技
术领域有着长期科研实践的顾臻团
队，创造性地提出对淋巴结组织进
行冷冻干燥的想法。

冻干过程中，淋巴结中水分被
冻成冰后迅速升华，产生更多容纳
T细胞的空腔。冻干后的淋巴结组
织具有很强的吸水性，能迅速吸纳
CAR T细胞。

冻干淋巴结的效果如何？科
研人员通过对比实验发现，装载在
冻干淋巴结内的 CAR T 细胞在与
肿瘤细胞共培养 3天后，其中 CAR
T细胞扩增量是人工制备的凝胶载

体的 3.5倍。培养 7天后，冻干淋巴
结的实验组可以使 T细胞分化出更
多的记忆表型，这都预示了使用冻
干淋巴结载体可以让 CAR T 疗法
更强效、也更持久。

在人源肿瘤细胞系和病人肿
瘤组织来源的肿瘤模型研究中，冻
干淋巴结对 CAR T 细胞均具有显
著的增效能力。“冻干淋巴结装载
CAR T 细胞治疗后所表现的抑瘤
效果、瘤内活化的 CAR T细胞数量
以及杀伤因子的产生量均显著优于
相同剂量 CAR T 装载于凝胶载
体。”李洪军说。

未来，仅需几个小时，就可以
完成淋巴结的冻干与细胞药物的装
载，甚至在一场外科手术的时间
内，载药的冻干淋巴结就可以填埋
回肿瘤切除后的空腔部位，作为一
个 CAR T细胞储库，源源不断地持
续释放药物，以清除局部残留的微
小肿瘤，抑制手术后的复发。

“这项研究表现出较强的基础
与临床相结合的特征。我们团队多
数立意来源于临床实践，平时也会
带领学生观摩临床医生查房、手术
等。”顾臻说，“团队正在共同细化
一些临床研究的方案，使它能够早
日帮助到患者。”

不止于此，冻干组织技术不仅
仅能用于改造淋巴结、装载 CAR T
细胞，也为未来科学研究提供了一
种新思路。陈栋说：“冷冻干燥技
术还可以拓展到其他组织与器官，
制备性能特殊的生物材料用于生物
医药领域。”（据《中国科技报》）

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布了 2023年度“中国
科学十大进展”：人工智能大模型为精准天气预报带来新突
破、揭示人类基因组暗物质驱动衰老的机制、发现大脑“有
形”生物钟的存在及其节律调控机制、农作物耐盐碱机制解
析及应用、新方法实现单碱基到超大片段DNA精准操纵、揭
示人类细胞 DNA复制起始新机制、“拉索”发现史上最亮伽
马暴的极窄喷流和十万亿电子伏特光子、玻色编码纠错延长
量子比特寿命、揭示光感受调节血糖代谢机制、发现锂硫电
池界面电荷存储聚集反应新机制。

2023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主要分布在生命科学和
医学、人工智能、量子、天文、化学能源等科学领域。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兰玉杰表示，“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遴选活动旨在宣传我国基础研究重大进展，弘扬科学家精
神，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科学热情，开展科学普及，提升全
民科学素养，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夯实根基。

遴选活动自 2005年启动以来已成功举办 19届。本次活
动由近 100位相关学科领域专家从 600多项科学研究成果中
遴选出 30项成果，在此基础上邀请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国工程院院士在内的 2100多位基础研究领域高水平专家对
30项成果进行投票，评选出 10项重大科学研究成果，经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审议，最终确定了入选 2023
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的成果名单。 （据新华社）

3 月 5 日，航测无人机在山东莱西市店埠镇左官屯村农
田上空进行测量。

近日，在山东青岛莱西市，农技人员依托自动航测等技
术，绘制农田春管数字地图。据介绍，航测无人机搭载的多
光谱相机实时收集并回传农田面积、经纬等数据，并能同时
监测土壤墒情，收集的数据通过智慧农业管理平台分析处
理，为农户制定个性化春管方案。 新华社发

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
院和深圳理工大学（筹）的研究团队合作，开发出目前世界
上最轻的仅 0.43克重的超紧凑头戴式荧光显微镜 TINIscope。
TINIscope可以用于探索动物在感知、认知和行为等方面神经
元级别的跨脑区协调作用。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在《国家
科学评论》上。

在该研究中，研究人员采用具备串行输出功能，且尺寸
更小的图像传感器芯片，最大程度地减少了 TINIscope头戴
部分的额外电路功能，并解决了信号传输方面的问题。

在光路方面，头戴式设备的荧光激发光路（LED侧）和采集光
路（CMOS侧）通常为垂直排列，传统设备中尺寸较大的CMOS侧
位于竖直方向，但小鼠头部空间有限，无法同时放置4个设备。研
究人员改变了TINIscope的光路设计，使其更易在头部排布。

据悉，TINIscope在安装时更易调节角度，可实现最小间
距为 1.2毫米的两个脑区的同步成像，基本实现任意 4个目
标脑区的同步记录。

TINIscope开发中，研究人员还利用换向装置和完整实
验采集系统，解决了动物在自由活动时的电缆缠绕问题。

此外，研究人员对小鼠 4个海马亚区的神经元进行钙浓
度指示蛋白标记，并利用 TINIscope进行 4脑区同步成像，验
证了设备采集的数据的可靠性。

定量行为分析表明，佩戴 4个设备并没有对小鼠的自由
活动产生明显影响。研究人员分别在 T迷宫和旷场环境中
记录了小鼠 4个海马亚区的神经元活动，发现约 25%的神经
元亚群具有空间调制特性。 （据《科技日报》）

从电解液的特性着手，锂离子电池的快充难题有了新突
破。浙江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范修林研究员团队与国内
外科研人员合作，设计出一款新型电解液，能够支持高比能锂
离子电池在-70℃到 60℃的超宽温区内进行可逆充放电，在室
温下快速充放电。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国际期刊《自然》。

锂离子电池具有高能量密度、长寿命、无记忆效应和低
自放电率等优势，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广泛应用。但不可否
认，锂离子电池的充电速度、工作温度、安全性依旧制约着新
能源汽车进一步发展。

据介绍，锂离子电池要实现快充，意味着在整个体系中锂离
子都要实现快速的迁移。目前业内普遍认为，锂离子在电解液及
电解液—电极界面膜中的迁移，为整个过程中的速度控制步骤。
界面膜是电解液原位生成的，与电解液的性质密切相关。

“基于新型电解液，我们设计出了一种 4.5伏NMC811石
墨电池。室温下它充电 10分钟就能达到 80%电量，展现出超
快的离子传输行为。”据科研人员介绍，利用这款新型电解液
制备的电池，目前成本较高，但它可以率先在极地科考、空间
探测、海底勘探等极端温度情况中应用。 （据人民网）

2023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发布

世界最轻头戴式荧光显微镜问世

新型锂电池在
-70℃到60℃环境下“充放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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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开年，Sora 的横空出世，给 AI 界投下一枚“重磅炸
弹”。这个由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发布的文生视频模型，只
需要一段提示文本，就能生成具有多个角色和特定动作类型，且
主题和背景基本准确的高清视频。相较于Runway Gen 2、Pika等
AI视频生成应用几秒钟连贯性的视频产出，Sora 可生成长达 60
秒的连续、稳定、高品质视频，且提示文本越充分、细节越精确，
生成的视频越真实。

不过，出于可能被滥用的担忧，OpenAI 表示目前并没
有公开发布 Sora 的计划。模型有限的访问权限只被授予
小部分研究人员和创意人士等群体，以便 OpenAI 获取
他们的使用反馈。

目前，官网上已更新了 48 个 Sora 生成的演示视
频。这些视频清晰且真实的细节和超高的精度不
禁引发人们思考：这是否意味着具备人类同等智
能或超越人类智能的通用人工智能（AGI）的
到来？

Sora 问世后，360 集团创始人周
鸿祎发表了看法：Sora 的出现让 AGI
到来的时间提前了。原来估计需要
十来年，现在可能只要两三年。他认
为，Sora虽然看起来只是个文生视频
工具，但实际上是AI认知世界并与之
进行交互的里程碑，会给整个产业带
来巨大进步。

“实现 AGI 的技术路线多样，涉
及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应用方向。”中
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副总工程师、
紫东太初大模型中心常务副主任王
金桥表示，目前，学术界和工业界广
泛讨论的 AGI 技术路线主要有 3条。
一是信息智能，即“大数据+自监督学
习+大算力”。这种方法依赖大量数
据，通过自监督学习算法来训练模
型，同时需要巨大的计算能力来处理
复杂任务。二是博弈智能。这种技
术路线强调在人机交互中通过强化
学习的方式训练智能体，使其能进行
自主学习和决策。三是类脑智能。
这种方法试图通过模仿人脑的运
行方式实现AGI。

在王金桥看来，根据
官网的演示视频，Sora
至少在画质、长视频
生成、多镜头一致
性、学习世界规
律 、多 模 态 融
合 等 方 面 实
现突破。

“Sora 能引发如此轰动，并不只
是因为它生成的视频时间更长、清晰
度更高，而是因为它能在一定程度上
模拟物理世界中的物体运动和交
互。”王金桥说，“这种能力对于 AGI
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涉及机
器对现实世界的深入理解和高度模
拟，而这些是实现AGI的核心挑战。”

为了准确模拟物理世界，Sora被
“投喂”了极大规模的训练数据，并使
用了扩散模型等先进的算法。“对于
AGI而言，Sora让大家看到，规模效应
不只在文字模态上成立，在视频模态
上也成立。”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
公司（Moonshot AI）联合创始人周昕
宇认为，“通过扩展视频生成模型可
以建立通用物理世界模拟器。
这是实现AGI的必
要过程。”

虽然进步显著、令人惊艳，
但 Sora 仍然存在一些技术缺陷。
从目前 Sora 生成的视频来看，它
在处理某些细节时可能会出错，
例如混淆物体的左右方向。同
时，它也无法完全理解复杂的因
果关系，或在长时间跨度内保持
故事线的高度一致连贯。这些技
术缺陷导致生成的视频内容可能
出现与逻辑错误，或与常识、真实
情形不符的情况。

王金桥强调，尽管 Sora 能够
通过学习了解表层的运动和交互
关系，但是还没有学习到物理规
律的本质。比如，它不知道多大
的风能吹灭蜡烛，不了解玻璃掉
到地上会碎、掉到地毯上不会碎
的本质原因。这也是 Sora目前最
为人诟病之处。

“从 Sora 为数不多的公开资
料来看，它仍是数据驱动下的拟
合，也就是模拟人类所能看到的
物理世界。但真实的物理世界远
不仅包含人类视觉信息。”北京中
关村科金技术有限公司技术副总
裁张杰认为，Sora 的创意来自大

数据量下的概率拟合，它并没有
产生新知识，距离“深度模拟真实
物理世界”这一目标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研究员段伟文同样表达了审慎的
观点。“Sora这种近乎人类的表达
实际上是一种基于现有数据和语
料的合成智能。”他说，“它给实现
AGI 找到了一种可行的路径，但
距真正的 AGI 还有很长的距离，
且对实现AGI的价值相对有限。”

事实上，实现 AGI 这一目标
可谓道阻且长。王金桥谈到了几
大挑战。首先是数据瓶颈。尽管
像GPT-4这样的预训练语言模型
在数据标注上取得了进展，但数
据依然是深度学习中的一个关
键限制因素；其次是泛化瓶颈。
目前的 AI 系统往往在特定任务
上表现出色，但在面对新任务时
难以有效适应；最后是能耗瓶
颈。随着 AI 模型变得越来越复
杂，所需的计算资源和能源消耗
也越来越大。这对硬件设备提
出了更高要求。

对研究AGI意义重大

或将率先落地传媒领域

从冻干果蔬找到灵感 科学家发现肿瘤新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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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干技术可以维持住食物的色香味，并
能将食品内大部分的营养物质保留下来，科
研人员是否也可通过冻干一些肌体组织，保
持其内部的有效成分和结构，作为一种活性
材料充分发挥其自身的特性，并用于生物医
药领域呢？

日前，浙江大学药学院、浙江大学金华
研究院顾臻教授、李洪军研究员团队联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赵鹏主任医
师、陈栋主任医师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
出利用冷冻干燥技术将肌体组织变为活
性生物材料，进而装载药物发挥疗效。

在本项研究中，体内取出的淋巴结
经冷冻干燥处理后，其多孔结构以及大
量的活性成分有效保留，将其作为储存
和递送抗肿瘤细胞药物的媒介，达到治
疗更强效更持久的目的，在动物模型上
验证了该技术可有效抑制恶性肿瘤术
后的复发。成果论文于 3 月 6 日发表于
《自然·材料》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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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真正实现AGI仍有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