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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计算科学》近日发表的一项
研究描述了一个机器学习方法，该方法
能从不同方面准确预测人类生活，包括
早死可能性和个性的细微差异。该模
型或能提供对人类行为的量化认知。

社会科学家对人类生活是否能被
预测的问题看法不一。虽然人们对起
到重要作用的社会人口学因素已有充
分了解，但却一直无法对生命结局进行
准确预测。

利用丹麦国家登记处约 600 万人
的教育、健康、收入、职业和其他生活事
件数据，丹麦技术大学研究团队设计了
一个机器学习方法，以构建个体的人类
生活轨迹。团队通过调整语言处理技
术，用类似模型中语言的方式表达人类
生活。这种方法能以类似语言模型捕
捉词语间复杂关系的方式生成一个生

活事件的术语表。他们提出的模型名
为“life2vec”，能确定健康相关诊断、居
住地、收入水平等概念之间的复杂关
系，并用一个压缩向量编码个人生活，
以此作为预测生活结局的基础。

研究团队证明，该模型可预测早死
率，即年龄组在35岁至65岁的个体自
2016年1月1日起存活4年的概率。另
外，其捕捉细微个性差异的能力超过了
当下先进的模型和基线标准，表现至少
提升11%。

研究结果表明，通过表征社会结局
和健康结局之间的复杂关联，准确预测
生活结局也许是可以做到的。但团队
也强调，他们的研究只是对可能性的探
索，而且只应在确保个人权利受到保护
的监管下才可用于现实世界。

来源：《科技日报》

机器学习开始预测人类生活多个方面

新华社洛杉矶12月19日电（记者 谭晶
晶）在停飞 15 个月后，美国蓝色起源公司的

“新谢泼德”飞行器 19 日完成不载人太空飞
行，携带33件载荷进入亚轨道。

“新谢泼德”飞行器是可重复使用的运载
火箭和太空舱组合体，其设计目标是将宇航员
和科研载荷送入太空，飞行高度可达约107千
米，超过距地表 100 千米的“卡门线”，这是国
际航天界定义的地球大气层与太空的边界。

据蓝色起源公司官网介绍，这是“新谢泼
德”第24次飞行任务和第13次载荷任务。飞
行器于美国中部时间19日10时42分许（北京
时间20日零时42分许）从美国得克萨斯州西

部一处发射场发射升空。发射两分多钟后，太
空舱与火箭分离并继续爬升。太空舱在到达
超过“卡门线”的最高点后开始降落，在降落伞
缓冲下顺利返回地面。整个飞行过程持续10
分13秒。

“新谢泼德”飞行器搭载了来自美国航天
局、科研机构和商业公司的 33 件载荷以及来
自世界各地学生的3.8万张明信片。

据介绍，迄今“新谢泼德”已完成6次载人
太空飞行任务，将31名宇航员送至超过“卡门
线”的轨道高度。该飞行器上次执行任务是在
2022年9月进行不载人太空飞行，但发射后出
现故障并坠毁，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美“新谢泼德”飞行器
完成不载人亚轨道飞行

通过对两种分子实施“麻醉”和“手术”，同济大学材料科
学与工程学院许维教授团队首次成功合成了分别由10个或
14个碳原子组成的环型纯碳分子材料，碳材料家族再添两位
新成员。近日，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了这一科研成
果。这项研究首次成功精准合成了两种全新的碳分子材料
（碳同素异形体），即芳香性环型碳C10和C14，并精细表征了
它们的化学结构。这两种合成的新颖碳结构有望应用于未
来的分子电子器件中。

碳是一种常见的非金属元素，碳材料在自然界中有多种
存在形式，其具体外在表现形式取决于每个碳原子周围与之
成键的原子数目。当每个碳原子只和周围两个原子成键时，
会形成环型纯碳分子（即环型碳，Cn）。环型碳在自然界中并
不是天然存在的，而人工合成又极具挑战性。此外，在环型
碳中每个碳原子和周围两个原子的成键方式一直存在争
议。许多团队尝试合成环型碳但并未获得成功，一些气相的
实验虽然显示存在环型碳的迹象，但是难以分离提纯环型碳
并进一步表征它们的结构。

直到2019年，IBM实验室与牛津大学研究团队制备出单
个的环型碳C18，首次从实验上验证了C18为单键和三键交
替的聚炔型结构。然而，环型碳是一个大家族，想合成尺寸
更小的环型碳也更具挑战。此外，它们的结构和稳定性仍然
让人难以捉摸。有理论预测，C10是环型（Cn，n≥10）碳结构
和线型（Cn，n<10）碳结构的分界点，同时也是最大的芳香性
累积烯烃型环型碳。C14则被预测是从累积烯烃型C10到聚
炔型C18的佩尔斯相变过渡态。因此，研究C10和C14的结
构和稳定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只有将这两种全新的碳
材料家族成员精准合成出来，方能精细表征它们的结构。

在这项研究中，团队采用了不同于C18的将环状碳氧化
合物作为前驱体的合成路线，创新性地设计了全卤化萘
（C10Cl8）和蒽（C14Cl10）两种前驱体分子。团队将这两种分
子放在“手术台”氯化钠薄膜上并将其“麻醉”——用液氦冻
住。之后利用STM针尖作为“手术刀”对其进行“手术”（原
子操纵），进而诱导两种分子完全脱卤并伴随发生反伯格曼
开环反应，最终成功地在氯化钠薄膜表面上合成了两种芳香
性环型碳C10和C14。研究发现，不同于此前C18的聚炔型
结构，C10和C14均具有累积烯烃型的结构。

团队进一步通过理论计算发现，这两位碳材料家族的新
成员并非拥有完全一致的特性。C10完全没有键长交替，而
C14作为从累积烯烃型C10到聚炔型C18的过渡态，存在一
个非常小的键长交替，但在实验上无法分辨出来。

许维表示，这项工作推动了环型碳领域的研究，提出的
表面合成策略有望成为一种合成一系列环型碳的普适性方
法。同时，合成的环型碳有望发展成为新型半导体材料，并
在分子电子器件中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来源：新华网

材料家族
再添两位新成员

日前记者获悉，浙江大学化学工程与生物
工程学院、杭州国际科创中心邢华斌教授和杨
立峰研究员团队，研发出一种超快吸附动力学
分子筛材料 ZU-609。通过调控该材料的孔
口大小和孔腔尺寸，可实现丙烯和丙烷精准筛
分以及提升丙烯扩散速率。相关研究成果发
表在国际期刊《科学》上。

丙烯与丙烷均通过石油提炼而成，两者容
易共存且分子尺寸差异极小。作为重要的基
础化工原料，丙烯全球年产能超1亿吨，但将
其与丙烷分离所产生的能耗非常高。如何开
发低碳高效的丙烯分离方案？

近年来，围绕分子筛材料展开的丙烯纯化
研究成果渐增。由于狭窄的孔道会限制分子
在内部的扩散，因此用于筛分丙烯和丙烷的分
子筛材料需要克服扩散传质差、吸附容量低、
脱附难度大等问题。

此项研究中，研究人员通过精准调控研发
出新型分子筛材料ZU-609。其内部采用“两
头小中间大”的筛分孔道，在孔道的进口和出
口分别有“隔离墩”来阻挡丙烷分子。丙烯进
入之后，能在“中间宽”的孔道中快速通过。
ZU-609 分子筛材料可从等摩尔丙烯丙烷混
合气中分离得到99.97%纯度的丙烯。

“这款材料内部结构设计巧妙，还表现出
优异的脱附再生能力，常温下通过氮气吹扫或

者抽真空减压，就可以实现完全再生利用。”邢
华斌介绍，变压吸附计算结果表明，相较于此
前问世的分子筛材料，ZU-609分离丙烯的能
耗也显著降低。

邢华斌表示，目前，ZU-609 离真正实现
应用还有一段路要走。下一步，团队将从分离
工艺及成本控制等方面，对ZU-609开展深层
次研究。 来源：《科技日报》

新型分子筛材料能分离得到
99.97%纯度丙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