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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英国研究人员利用人体干细胞、胶
原蛋白和海藻酸首次 3D 打印出眼角膜。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研究人员用胶原蛋白
和海藻酸制造出一种强力凝胶，作为打印所用
的“生物墨水”。这种材料既结实、足以保持形
状，又足够柔韧，耐得住 3D 打印机喷嘴积压，
而且人体干细胞还能存活其中。纽卡斯尔大
学的研究人员将这种生物墨水注入一台便宜
的 3D 生物打印机，只用 10 分钟就打印出一份
角膜，和人类眼角膜形状大小相当。用于打印
的干细胞不仅存活其中，还在打印结束后继续
生长。

研究人员称，这种 3D 打印眼角膜目前尚
无法用于移植，但未来有望解决全世界角膜捐
赠短缺的难题。全世界多个研究团队都试图
3D 打印眼角膜。研究参与者之一、纽卡斯尔
大学的谢·康农博士认为，自己团队研究成功，
主要源于生物墨水的成功，在 3D 打印的同时，
不用再花精力维持干细胞存活。

相关研究报告发表于英国《实验眼科研
究》杂志。 （袁原）

全球首例
3D打印人类眼角膜问世

□本报记者 白莲

初夏，呼和浩特天空湛蓝，草木繁盛。广
阔的草原正敞开怀抱，迎接远道而来的宾客。

6 月 1 日，以科技为媒，我区搭起“鹊桥”，
为企业和国内外的科研院所举办了一场特别
的“相亲会”——以“对接‘一带一路倡议’，促
进国际前沿技术在内蒙古转移转化，调整地区
产业经济结构”为主题的“2018 中国（内蒙古）
科技合作与国际技术转移对接会”。来自匈牙
利、塞尔维亚、意大利等 10 余个国家和地区以
及我区高校、科研院校的 35 项科技成果，与区
内 90 余家科技型企业的技术需求现场进行对
接。对接会由自治区科技厅与北京市科学技
术研究院共同主办。

这是一次交流学习的盛会。
来自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的徐建

平非常激动：“每个有关植物学领域的科技项
目我们都考察了一遍。”作为学院的青年教师，
她和几位同事认真地与新加坡及台湾地区等
地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交流讨论，见识到了不
少专业领域的新信息、新技术。

“这项技术应用后，会不会改变植物的基
因性状？”徐建平对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加速种
子发芽技术”项目非常感兴趣，他们驻足讨论
了很久。

“技术的关键在于，种子的特殊光照处理
以及相应的特殊培育过程，我们通过研究单个
种子的结构，同时得到最优化的培育条件。”新
加坡国立大学的工作人员赵娜告诉徐建平。

“技术可以缩短植物发芽、生长的时间，这
对我们在实验室里做马铃薯实验很有启发。”
徐建平说。

这是一次分享合作的盛会。
自治区高新技术企业呼和浩特市博洋可

再生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杨彬，带着企业
发展的几项技术需求，来到对接会现场。

“来自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村镇污
水处理一体化系统，可以解决草原牧区污水
处理面临的相关问题，与我们企业的需求不
谋而合。荷兰 DAFATRADING BV 的餐厨
垃圾就地资源化处理项目，能解决草原牧区
餐 厨 垃 圾 就 地 资 源 化 处 理 面 临 的 相 关 问
题。”

杨彬收获满满：“对接会为企业提供了难

能可贵的与国际先进技术接轨的机会，满足企
业需求的痛点。我们已经邀请对方来公司参
观考察，下一步可能会去荷兰当地了解他们的
相关项目情况。”

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纷纷表示，通过几天的
参观访问，对内蒙古科技发展成果有目共睹，
非常希望项目能够在内蒙古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

来自中科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知识产权与成果转化处的主管周剑伟说：“科
研更加注重创新性，而企业更多考虑实用性，
对接会是一个好的平台，能够拉近企业与科研
院所的距离，让我们在和企业合作中相互学
习，分享各自领域的成果。希望这次带来的科
技成果，能够在本地的企业转化，为企业发展
助一臂之力。”

科技创造未来，合作实现共赢。对接会
上，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和自治区科技厅，
匈牙利德布勒森大学和自治区对外科技交流
中心进行了战略合作签约。对接会涉及环
保、生物工程、农牧业科学、能源科学等领域，
非常契合内蒙古当前科技发展的迫切需求，
为自治区全面学习借鉴国内外领先科研机构

和企业的先进技术、成功经验、典型案例，推
动绿色发展、创新发展、推动内蒙古生态文明
建设提供了科技支撑，搭建了内蒙古与国内
外科研机构和企业加强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
的平台，必将促进我区与各方深度挖掘技术
创新活力，拓宽科技合作渠道，提升科技合作
层次和水平。

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近年来，我区
五化联动，创新驱动，全面践行新发展理念，
开启了建设现代化内蒙古新征程。科技创新
能力得到大幅提升，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
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目前，我区拥有 3 个
国家级高新区，32 个国家级科技园区和基地，
100 多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和技术成果转移孵
化平台，煤化工、装备制造、有色金属、现代农
牧业、生态环境治理、生物技术等领域的关键
技术处于国内一流，部分技术成果处于世界
领先水平，为进一步扩大科技交流合作奠定
了坚实基础。

自治区科技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
过本次对接会，有更多的科技项目落地内蒙
古，为推动我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
展，提供有力支撑。”

近日，由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可信身份
认证平台（CTID）认证的“居民身份证网上
功能凭证”亮相支付宝，在衢州、杭州和福
州等地启动试点应用。

什么是“居民身份证网上功能凭证”
呢？居民身份证网上功能凭证简称“网
证”。“网证”是身份证的网络版或电子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以身
份证制证数据为基础，通过国家“互联网＋
可信身份认证平台”签发与实体身份证芯
片唯一对应的电子文件，也是公安部认可
的国家法定证件及身份凭证。

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中心副
主任王连印表示，网络可信身份，就是在网
络接入、访问、操作、发布等各个环节，确保

“你是你，而不是别人”，确保身份可信，通
过一系列安全保障措施，把个体纳入可信
身份的体系当中。

如何领取及使用网证？据了解，领取网
证只需打开支付宝“卡包”中的“证件”，根据
提示完成“刷脸”等相关身份认证，证明是本
人，就可以拥有自己的网证。使用时，打开
网证二维码，通过扫一扫证明自己的身份。
据警方表示，目前，电子身份证主要用于线
上、线下政务服务以及旅馆业登记、物流寄
递、交通出行等要求实名制的应用场景。住
酒店、坐高铁、坐飞机、买票、银行开卡⋯⋯
未来，电子身份证的应用场景将不断拓展。

不过，有些人担心，在使用网证的过程
中，个人隐私和数据无法得到保护，这一问
题该如何解决呢？据介绍，一旦用户手机
丢失，只需在其他任一手机上登录支付宝，
原手机支付宝上的网证就会自动删除。用
户还可以去可信身份证受理点重新“刷
证”，用二代身份证芯片再办一个新网证，
旧网证会自动作废。此外，即使手机丢了，
别人要想用你的网证，也得过 4 道关：通过

“手机密码+支付宝登录密码”打开你的支
付宝，再通过“指纹验证+刷脸验证”打开
网证二维码。而光是支付宝人脸识别技术
的准确率就达到了 99.99%，因此，被冒用
的可能性极低。 （孔佳佳）

“网证”如何保护
个人隐私和数据？

科幻电影中经常出现的飞行汽车如今成
为现实。美国硅谷飞行器公司“小鹰”近日披
露，已经在新西兰公开试飞了最新研发的自动
驾驶空中出租车。

该公司透露，自去年 10 月起，已开始在新
西兰测试这款名为“科拉”的空中出租车，但近
日才首度公开。这款空中出租车将不针对个
人出售，而会作为公共交通运输工具，未来有
望打造一个空中运输网络。

“科拉”空中出租车外观上像一架小型飞
机和无人机的结合体，一对机翼上配备了多个
小旋翼叶片，可像直升机一样垂直起落，也可
像固定翼飞机一样借助跑道起飞。在空中飞
行时，时速可达约 170 公里，飞行高度在约
150 米到 900 米之间，续航里程大约为 100 公
里。

“小鹰”公司介绍，“科拉”空中出租车拥有
3 台独立的飞行指挥电脑，可在其中 1 台出现
故障后继续控制飞行，还配备了降落伞以备应
急降落使用。它采取了自动驾驶软件和人类
监控结合的操作模式，因此，没有经过飞行训
练的人也可以操控。 （彭茜）

自动驾驶空中出租车
打造未来空中运输网络

不久前，加拿大一个研究团队在最新一期
英国《化学》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开发出一种制
备简单、成本较低的技术，有望大规模制造可
变色的节能玻璃。

节能玻璃可根据建筑和住户需求在透明
与有色间变化，动态调整来自太阳的光和热，
为建筑物节能。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团队发
明的这项新技术，将带有金属离子的乙醇涂在
玻璃表面，并用紫外线将其转化为玻璃上的一
层膜。研究结果显示，正常状态下膜完全透
明，但电流通过时会变蓝。

论文第一作者程威说，这一技术不使用复
杂的真空设备就制造出动态涂层，且无需在高
温下制备，从而降低了成本。

程威说，团队下一步计划研究如何让玻璃
在透明和灰色间转换，而不是变成蓝色。

当前已有的电致变色玻璃虽然节能，但制
备造价较高，每平方米高达 500 到 1000 美元，
远高于普通玻璃成本。 （周舟）

科技领航

焦点看台

政府搭“鹊桥”，企业与科研院所“相亲”——2018 中国（内蒙
古）科技合作与国际技术转移对接会上，10 余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我
区高校、科研院校的 35 项科技成果，与区内 90 余家科技型企业的
技术需求现场对接，搭建了内蒙古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和企业加强
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的平台，契合了我区创新发展的迫切需求。

科技成果转化推动我区产业转型升级科技成果转化推动我区产业转型升级

你知道吗

（本版配图均为资料图）

低成本可变色玻璃
有望大规模制造

□贺林平

前不久，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基于
深度学习开发出一个能诊断眼病和肺炎 2 大
类疾病的人工智能系统，这项研究成果以封
面文章登上了世界顶级期刊《细胞》。

这项人工智能成果能够根据影像资料，
给医生提出诊断建议，并解释判断的依据。
比对实验发现，该系统在诊断眼疾时的准确
率达 96.6%，在区分肺炎和健康状态时的准
确率达 92.8%，这种水平足以与有十几年经
验的专家医生相媲美。

精准用药，秒级判定

肺炎是全世界儿童因感染导致死亡的首
要原因。从一张胸部 CT 上找到肺结节，一名
经过训练的医生平均需要 3—5 分钟，而依靠
人工智能则仅需要 3—5 秒。

这就是由张康教授领衔的广州市妇女儿
童医疗中心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课题组
研发的人工智能平台。

不光是快，更重要的是准。决定肺炎预后
的关键因素是，能否根据肺炎的病原学类型精
准用药。传统的基于血培养、痰培养、生化检
测等方法，很难快速准确地进行判断。而人工
智能平台则可以基于儿童胸部 X线片，实现儿
童肺炎病原学类型的秒级准确判定。

这就实现了用人工智能精确指导抗生素
的合理使用，而且该平台可以不受医院级别
和区域的限制，实现社区医疗、家庭医生、专
科医院的广覆盖，为肺炎这一抗菌素滥用重
灾区提供精准用药方案，避免抗菌素滥用，促
进儿童重症肺炎康复。

“现在，我们的人工智能平台，可以不受
人员、不受区域的限制，在世界任何地方让更
多的患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2016 年
加入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基因检测中心
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Shiley 眼科研究所
教授张康说。

准确度高，过程可见

有人说，人工智能看病靠谱吗？把身家
性命交给机器人，放心吗？

研究团队从黄斑变性和糖尿病视网膜黄
斑水肿这 2 种疾病切入，让这一人工智能系
统不停地学习眼部光学相干断层扫描图像。
在学习了超过 20 万病例的图像数据后，该平
台诊断黄斑变性、黄斑水肿的准确性达到
96.6%，灵敏性达到 97.8%。与 5 名眼科医生
诊断结果相比，确认平台可以达到训练有素
的眼科医生的水平，并在 30 秒内决定病人是
否应该接受治疗。

这套人工智能系统具有深度学习能力。
人们所熟知的 AlphaGo、自动驾驶等应用，
都是基于深度学习技术开发的。

在此项研发过程中，课题组应用了基于
迁移学习模型的新算法，既大幅提升了人工
智能的学习效率，又有利于实现“一个系统解
决多种疾病”的目标。

“传统的深度学习模型，一般需要上百万
的高质量同类型的标注数据，才能获得较为
稳定和精确的输出结果，但现实中给每种疾
病都收集上百万张高质量的标注图像，几乎
是不可能实现的，使得人工智能在医学影像
学领域的病种广覆盖很难实现。”张康介绍，
所以，目前已有的医疗人工智能，一般 1 个系
统只能针对 1 种疾病。

相对而言，这项基于迁移学习模型的人工
智能平台所需的数据量极少，研究者只需要几
千张就可以很好地完成一次跨病种迁移。

此外，以往单纯依靠深度学习技术的研究
和产品，给出的报告中只有结果，而没有列出判
断的理由与过程，这种“黑箱子”式的诊断，即便
精准度很高，医生也不敢妄加使用。而这一人
工智能平台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这种局限性，让
人“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

系统评估，辅助决策

人工智能诊断起疾病来如此高效，那么，

机器人医生离我们的生活还有多远？
张康说，目前他们的人工智能系统已经在

美国和拉丁美洲眼科诊所进行小规模临床试
用。此外，在后续的研究中，他们还会进一步
增加数据学习模本的数量，同时增加可诊断的
疾病种类，并进一步优化系统等。

早在 2015 年，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基于医疗大数据，融合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启
动了“咪姆熊”智能家族研发项目。

“这个家族成员有 4 头熊，发热熊、影像
熊、导诊熊、营养熊。”该院临床数据中心主任
梁会营介绍，“发热熊”以儿童常见的发热相关
疾病为研究内容，基于权威指南、专家共识、200
余万份的海量病历等知识型文本，融合多源异
构数据整合技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机器学
习算法，经过1年的训练，已经能够成功针对24
种儿童常见发热相关疾病开展准确的辅助诊
断，通过无缝嵌入电子病历系统，成为门诊医生
的贴心助手。

而影像熊基于“胸部 X 线片+微生物培养
检测大数据”，采用深度学习算法，可智能识
别肺炎的微生物感染状况（细菌性、病毒性、
混合感染性），为抗菌素的精准应用提供决策
支持，目前已实际应用到医生的辅助诊断。
其实践中形成的数据和技术，成为人工智能
系统科研成果的重要基础和组成部分。

另外 2 头“熊”也在茁壮成长中，不久的
将来可望与公众见面。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主任、院长夏
慧敏表示，“人工智能平台的终极目标，是整
合文本型病历数据、全结构化实验室检查数
据、图像数据、光电信号等多媒介数据，模拟
临床医生对患者病情进行系统评估，为医务
人员提供综合的辅助决策。而不仅仅是为影
像科医生或某一医技科室人员提供单一方面
的辅助决策。”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这项技术能应用到
初级保健、社区医疗、家庭医生、专科医院等
等，形成大范围的自动化分诊系统。”夏慧敏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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