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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5月3日电（记者张梦然）3日发表在

英国《自然—通讯》期刊上的一篇化学论文，描述了一种

新的分子传感器，它可以利用不同化学物质的属性加密

和解码书面信息。此传感器可以作为一种现代版本的

“隐形墨水”，为用户提供一种更安全的通信方式。

过去虽然已经有把化学物质用在需要加密的“隐

形墨水”中的技术，但不断改进的检测方法已经难以保

证隐藏信息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不被读取。

针对这种情况，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学院戴

维·马古利斯和他的研究团队开发了一种荧光分子传

感器，它可以通过生成特定的荧光发射光谱分辨不同

的化学物质。当发件人发送一条信息时，需先把信息

（例如“芝麻开门”）用一个公开的字母数字代码表转

化成数字，接下来发送者再添加一个密钥。这个密钥

需要通过向传感器中随机添加某些特定化学品产生，

其表现形式就是这些化学品所生成的独特图案。这

个密钥会加载在原始信息上，然后发件人给收件人发

送此加密信息，发送渠道可以是电子邮件、邮政或者

其他方法。

收件人收到信息后，需要拥有一个完全一样的装

置，且知道随机选择的编码化学品，并将化学品加入到

传感器中来解码信息。在这种方式下，即使发送的信

息被他人截获也无法阅读。

该研究团队通过询问 12 个使用者，其中包括 10 个

没有经过训练的用户，以解密 23 个消息的方式来评估

这个设备的效能和难易程度。他们发现，必须按照特

定顺序添加金属盐类才能解密的化学密码系统，可以

为信息提供更高一层的保护。

研究人员表示，考虑到最近人们对全球电子监视

的担忧，这个传感器提供了一种绕过电子通信系统的

安全手段。

新型分子传感器“隐形墨水”问世
可提供更安全通信方式

分子可视化的未来是利用下一代虚拟现实技术，呈现浸没式的微观世界。

科幻电影为人们展示的未来场景大多是背包飞

行器、飞行汽车、隐身衣、心灵遥感等，这些离现实还

有点远，而虚拟现实（VR）技术正在向商品化迈进，围

绕 VR 眼镜、增强现实（AR）设备的商业潜能，各种奇

思妙想潮水般涌来。专家认为，VR 技术很快能让化

学家们进入微观世界，浸没在分子世界里。如此一

来，从中学教学到药物设计各方面都会受到影响。

VR眼镜时代

化学家不用再在电脑上对着二维屏幕设想三维

结构。虚拟现实设备，如 Oculus Rift和 HTC Vive 的

眼镜，能通过立体显示和头部跟踪技术，带来直观的

全景画面：由计算机生成的虚拟分子随着人们头部转

动，自然地进入视野。在增强现实中能生成半浸没式

环境，将计算机图像重叠显示在用户未被挡住的视

域。

据技术咨询公司 CCS Insight 预测，虚拟现实眼

镜只是刚开始销售，预计到 2016 年底达到近 10 亿美

元。这是第一代眼镜，售价并不便宜：Oculus Rift 是

599 美元，HTC Vive 要 799 美元。按预测的势头，到

2020 年 VR 眼镜和 AR 设备的出货量将达到 9600 万

套。研究人员认为，这是轮到 VR 眼镜出场的时代。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理论与计算生物物理学集团

高级研究程序员约翰·E.斯通的团队正在开发分子可

视化程序，他预测这波即将来到消费市场的 VR 眼镜

浪潮是个转折点，就像第一批大量生产的汽车。

化学家们在某个报告会上戴着 VR 眼镜查看分子

结构，这一场景不难想象。斯通说：“将要发生的是，

我们从最初只用它来看东西，发展到用它来完成特定

任务。”

尚需克服困难

VR 眼镜早期曾有些挫折，如刷新太慢、反应延

迟、会导致运动病等，目前它已从航空光学、移动技

术中借鉴了很多研究成果。斯通说：“我们从 30 年前

的研究成果中借鉴了很多东西，现在把这些都凑在

一起。”

但目前这一代 VR 眼镜还不能说已经准备好了。

斯通说，虽然它的缺点已大幅度改善，但仍需要做更

多研究，开发用户在浸没环境中和物体互动的能力。

VR 眼镜附件让用户能用自己的手拖动、选择或

旋转——人们可能会想看分子内部结构，这些是基本

操作。但虚拟体验只是个人的，至少在研发者想出办

法把多个眼镜连在一起之前，还无法提供人际间的体

验共享。

在克服了目前的技术障碍后，专家们可以预见这

样的未来：对任何化学家来说，分子可视化真实地进

入了生活，在教学时能浸没在分子世界里。

未来的应用

上世纪 70年代末时，化学家所想的未来只是在计

算机上绘制分子图，以取代塑料分子模型。经过几十

年发展，人类与计算机的互动有了本质提升，现在有

望通过分子模型软件收集、处理复杂的结构数据，转

变成分布在空间的分子，让人们浸没在分子世界，并

能和它们互动。

随着今年第一批 VR 眼镜的普及，化学家可以重

新考虑未来会有什么。斯通说：“化学和计算生物学

可能会用 VR 眼镜观察分子，进行高级制图，这是个

极具挑战性的难题。长期以来，这一领域已被推到

了极限。”

美国马里兰大学先进计算机研究所所长阿米塔

布·瓦什尼团队正在做这样的事，他们把先进的可视

化技术和大数据结合，为 VR 和 AR 开发各种工具和

应用软件。对化学家来说，VR 改变了游戏规则，因为

它把两种互补的能力——空间感和数据分析能力结

合在了一起。瓦什尼说:“人类擅长空间推理和模式识

别，计算机擅长数字处理，VR 能让我们把计算和形成

思维图像无缝对接。以前，你可以计算并将数据可视

化，但只是个置身其外的观察者。”

瓦什尼团队已经开发出了能观察大肠杆菌膜离

子通道的 AR 支持软件，看它如何打开和关闭。目前

他们还在为药物设计开发分子可视化工具，用 VR 来

探索蛋白质配合基如何对接。按照人们的理解，大分

子如何运行受 4 到 5 个因素控制，空间关系和接近程

度能帮我们理解原子层面发生了什么。

根据瓦什尼描述，观察分子内部复杂的原子排

列 和 分 子 键—— 这 虽 是 幻 想 ，但 现 在 已 触 手 可 及

了。2014 年，Oculus 联合创始人布兰丹·艾瑞伯向马

里兰大学提供了 3100 万美元，资助一栋新的计算机

科学大楼并用于计算机科学的奖学金，以支持 VR 和

AR 研究。

在 VR 的早期发展阶段，研究人员就预测它能为

分子可视化带来全新视角，让人们能深入直观分子内

部结构和链接。瓦什尼说：“当你转头，刚才被挡住的

其他分子部分就进入视野，这种印象冲击比用手移动

鼠标更加根本，更加有力。”

把微观世界呈现在你眼前
——化学领域即将用虚拟现实眼镜研究分子结构

本报记者 常丽君

科技日报华盛顿 5 月 2 日电
（记者何屹）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所

的科学家首次发现病毒识别和攻击

人类宿主细胞的生物结构。他们不

仅观察到淋巴细胞脉络丛脑膜炎

（LCMV）病毒糖蛋白的重要特征，

还发现了其与拉沙病毒类似的药物

靶点。该项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

结构和分子生物学》杂志上。

LCMV 病毒和拉沙病毒都是对

人类有极大危害的病毒。LCMV 病

毒在啮齿类动物中较为常见，其症

状在人群中表现不明显，但易导致

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大脑和脊髓肿

胀及婴儿先天畸形。在过去 80 年

里，科学家一直不了解淋巴细胞脉

络丛脑膜炎病毒引发感染的蛋白质

结构是什么。

为解决这一问题，研究人员筛

选了数以百计的晶体，最终用 X 射

线结晶学方法构建了病毒表面糖蛋

白的三维模型。该蛋白结构是 LC-

MV 病毒与宿主细胞结合的关键。

研究表明，LCMV 病毒表面糖蛋白

由两个方向相反的二聚体组成，一

个称为 GP1 亚基，其功能是附着在

宿主细胞上；另一个称为 GP2 亚基，

可启动病毒侵入细胞并劫持细胞为

其所用。

该结构还是两类不同病毒间的

关键环节。如艾滋病毒由三聚体构

成，而登革热病毒则被圆形蛋白外壳

所包裹。如果 LCMV 病毒二聚体处

于平躺状态，就像圆形的蛋白质结

构；但如果它连接了第三单元后，则

可创建出类似三聚体的结构。LC-

MV 病毒的结构可发生变化，很可能

是联结这两类病毒的重要进化环节。

研究人员通过对 LCMV 病毒表

面糖蛋白进行基因突变，发现了该病毒与宿主细胞结

合所必须的 5 个“残留”蛋白质。实验表明，尽管二聚

体在 LCMV 病毒生命周期中只是一个阶段，但它却是

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阶段，二聚体结构的破坏可阻止

病毒的繁殖。

此外，研究还发现 LCMV 病毒与拉沙病毒很相似，

其糖蛋白基因的相似度达 65%，二者有类似的药物靶

点，这对于设计治疗拉沙热的抗体及药物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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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柏林5月2日电 （记者顾钢）柏林公交公

司（BVG）投入运行的电动公交车（E-Bus）率先采用了

德国首创的无线充电技术，新技术充电效率更高、更加

环保。由德国联邦交通部资助的这一项目属于“柏林—

勃兰登堡电动汽车国际展示项目”之一，未来有望在德

国其他城市推广应用。

柏林公交公司从 2015 年 8 月起在动物园站至南

火车站的 6.1 公里线路上投入运行了 4 辆电动巴士，

这些车辆采用了庞巴迪德国公司研发的电磁感应充

电系统（PRIMOVE）。该充电系统埋设在道路下面，

完 全 靠 无 线 连 接 ，表 面 上 看 与 普 通 路 面 无 明 显 差

别。车辆开到充电区域后，车辆底部像电动牙刷的

装置会微微下降，但并不接触地面，利用电磁感应进

行充电。200 千瓦容量的充电电池充电时间仅需几

分钟，一次充满电可以达到 90 千瓦时，足够电动巴士

一整天在柏林市区内行驶，充电时对周围的电磁辐

射比普通电磁炉还小。

庞巴迪首创的电磁感应充电系统是目前世界上

唯一已实际投入应用的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它

不仅可以用于电动巴士，还可以用在城市轨道交通

上。采用这项技术的电动汽车更加舒适安静，没有

尾气污染，德国联邦交通部计划在德国其他城市推

广这一技术。

无线充电技术让电动巴士更灵活
科技日报北京5月3日电 （记者刘霞）据美国《发

现》杂志网站报道，原定于 2018年发射的俄欧火星漫游

车将推迟至 2020 年发射。由于火星每过 28 个月才离

地球最近，如果火星漫游车 2018 年不发射，2020 年将

是下一个适合火星与地球“亲密接触”的时间窗口。

欧洲航天局（ESA）在 2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俄罗斯和欧洲专家都在尽最大努力满足 2018 年的发

射日程，但专家委员会经过调查后得出结论称，‘2020

年 7 月可能是最好的选择’。”目前，该项目经理已同意

这一安排并要求各计划团队同工业承包商协调制定新

的发射计划。

俄欧将通过“火星太空生物”（ExoMars）项目共

同分析火星大气成分，寻找火星是否存在生命的证

据。据外媒报道，今年 3 月 14 日，多家俄罗斯航天机

构与欧洲航天局（ESA）联合研制的火星“微量气体

轨道器”，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发射场顺利

升空，其主要任务是为火星拍照，分析火星的大气成

分，协助地面分析火星土壤表层的水冰含量，验证某

些火星着陆技术的可行性，为下一阶段火星着陆考

察收集数据。

俄欧原计划于 2018 年将火星漫游车送往火星，进

行着陆考察，验证俄欧航天界在火星实施软着陆的技

术能力，并测量火星表面的大气颗粒、风速和气温

等。现在，这一计划被延期至 2020 年。这意味着，

ExoMars 任 务 将 与 美 国 国 家 航 空 航 天 局（NASA）的

“Mars 2020”漫游车同期发射。“Mars 2020”除评估火

星宜居性外，还将搜集样本，为将来重返火星提供科

学依据。

另据媒体报道，NASA 原定于今年 3月启动的火星

探测计划“InSight”，目前已确定被推迟至 2018 年 5月 5

日发射，预期于 2018 年 11 月 26 日降落火星地表。In-

Sight是 NASA 利用多项技术对火星内部进行深层次探

索的重大项目，旨在帮助人类进一步理解火星岩石地

表的形成原因。

好事多磨 等待佳期

俄欧火星漫游车延至2020年发射

新华社伦敦 5月 2日电 （记者张家伟）一个国际

天文学团队 2 日在《自然》杂志网络版发表报告说，他

们在离地球 40 光年的一颗矮星附近发现了 3 颗与地

球大小相近的行星，这些行星可能具备宜居条件，值

得深入研究。

矮星是一类特殊的天体，它们往往由恒星演化而

成，其光度和体积与普通恒星相比都较小，按表面温度

等特征可分为白矮星、红矮星、褐矮星等。

来自比利时和英国等国的研究人员利用位于智利

的 大 型 天 文 望 远 镜 ，对 位 于 宝 瓶 星 座 中 一 颗 名 为

TRAPPIST－1 的矮星进行了观测，发现它每隔一定时

间会变暗，说明有物体在它面向地球一侧经过，经过分

析最终找到了这 3颗行星。研究人员说，这是一颗温度

较低的矮星，这是第一次在此类矮星附近找到行星。

观测显示，其中两颗行星绕矮星公转的周期分

别为 1.5 天和 2.4 天，但第三颗行星的公转周期目前

还不太确定。研究人员说，如此短的公转周期说明

这些行星离矮星的距离要远远小于地球与太阳之间

的距离。由于这颗矮星的温度比太阳低，行星与它

之间的距离如此近，正好说明这些行星可能处于宜

居带中。

报告第一作者、比利时列日大学的米夏埃尔·吉隆

说，如果天文学界希望在茫茫宇宙中寻找其他生命，环

绕这类矮星的行星是一个比较现实的起点。

英国剑桥大学的阿莫里·特里奥说，这个矮星系统

由于包含了多颗行星，未来可以仔细对比这些行星的

气候状况，以及它们与地球的气候差别，来进一步判断

其中究竟是否有某颗行星宜居。

3颗类地行星在矮星附近“现身”
或 具 备 宜 居 条 件

图为在美国南加州博雷戈山谷拍摄的一头在荒漠中跳跃的“恐龙”。
行驶在南加州博雷戈山谷的荒漠中，一只只凶猛的“钢铁猛兽”会不时出现在公路两边，令人恍若置身于史前动物世界中。已故慈善家艾利丹尼斯从2008年起在

这片荒漠上打造“天空艺术”，共由130多个铁制动物雕塑组成，其中包括一条长达106米的气势磅礴的中国龙。 新华社记者 杨磊摄

加州荒漠里的加州荒漠里的““钢铁猛兽钢铁猛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