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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我们的银河系中心潜伏着一

个超大质量黑洞，一些围绕它旋转的热气体可

能会落入其中。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

最近，欧洲空间局（ESA）赫歇尔空间天文台对

这些热分子气体进行了详细观察，发现它们能

有这么高温度，可能是黑洞正在给自己“烹煮”

美餐。

该黑洞位于银河系中心一个无线电光源

人马座 A*（Sgr A*）区域，质量约是太阳的 400

万倍，距太阳系约 26000 光年。这比其他有活

跃黑洞的星系近了好几百倍，让它成为研究黑

洞周围环境的天然实验室。

“我们分析了距黑洞仅1光年内的远红外射

线，第一次在这些波段里把来自中心黑洞的射线

和来自周围致密分子气盘的射线区分开来。”论

文第一作者、西班牙天体生物学中心的哈维尔·
葛易科奇说。他们发现，在银河系最隐蔽中心

区，有一些高温热分子气体，至少在 1000℃左

右。这比普通的星际云要热得多，星际云通常只

在绝对零度（-273℃）以上几十摄氏度左右。

研究人员解释说，最让人惊奇的是这些高

温气体是怎么来的。有些热力可能源于剧烈

的紫外线辐射，银河系中心附近大质量恒星群

可能会发出这些紫外线，但这无法解释单独存

在的高温。他们还推测，那里高度磁化的气体

产生了强烈震动，由此发出的辐射可能是形成

这种高温的一个主要原因。这种震动是由气

云之间的碰撞或恒星和原恒星发出的高速物

质流引起的。

“观察证明了这些热气流在向着人马座

A*加速奔去，落向银河系的正中心。”葛易科

奇说，“可能我们的黑洞正在赫歇尔的‘眼皮’

底下，烹煮着它的美餐。”物质在落入黑洞之前

会被加热，由此产生高能 X 射线和伽马射线耀

斑。虽然目前人马座 A*很少显示出活动的迹

象，但这一切很快就会改变。

其他天文学家通过近红外观测，还发现了

一个单独的致密气云，质量只有几个地球大小，

旋转着向着黑洞奔去，由于位置比本次赫歇尔

研究的物质距黑洞更近得多，所以可能在今年

末就会被黑洞吞掉。一旦它开始享用美餐，

ESA 的 XMM-牛顿、Integral（国际伽马射线天

体物理实验室太空望远镜）、美国国家航空航天

局的 NuSTAR（原子核光谱望远镜阵列）等著

名望远镜都在等着看它打出高能“饱嗝”。

ESA 赫歇尔项目科学家葛兰·皮尔布拉特

说：“银河系中心是个复杂的地方，有了这些太

空望远镜，我们向着理解超大质量黑洞附近区

域迈出了重要一步，最终这将帮我们改进银河

系的进化图景。” （常丽君）

物质落入黑洞前产生高能射线耀斑
银河系中心黑洞正加热气云“煮”美餐

今日视点

“在洛杉矶，警方通过数据分析，预测 12

小时内哪个地区最有可能发生犯罪；在伦敦

金融城，一位交易员认为，数学计算可成为发

财‘秘笈’；在南美，天文学家尝试为整个宇宙

进行分类记录……这些迥然不同的领域如今

出现同一特征：数据量的大爆发。”

这是英国广播公司品牌栏目《地平线》最

新播出的纪录片《大数据时代》中的开篇一

幕。

的确，无处不在的海量信息正改变着整

个世界和我们的生活方式，一场大数据革命

悄然来临。从政府、研究机构到企业，英国人

已经行动起来“尝鲜”大数据技术。

虽然经济不景气，财政被迫收紧，但大数

据依然是英国政府舍得为之一掷千金的“宠

儿”。今年年初，英国商业、创新和技能部宣

布，将注资 6亿英镑（1英镑约合 1.52美元）发

展 8 类高新技术，大数据独揽其中的 1.89 亿

英镑。

负责科技事务的国务大臣戴维·威利茨

说，政府将在计算基础设施方面投入巨资，加

强数据采集和分析，这也将吸引企业在这一

领域的投资，从而在数据革命中占得先机。

威利茨指出，成功的高新技术战略不仅

要着眼于科研本身，更应着力于推动新技术

从实验室到商业应用的转化。

说到商业应用，大数据技术创造价值的

能力已经在英国崭露头角。一份行业报告显

示，英国政府通过高效使用公共大数据技术

每年可节省约 330 亿英镑，相当于英国每人

每年节省约 500英镑。

大数据创造价值是基于这样一个核心逻

辑，即当今社会在商业、经济、政府及相关领

域中，决策行为越来越取决于数据和分析，而

不再是经验和直觉。大数据技术可以为决策

提供一定的“预见参考”，而成功的分析和预

见往往能带来商业和经济价值。

以连锁零售业为例，英国最大的连锁超

市特易购（Tesco）已经开始运用大数据技术

采集并分析其客户行为信息数据集。特易购

首先在大数据系统内给每个顾客确定一个编

号，然后通过顾客的刷卡消费、填写调查问

卷、打客服电话等行为采集他们的相关数据，

再用计算机系统建立特定模型，对每个顾客

的海量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特定顾客的消费

习惯、近期可能的消费需求等结论，以此来制

定有针对性的促销计划并调整商品价格。这

种有的放矢的营销和定价模式为特易购提供

了更加高效的盈利方法。

本月初，英国首个综合运用大数据技术

的医药卫生科研中心在牛津大学成立。英国

首相卡梅伦在揭牌仪式上说，这一中心的成

立有望给英国医学研究和医疗服务带来革命

性变化，它将促进医疗数据分析方面的新进

展，帮助科学家更好地理解人类疾病及其治

疗方法。

据介绍，这个研究中心总投资达 9000 万

英镑，可容纳 600 名科研人员。中心通过搜

集、存储和分析大量医疗信息，确定新药物的

研发方向，从而减少药物开发成本，同时为发

现新的治疗手段提供线索。

作为新生事物，大数据的发展仍面临许

多挑战。牛津大学统计学教授彼得·唐纳利

对新华社记者说，目前大数据技术的一个瓶

颈就是信息采集，拿牛津大学新成立的医药

卫生科研中心来说，首先要有足够量的病人、

药物等相关信息，这是数据分析的基础，然而

许多病人可能出于隐私考虑不愿提供这些信

息，制药企业也有可能因为商业利益不愿共

享药物成分等敏感信息。

要从海量数据中得出有用结论，专业的

数据分析是关键。牛津大学教授罗里·柯林

斯认为，采集到足够信息后，需要由相关领域

的专业人士与信息技术专家一起对数据进行

有针对性的归纳和分析，而这种跨学科、跨领

域合作能否顺利实现，也是大数据实际应用

中的一个问题。

此外，技术层面还存在网络带宽、存储容

量等问题，现有基础设施无法满足海量信息分

析和处理的需求。因此，如何降低存储成本以

及提升应用价值成为大数据所面临的关键。

英国“尝鲜”大数据时代
新华社记者 刘石磊

对热爱艺术的俄罗斯人而言，博物馆不是

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实实在在的必需品。近

年来，俄罗斯博物馆行业正经历着一场变革，

从严禁碰触珍贵展品到鼓励体验的交互式工

作坊，博物馆的发展从侧面折射出时代变化的

印迹。

恰逢周末，叶连娜带着她 9 岁的儿子前往

莫斯科东南方的卡卢加州安特纳米尔民族

园。“儿子从朋友那里听说，在这里可以体验不

同民族的真实生活，所以我决定亲眼来看看。”

叶连娜告诉新华社记者。

6 个小时的游览，这座博物馆带给叶连娜

的惊喜远超预期。参观过中东、欧洲和南非等

地的村落后，她对博物馆的波罗的海区念念不

忘。出生于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的她感觉“像

回到了故乡”。

安特纳米尔民族园是俄罗斯新生代博物

馆的代表之一：打造交互式开放空间，融合教

育、启蒙、娱乐和休闲为一体。民族园经理马

丽亚·巴雷什尼科娃说，博物馆缘起一名哈萨

克斯坦商人的个人爱好，他想“复原”自己国

家的风景，最终把它打造成了一个“果壳中的

世界”。

近几年，类似安特纳米尔民族园的特色博

物馆在俄罗斯迅速发展壮大，为民众日常休闲

娱乐提供了更多选项。莫斯科州格热利镇是

俄罗斯陶瓷艺术中心，以其有百年历史的高水

准陶瓷工艺闻名。如今，格热利瓷器厂开设了

一家体验式博物馆，指导参观者亲自动手，让

一件件看似普通的瓶罐盘碟成为独一无二的

手工艺术品。

位于莫斯科市郊克林的一家节日饰品厂

则开设了一处新年玩具博物馆，展示数千件本

地工匠不同时期制作的枞树装饰玩具。参观

者还可以在玻璃制品作坊亲手制作新年玩具。

手工作坊式博物馆是儿童的乐园。在传

统博物馆沉闷讲解中昏昏欲睡的孩子，在这样

的博物馆里触碰、试验、制作手工艺品，充分发

挥想象力，享受创作的快乐。

进入新世纪，博物馆也不再是孤立的存

在，而与其他艺术形式融为一体。在莫斯科西

北部，一家昔日的废弃酒厂如今已是声名在外

的当代艺术中心。这里的定位近似于北京的

798 艺术区，集博物馆、工作室、剧场、画廊、商

店、酒吧和餐厅等一体。在这里，私人博物馆

与手工作坊共同构成公共空间，吸引参观者融

入街舞、戏剧、展览等各种艺术形式。

与传统博物馆相比，新生代博物馆不想扮

演“博物洽闻、通达古今”的教育工具角色，更

倾向于让观者在体验中获取新知，在娱乐中对

话古今。对此，一些保守人士批评，新生代博

物馆如同游乐园，丧失了传统博物馆的特质。

不过，如今参观者更希望在获取知识的同时享

受精神愉悦。新生代博物馆的优势，不在丰富

馆藏，而偏重于活力与创造力。

每年 5 月 18 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国

际博物馆日的主题由一个简洁有力的等式构

成：博物馆（记忆＋创造力）＝社会变革。这恰

恰揭示了博物馆行业在世事变迁中一个不变

的本质：在推动社会变革的同时，博物馆本身

也已成为变革的一部分。

俄罗斯的新生代博物馆
新华社记者 韩 梁 谢列布里亚内

科技日报伦敦 5月 19 日电 （记者刘海
英）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近日发布新闻公报称，

该校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在不同年龄段，肥胖

对心血管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年轻人的血管有

足够的适应能力来弥补肥胖造成的影响，但人

到中年之后，这种适应能力会逐渐消失，随着

脂肪不断积聚，动脉会逐渐硬化，进而增加罹

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人体内的血液流速会因血管弹性变化而

不同，硬化血管中的血液流速会比弹性良好的

血管中的血液流速快，所以通过测量血液流

速，可以计算出血管的硬化程度。在帝国理工

学院医学研究理事会临床科学中心的这一研

究中，研究人员通过核磁共振扫描仪对 200 名

志愿者的主动脉血液流速进行了测量，对数据

对比后发现，年轻人身体脂肪过多，并不会造

成血管硬化，但当年龄超过 50 岁之后，脂肪过

多对血管弹性的影响开始显现，血管硬化程度

明显提高，且这一影响不因性别不同而产生差

异。据此，研究人员认为，相比于身体质量指

数（BMI），身体脂肪比率与动脉硬化的关联更

为密切。身体脂肪比率可以通过微电流来测

量，正常情况下，男性身体脂肪比率平均数值

为 21%，女性为 31%。

该 项 研 究 的 领 导 者 、帝 国 理 工 学 院 的

德克兰·奥雷根博士指出，新研究表明，脂

肪 对 身 体 的 影 响 会 随 着 年 龄 的 不 同 而 变

化，并与成年后身体肥胖的时间长短有关，

因此，对肥胖者来说，肥胖时间的长短以及

在 什 么 时 候 开 始 减 肥 ，都 会 影 响 到 减 肥 的

最终效果。

该项研究成果发表在《高血压》杂志上。

中年后脂肪过多才会造成血管硬化

科技日报讯 据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近

日消息，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和美国得克萨斯大

学的研究人员合作，首次在原子尺度上探明乙

醇（酒精饮料中的酒精）对中枢神经系统受体

的影响，从而为研制能够缓解酒精反应的拮抗

剂化合物开辟了新道路。该研究成果公布在

《自然—通讯》杂志网站上。

乙醇是使用最广泛的消毒剂，也是酒精饮

料的最主要成分。过量饮酒引发了全球性的

公共健康问题，是青少年致残的首要原因。乙

醇能够干扰许多基因的正常功能，其中包括中

枢神经系统中的基因表达，而这一过程在细胞

分子水平上的作用机制此前一直不得而知。

受体是能与细胞外专一信号分子（如乙

醇）结合而发生分子构象变化并引起细胞反应

的一类蛋白质。法国和美国的科研人员通过

X 射线晶体学的观测方法，利用一种蓝藻细菌

同系物的烟碱型受体，在原子尺度上观察到乙

醇与受体形成的复杂结构，确定了其中的 5个

结合位点，揭示了乙醇刺激受体活性的机制。

将这一结果外推到人类自身，研究人员发

现，乙醇与人体 GABAA 受体（大脑中最主要

的抑制性神经递质）的结合位点与蓝藻受体完

全一致。GABAA受体广泛地存在于神经元表

面，是乙醇在人类中枢神经系统中的首要目

标，可通过打开和闭合通道来调解神经冲动的

传递。乙醇与人体 GABAA 受体结合后对神

经信号的传递产生了抑制性效应，从而扰乱大

脑功能。

这一研究成果有助于开发拮抗剂化合物

来缓解酒精对大脑的影响，还可为酗酒成瘾者

戒酒提供帮助。 （李宏策）

科学家找到乙醇与人体受体的结合位点
在原子尺度探明乙醇对中枢神经的影响

科技日报讯 据美国《发现》杂志近日报

道，研究人员在加拿大 2.4 公里深的矿井中发

现了具有 26.4亿年历史的地下水，其可能保存

着古地球的气候变迁记录，甚至还可能握有火

星生命的栖息地等线索。报告发表在最新出

版的《自然》期刊上。

研究人员是在安大略省蒂明斯附近的矿

井中发现这些地下水的，该地点位于加拿大前

寒武纪层，也是北美地壳最古老的部分。蒂明

斯地层由火山岩和沉积岩组成，相对不会因侵

蚀或地震等外力发生形变，这也是古老地下水

得以保存的重要原因。

在古水中发现的气体数量和类型，如氙气

等，可反映出其最终暴露于地表空气时的大气

条件，也因此使人们得以一瞥几十亿年前地球

的气候环境信息。该古水还像深海热泉一样

富含氢气，深海热泉常被认为是地球独特而繁

荣的生态系统之源。研究人员认为，这也许使

得地下环境有利于生命。

研究人员注意到，火星也具有类似于加拿

大前寒武纪层的稳定地质构造，因此这个红色

星球也有可能存在类似的地下古水，甚至还可

能孕育着生命。研究人员声称，此项发现或促

使科学家重新思考一个星球上的栖息区域，以

及这些隔离的地下水源在生命的保存和进化

中所扮演的角色。 （冯卫东）

加拿大发现 26亿年前地下古水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2008 年，到日内

瓦出差，朋友带我去邻近的法国埃维昂小镇转

转，那里是大名鼎鼎的依云水原产地。朋友指

着路边的一个自来水龙头说：“我们去灌点水，

这水龙头出来的就是依云矿泉水。”由于依云

水远近闻名，连邻国日内瓦的居民和路过的游

客往往都顺便灌水带走。

在欧洲人眼里，自来水就是可以直接喝的

水，依云瓶装水在欧洲价格也是普通水平。并

且，欧洲的饮用水标准是统一的，不管是自来

水还是瓶装水。

在我工作过的比利时，上世纪初发明了著

名的自来水处理常规工艺“四部曲”——絮凝、

沉淀、过滤和消毒（加氯气等），这第一代自来

水处理技术至今还在广泛使用。从标准上说，

欧洲对饮用水标准进行多次修订，高质量、高

要求是其显著特点。

当前，欧盟 1998 年出台《饮用水水质指

令》是欧洲各国制订本国水质标准的主要依

据。该标准涵盖水质指标 48 项，被誉为最严

格的自来水标准。指令同时明确要求所有欧

盟国家对水处理过程使用的材料和化学品建

立审批制度，对水质监测指标和频率提出指导

意见。

欧洲各国大都依此出台自己的国家饮用

水技术标准，有的比欧盟标准还高。比如，

德 国 要 求 自 来 水 卫 生 标 准 达 到“婴 儿 可 以

直接饮用”的水平。在柏林，为防止合格的

饮用水在建筑内最后几米的运输中受到污

染，自 2001 年起，房屋的所有者也被列入供

水方——原本，住房中管道的质量是由房屋

所有者负责的。

欧洲旅游景点经常装有公共水龙头，游客

尽管放心饮用。在餐馆吃饭，服务员往往先上

来一大杯免费冰水，你不要感动，其实就是自

来水加冰。

正因为自来水标准高，欧洲一些环保主义

者近年来还发起了喝自来水不喝瓶装水的运

动。在他们看来，瓶装水不仅要耗费大量的能

源、材料和资源，而且卫生状况反而不一定比

自来水高，特别是长期存放后。

（吴黎明）

欧 洲 人 为 啥 直 饮 自 来 水

这是5月16日拍摄的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已修建完工的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市
东北环城路。已于2012年 3月完成的东北环城路不仅为肯尼亚内罗毕市区道路和A2国道
交通提供了优质的绕城交通疏解方案，有效疏通了内罗毕严重的交通拥堵状况，更为沿线
居民区和商业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高等级道路服务。 新华社记者 李京摄

印度洋海底首次发现高浓度稀土
新华社东京 5月 19日电 （记者蓝建

中）日本研究人员 19 日宣布，他们在印度

洋东部的海底发现了含有高浓度稀土的海

底泥。这是在太平洋之外的海域首次发现

含有稀土的海底泥，这证明稀土有可能在

全球的海洋广泛分布。

稀土是高科技材料中不可或缺的一种

资源。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加藤泰浩率领的

研究小组，去年曾在日本附近的太平洋海

底发现含有稀土的海底泥。此次发现稀土

的 地 点 位 于 印 度 尼 西 亚 雅 加 达 以 西 约

1000 公里的印度洋海域，距澳大利亚所属

的科科斯群岛不远。

研究人员通过分析钻探的海底泥样

品，发现在水深约 5600米的海底以下 75至

120 米处，存在含有稀土的泥层，最高浓度

达到 1113ppm（百万分比浓度），平均浓度

也达到约 700ppm。

与太平洋相比，该地点存在稀土的位置

更深，开采更为困难。其稀土浓度与太平洋

的稀土浓度相似，是中国陆地矿床的数倍，

特别是稀有的镝等稀土元素非常丰富。

研究人员认为，中央海岭喷出的氧化铁

等物质会吸收海水中的稀土而堆积在附近，

此次发现的稀土就是由于印度洋中央海岭

的活动而形成的。海岭又称海底山脉，位于

大洋中央部分的海岭，就叫中央海岭。

加藤泰浩指出：“这说明含有稀土的海底

泥并非是太平洋特有的，意义非常重大。其

他海域也有可能发现能够开发的稀土矿床。”

鱼 的 鼻 子 也 有“ 左 撇 子 ”
新华社东京 5月 20日电 （记者蓝建

中）如同人有“左撇子”一样，鱼也有类似

“左撇子”的鼻子。日本一项新研究发现，

斑马鱼发挥嗅觉作用的主要是左鼻子。

日本名古屋市立大学研究人员报告

说，他们发现，随着斑马鱼发育，大脑中负

责嗅觉的基因只在左脑中强烈发挥作用，

因此左鼻就成了主要发挥作用的鼻子。研

究小组认为，如果继续深入研究，将来也许

会弄清人脑中产生左右差异的机制。

他们在实验中观察到，斑马鱼从出生

3 个月开始，能够使新生神经细胞拥有嗅

觉功能的“Myt1”基因在左脑中发挥的作

用要远远超过右脑。在出生 5个月的斑马

鱼脑内，左脑和右脑中“Myt1”基因的功能

有 6倍的差距。研究人员堵住斑马鱼的左

鼻后，它就不再朝着散发它喜欢气味的方

向游动，从而证明是左鼻负责分辨气味。

如果堵住斑马鱼左鼻，并使其右脑的

“Myt1”基因活跃发挥作用，一星期后，右

鼻就变成了好用的鼻子。研究小组认为，

这说明成年后神经细胞也能够获得新生，

并且恢复失去的功能，这将有助于为残疾

人开发相关疾病的治疗和康复方案。

左右脑通过分工，能够有效处理信息，

不过此前还没有研究过左撇子和右撇子等

产生左右差异的基因机制。研究小组在新

一期英国《自然－神经学》杂志网络版上

称，今后通过进一步研究，也许会获得很多

有趣的发现，比如弄清人的左脑掌握语言

功能的机制。

三 大 原 因 推 高 全 球 海 平 面
据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一个国际

研究小组发现，对海平面升高而言，格陵兰

岛和南极冰盖融化、其他冰川的融化和海

水受热膨胀各贡献约三分之一。仅占全球

陆地冰 1％的其余冰川不容小觑。

来自美国、加拿大、瑞士等国的研究人

员在新一期《科学》杂志网络版上说，他们

利用卫星遥感数据结合现场考察，研究全

球陆地冰融化情况。结果发现，2003 年至

2009 年间，除格陵兰岛和南极冰盖外的陆

地冰川每年向海洋倾注约 2600 亿吨融水，

导致海平面平均每年升高超过 0.7 毫米。

这一数字与格陵兰岛和南极的冰盖融化对

海平面升高的合计影响“相当”。

在陆地冰中，对海平面升高影响较大的

是加拿大北极地区、阿拉斯加、格陵兰岛沿

海地区、安第斯山脉南部及喜马拉雅山脉的

冰川。让研究人员惊讶的是，南极冰盖融化

对全球海平面的上升没有起到很大作用。

此前曾有研究称，1961年至2004年间，南极

冰盖的融化量占全球陆地冰融化量的30％。

这是科学家第一次精确计算海平面升

高的各种原因。参与研究的奥地利因斯布

鲁克大学研究人员卡泽尔说，因为现在已

能对全球 99％的冰川进行观测。他说，之

所以选择 2003至 2009年作为研究时间段，

是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传统的大地测量和

卫星观测等各种观测方式并用，研究人员

可以比较分析不同方式获取的数据，更精

确地判断冰川融化对海平面变化的影响。

科学家说，格陵兰岛和南极冰盖融化、

其他冰川的融化、海水受热膨胀，对全球海

平面升高的贡献各占三分之一，这表明现

有海平面上升的研究模型需要修订。

（综合新华社驻华盛顿记者林小春、驻
维也纳记者刘钢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