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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8月2日电 （记者刘霞）美国科学家

日前指出，地球保护自己免受太阳辐射危害的“盾

牌”——磁场目前已 42亿岁高龄，这个隐形的保护壳或

在地球形成后不久就已存在。这一新发现或可揭示为

何地球适合人类居住，而火星却不适宜。

研究人员发表《科学》杂志上的论文称，磁场由地

球外核内不断旋转的液态金属产生，也被称为“地球

发电机”（Geodynamo），需要地球释放出的热量驱动，

而组成地球外表的岩石板块——板块构造的运动有

效地帮助热量从地球内部转移到了表面。如果没有

磁场，那么从太阳发出的带电粒子流——太阳风将侵

蚀地球的大气层和海洋，因此，磁场使生命在地球上

生活成为可能。

由罗切斯特大学的地球物理学家约翰·特瑞德诺

领导的研究团队表示，鉴于地球磁场的重要性，他们想

要弄清楚它究竟何时形成，这或许能提供与地球为何

宜居以及板块运动何时开始相关的线索。

自 2010年开始，科学界普遍认为，地球磁场的年龄

为 34.5亿年，而地球的年龄约为 46亿年。但现在，特瑞

德诺团队发现，地球磁场的年龄或为 42亿年，比以前认

为的增加了 7.5亿年。

研究人员通过对一些对磁敏感的矿物质进行分析

得出这一结论。他们表示，随着熔化的岩石开始冷却，

其内部的磁铁矿会真正陷入石头中，在冰冻时会指出

地球磁极的位置。如此一来，最古老的磁铁矿样本能

揭示地球最早期磁场的方向和密度。研究结果表明，

地球初期就拥有磁场和板块构造，这个古老的磁场或

是目前地球宜居而火星并不宜居的一个关键原因。

特瑞德诺表示：“据我们以前所知，最古老的类地

行星磁场出现在火星上，差不多 40 多亿年前就存在。

但随后的某个时间，这个磁场消失了。比较地球和火

星的进化情况，我们会发现，火星曾拥有更稠密的大气

层和水，但由于失去了磁场的保护，太阳风的侵蚀导致

大气层和水都失去了，而地球一直拥有一个强有力的

磁盾牌，使得它适宜人类居住。”

保护地球的磁场已有42亿岁
比预想的早7.5亿年 或是地球比火星宜居的关键

本周焦点

“巨无霸”运载火箭将于2018年亮相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倾力打造的新一

代火箭系统“太空发射系统（SLS）”已通过专家审议，

朝着制造有史以来体形最庞大、功能最强大的火箭

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这款“将改变空间科学游戏规则”的火箭将于

2018年完成，SLS系统可以开展更远距离的深空太空

任务，包括小行星勘探或登陆火星。

本周明星

闪存芯片：超快速处理大数据
英特尔与美光公司展示了一种全新存储芯片

3D XPoint，它能够快速处理大数据并能催生全新运

用程序，速度是现有存储卡和计算机固态驱动器所

用 NAND 闪存技术的 1000 倍。该芯片将给计算设

备、服务以及运用带来全面变革。

新合金：模拟熔点可达4126摄氏度
美国科学家用计算机进行的模拟表明，一种由

铪、碳和氮组成的合成物 Hf-N-C 的熔点可高达

4126 摄氏度，这一熔点比已知的所有物质的熔点都

高，或可用做制造航天飞机的隔热材料。科学家们

希望能合成出此物质并测试其属性。

外媒精选

首个能从水面起跳的机器人
韩国首尔大学科学家利用仿生学，研制了首款

能从水面上跳到空中的机器人。他们通过高速摄像

机观察昆虫水黾跳跃时的加速过程，在机器人身上

运用了类似的扭矩反转弹射机制，将水面的张力变

为“发射台”，实现机器人从水面上的跳跃。

本周争鸣

印度洋岛屿惊现疑似马航MH370残骸
法属印度洋岛屿——留尼汪岛的岸边于当地时

间 7 月 29 日发现一块飞机残骸，重新燃起人们寻找

失踪的 MH370 客机的希望。17 个月前，这架客机在

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途中突然消失，但迄今未找到

关于这架飞机下落的确切线索，这让 MH370 的失踪

成为航空史上最大的悬案之一。

一周之“首”

首次造出并操纵类光波尾迹
美 国 哈 佛 大 学 研 究 人 员 首 次 在 一 种 金 属 表

面——表面等离激元上造出了类似的光波尾迹。造

出并控制表面等离激元尾迹有可能带来新型的等离

子耦合器、能产生二维全息图像或纳米聚焦的镜头。

“最”案现场

奥巴马敦促研制全球最快计算机
美国总统奥巴马日前签署了一项总统令，要求

美国在 2025年之前，研制出全球最快的计算机，其速

度将为目前最快计算机的 20倍。美国希望借此计算

机进行复杂的计算并辅助科研和国家安全项目的研

究。

前沿探索

NASA发布谷神星地貌彩图
NASA“黎明”号探测器绘制了谷神星表面地貌

的彩色图像，发现并测定了多个撞击坑尺寸，也证实

此前曾观察到的亮斑是反射区域。

一种纳米设备可快速诊断白血病
巴西科研人员利用纳米生物复合材料研制出一

种新型电子设备，可以像测血糖一样快速诊断白血

病，在一个小时之内检测出患者是否携带癌细胞，而

现行的诊断方法最长要三周时间才有结果，该设备

为挽救患者生命争取了时间。

特定蛋白与抑制剂作用能关闭基因
美国文安德研究所（VARI）的科学家们揭示出

植物蛋白 TOPLESS 与负责关闭基因的分子的相互

作用机制，为研究人类和动物体内的同类基因沉默

机制提供了通用模型。

发现受损DNA在细胞内运送及修复方式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院研究人员利用酵母细

胞，发现了严重受损 DNA（脱氧核糖核酸）是如何在

细胞内运送及被修复的，等同于发现了 DNA“急救

车”及其运输“路径”。此项发现或可揭开“癌症运

作”之谜，确定一类新抗癌药物的靶标。

MERS冠状病毒疫苗动物实验成功
美国马里兰州国立卫生研究所开发出了一种

有 潜 力 的 中 东 呼 吸 综 合 征 冠 状 病 毒

（MERS-CoV）疫苗。在小鼠和猕猴实验中，新疫

苗 展 现 了 对 该 病 毒 约 旦 N3 毒 株 产 生 免 疫 的 能

力。但这种疫苗是否适用于人体，让人体产生抗

体，目前尚不清楚。

发现免疫系统中的“木马”病毒
英国牛津大学研究人员发现人体细胞能够利用

病毒作为“特洛伊木马”：这些病毒可运送一种信使，

它能刺激免疫系统抵抗那些携带这种信使的同种病

毒。该发现可能会被用于新疫苗的研发。

彗星或是宇宙的“生命实验室”
“菲莱”彗星着陆器经过持续半年对传回数据进

行的分析工作得出结论:彗星 67P至少包含了 16种有

机化合物成分，其中 4种是此前从未在彗星上探测到

的。

一周技术刷新

美国发明白光激光器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科学家首次研制出了一

款能发白光的激光器。这种激光器比发光二极管

（LED）更亮且能效更高，未来将在照明和无线通讯领

域发挥重要作用。

人工智能可进行基因检测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教授成立了

“深基因组学”公司，其开发的系统不是将基因突变

与疾病相对应，而是会“学习”这种突变所带来的问

题。这对诊断来说非常有价值，如此设计出的靶向

突变的药物才会真正起效。

油滴将细胞变成微型激光器
美国哈佛医学院向细胞中注入混合了荧光染料

的油滴或脂肪液滴，然后利用短脉冲光激活荧光染

料，借助油滴或脂肪液滴的光反射和增强作用，成功

地将细胞变成了微型激光器。这项成果有助拓展光

学手段在医疗诊断和治疗方面的应用。

奇观轶闻

睡懒觉？你找到借口了
据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参与的一项研究显示，睡

眠有助人们记起一些容易忘记的信息，让人们找回

此前记忆的几率增加了近一倍，而这也许与人脑进

行记忆梳理的机制有关。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一 周 国 际 要 闻
（7月27日—8月2日）

地球上的冰有时很是麻烦。基于古代气候记录、

当今科学观察和计算机模型，变暖的海洋正在加速融

化格陵兰岛和南极洲西部冰原的大量冰层。

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詹姆斯·汉森和他的同事进

行的一项新研究发现，海平面在过去的 50—100 年内

上升了 5—9米，这个速度比此前预计的要快得多。

研究团队发现，全球年平均气温每上升 1摄氏度，

就会引发海平面急剧上升和更强烈的风暴。该团队

表示，这 1摄氏度升温带来的某种恶果，恐怕就是毁灭

大部分沿海人口聚集区。到目前为止，人类应对气候

变暖的步伐，仍然在如何避免数千公里海岸线被淹没

的阶段徘徊，但举步维艰。

汉森希望，最新的研究能提升全世界各国领导人

的意识——化石燃料确实造成气候变化的紧迫性。

汉 森 认 为 ，空 气 中 二 氧 化 碳 浓 度 应 该 从 当 前 的

400ppm（ppm 为百万分率）下降到 350ppm，才能避免

海平面上升及其他不良影响。

汉森从 1988 年就开始发出全球变暖风险的警

告，近日，他和团队举行了新成果的发布会，相关研

究论文将发表在开源期刊《大气化学和物理》上。

在等待同行评议的时候，汉森接受了《科学美国人》

的采访。

到目前为止，气候变化看似不可避免，由此带

来的冰川融化是否也是如此？未来几年、几十年、

几 个 世 纪 甚 至 几 千 年 后 ，海 平 面 将 以 什 么 速 度 上

升？对此，汉森直言，一方面，事物崩溃的非线性

过程是很难预测的；另一方面，非线性响应意味着

它对各方力量的反应很敏感。“我认为现实的做法

是，迅速减少排放量并走向地球的能源平衡状态，

这 样 一 来 ，沿 海 城 市 也 不 会 因 为 海 平 面 上 升 很 多

而消失”。

汉森进一步解释说，跟过去几十年一样，人类还

将面临海平面的逐步上升，但是过去一个世纪已经

上升的 14 英寸与南极冰盖崩塌相比，仍然是很小的

一部分。他说：“所以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重要的

是如果现在开始迅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会很直接

地避免海平面大规模上升。这是科学研究能够提供

的最好建议”。

“迅速”减少排放并不容易。针对目前讨论的“到

2100 年零排放”的目标能否完成问题，汉森认为不容

乐观。他指出，如果没有强制措施，每年减少 6%的排

放量是很困难的。另一方面，如果提高碳排放的价

格，每年减少 3%的排放量则会相对容易完成。但他也

希望，“如果同时采取另一些措施，比如在土壤和生物

圈中存储更多的碳、通过提高农作物和森林的体量来

改进气候环境等，减少排放的难题或许可以逐步得到

解决”。

汉森曾经提出过“软地球工程”的大概念，但这

真的能让人类为拯救南极西部和格陵兰岛冰层争取

更多的时间吗？美国国家科学院的观点是，最好现

在就开始讨论“地球工程”。他们意识到，在阻止不

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采取一些疯狂的行动是理所应

当的。

《科学美国人》记者为此问道，“比如说，反转环流

由于新鲜淡水的注入变得缓慢了，所以，是不是要把

南大洋里的一些盐分滤出去？”汉森开了个玩笑，“到

目前为止，讨论相关行动的人们并没有谈到如何解决

海洋酸化问题。所以，唯一能做的方法，就是减少向

地球系统中碳排放量。”

当然，最终的衡量标准还要回到“每年减少 3%二

氧化碳污染物排放”的硬指标上来，汉森对此颇有信

心。他说：“当我们决定改变，很快就会发生变化。目

前，煤炭燃烧排放了温室气体量的一半，如果我们决

定减少煤炭的使用量，就能迅速缓解这种现状。”但同

时，汉森也承认，“这只是紧急情况下的决策，而目前

还没有到达这个拐点”。

““为保海岸线为保海岸线，，须逐步淘汰化石能源须逐步淘汰化石能源””
——专家称全球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比预期快得多

本报记者 房琳琳

科技日报多伦多 8 月 2 日电
（记者冯卫东）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近

日宣布，联邦政府将拨出 1.14亿加元

的巨额资助，巩固该校作为全球领先

再生医学研究中心的地位，以用于设

计和制造可治疗退行性疾病的细胞、

组织和器官。

这是多伦多大学有史以来获得

的最大一笔资助，也是联邦政府去年

刚刚成立的加拿大第一卓越研究基

金首笔拨款。未来 7 年，该项拨款将

对多伦多大学及其合作伙伴，包括多

伦多病童医院、大学健康网络和西奈

山医院提供支持，并启动一项名为

“设计医学”（Medicine by Design）的

新课题。

“设计医学”项目将对再生医学

进行变革性研究和临床转化，提高合

成生物学和计算生物学能力，通过设

计和再生人体的细胞、器官和纤维组

织来取代药物治疗一些重大疾病。

该项目旨在促进加拿大成为全球医

疗行业转型的领先者及再生医学技

术的主要国际供应商。据预测，全球

再生医学技术市场到 2019 年将增长

到 500亿美元。

项目参与者、多伦多大学生物材

料和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教授、加拿

大干细胞工程研究主席彼得·赞德斯

彻表示，该项目将把再生医学研究带

到一个新阶段，利用干细胞修复和替

换问题细胞，可大大改善对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失明、

肺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等重大疾病的治疗效果。项目为

设计细胞和材料提供了框架及达成目标的临床策略。

“设计医学”项目将组建 3 个部门：细胞设计部门，

负责创建命运和功能可被控制的细胞，以确保更安全和

更有效的治疗；组织设计部门，负责创建复杂组织，用以

研究、药物开发和替换损坏的人体组织；器官设计部门，

负责创建和修复体外器官，示范如何将这些器官成功地

移植到人类患者）。这 3 个部门将得到基因工程学、免

疫工程学等技术平台，以及一个“按需制造干细胞”项目

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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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尼汪海滩又现金属残片 是否为飞机残骸尚不明
8月2日，在法属留尼汪省首府圣但尼，警方人员在发现金属残片的海滩上搜寻调查。
据《留尼汪岛日报》网站2日报道，当地民众当天上午在法属留尼汪省首府圣但尼附近一处海滩发现一块

金属残片，但目前尚无确切证据表明这一残片与此前发现的飞机残骸有直接关联。新发现金属残片的海滩距
离7月29日发现疑似马航MH370航班客机残骸的海滩大约25公里。残片上有标识类符号，目前已送至当地航
空宪兵处保管。 新华社发（罗曼·拉图尔纳里摄）

科技日报北京8月2日电（实习生花杰）荷兰莱顿大

学科学家丹尼尔·罗真和吉勒斯·维茨尔近日研究发现，细

菌在“竞争压力”下，会使用抗生素作为武器甚至会产生更

多抗生素。这意味着细菌可以帮助人类发现新的抗生素。

在自然界中,细菌一般情况会把抗生素作为对付竞

争对手的武器，但这一现象很难被观察到，原因是细菌

把抗生素作为武器时要求的土壤营养浓度太低。

罗真、维茨尔和他们的同事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

院院报》上的研究论文称，通过测量活动的 13 株抗生素

的细菌链霉菌，以及观察菌株在营养贫瘠的土壤中的表

现，他们发现，在有营养的土壤中和竞争链霉菌附近，细

菌为了保护其食物来源开始产生更多的抗生素。

罗真、维茨尔解释说：“链霉菌中的细菌能够产生我

们所寻求的抗生素，但它们不会自动地产生这些抗生

素。你必须用正确的方式刺激它们来唤醒细菌中抗生

素。这项研究表明，如何在存在竞争的菌株下，刺激细

菌生产抗生素。”

有关计算机模拟显示，在营养丰富的环境中，菌株

进行了大量的“社会互动”来交换遗传物质和创造新的

细菌变种。

抗生素是对抗疾病的重要物质，但是病原菌对现有

抗生素的耐药性越来越强。罗真和维茨尔对抗生素的

新研究，为寻找新的抗生素提供了重要途径，有助于开

发新的药物。

细菌可助人类发现新抗生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