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新闻热线：010—58884080
E-mail：kjrbgjb@vip.sina.com

■值班主任 王俊鸣 责编 王小龙 陈 丹 2016年 11月 24日 星期四
国际新闻 GUO JI XIN WEN

■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11月23日电（记者聂翠蓉）据物理

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瑞士洛桑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家

用单个原子磁体在石墨烯上铺装成超级晶格结构，成

功研制出基于单原子的存储装置原型。该装置数据存

储密度达到每平方英寸 115 太比特（TB），预示着新一

代存储介质即将到来。相关研究发表在《纳米快报》杂

志上。

研究人员解释道，原子磁体矩阵用作数据储存装

置的关键挑战是要确保磁体稳定且不相互作用，以免

损坏数据。“单原子磁体代表了超高密度磁性存储装置

的最高极限，许多科学家在开展单原子和小族群原子

的磁性存储研究，但大多随意分布在支持界面上，磁性

非常不稳定。”洛桑理工学院物理学家斯特凡诺·如斯

珀利说，“我们的研究证明，单原子组成的超晶格也能

拥有稳定的磁性。”

洛桑理工学院教授哈拉德·布鲁尼带领研究团队

在 40K（零下 233.15℃）低温下，将金属镝原子沉积到金

属铱—石墨烯基底上，创造出具有稳定性的单原子存

储媒介。由于石墨烯与金属铱之间具有晶格不匹配

性，它们之间会形成云纹状间隙，这种间隙性形状导致

镝原子被吸附后，以每两个原子相距 2.5 纳米的平均距

离排列成高度整齐的矩阵，这是新装置保持磁性高度

稳定的一大原因。

组装完成后，电子和光子的散射以及量子隧穿

这 几 个 因 素 会 对 原 子 磁 性 的 稳 定 性 产 生 影 响 。 不

过，因石墨烯非常低的电子和光子密度会保护镝原

子不发生散射，且镝原子的基本磁态能避免量子隧

穿，这两个特性为超晶格磁性的高度稳定性提供了

双重保证。

这一设计目前的缺陷之一是，磁稳定性会随着温

度升高而降低。研究人员希望下一步能通过在绝缘基

底上培养石墨烯，以改进超晶格的热稳定性。

每 平 方 英 寸 能 容 115 太 比 特 数 据

单原子磁体存储设备原型诞生

11 月 22 日，一场震级 7.4 的地震再次“袭击”日本

东海岸，日本发布海啸预警，3 米高的海浪涌入福岛

县。让人记忆犹新的是，2011 年其东北地区 9.0 级地

震引发了巨大海啸，福岛核电站被摧毁导致严重核泄

漏，惨烈程度仅次于 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

一些地震学家认为，发生在日本的这次地震与

2011年地震可能相关，前者被认为是后者的余震。但

是，由于距离原始地震时间较长，二者间的联系变得

难以证明。

多米诺效应？

此次日本地震震中距离 2011 年东北地震中心约

130公里，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国家地震信息中心

地震学家唐·博莱克曼说，此地位于余震发生的合理

范围内。大地震产生了一种多米诺效应，可以在整个

断层系统中响应多年，这一点并不奇怪。

美国犹他州大学地球物理学荣誉教授罗伯特·史

密斯说：“自 2011 年地震以来，一直存在一系列余震，

这些巨大的地震余震持续数十年到数百年的情况很

常见”。

美国地震局地球物理学家摩根·佩奇支持这一观

点，他说：“虽然 2011年断层断裂部分平均应力得到缓

解，但是断层相邻部分的应力有可能增加了。”

关系界限模糊

对于大地震的余震并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

大地震发生后，在同一地点会发生很多地震，可

以肯定地说这些是余震。但联系到 5 年后 130 公里以

外的地震时，这种关系的界限却是模糊的。

地球科学家使用一种被称为“库仑应力”的计算

方法来确定断层上的地震是否增加了附近断层的应

力，从而预测未来地震的风险。然而，这种计算可能

比较困难，因为通常需要知道断层在哪里，以及断层

移动了多少等精细的数据。

博莱克曼说，实际上，在已经断裂的断层边缘，常

看到还会发生大的余震。

这次地震究竟是不是 2011年日本大地震的余震，

主要是从学术角度在探讨问题，但到目前为止，很难

得出明确的结论。

地理位置之殇

日本所处位置，将该国置于容易遭受大地震灾害

的境地。就在今年 4 月，日本南部的熊本地区还发生

了 7.0级地震，两天后，6.2级地震“袭击”了同一地区。

日本位于马蹄形的太平洋“火环”上，该火环位于

太平洋边缘，这里发生过许多地震和火山爆发。据美

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显示，81%的大型地震都发生在

这一活动带。

地球物理学家道格拉斯·格温说，地球表面被分

解成大约十几个大块，它们四处移动，地块边缘相互

作用之处就会发生地质活动，比如地震。

在太平洋“火环”上，几个构造板块互相碰撞，造

成一块在另一块之下弯曲和滑动，形成所谓的俯冲

带，导致海洋地壳下沉到地幔中。史密斯说，从阿拉

斯加到日本、菲律宾，一直到西太平洋，以及南美洲和

中美洲西海岸的边界，都是大俯冲带。而日本恰好坐

落在复杂的马赛克式构造板块上，地块互相研磨，容

易引发致命的地震和火山爆发。

专家预测，虽然此次地震没有 2011 年大地震强

大，但整个地区仍面临继续发生大地震的危险。

（科技日报北京11月23日电）

日 本 7.4 级 地 震 再 揭“ 伤 疤 ”
——是 否 为 2011 年 大 地 震 余 震 尚 无 定 论

本报记者 房琳琳

科技日报东京 11月 23日电 （记

者陈超）一个由日本 东 北 大 学 、中 国

上 海 天 文 台 、日 本 国 立 天 文 台 和 美

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人员组成的研

究 小 组 宣 布 ，通 过 分 析“ 卯 ”望 远 镜

拍 摄 到 的 数 据 ，新 发 现 了 一 个 伴 随

银河系的卫星星系。该星系是处女

座 方 向 发 现 的 第 一 个 矮 星 系 ，因 此

被命名为“处女座矮星系Ⅰ”。该星系

是最暗的矮星 系 之 一 ，是 星 系 形 成

史以及有关暗物质性质研究的重大

发现。

科学家们至今在银河系附近发现

了近 50 个卫星星系，其中有 40 个左右

被分类为矮星系。这些星系大多数是

“超低光度矮星系”。但此前的观测

使用的都是直径为 2.5 米至 4 米的中

口径望远镜，仅能发现距太阳较近以

及不是很暗的矮星系，往往漏掉处于

更远处的星系晕外侧以及光度极暗的

矮星系。

此次发现的极暗卫星星系是利用

8.2米大口径天文望远镜与超广视野焦

点照相机找到的。研究生本间大辅表

示，在分析数据时，他们在处女座方向

发现了一个可视绝对等级-0.8、半径约

124 光年的天体，与同等明亮度的球状

星团相比系统规模较大，因此认定其

为矮星系。

至今为止发现的最暗星系是被称

为“ 赛 吉 尔 -1”（Segue Ⅰ）的 矮 星 系

（-1.5 等级）。此次发现的“处女座矮

星系Ⅰ”因此也属于最暗的矮星系之

一，其距离太阳 28万光年。

该研究项目负责人日本东北大学

千叶证司教授说：“在距太阳较远的广

阔空间区域有存在大量黑暗矮星系的

可能。对这些星系的观测，能够让科

学家们对暗物质、星系及其形成等问

题获得新的见解。”

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在美国天文学会《天体物理

学杂志》电子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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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11月23日电（记者张梦然）据物理

学家组织网近日消息，迄今为止人类观察到的最圆天

体，被确认为一颗恒星——开普勒 11145123，其在遥远

的宇宙空间中，完美地展现了自然造物的巧夺天工。

在我们通常认知中，宇宙间的星体并不是完美的

圆球，当它们旋转时，会由于离心力而趋向变平，旋转

速度越快，星形越扁平。相对于地球而言，我们熟悉的

太阳自转周期是 27.275 天。而一颗正在慢慢旋转、名

为开普勒 11145123的恒星，体积超过太阳的两倍，转速

却比太阳要慢 3倍还多。

来自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太阳系研究所和哥廷根

大学的研究人员成功地以前所未有的精度测量了这

颗慢速旋转恒星的扁率，即将星体视为一个椭球体，

考察其扁平程度。开普勒 11145123 支持纯粹的正弦

振荡测量，于是研究人员利用星体动力学中对于恒星

振荡特性的研究，揭示了该星赤道半径（从地心到赤

道的距离）和极半径（从地心到北极或南极的距离）之

间的差异只有 3 公里——该数字之小震惊了所有研究

人员，因为这意味着这颗明亮、炽热的恒星是一个惊

人的圆形天体。

这也是人类迄今观察及测量到的最圆天体。开普

勒 11145123 比我们的太阳要圆得多，不过团队研究人

员劳伦·积森表示，随着望远镜项目的扩展，其他可以

用这种方法测量的星体也会出现，现在团队已决定将

该测量方法推广到更多的星体上，包括应用于开普勒

太空望远镜，以及即将展开的柏拉图（PLATO）太空望

远镜项目，后者的任务将测量类地行星及众多星球的

频率，并分析星球表面的气体波动以探索其内部构造。

迄今最圆天体是颗恒星
体积超太阳两倍 赤道半径和极半径只差 3公里

科技日报北京11月23日电（记者刘霞）据美国商

业内幕网站近日报道，美国科学家使用人类多能干细

胞，在实验室成功培育出拥有人类神经的肠道组织，合

成出来的肠道组织可被用来研究和治疗先天性巨结肠

症。相关论文发表在《自然·医学》杂志上。

多能干细胞是身体内其他细胞的前体细胞。科研

人员让多能干细胞在培养皿接受生物化学的“沐浴”，诱

发其形成肠组织。该研究的新奇之处在于，在肠类器官

上构建了一个神经系统：研究人员操控神经嵴细胞培育

出一个神经细胞，然后在准确的时间，将神经嵴细胞和

肠道组织放在一起，成功培育出了一个拥有神经的功能

性肠道系统。

研究人员将培育出来的功能性组织移植进老鼠体

内，结果发现，该组织能正常工作，而且表现出与天然人

体肠道结构“非常类似的”结构。

科学家们认为，这一研究进展未来有望在研究和治

疗先天性巨结肠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先天性巨结肠

又称希尔施普龙病，由于结肠缺乏神经节细胞导致肠管

持续痉挛，粪便淤滞于近端结肠，近端结肠肥厚、扩张，

是小儿常见的先天性肠道疾病之一。

该研究合作者、辛辛那提市儿童医院肠康复治疗

外科主任米迦勒·赫姆拉斯说：“未来，我们能借助这

一技术培育出一段健康的肠道，然后将其移植进病人

体内。”

研究人员表示，随着技术的发展，研究人员很快能

在实验室合成并培育出各种身体组织，尽管仍然存在伦

理和质量控制等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但不可否认的

是，这些研究进展在治愈病人方面拥有巨大的潜力。当

能利用人体皮肤细胞和组织培育自己的各种身体零件

时，我们或许可以根据病人的不同情况进行器官移植和

输血，而且也能更详细深入地研究身体器官的各种变异

情况。

实验室培育出有人类神经的肠道组织
可 用 于 研 究 和 治 疗 肠 道 疾 病

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23日电 （记者张梦然）英国

《自然·通讯》杂志 21 日发表的一项研究，介绍了一种

幼龄实验鼠与老龄鼠换血的新方法。利用该方法在

不同年龄段的实验鼠之间更容易换血，可以在短短 6

天之内改变实验鼠组织功能。这种输血系统将有助

于研究动物组织老化问题。

过去研究显示，年轻血液成分可以使衰老组织重获

新生，而老化血液则会对年轻组织产生有害影响。科学

家判断是血浆中存在的一种被称为“生长分化因子 11

（GDF11）”的蛋白质似乎起到了关键作用，无论是实验

鼠还是人类，GDF11 蛋白质的水平都会随着年龄增长

而出现下降。

但是，以往这些实验通常依赖于“异时异种共生”

这种免疫学手段，通过这种复杂的手术，两种动物的

循环系统被连接在一起，维持几个星期的时间。除了

共享血液，还会共享其他身体组件，包括器官。这意

味着年老实验鼠可以获得较年轻实验鼠的肺、免疫系

统、心脏、肝和肾，而年轻实验鼠必须额外维持一具衰

老的身体。

此次，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人员利娜·
康柏及同事，设计了一种简化的输血系统，仅在实验

鼠之间交换血液，借此消除共享器官对换血效果的

影响。该研究团队表明，换血后仅 6 天就显现出了效

果：年轻血液可以增强受损老化肌肉的修复，而老化

血液会抑制年轻实验鼠体内新脑细胞的形成和肝细

胞再生。

论文作者认为，新成果中的换血系统比传统“异时

异种共生”多几项实践优势，如速度更快、侵入性更小，

还能够推动未来在有力的控制情况下，研究识别影响组

织老化或再生的血源因素。

然而，尽管现有研究已证实年轻血液可以使衰

老 组 织 获 新 生 ，但 这 项 试 验 性 举 动 切 不 能 自 行 在

人 体 内 尝 试 ，血 液 中 有 益 因 素 的 动 态 变 化 目 前 是

一 个 未 知 数 ，且 输 血 前 需 要 进 行 疾 病 筛 查 、血 型 匹

配 和 血 浆 分 离 等 多 个 步 骤 ，也 必 须 在 严 格 监 控 下

进行。

新方法让不同年龄实验鼠换血更容易
有 助 研 究 动 物 组 织 老 化 问 题

金属铱—石墨烯基底上的镝单原子超晶格阵列。

11月22日，日本福岛县附近海域发生7.4级地震。图为消防人员在福岛县相马市观察海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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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在特拉维夫附近LAGO会展中心举办的“物联网”大会上，以色列ENSURAC&C公司展出了其研发的智能安保系统，它将各种现有的系统整合起来，提供
快速高效的安保环境。图为公司副总裁吉尔·弗莱德曼向与会者介绍公司的产品。 本报驻以色列记者 毛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