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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69/2021_2022__E5_85_AC_

E5_BC_80_E9_80_89_E6_c25_169257.htm 据３月１５日出版的

英国《新科学家》报道，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西奥多伯

格等人经过近１０年的时间，研制出来了世界第一个用于修

补动物大脑内海马部位功能的硅芯片。这一研究成果为那些

因脑部病变或受伤而失去新记功能的病人带来了新希望。 海

马是动物大脑内部结构最有规则的部位，它的功能是对生活

经历进行“编码”，使之能够作为长期记忆存储于大脑的其

它部位。海马受损的病人，会失去形成新记忆的能力。如果

这种芯片能象预期的那样有效，它应该能使病人恢复产生新

记忆的功能。 为了制造这一芯片，研究人员首先是建立海马

在各种不同条件下工作的数学模型；然后将这一模型编程到

芯片中；最后使芯片能够与大脑其它部位协调工作，即解决

芯片与脑组织的“接口”问题。 由于研究人员并不真正了解

海马对信息进行编码的机制，因此只能简单地照搬它的行为

。他们对实验鼠海马部位的切片进行不同的电信号刺激，多

达数百万次，以确定什么样的电信号使海马产生什么样的反

应。然后把不同切片的行为组合起来，建立整个海马工作模

式的数学模型。 根据设计，在用于病人时，这种芯片将附着

在头盖骨上，而不是植入脑的内部。芯片通过两组电极与脑

部进行通信，两组电极分别置放于海马损坏区域的两边，一

组接收从脑的其余部位传送到海马的“输入”信号，另一组

则根据芯片内部指令将相应的“输出”信号发送给大脑。这

样，信号就绕过海马，由芯片来替代海马的功能。 如果顺利



，研究人员计划在６个月内开展活体实验鼠试验。然后将在

猴子身上试验。由于不同的哺乳动物脑部海马的结构很相似

，因此在从鼠到人的过程中，芯片设计不需要作重大改进。

不过，必须在前期实验中确认它是安全的，才能在因中风、

阿尔茨海默氏症或癫痫而脑部受损的病人身上试验。 即使安

全方面不存在问题，伦理方面的质疑也将成为临床应用的障

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