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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短讯

今日视点

本周焦点

“原子鸡笼”让基因测序快又准
石墨烯因其外形特征而被称为“原子鸡

笼”。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科学家日前正

是借助这种材料，开发出了一种新的 DNA 测

序技术，这项新的研究有望为医学研究和科

学实验带来一次革命性的变革。

研究人员发现，石墨烯能够准确地检测

出组成 DNA 的 4 种分子——胞嘧啶、鸟嘌

呤、腺嘌呤和胸腺嘧啶。以此开发的新测序

技术可大幅提高测序的速度、工作量、可靠性

和准确性，同时也有望让测序成本更低廉。

外媒精选

个性化癌症疫苗或“令人满意”
美国科学家通过对三名患者的安全测

试，认为“个性化”疫苗安全性以及引起基因

反应的结果令人满意。他们通过对基因突变

的分析，预测了可能被癌症侵袭的细胞，再经

计算机系统对这些细胞进行选择，挑出能够

接受疫苗的抗原。尽管目前并不能说明这种

疫苗的具体效果，但这仍是未来个性化癌症

治疗的一丝希望。

本周争鸣

对乙酰氨基酚药效再遭质疑
对乙酰氨基酚也称扑热息痛，是目前临床

常见的一种退热和止痛药物。但一项新公布

的研究称，对乙酰氨基酚对脊椎疼痛的药效并

不明显，在用于骨关节炎时的作用也可以忽略

不计。研究还表达了对该药安全性的担忧，建

议将其从相关疾病的用药指南中去除。

本周PK

智能肌肉PK智能神经假体
德国科研组近日制造出一种装备了形状

记忆合金“肌肉”的人造手，它比目前的人造手

更加灵活轻盈。手上的“肌肉纤维”由成束的

超细镍钛合金丝组成，能绷紧、能弯曲，让人造

手能执行更为精确的运动。这一技术将来既

可用在工业机器人上，也能制作新型义肢。

瑞士科学家则从自然的肌肉运动控制中

获得灵感，设计出多种新型假体设备——脑

控轮椅、远程监控机器人到先进的义肢，由

“脑—机接口”（BCIs）控制，能破解大脑信号，

确定用户想采取什么行动，然后通过先进机

器人技术执行脊髓编制的运动。经测试，用

户能用这些神经假体完成多种任务。

前沿探索

科学家绘出人脑进化“开关”调控图
美国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在人类大脑皮

层的进化过程中，在已知的 DNA 调控因子

区，有数千个基因“暗”开关被打开和增强，这

些启动因子和增强因子驱动了大脑皮层中与

自觉思考和语言相关脑区的基因表达，其对

了解人脑发育过程至关重要。

暗物质或并非由粒子组成
瑞士和英国科学家通过对星系团之间碰

撞的深入观察，标示出暗物质在其中的位置，

从而认为暗物质或许并不是由粒子组成，相

反，它就像某种“液体”一样，怪异程度超出人

类认知。这一研究对现有暗物质模型提出了

挑战。

一周技术刷新

室温下制备石墨烯的新技术
美国加州理工科研人员开发出一种在室

温下制备石墨烯的全新技术，可在室温下数

分钟内产生高流动性和几乎无形变的石墨

烯，样本更是达到了几平方厘米大小。其有

望应用于太阳能电池、发光二极管、大型显示

屏和各种电子产品。这使得石墨烯的商业化

进程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新型“分子镊”有望治疗多种疾病
一组国际研究团队展示了一种新开发的

新型化合物（“分子镊”），经在动物身上的初

期测试显示，能安全地预防有害的蛋白质聚

集。已知与蛋白质聚集有关的病症至少有 30

多种，包括糖尿病、癌症、脊髓损伤、老年痴

呆、帕金森症等等，而这一发现为开发出治疗

相关疾病的新药带来了希望。

可监测湿度的微型生物机器人
美国科研人员日前将真菌所产生的孢子

与石墨烯量子点结合在了一起，制造出了一

种极其微小的生物机器人“纳米电子机器人

设备（NERD）”。其环境适应能力极强，灵敏

度比传统设备高 10 倍，该装置有望用于环境

监测、食品安全等领域，也为人们探索生物体

与电子及机械设备的结合提供了一个新的角

度。

一周之“首”

DNA无法解释所有遗传生物特征
英国一项新研究首次证明了 DNA 并非

遗传特征的唯一原因。该利用酵母菌进行的

实验显示，代代之间遗传下来的特征并非只

取决于 DNA，还可以由细胞中的其他物质来

携带。如组蛋白上的标记构成了独立的表观

遗传信息。新发现有助于深入研究这种方法

在自然界是怎样以及何时发挥作用的，同时

也把研究带到了更广泛的领域。

“最”案现场

世界最大光学天文望远镜动工
据世界上在建的最大光学望远镜项目负

责人介绍，“30 米口径望远镜（TMT）”日前已

于夏威夷群岛莫纳克亚山休眠火山之巅开

工。中国承担了这一大型国际合作项目的自

适应光学成像技术主要研究任务。新镜预计

2022年将开始运作观测。届时其将深入研究

银河系及河外星系群的更多恒星，并探测宇宙

极早期微弱星光，揭开恒星诞生与爆发之谜。

奇观轶闻

39天到火星？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近日选择

了 12 家不同的公司，资助他们研制和推动先

进的深空探索技术。其中的艾德·阿斯特拉

火箭公司表示，他们的离子发动机将利用电

流将氢、氦或氘等燃料转化为等离子气体，加

热到高温后磁场会将其导入排气管推动太空

飞船的飞行，此新发动机有望使人类的火星

之旅缩短为 39天。

恒星：“我也是歌手”
恒星会发出声音吗？它们不但会唱，好

像还是“高亢”派的。最近，一个印度和英国

研究小组的发现为此提供了实验证据。“歌

声”其实源自恒星周围的等离子流中，频率非

常高，接近一万亿赫兹，比任何哺乳动物能听

到的声音要高 600 万倍。而且声音也不能通

过真空传播，所以没人能领略到它们的唱功。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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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4月6日电 （记者刘霞）数

十年来，物理学家们一直认为，黑洞是终极墓

穴，是吞噬信息的实体，随着黑洞的萎缩以及

最终消失，黑洞内的信息也会消失殆尽。但美

国科学家最近通过计算证明，黑洞内的信息并

不会消失，黑洞外的观察者能够恢复黑洞曾有

的信息。这表明，困扰了物理学家们四十多年

的黑洞“信息丢失悖论”或许已经被解决。

1976 年，英国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称通

过计算得出结论，黑洞一旦形成，就开始向外

辐射能量，但这种辐射并不包含黑洞内部物质

的“信息”。最终黑洞将因为质量丧失殆尽而

消失，而黑洞内部的信息也随着灰飞烟灭。这

便是所谓的“黑洞悖论”。

霍金的上述理论与量子物理学理论背道

而驰。量子物理学认为，类似黑洞这样质量巨

大物体的信息是不可能完全丧失的。霍金对

此解释说，黑洞巨大的万有引力场在某种程度

上破坏了量子物理学的理论。

尽管霍金后来表示，他的“黑洞悖论”是错

误的，信息可能会从黑洞逃逸，但黑洞内曾经

包含的信息是否能以及如何能恢复一直是物

理学家们争论的焦点。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

日报道，现在布法罗大学物理学副教授德扬·
斯托科维克的最新论文厘清了这个问题。

在最新研究中，斯托科维克不仅考虑了黑洞

辐射出的粒子，而且也对这些粒子之间的相互作

用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表明，信息可以在黑洞

中被保存下来，黑洞外的观察者能恢复黑洞内曾

经包含的信息，例如形成黑洞的物体的属性，以

及黑洞所吸收的物质和能量的属性等。

斯托科维克表示，这是一个重要发现，因

为即使相信信息并不会在黑洞中消失的物理

学家们，也一直试图从数学上证明这一点是如

何发生的，最新研究正好揭示了这一点。

粒子间相互作用的范围很广，从因为引力

造成的相互吸引到像光子一样的中介交换

等。其实，科学家们一直知道存在着这样的

“相互联系”，但过去，很多科学家们认为其不

屑一顾。

斯托科维克解释说：“在相关的计算中，这

些相互作用常常被忽略，因为它们被认为很小，

不会造成根本性的区别。但我们的计算表明，

尽管这种相互作用刚开始很小，但会随着时间

的延续而不断变大，最后足以改变整个结果。”

最新计算表明黑洞并不吞噬信息
困扰科学家40多年的黑洞“信息悖论”或被解决

在天文学家看来，继宇宙大爆炸之后，最

富有活力的事件当属两个各自旋转、具有漩

涡的黑洞合并为一个更大的黑洞了。那么，

是什么力量促使它们发生这样的巨变呢？

以英国剑桥大学为首的一个国际天文学

家团队，揭示了宇宙中这一壮观事件，解开了

数十年来描述在双星系统轨道上的两个各自

旋转黑洞螺旋式碰撞的方程式。

剑桥团队发表在最新一期《物理评论快

报》上的科研结果，不仅影响了之前对黑洞的

研究，而且有助于加快科学家对宇宙中难以

捉摸的引力波（一种由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

预测的辐射）的搜寻。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站日前报道，不像行

星与太阳的平均距离不随时间变化那样，广

义相对论预言两个黑洞彼此靠拢，并作为一

个系统释放出引力波。

该论文第一作者、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

分校的迈克尔博士说：“加速电荷，像电子一

样，产生包括可见光波在内的电磁辐射。同

样，任何时候你有一个加速质量，就可以产

生引力波。”输送给引力波的能量会导致两

个黑洞螺旋式靠拢，直至合并，这是宇宙大

爆炸之后最有意义的事件。那种能量不像

可见光那样很容易看到，而是更为难以察觉

的引力波。

迈克尔博士说，尽管爱因斯坦的理论预

言了引力波的存在，但人们还不能直接探测

到它们。根据广义相对论，巨大的天体会

扭曲环绕它们的时空，就像一个保龄球落

入 一 片 橡 胶 薄 皮 上 ，导 致 天 体 ，即 使 是 光

线，也得沿着曲线路径前行。当两个极度

密集的天体，例如中子星（这种恒星如此密

集以至于原子里的质子和电子坍塌形成中

子）或者黑洞，它们成对出现彼此环绕，之

间的相互作用会在时空上产生波纹，也就

是所谓的引力波。

迈克尔博士强调，通过一定的工具，比如

是“看到”的引力波，就可以为观察和研究宇

宙打开了新的窗口。光学望远镜可以捕捉可

见物体的照片，如恒星和行星，而无线电和红

外望远镜可以揭示肉眼看不到的更多信息。

引力波为研究天体物理现象提供了一个定性

的新媒介。

该论文的合著者之一、剑桥应用数学和

理论物理系博士研究生大卫·杰罗萨说，“用

引力波作为观测工具，可以了解数十亿年前

黑洞发射这些波的特点，如质量和质量比率

的信息，这些都是充分了解宇宙特性及进化

的重要数据。”

据悉，今年晚些时候，当美国的激光干涉

引力波天文台（LIGO）升级和欧洲 Virgo实验

天文台完工时，它们将首次揭示隐匿的引力

波。这些观测将不仅仅证明引力波的存在，

还将提供有关产生引力波的罕见信息。与此

同时，“丽莎”探路者的使命就是为将在空间

建立一个具有较高灵敏度的引力波探测器进

行测试。

该论文合著者之一、剑桥中心理论宇宙

学成员乌尔里希博士说：“我们解决的方程式

将有助于预测 LIGO 看到双黑洞合并的引力

波特性，我们期待将这个解决方案与 LIGO

搜集的数据进行比较。”

研究人员解开的方程式，有助于专门解

释双黑洞的自旋角动量和被称为岁差的现

象。研究人员解释说：“岁差现象，就像一个

旋转的陀螺，随着时间黑洞双旋改变着方向，

而这些黑洞自旋的行为就是理解其进化的一

个关键部分。”

正如开普勒研究地球绕太阳的轨道运动

和发现轨道可以是椭圆、抛物线或双曲线那

样，研究人员发现，黑洞双旋根据其旋转性

能，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此外，研究人

员还导出有关方程式，将有助于精确跟踪这

些从黑洞形成到合并的自旋相位，比以前的

方法更快和更有效。

研究人员说：“采用这些解决方法，我们

可以创建计算机模拟数十亿年来黑洞的演

化，而以前一个需要几年模拟的现象，现在可

以在几秒钟内完成。它不只是快，我们还可

以从模拟结果中获得一些新的发现。”

引力波、方程式……这些将为人类带来

对黑洞的新认知。现在，借助于引力波信号，

人们就可以更好地解读宏大宇宙的奥秘。

“看见”看不到的引力波
——科学家揭示其推动黑洞合二为一的内幕

本报记者 华 凌

4月 4日，在比利时布吕热莱特市的天堂动物园，中国大熊猫“星徽”在熊猫园内吃竹
子。

当日，比利时天堂动物园在结束了冬季的关闭期后重新开园，中国大熊猫“星徽”和
“好好”也再次与公众见面。两只大熊猫于2014年 2月抵达比利时的天堂动物园，他们将
在这里旅居15年。 新华社记者 周磊摄

科技日报讯 （记者房琳琳 通讯员曹霞）
最近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举办的第 249

届美国化学学会（ACS）会议上，北卡罗莱纳州

立大学发布的新型计算机模拟技术——隐性

溶剂离子强度法（ISIS）获得计算化学分项研

究优秀奖，理由是“向用计算机高效准确模拟

各种聚电解质系统的广泛应用前景迈出重要

一步”。

该成果由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博士研究

生李楠和分子模拟科学家亚奥斯拉瓦·英灵教

授主持完成，研究结果作为封面文章曾发表在

2015年 1月《大分子理论与模拟》杂志上，并被

物理学家组织网等多家网站报道。

李楠说，新型模拟技术主要是用单一参数

自动模拟系统中的离子效应，使得计算机模拟

效率“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通常，模拟一

个复杂聚电解质的水溶液系统需要耗费大量

的时间和资源，主要工作在于追踪每个分子或

离子与每个聚电解质单体的相互作用，但系统

通常包含大量的分子、离子和聚合物单体。因

此，“对复杂聚电解质系统的计算机模拟有一

定难度，用一般的原子级别和粗粒化模拟方

法，模拟的效率和准确性都不太理想”。

聚电解质有着广泛的工业用途，例如增稠

剂、分散剂、乳化剂等，使用这种新型技术可以

用来模拟大尺度的聚电解质系统，快速鉴别出

潜在的聚电解质系统候选物。李楠说：“这种

方法可以更快速完成复杂聚电解质系统的计

算机模拟研究，从而有助于科研人员设计新型

聚电解质材料。”

值得关注的是，除了大大加快新型聚电解

质材料的研发进程，该技术还有助于天然聚电

解质的研究。人体中与生命健康息息相关的

生物大分子 DNA、RNA 及多种蛋白质、多肽

均为聚电解质，因此该技术将在遗传疾病诊

断、基因修复探索、癌症药物大规模筛选和研

发，以及生命结构揭秘等生命与医学领域发挥

重大作用。

新技术可高效模拟聚电解质系统
加速新材料研发与生命医学领域应用

比利时：大熊猫“星徽”和“好好”再次公开亮相

调查显示
有酒瘾的病患死亡率更高

新华社柏林4月3日电 （记者班
玮）德国和英国联合进行的一项长期

医学调查发现，医院中的患者如果同

时还有酒瘾，其死亡率数倍于患有同

样疾病但没有酒瘾的患者，而且比后

者平均早 7.6年亡故。

德国波恩大学近日发表新闻公报

说，波恩大学精神病和精神疗法专家

与英国同事分析了英国曼彻斯特几家

综合医院 12年半中积累的 2万多个病

例，这些患者同时罹患多种疾病并有

酒瘾。将上述患者与 20 多万随机抽

取的没有酒瘾的类似患者比较后，研

究人员得出了以上调查结果。

这项调查显示，有酒瘾的患者死

亡率大约是五分之一，而没有酒瘾的

患者死亡率大约是十二分之一。因为

本次调查历时久，随机抽查覆盖人数

多，研究人员认为上述结果具有广泛

代表性，也适用于其他国家人群。

调查还显示，酒瘾者伴发涉及肝、

胰、呼吸道、胃肠道和神经系统的 27

种疾病的几率都比无酒瘾病人要高。

波恩大学研究人员说，酒瘾会同

时给人造成心理和生理损害。嗜酒成

瘾的人往往不愿承认贪杯，受酒精戒

断综合征折磨，最终会越喝越多。

研究人员指出，调查结果表明，酒

瘾会带来多重健康恶果，应尽早治

疗。勤体检、尽早医治伴发的心理与

生理疾病，有助于显著延长嗜酒患者

的寿命。

日本发现
治疗脑梗塞更有效方法

新华社东京4月6日电（记者蓝建
中）日本新潟大学脑研究所日前发表一

份公报称，该所最新研究发现，一种被

称为“生长因子颗粒素蛋白前体”的蛋

白质能克服脑梗塞治疗中最有效的

血栓溶解疗法的弱点，有可能大大提

高脑梗塞治疗的效果。相关论文已

刊登在新一期英国《脑》杂志上。

脑卒中在日本是居第四位的死

亡原因，在脑卒中患者中，因血管堵

塞而发病的脑梗塞患者近年来不断

增加。目前，治疗脑梗塞的最有效方

法被认为是利用“组织纤维蛋白溶酶

原激活剂”进行的血栓溶解疗法，但

患者能接受这一疗法的时间只有发

病后 4个半小时内，且只有不到 5％的

脑梗塞患者能接受这种治疗，原因是

“组织纤维蛋白溶酶原激活剂”易引

发脑出血和脑水肿等并发症。

新潟大学脑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在动物实验中发现，如果将“生长因

子颗粒素蛋白前体”与“组织纤维蛋

白溶酶原激活剂”一起注射到患有脑

梗塞的实验鼠体内，不仅能防止由药

物副作用引起的脑出血和脑水肿，还

能保护神经细胞，遏制炎症细胞，从

而缩小脑梗塞范围。这是在动物实

验中首次证实“生长因子颗粒素蛋白

前体”具有上述多种功能。

“生长因子颗粒素蛋白前体”广

泛存在于动物和植物组织中。研究

人员指出，“生长因子颗粒素蛋白前

体”得到实用化后，脑梗塞患者接受

血栓溶解疗法的时间可以从发病后 4

个半小时延长到 8 小时内，能接受这

种疗法的患者人数将成倍增加，治疗

效果也将更加明显。

新 型 香 水
出 汗 越 多 香 味 越 浓

新华社伦敦 4月 5日电 随着天

气变热，人们出汗的时候也会逐渐增

多。对于那些受到汗味困扰的人来

说，英国研究人员开发出的一种新型

香水可能会帮上大忙。这种香水本

来无味，但它碰上汗水后就会释放出

香味，并且还能减少汗臭。

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近日

发布公告说，该校研究人员开发出的

这种香水是由离子液体制成的，其中

含有芳香物质，一般情况下并不散发

出香味，但当遇到水汽后，就会发生

反应释放出香味。由于汗液中含有

水，这种香水用于人就能起到出汗越

多、香味越大的效果。

另外，汗臭往往源于汗液中的硫

醇类化合物。这种新型香水中所用

的离子液体还能吸收并锁住这类化

合物，减少汗臭。

这项研究成果已发表在英国学

术刊物《化学通讯》上。研究人员表

示，正在与一家香水公司合作，争取

早日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