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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识别
■ 李晓航

插图 苏盼盼

新技术为棉花“涂”上五颜六色
■ 江 耘

从植株紫化“顺藤摸瓜”

棉花是世界性的重要经济作物，是纺织工业的
主导原料。此前，天然彩色棉品种资源多为棕色和
绿色系列，颜色单调、色牢度及色饱和度不足成为限
制彩色棉产业发展的瓶颈。

“用传统的遗传育种手段无法解决目前彩色棉
颜色单调的问题。”该团队负责人解释道，挖掘彩色
棉纤维色素物质合成和调控的关键基因，阐明纤维
色泽形成的机理，通过基因工程获得多种颜色的彩
色纤维，是棉花纤维色泽改良的新方向和突破点。

从2010年起，该团队就利用农杆菌介导的棉花
转基因技术，创制棉花突变体，其中一个紫化突变株
系HS2从种子萌发到植株衰亡，整个生育期茎、叶、

蕾等组织器官都呈
紫色，并稳定遗传。

通过分析花青素含量和
成分发现，导致植株紫化突变的
主要原因是HS2中积累了大量游
离态无色花青素、有色花青素及中
间产物，并且花青素的组成也发生了改
变。在紫化突变体HS2中，类黄酮代谢通路中游核
心——花青素途径的关键酶基因表达量大幅上调，
导致大量游离态花青素累积，呈现紫化性状。

天然彩色棉新增亮眼色系

从2012年开始，团队利用紫化突变体HS2分别

与9个棕色棉和绿色棉的品种进行
正反交，并利用紫化性状、纤维颜色
结合分子标记选择稳定的杂交后代
株系。

经过连续多代的选育，团队已经
获得纤维色泽稳定、颜色显著改变的
多个杂交组合，包括深棕色至咖啡色，
绿色、军绿色和深绿色，橙色，还有深浅
不一的蓝色。

在此研究基础上，团队提出彩色棉
纤维颜色分子改良的新策略：在HS2紫化

突变体提供大量花青素合成的基础上，通
过遗传操纵不同基因，改变花青素种类、含

量，或进一步提高原花青素的聚合度等，从而培育
更多颜色的彩色棉。

通过上述步骤培育出的彩色棉天然具有颜色，
可以无需印染直接纺纱成布，避免了纺织品化学印
染带来的环境污染和对人们健康的危害，是纺织产
业绿色发展重要的物质基础。彩色棉纤维因其花青
素类物质含量较高，还具有较高的抗氧化性、抗菌性
等优点。

团队负责人表示，团队正持续开展彩色棉纤维
改良实验，推动彩色棉应用于婴幼儿衣物、玩具和医
用纱布等领域。

近日，运用大数据搭建的重庆首个智慧未成年
人保护系统正式上线。

这套系统对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
络保护、政府保护、司法保护“六大保护”进行整合，
通过基层定期走访，实时更新基本数据、统计分析需
求，让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一键报告及时处置，并构建
起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网络。

近日，我国首个盐穴压缩空气储能电站并入国
家电网投产。该电站是由中国华能、中盐集团、清
华大学等多家产学研单位经过近十年研发历时两
年建成的世界首座非补燃式压缩空气储能电站。
项目一期储能装机 60 兆瓦，远期规划建设规模
1000兆瓦。

盐穴是地下盐层被开采后形成的矿洞。用电
低谷时，利用电能将空气压缩到盐穴中；用电高峰
时，再释放空气，推动空气透平膨胀机发电。这种
压缩空气储能是新型储能“家族”中的一员，具有
储能密度大、存储周期长、投资成本较少等优点。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卢强表示，与国外
已有的补燃式压缩空气储能电站相比，该电站最
大的创新点是在世界上首次采用非补燃技术，实

现压缩空气储能零碳发电。据介绍，补燃式在膨
胀做功时需要燃气补热才能维持系统的循环运
行，因此存在能耗大与碳排放的问题，电能转换效
率只有20%。

研发人员表示，因为没有先例，团队自主攻克了
压缩机的设计制造和工程化应用等难题。项目创建
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非补燃压缩空气储能技
术体系，核心设备实现了100%国产化。

据悉，我国盐穴资源分布广泛，符合使用条件的
有2000多个，合理使用相关资源，预计“十四五”期
间能实现1000万千瓦装机容量的盐穴储能能力，相
当于一座中等城市的用电负荷，盐穴压缩空气储能
市场有望达到数千亿元规模，还将带动空气压缩机、
换热器、储热储气等相关设备的市场。

语音识别是一种电子信息处理功能，可称为“机
器听觉”，就是用软件去听。语音识别软件通常包括
录音、分析音频和数据库等部分。利用语音识别可
以完成很多任务，最常见的是录入文字和人机交谈，
还有依靠声纹识别的身份认证。

录音时，麦克风等设备是机器的“耳朵”，它把声
音转成电信号并数字化。如果是文字录入，一般要
求录制者说完一段话后暂停；如果是人机对话，也会
有停顿和等待的过程，以便分析软件完成识别和转
换。不同于录制音乐的软件，为了减少环境噪声干
扰，语音采集时会突出人声，同时进行降噪过滤，而
不是尽量无损记录所有音频。

语音识别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分析软件，它就像
人脑的听觉中枢。分析语音同样采用“模板对比
法”，把录到的音频和数据库中存储的模板进行对
比，就能认出录制者说了什么。需要注意的是，考虑
到汉语有大量的同音字，所以汉语语音识别软件一
般按词而不是字进行对比，以免遇到同音字时无法
选择。有些软件还会把常用词组和短句的音频也加
入模板，进一步提高识别的准确率。

语音识别软件也有“记忆中枢”，并且一般比图
像识别的数据库要求高，语音识别软件的学习主要
依赖反馈，即使用者对识别结果的确认和修改，这能
帮助它形成有针对性的模板和快速查询方法。随着
反馈不断累积，软件的“智力”越来越高，不仅能听写
大部分口语，连文字交流中难以体现的语气也能识
别，并用“表情符号”等方式表达出来。

近日，日本神户大学和广岛大学的科学家们成功
开发出一种生物标志物——药物代谢酶细胞色素
P450，只需30毫升血清样本，就有可能快速地诊断出
帕金森病。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科学报告》杂志。

帕金森病是世界上第二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
病，对患者生活质量有重大影响。目前，科学家们还
没有找到针对该疾病的简单诊断方法以及治愈疗
法，因此，科学家们一直尝试开发各种生物标志物，
包括最新发现的P450。

药物代谢酶细胞色素P450不仅可以代谢药物，
还可以作为各种物质氧化的催化剂。科学家们已经
知道，P450在体内的表达随各种疾病的发生而变
化，这种变化会影响患者体内相关代谢物的数量和
质量。为此，日本研究团队首次将“P450荧光抑制
试验”用于诊断帕金森病。

在此项试验中，12种不同的人群P450分别与血
清样品和荧光底物混合以引起反应。这些血清代谢
物会抑制P450介导的荧光底物氧化。由于健康个体
和患者血清中P450相关代谢物的数量和质量存在差
异，通过观察某些P450中与疾病发病介导的改变相
关的抑制率，研究人员可以将患有特定疾病个体和健
康受试者的血清样本区分开来。当对健康个体的血
清进行分析时，P450与荧光底物反应生成荧光物质，
但对患者血清进行检测时，反应不同，因此获得的荧
光值会发生变化，“P450荧光抑制试验”可以通过检
测这些变化来确定患者是否罹患帕金森病。

研究人员对帕金森病模型大鼠和人类帕金森病
患者开展了“P450荧光抑制试验”，结果表明，对于
模型大鼠和人类受试者，将健康个体和帕金森病个
体分开的准确率为85%—88%。

知多少知多少科技热词、新词
重庆市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主办

帕金森病
诊断生物标志物面世

■ 刘 霞

重庆搭建
保护未成年人大数据平台

■ 于晓苏

我国首个盐穴压缩空气储能电站并网投产
■ 王伟 徐多

谁说棉花只有白色？近日，浙江理工大学科研团队通过基
因工程，创制了一个棉花紫化突变体，解析了该突变体
GhOMT1基因的功能缺失调控花青素累积的内在机理。由此，
该团队通过杂交育种技术提高纤维中原花青素（一种色素成分，
在酸性介质中加热后可产生花青素）含量，开辟出培育多种颜色
的彩色棉新途径。相关研究论文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期刊《植
物生物技术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