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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16 日在南非发布的 2019 年
全球艾滋病报告显示，去年
全球死于艾滋病的人仍多
达 77 万， 预计将无法完成
到 2020 年把死亡人数控制
在 50 万人以下的目标。

报告认为，全球在减少
新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数、提
高治疗率以及降低死亡率
等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正在
放缓”。报告说，去年全球新
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数为
170 万，与 2010 年相比下降
了 16%，这主要是因为东非
与南部非洲的艾滋病防治
工作不断取得进展。 不过，

东非和南部非洲仍是全球
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最高的
地区，该地区防治艾滋病的
任务依然严峻。

报告指出，艾滋病防治
成绩在全球不同地区差别
较大，其中南非取得巨大进
展，2010 年以来新感染人
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减少约
40%。 但也有一些地区出现
了“令人担忧”的情况。 比
如，2018 年，东欧和中亚的
新感染人数增加 29%，中东
和北非地区增加 10%，拉美
增加 7%。

报告还表示，在超过一
半的受调查国家中，艾滋病

高危人群中能接受有效防治
的人不到 50%， 这表明关键
人群被边缘化和“被防治工
作遗忘”的现象仍然严重。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
行主任古妮拉·卡尔松在发
布会上呼吁各国政府加强
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领导，
提高防治工作的有效度和
精准度，确保艾滋病病毒感
染者得到有效治疗，在 2020
年前实现三个 90%目标，即
到 2020 年 90%的艾滋病病
毒感染者自身知情，90%知
情的感染者获得治疗及
90%接受治疗的人体内病
毒受到抑制。 （新华社）

汽车市场研究机构德
国汽车管理中心日前发布
研究报告称， 德国 2019 年
上半年在电动车销售数量
上首次超越挪威，成为欧洲
最大的电动车市场。

报告说，德国今年 1 月
至 6 月共有 4.8 万辆电动
车新完成注册，并被准许上
路， 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41%，超过挪威的 4.4 万辆。
其中，主流的纯电动车和插
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分别新
增 3.1 万辆和 1.65 万辆。

报告还说，德国汽车总
销量同期增长率为 0.5%，
相比而言电动车销量增长
迅速，但电动车仍然只占德
国汽车市场的 2.6%， 远远
落 后 挪 威 电 动 车 高 达

56.2%的市场占有率。
研究报告负责人斯特

凡·布拉策尔表示，“在目前
汽车行业整体不景气情况
下，电动车取得了增长引人
注目，”“我们预计从 2020
年开始，电动车将在关键的
汽车市场迎来突破。 ”

德国联邦机动车管理
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初，德国电动车和各类混
合动力汽车的保有量约为
42 万辆。 德国最初计划在
2020 年实现 100 万辆电动
车上路的目标，并出台资助
电池研究、 扩建充电桩、提
供电动车购车补贴等一系
列政策，但专家估计这一目
标可能推迟实现。

（据新华社）

美国一研究小组在《临
床调查杂志》上发表研究报
告称，他们在长期接受联合
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艾滋
病患者的脑脊液中，检测到
了艾滋病病毒（HIV）DNA，
并发现这些患者存在认知
障碍的可能性要高于脑脊
液细胞中没有 HIV 的同龄
人。

联合抗逆转录病毒疗
法（cART）是目前主流的艾
滋病治疗手段，该方法能够
抑制 HIV 的复制， 但无法
将其从患者体内消除，一旦
停止治疗， 病毒就会反弹，
重新复制。 长期以来，清除
艾滋病患者体内所有 HIV
一直是科学家努力的方向，

但关于 HIV 在中枢神经系
统，尤其是在脑脊液中长期
潜伏对神经系统的影响问
题，却尚未被充分认知。

在新研究中，匹兹堡大
学、耶鲁大学等多家机构研
究人员组成的研究小组，对
69 名艾滋病患者的脑脊液
进行了检查。这些患者绝大
多数为男性， 中位年龄 50
岁，接受 cART 治疗的中位
时间为 8.6 年。 检查结果显
示，48%的患者的脑脊液细
胞中存在 HIV 的 DNA，他
们中 30%的人有认知障碍，
其比例明显高于那些脑脊
液细胞中没有 HIV� DNA
的患者，后一群体中存在认
知障碍的比例为 11%。

研究人员表示，在几乎
一半的患者脑脊液中检测
到被 HIV 感染的细胞，这
让他们感到惊讶。 这表明
cART 虽可对 HIV 进行抑
制，但病毒仍可长期潜伏于
中枢神经系统，并对其产生
影响。虽然造成艾滋病患者
出现认知障碍的因素可能
有很多，如年龄、神经炎症、
血管功能障碍等等，但他们
的新研究表明，脑脊液细胞
中持续存在的 HIV� DNA
与神经认知障碍之间存在
着显著关联。尽管相关机制
尚不清楚，目前也没有从脑
脊液细胞中清除 HIV 的手
段，但这一发现仍具有潜在
的临床价值。（科技日报）

英特尔宣布打造出模
仿人脑运行方式，拥有 800
万组神经元的计算机系统，
该 系 统 代 号“Pohoiki�
Beach”， 含多达 64 颗 Loihi
芯片， 集成了 1320 亿个晶
体管， 总面积 3840 平方毫
米， 拥有 800 万个神经元、
80 亿个突触。

Loihi 芯片为英特尔的
自主学习芯片， 该公司认
为，人工智能运算在数据收
集、分析及决策的需求愈来
愈大，运算需求可能会超过
传统处理器及图形芯片架
构，因此花了 6 年时间开发
新的架构来加快传统指令
周期，即 Loihi。Loihi 不采用
传统硅芯片的冯诺依曼计
算模型，而是模仿人脑原理
的神经拟态计算方式，根据
环境进行不同回馈形态的

计算。
英特尔称，Loihi 处理

信息的速度比传统处理器
快 1000 倍， 效率高 10000
倍，与传统 CPU 相比，Loihi
可解决某些优化问题，在速
度和能效方面可提高三个
数量级以上。系统利用数据
进行人工智能训练和推理，
但不需要以传统方式训练，
还可以保持实时性能结果。

英特尔称，目前研究人
员已使用这一系统来完成
一些任务，比如仿真皮肤的
触觉感知、 控制义肢等，基
于该系统，英特尔计划与超
过 60 个产业合作伙伴联
手， 进行相关应用探索，该
系统未来真正的目标，则是
应用于自动驾驶、物联网等
涉及深度学习的场景。

凭借 Loihi 处理器，英

特尔也预计将能进一步推
动仿真人脑运作模式的人
工智能技术发展，同时也计
划在今年晚些时候，让 Loi-
hi 处理器建构类神经元数
量可超过 1 亿组，更贴近人
脑神经元分布模式。

（综合）

欧洲航天局 16 日发布
公告说，十多年前发现的一
颗神秘小行星，原本被认为
有很小概率将在今年 9 月
9 日撞击地球，但最新观测
数据排除了这种可能，而排
除这种可能性的方法是因
为在特定区域“没有观测
到”这颗消失的小行星。

据介绍，这颗小行星代
号 2006� QV89，是天文学家
在 2006 年发现的。 根据当
时的观测数据，估计它直径
在 20 米到 50 米之间，在今
年 9 月 9 日有约七千分之
一的概率与地球相撞。 但
是， 这颗小行星只在短短
10 天的时间内被观测到，
随后就神秘失踪了，天文学
家再也没有观测到它，这导
致难以精确推算它目前所
处的位置。

如何判断它是否会在 9
月撞地球呢？欧航局和欧洲

南方天文台的研究人员想
了一个办法，他们先假设这
颗小行星仍在可能撞击地
球的轨道上，然后在 7 月 4
日、5 日对它可能在天空中
出现的位置进行观测，结果
什么也没发现。

研究人员说，他们使用
了欧洲南方天文台的甚大
望远镜， 其灵敏度很高，就
算这颗小行星比当初估计
的体积更小， 直径只有几
米，也会被观测到。 如果这
颗小行星还要小，直径低于
望远镜观测能力，那么就算
撞上地球也会在大气层中
烧毁，被认为没有威胁。

天文学界曾排除过一
些小行星撞地球的可能性，
大都基于实际观测到的小
行星轨道和相关计算。欧航
局说，这是首个因“没有观
测到”而排除小行星撞击地
球可能性的案例。（新华社）

Intel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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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成欧洲
最大电动车市场

小行星 9 月撞地球？
欧航局：虚惊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