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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化身听诊器———

“指尖”上轻松监测心脏保健康
随着科技的进步，智能手机

对人们日常健康管理逐渐产生
重要影响，其中一个可能的方面
是监测心脏。

近日，一项研究为这一愿景
带来新的可能，人们可能很快就
能在家中通过使用普通智能手
机记录心脏跳动的声音，进而诊
断心脏健康问题。

据发表在《欧洲心脏杂志—
数字健康》上的论文，英国伦敦
大学国王学院与荷兰马斯特里
赫特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了
一款应用程序，旨在将智能手机

“化身”为电子听诊器，能可靠记
录用户的心跳，医生可据此来远
程监控心脏状况。

该研究的合著者、伦敦大学
国王学院生物医学工程学教授
巴勃罗·拉马塔博士表示：“这项
研究证明，移动技术是记录心音
的一种可行方式，未来医生和病
患者可以使用心音录音来检查
心脏疾病的存在或进展。”

一款“收集”心跳
的应用程序

研究人员通过英国心脏基
金会和Evelina儿童心脏组织与
心脏病患者合作，并与Cellule
设计工作室的专家合作，开发了
一款测量心音的智能手机应
用程序。

这款名为“回声”的应用程
序操作简便，用户只需坐在一个
安静的房间里，身体略微前倾，
将手机的麦克风直接放在胸前
四个不同位置上，然后按下“录
制”即可。他们可滑动应用中的
滑块来调整麦克风的灵敏度，以
确保“回声”捕捉到自己跳动的
心脏声。该应用程序有一个信
号处理算法，可以对心音记录进
行过滤，从而消除一切背景
噪音。

此外，这款应用还会将录音
转换为波形，为用户提供心跳的
可视化显示。该应用程序还收
集用户的年龄、性别、身体质量
指数以及手机版本等信息，以分
析录音质量，并确定哪些因素会

影响他们。
“回声”应用程序要求用户

自愿提供匿名的基本人口统计
数据，包括年龄、性别、身高、体
重，还可提供心脏疾病史。

在2021年5月21日至10月4
日期间，有1148人下载了“回
声”，提供了7597段心音录音，并
上传到了谷歌Firebase数据库。

一种患者自我管理病情
的工具

现在的医院中已经有几种
评估患者心脏状况的工具，如超
声心动图和磁共振成像扫描。

马斯特里赫特大学博士后
研究员、研究合著者罗红星（音

译）博士认为，像“回声”这样的
技术最有前途的方向是远程心
脏监测，特别是针对心力衰竭患
者、需要术后随访的心脏瓣膜病
患者和心律失常患者。

拉马塔将“回声”应用程序
描述为“一种能使患者自我管理
病情的工具”。

“随着我们进入数字医学时
代，像‘回声’这样的技术可能会
彻底改变心脏疾病的诊断和家
庭监测。”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分
子医学教授、英国心脏基金会副
医学主任詹姆斯·莱珀博士指
出，“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测
试该应用程序如何与现有的心
脏监测技术配合使用。一旦成
功，这一发展可能标志着我们朝
着拥有‘指尖’上的心脏监测工
具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循环、肾
脏和肺脏生理学教授多米尼克·
林兹博士指出，心脏病专家通过

“回声”应用程序评估患者的数
据时，为“心音测量”确定“具体
的阈值”是很重要的。

现有研究的局限性
和未来目标

研究人员发现，每10名用户
中就有8名能够通过“回声”记
录高质量的心音记录。“高质
量”的录音是可以被解读以供

分析的录音。总体而言，75%
的录音可以进一步处理，以获得
与医学相关的数据。手机版本、
用户的生物性别不会影响录音
的质量。然而，研究人员观察
到，60岁以上的用户录制的声
音质量较低。

罗红星认为，老年用户心
音录音质量低的问题是可以克
服的。最简单的解决方案之一
是指导老年用户使用耳机，从而
可以找到心音最大的位置。

此外，“回声”只适用于
iPhone用户，这让占智能手机用
户总数一半以上的安卓用户被
排除在研究之外。

拉马塔表示，他们现在正计
划开发“回声”的下一个版本，包
括适用于安卓系统的版本，希望
在明年5月之前可以问世。

“回声”应用程序目前只检
测第一心音和第二心音，研究人
员说：“要判断‘回声’在记录包
括第三心音和第四心音以及杂
音在内的病理性心音的有用性，
必须在未来的一项涉及患者的
研究中进行调查。”

研究人员还指出，研究人群
或并不能反映真正的一般人群，

“因为智能手机用户可能更年
轻，受教育程度更高，还需要进
一步的研究来评估这些结果的
重复性”。

本报综合

“回声”应用程序通过智能手机的麦克风捕捉用户的心跳记录。

模拟水母 以柔克刚

触手机器人可轻易
抓取沉重与脆弱物体

当今的大多数机器人抓
手依靠嵌入式传感器、复杂
的反馈回路或先进的机器学
习算法，结合操作员的技能，
来抓取易碎或形状不规则的
物体。美国哈佛大学工程与
应用科学学院研究人员从大
自然中汲取灵感，设计了一
种新型柔软的机器人抓手。
它使用一组细长的触手来缠
绕和诱捕物体，类似于水母
捕获猎物的方式。该研究近
日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
院刊》上。

如果你曾经在街机玩过
抓玩具游戏，你就会知道使
用机器人抓手抓住物体是多
么困难。想象一下，如果尝
试从沉船中抓取一块脆弱的
濒临灭绝的珊瑚或无价的文
物，而不是毛绒填充玩具，那
么该“游戏”将是多么令人伤
脑筋。

利用柔性机器人的自然
顺应性并通过顺应结构对其
进行增强，研究人员设计了
一种独特的抓手，以及一种
能够以最少的规划和感知适
应一系列复杂物体的抓取策
略。单独的触手或细丝很
弱，但细丝集合在一起可抓
住并牢固地固定沉重和形状
奇特的物体。抓手依靠简单

的充气来包裹物体，不需要
传感、规划或反馈控制。

抓手的力量和适应性来
自于它与试图抓住的物体纠
缠在一起的能力。足长的细
丝是中空的橡胶管。管子的
一侧比另一侧有更厚的橡
胶，所以当管子受压时，它会
像辫子一样卷曲。

卷发相互打结和缠绕，
并与物体相互缠绕，每次缠
绕都会增加握持的强度，虽
然集体保持力很强，但即使
是最脆弱的物体也不会被损
坏，而释放物体时，只需将细
丝减压。

研究人员通过实验来测
试抓手的功效，包括抓起多
种植物和玩具。在实际应用
中，抓手可抓取农业生产和
配送中新鲜软水果和蔬菜、
医疗环境中的脆弱人体组
织，甚至可抓取玻璃器皿等
不规则形状物体。

研究人员表示，这种新
的机器人抓取方法补充了现
有解决方案，通过用极其顺
服且形态复杂的细丝取代需
要复杂控制策略的简单传统
夹具，这些细丝可通过非常
简单的控制进行操作，这种
方法扩大了机器人抓手可拾
取的范围。据《科技日报》

新华社电 记者从位于内
蒙古自治区正镶白旗的中国科
学院国家空间中心明安图野外
科学观测研究站获悉，由中国科
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
颜毅华领衔的科研团队，发现一
种新的可用于明安图射电频谱
日像仪（MUSER）图像位置校
准的方法，这种方法可在浩瀚宇
宙中“定位”太阳准确位置。相
关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学术期
刊《天文和天体物理学研究》上。

明安图射电频谱日像仪
（MUSER）是采用综合孔径成
像方法，在厘米、分米段获得高
时间、空间和频率分辨率的太阳
射电图像。作为先进的新一代
太 阳 专 用 射 电 干 涉 设 备 ，
MUSER将极大地扩展太阳射
电探测能力，为耀斑和日冕物质

抛射研究打开新的观测窗口，被
国际权威学者认为是国际现有
射电日像仪设备的跨越式进步。

综合孔径成像技术广泛应
用在天文射电望远镜成像上，即
把众多小口径望远镜系统综合
在一起，等效形成一个大口径射
电望远镜观测效果，从而获取到
较高空间角分辨的图像。然而，
由于仪器误差以及信号传播效
应的影响，校准特别是相位校准
（影响图像位置确定）在综合孔
径成像技术中至关重要。

颜毅华研究员领导的研究
团队，在数年来的MUSER太
阳射电图像处理过程中，发现
了一种新的综合孔径望远镜阵
列相位定标校准方法，在定标
点源偏离原点的一般情况下，
第一次获得了该偏差对综合孔

径成像结果影响的通用理论公
式。基于这个新公式，团队研究
人员可以对MUSER观测图像
进行校准，从而得到准确的太阳
射电图像。

颜毅华介绍，这研究不仅仅
优化了当前MUSER成像校准
方法，而且还对一般射电综合孔
径成像理论弥补上了几十年来
缺失的重要一环，使得综合孔径
方法成了一个封闭的完备理论，
即根据综合孔径理论本身就可
以完成绝对定位。

论文审稿人认为，本研究方
法可以利用一个未知位置校准
点源来对射电望远镜的图像进
行校准，并且可以通过迭代计算
出校准源具体位置，从而获取到
真实的射电图像，也就是在浩瀚
宇宙中给太阳“定位”。

中国科学家发现
浩瀚宇宙中“定位”太阳新方法

明安图射电频谱日像仪（MUSER）中心部分天线观测太阳时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