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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欧盟投入逾 2亿欧元
推动埃博拉研究
新华社布鲁塞尔 1 月 16 日电

（记者张晓茹）欧盟委员会 16 日宣布，

将和欧洲制药行业共同向 8 个埃博拉

研究项目投资 2.15 亿欧元，用于开发

埃博拉快速检测方法和疫苗。

这些项目隶属于欧盟委员会与欧

洲制药工业协会联合会共同发起的

“创新药物计划”，由欧盟委员会和欧

洲制药行业共同出资，其中 1.14 亿欧

元来自欧盟的“地平线 2020”科研规

划。欧盟委员会说，这对应对当前的

埃博拉疫情至关重要。

这些项目中，有 3 个项目是针对

埃博拉疫苗研发，旨在评估不同候选

疫苗的安全性和疗效以加快研发进

度；1 个项目是针对扩大疫苗生产，目

标是建立一个能快速、大量生产疫苗

的平台，同时保证质量和安全；1 个项

目针对疫苗接种，其目标是在目标人

群中推广疫苗接种并保证足量接种；

还有 3个项目是针对病毒快速检测。

除虫寄生蜂有望
实现批量人工繁殖

新华社东京 1月 18日电 （记者

蓝建中）某些寄生在农业害虫体内的

生物可用于专门消灭这类害虫，但用

人工手段让这些灭虫生物大量繁殖很

困难。日本东京农工大学日前宣布，

其研究人员发现了有望促使一种寄生

蜂多生“孩子”的基因线索，为破解相

关繁殖难题提供了新思路。

领导这项研究的岩渊喜久男教

授对当地媒体介绍说，他们的研究对

象是一种名为“佛罗里达多胚跳小

蜂”的寄生蜂，它能将自己的卵注入

啃食蔬菜叶子的金翅夜蛾的卵内。

这种寄生蜂的幼虫只会通过吃金翅

夜蛾的幼虫而生长，对人类和其他生

物没有危害。

研究显示，该寄生蜂还具有“多

胚生殖”能力，即它产的一个卵能通

过多次分裂增殖，生成二三百只小

蜂。但研究人员却无法在培养液中

让佛罗里达多胚跳小蜂的卵分裂增

殖出成虫。

岩渊喜久男等人在研究中找到了

上述寄生蜂的卵进入“桑葚胚期”后拥

有大量分裂功能的 10 个基因。桑葚

胚期是动物早期胚胎发育的一个阶

段，指受精卵经过多次分裂，成为由

12 至 16 个细胞组成的形如桑葚的实

心胚泡。

研究人员推测说，通过操作这些

促进分裂增殖的基因，就可以在培养

液中用佛罗里达多胚跳小蜂的卵培育

出成虫。此后，再将如此人工繁殖的

大量寄生蜂放入农作物大棚，便有望

防治金翅夜蛾，减少农药使用量。

今后，该研究小组将运用基因重

组技术，验证上述人工繁殖思路是否

可行。

英法海底隧道
疑因起火暂时关闭

新华社伦敦 1月 17日电 （记者

张建华）连接英国和法国的英吉利

海峡海底隧道当地时间 17 日上午检

测出烟雾，迫使“欧洲之星”客运公

司暂时取消了穿行该隧道的跨国列

车服务。

“欧洲之星”客运公司说，当地时

间上午 11时 30分前后，英吉利海峡海

底隧道发现有烟雾后临时关闭，所有

运行中的列车返回始发站，预计当天

所有列车都无法正常运行。

英 国 肯 特 郡 警 方 说 ，海 底 隧 道

之所以有烟雾，是因为一货车在临

近法国一侧失火，导致整个隧道不

得不关闭。

“欧洲之星”客运公司表示，在列

车恢复运行之前将彻查事故原因，争

取从第二天开始恢复火车通行，建议

乘客改变旅行计划，并保留票据留待

后用。

英法海底隧道横穿英吉利海峡最

窄处，西端为英国东南部港口城市多

佛尔附近的福克斯通，东端为法国北

部港口城市加来，全长 50.5公里，其中

海底部分长 37公里。

“欧洲之星”客运公司由法国、英

国和比利时的国家铁路公司于 1994

年合资成立，其运营的高速铁路列车

通过海底隧道跨越英吉利海峡，连接

伦敦与巴黎、里尔和布鲁塞尔。

科技日报讯 澳大利亚昆士兰格里菲斯大

学的一项研究可能大幅度提高互联网信息传

输的安全性能。该校量子动力学研究中心的

物理学家将相关研究写成论文在线发表于《自

然·通信》杂志上。研究表明，“量子操控”可潜

在提高远距离数据的传输安全，能防止黑客和

窃听者入侵，从而用一种通信设备解决了信任

问题。

“量子物理学提供了一种信息传输绝对安

全的可能性，通过互联网传输的个人信用卡细

节或其他个人数据能完全将黑客阻挡在外。”

项目负责人吉奥夫·瑞迪说。

在理想世界，任何两点间长距离安全完

美的数据传输都是很简单的。他们可以通

过分享强烈纠缠态的量子系统——比如光

子 —— 来 产 生 真 正 随 机 和 牢 不 可 破 的 代

码。不幸的是，在真实世界，由于传输和检

测损失的存在，双方并不能在长距离中分享

足够强大的纠缠态。因为一些通过通信网

络传输的光子丢失，为外界客观上提供了易

受攻击的代码漏洞。

一个备用解决方案即为量子操控，即通过

一方控制量子系统变化让另一方也能掌控系

统，这正是新研究的焦点所在。

瑞迪教授说，量子操控作为纠缠态的较弱

形式，在忍受真实世界的较多损失时，通过自

相矛盾的运行来保持通信安全。

“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描述了一种永远

也无法确认微观粒子的位置和速度的状态，根

据这一原理推定，即使黑客入侵装置也无法确

定量子状态，也就是说，这意味着量子状态仍

然可以被安全地使用。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1 月 7 日报道，格里菲

斯大学项目组使用了一种测量装置，该装置由

特殊光量子态执行，能在发送代码的每一个步

骤运行。

在实验演示中，测量装置证明了信息传

输双方都能够从光量子源创建并收到纠缠态

光子。另一个作为“裁判”角色的光子源则被

用来准备量子态。在大多数光子开始运行之

后，“裁判”会使用从双方得到的测量结果运

行一个数学测试。课题组证明了，充当“裁

判”的光量子能与测试结果相匹配，进而在不

需要设定信任协议的测量设备中产生较强纠

缠态。

瑞迪教授说：“我们的新技术不需要通信

设备间建立信任协议就能做到用量子纠缠态

确保通信安全，并且在标准方法很容易失败的

远距离工作场景中表现出色。”

（房琳琳）

量子操控可提高数据远距离传输安全
通过一方控制量子系统变化让另一方也能掌控系统

本周焦点

碳纳米管晶体管向商用迈出重要一步
碳纳米管很早就被认为是制造下一代晶

体管的理想材料。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

分校的科学家开发出的新型高性能碳纳米管

晶体管成功突破了纯度和阵列控制两大难

题，在开关速度上获得了比普通硅晶体管快

1000倍、比此前最快的碳纳米管晶体管快 100

倍的成绩。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改进，而是碳纳米管

晶体管向正式商用迈出的关键一步。新型碳

纳米管在性能上远优于目前工业上所使用的

薄膜晶体管。最新的进步让碳纳米管晶体管

取代在尺寸和性能上已快接近极限的硅芯片

成为了可能。

外媒精选

纳米线织出发热面料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团队利用导热

材料，开发出一种非常轻的新型纳米线网

状面料。与传统面料相比，它能够锁住更

多 的 身 体 热 量 ，连 通 电 源 后 还 能 主 动 发

热。计算结果显示，用它织成的衣服，可以

让 一 个 人 每 年 节 省 大 约 1000 千 瓦 时 的 能

量，这相当于一个普通美国家庭一个月的

用电量。

增加一闰秒可能导致网络问题
今年 6 月，科学家们将再度给钟表额外

增加 1 秒钟时间。对我们而言，届时只需把

时钟调慢一秒即可，但对互联网和计算机而

言，影响可能是巨大的。上一次增加闰秒是

在 2012年 6月，当时 Reddit、Gawker、LinkedIn

以及 Yelp 等网站都陷入临时服务中断状态，

一些航空公司的航班预定和飞行也受到了一

定影响。其原因在于，添加闰秒将导致许多

计算机系统无法识别“两个连续的相同秒

数”。不过，谷歌开发了一种名为 leap smear

（闰秒弥补）的技术，可向时钟里逐渐添加毫

秒，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前沿探索

硅制可降解电路完全可行
来自美国的一个科研团队对各种可溶

性半导体材料的性能和溶解时间进行了分

析，发现硅这种在今天的电子元件中最常见

的半导体也能溶于水。在生物相容的条件

下——温度 37 摄氏度，pH 值 7.4，用钨制成

的部件溶解速度大约是 1 周的时间，二氧化

硅组件的溶解速度从 3 个月到 3 年不等。这

种“瞬时电路”有望在生物医学植入、可降解

传感器以及许多其他半导体设备领域获得

应用。

存储信息时间可达6小时的量子硬盘原
型研制成功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物理学家采用固态存

储技术，研制出一个量子硬盘原型，他们利用

嵌入晶体中的稀有稀土元素铕原子作为载

体，使信息存储时间延长了 100 多倍，达到了

创纪录的 6 个小时。这项突破是朝着基于量

子信息构建一个安全的全球数据加密网络迈

出的重要一步，这样的网络可用于银行交易

和个人电子邮件。

一周之首

实时图像首次捕捉生物造血过程
一组能“看穿”斑马鱼的图片第一次提供

了造血干细胞如何在体内生根并生成血液的

直接观察：血液干细胞在主动脉细胞中“发

芽”，然后在身体里“巡游”，直到找准“定位”，

准备好为身体造血。这种实时成像技术有望

用于提高癌症、免疫系统疾病和血液疾病患

者的骨髓移植治疗效果。

首块人类肌肉在实验室诞生
美国杜克大学研究人员利用活检细胞，

第一次在实验室制作出能收缩并对外界刺激

产生反应的人类骨骼肌，就像自然人体组织

对外界电脉冲、生化信号和药品等刺激作出

的反应一样。这种实验室生长的组织，不久

将可供研究人员在人体之外的人类基础肌肉

上测试新型药物和研究疾病。

新植入设备首次实现同神经组织相连
瑞 士 科 学 家 最 新 研 制 出 一 款 名 为

“e-dura（电子硬脑膜）”的柔软且可延伸的植

入设备，能与瘫痪实验鼠的脊髓直接相连，并

在外部设备的帮助下，让其重新走路。研究

人员表示，最新设备有望被用来治疗脊髓受

损的病患，最终帮助瘫痪人士再次拥有运动

能力。

美国发现近30年首个新型抗生素
美国科学家在缅因州的土壤内发现了近

30 年来第一种新型抗生素，这种名为 Teixo-

bactin 的抗生素可以杀死致命的耐甲氧西林

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也能够治疗肺结

核、败血病等多种常见的感染。更重要的是，

与其他主要攻击细菌蛋白质的多数抗生素不

同，它主要通过破坏细菌的细胞壁来消灭细

菌，病原体很难对其发展出抗药性，其有望成

为人类打败细菌抗药性的“超级武器”。

一周技术刷新

新型纳米尺度表面不沾细菌
美国康奈尔大学和伦斯勒理工学院研

究人员合作，采用阳极处理创建纳米孔的

电化学过程，开发出一个氧化铝多孔表面，

孔隙可以小至 15 纳米，并被证明可有效防

止 两 个 有 代 表 性 的 病 原 体 —— 大 肠 杆 菌

O157∶H7 和单核细胞增多性李斯特氏菌的

附着。这种不沾细菌的新型纳米尺度表面

未来在食品加工、医疗和运输行业将有很

大应用前景。

“最”案现场

世界最强“天空绘图机”将在智利建造
大多数望远镜只能摄取一个狭窄空间的

快照，而大型巡天望远镜 LSST 能持续扫描大

片天空，故天文学家将其描述为世界上最强

大的“天空绘图机”。这个总投资 7 亿美元的

望远镜将于今年春天开始在智利阿塔卡马沙

漠山顶上建造，投入使用后，将每三天生成整

个南部天空的图像，可一次完成哈勃太空望

远镜需花 120年时间做的工作。

奇观轶闻

想戒烟，验验血可对症下药
有些人轻轻松松就能戒掉烟瘾，而另一

些人即便痛下决心，还是屡戒屡败。何以至

此？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的研究结果

发现，戒烟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烟民

的身体对尼古丁的代谢能力。烟瘾难断者或

许可以试试他们的方法：验血评估一下自己

的尼古丁代谢率，正常代谢的戒烟者采用伐

尼克兰治疗，慢代谢的戒烟者则采用尼古丁

贴片疗法，如果希望进一步巩固戒烟效果，那

就增加治疗的时间（超过 11周）吧。

（本栏目主持人 陈丹）

一 周 国 际 要 闻
（1月12日—18日）

如果你正在一颗黑洞附近飞行，当心！

系好安全带，重力要变成湍流漩涡了！虽然

在太空冒险中，一点重力颠簸不算什么值得

担心的大事，却着实令人惊讶。因为万有引

力学家们普遍认为，时空是不可能变成漩涡

的。而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加拿大理

论物理学周界研究所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

这种普遍认识可能是错的。

万有引力如液体

“从本质上说，如果你能把万有引力放

到一个密闭盒子里，就可能出现漩涡。”周

界研究所的路易斯·勒纳解释了为何万有

引力可以作为一种液体。“物理学中有一个

假设——全息假设——认为万有引力可以

描述为一种场论。我们还知道，在高能状态

下，场论可以用描述液体的数学公式来描

述。两步结合起来就是，万有引力等于场

论，场论等于液体，所以万有引力等于液

体。这叫做万有引力/液体二重性。”

万有引力/液体二重性并非新发现。多

年来，科学家一直研究和发展这一理论。

研究人员遵循的思路是：万有引力可以表

现得像一种液体，而液体的一个特征是漩

涡，也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它无法顺畅流

动时就会变成漩涡。万有引力也会变成漩

涡吗？

“多年来，物理学家们认为不可能形成

涡流。”勒纳说，因为描述万有引力的方程与

描述流体动力学的完全不同，前者在任何条

件下都不会有涡流。“要么是二重性的问题，

万有引力不能由流体方程完整描述；要么是

万有引力和涡流引力中还有我们未知的新

现象。”

根据周界研究所以往的模拟，并参考美

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独立研究，都暗示在围绕

黑洞的反德西特空间内可能存在漩涡。勒

纳说：“下一步问题是，现实中有没有这种情

况。”

他们选择了快速旋转黑洞，因为按照流

体动力学描述，围绕这种黑洞的时空黏性比

其他黑洞更小，产生漩涡的可能更大，就好

比水中的漩涡比蜜糖中更多。由于漩涡是

非线性的，他们还决定研究黑洞的非线性扰

动。而这种方程极为复杂。

分析结果显示，时空确实变成了漩涡。

“我非常震惊。”周界和量子计算研究所的杨

欢（音译）说，他一直在研究爱因斯坦广义相

对论，“我从不相信在广义相对论中会有漩

涡现象，没人曾在数字模拟中见过，即使像

双黑洞这样的大家伙中也没有。”

研究人员指出，虽然目前研究还在理论

层面，但下一代探测仪有望能探测万有引力

波——万有引力“液体”的“涟漪”。比如当

两颗黑洞碰撞时，就可能产生万有引力波。

如果万有引力能形成漩涡，这种涟漪就会和

以往的模型预测略有不同。知道这些差异

会更容易找到万有引力波，反过来，如果真

的探测到了这些差异，也是万有引力漩涡的

直接证据。

研究漩涡新途径

“对万有引力能否形成漩涡这一问题，

过去几年中，我们经历了从严重怀疑到高度

自信的转变。”勒纳说，“这一发现可能导致

未来更多的发现。LIGO（激光干涉引力波观

测站）、LISA（激光干涉仪空间天线）或未来

的引力波实验可能探测到它们。”

该研究最令人兴奋之处还在于，它不仅

与天体的万有引力相关，还与地球上普遍存

在的漩涡有关：从飓风到咖啡中搅拌的奶

油，从大黄蜂不可思议的飞行到剪断机翼的

漩涡气流，虽然漩涡无处不在，包围着我们，

但我们还未能完全理解它。漩涡问题被认

为是经典物理学中最大的谜题之一。

该研究加强了万有引力可被作为一种

液体的观点，这也意味这液体问题可以用万

有引力方法来处理。“在理解漩涡这个问题

上，我们困惑了 500 多年。”勒纳说，“这种万

有引力/液体相通论告诉我们，从万有引力

的角度来重新看待漩涡，或许是打破困局的

新途径。”

黑洞万有引力场可能形成漩涡
本报记者 常丽君 综合外电

新华社华盛顿 1月 17 日电 （记者林小
春）美国《科学》杂志近日发表一篇论文，介绍

了一种全新的癌症靶向治疗方法，有可能遏制

骨肉瘤、脑瘤以及某些胰腺肿瘤的生长，不过

这种方法还有待通过临床研究来验证。

这项研究通过阻断癌细胞用以维持增殖

能力的信号通路，来达到抑制几种侵袭性肿瘤

生长的目的。发现可预示癌细胞弱点的遗传

标记物，开发针对这些弱点的新药，是当前癌

症研究的一个焦点。

论文共同通讯作者、马萨诸塞综合医院

癌症中心科研副主任邹力告诉新华社记者，

正常细胞如果不断分裂，其染色体末端会越

来越短，最终老化死亡。而癌细胞却会通过

修复延长染色体末端来避免死亡，其途径有

两种：端粒酶以及另一种端粒延长替代机制

（ALT）。在所有癌症中有大约 85％依靠端粒

酶来延长染色体末端，其余 15％的癌症依靠

ALT。

邹力等人研究依靠 ALT 生存的癌细胞发

现，磷酸化激酶 ATR 是 ALT 的一个主要调节

因子。他说：“如果我们在依靠 ALT 生存的癌

细胞中用药物抑制 ATR，这些癌细胞就会被

杀死。”

据邹力介绍，有几种侵袭性肿瘤主要依靠

ALT 生存，包括骨肉瘤、脑瘤和神经内分泌胰

腺肿瘤。因此 ATR 抑制药物“可能会对这几

种癌症特别有效”。

邹力说：“我们正在进行动物试验，不久的

将来我们会与临床部门一起进行临床试验。

这是第一种针对依靠 ALT 生存的癌症的靶向

治疗，可能会延长癌症患者的生命，甚至治愈

某些患者，但是这种治疗方式还需通过实验进

一步验证。”

科学家提出全新靶向疗法治癌症
可遏制骨肉瘤、脑瘤以及某些胰腺肿瘤的生长

1月17日，在英国伦敦亚历山大宫，一名参展人员给火车模型加水。
1月16至18日，伦敦模型工程展览会在伦敦亚历山大宫举行，吸引50多家来自英国

及海外的模型俱乐部和社团参展。展览内容涵盖传统机械模型、蒸汽火车模型、牵引机
车、工具包，以及现代配件、遥控飞机、卡车、玩具等。

新华社记者 韩岩摄

伦敦模型工程展览会

LIGOLIGO（（激光干涉引力波观测站激光干涉引力波观测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