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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12月14日电（记者房琳琳）今年早

些时候，英国科学家在比邻星的宜居带发现小型岩石

行星——比邻星 b，再次激起寻找地外生命的希望。但

据《每日邮报》13日报道，有天文学家称，该行星上的生

命可能被所绕恒星的电子辐射摧毁，超级耀斑将它置

于“灭绝水平”的辐射中。

比邻星 b围绕太阳系外最近的恒星比邻星运行，距

离太阳只有 4.22 光年。虽然其与所绕恒星相距只有地

球和太阳间距离的 5%，且 11.2 天就能完成一个轨道周

期，但比邻星 b 所绕恒星非常暗淡，辐射能量比太阳小

得多，因此温度足够温和，大约在零下 90℃到零上 30℃

之间，适合液态地表水存在。

科学家认为该星体宜居，那里的条件应该能够支

持生命的存在。但是，其磁场仍是决定性因素。由于

比邻星 b运行轨道距离所绕恒星太近，比水星与太阳之

间的距离还小，任何恒星耀斑都可能对其表面产生巨

大影响。

非盈利机构“蓝色大理石空间科学研究所”天体生

物学家迪米特瓦·阿特瑞依相信，耀斑辐射与行星磁场

强度之间有着很好的平衡。如果磁场强度足够大，比

邻星 b可以像地球大气层那样偏转太阳风；如果磁场很

弱，大部分恒星辐射将到达其表面，对可能存在的生命

造成潜在威胁。

阿特瑞依模拟了从恒星发出的耀斑对其轨道行星

产生的影响。他在发表于《皇家天文学会月刊》上的论

文中写道，虽然耀斑辐射不足以完全消灭比邻星 b上的

所有生命形式，但还是会定期“扫荡”，造成频繁的“灭

绝级别事件”。

阿特瑞依的研究表明，行星的强磁场和良好的大

气屏蔽对星球生命具有重要意义，有了这两个因素，再

强的恒星耀斑对原始生物圈的影响都要减弱。

此外，阿特瑞依与同事认为，行星表面演化的生命

必须在其外层组织变硬后才可能抗辐射，其最新研究

转向了生活在地球表面以下 2.8 公里处的一种棒状细

菌，可以在没有光、碳或氧气的极端环境中生存，他们

仅从放射性铀中获得能量。

运 行 轨 道 距 所 绕 恒 星 太 近

比邻星 b 或因强辐射生命难存

今年 2月，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首次发

现了黑洞合并产生引力波的证据，这被视为是对爱

因 斯 坦 广 义 相 对 论 的 一 次 有 力 证 明 。 但 英 国《自

然》杂志网站近日刊文称，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一

发现似乎也是广义相对论在黑洞边缘会失效的首个

证据——物理学家们对 LIGO 公开发表的数据进行认

真分析后表示，他们在黑洞边缘发现了引力波的“回

声”，这似乎违背了广义相对论。

此前物理学家们曾推测，广义相对论在某些极端

情况下（比如黑洞中央）可能会失效，而这些回声或许

表明，相对论会在远离黑洞中央的边缘失效。随着研

究的进一步深入，将有更多数据出现，如果这些回声

消失，那么，广义相对论又通过了一次严苛测试；但如

果它们一直存在，这将是一个重大发现。

黑洞事件视界是矛盾集中点

黑洞的经典图像来源于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一个巨大的物体将时空扭曲，在拥有足够质量的情况

下，时空曲率增大，连光都无法逃离，这些物体因此得

名黑洞。根据这一模型，不幸进入黑洞边界——事件

视界的万事万物将被黑洞完全摧毁。正如最新研究

负责人之一、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宇宙学家尼亚什·
阿弗肖迪所说：“黑洞就像一个无底坑。”

但在 2012 年，加州物理学家们意识到，如果量子

物理是正确的，那黑洞的事件视界应该被一个“火墙”

取代，这个“火墙”是一个由高能粒子组成的环，会将

任何通过的物质烤焦，但这又违背了广义相对论；如

果黑洞没有“火墙”，则暗示量子理论是错误的。所

以，广义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在此发生了冲突。

其他与广义相对论矛盾的新奇理论也预测，黑洞

事件视界存在某些结构，比如，某些版本的弦论声称，

黑洞是个“毛球”——缠绕在一起的能量线，事件视界

表面是毛茸茸的，而非界限清楚的。阿弗肖迪表示，

迄今为止，我们似乎没有任何办法凝视事件视界，发

现那里具体存在“何方神圣”。

回声或是解决问题的钥匙

不过，情况在今年 2月份发生了变化。LIGO 团队

宣布，探测到了首个引力波证据，这一引力波由两个

黑洞合并生成。葡萄牙里斯本高级技术学院的维托

尔·卡多苏领导的物理学家团队很快提出，如果黑洞

的事件视界存在一个“火墙”（这一点违背了广义相对

论），那么这些黑洞的合并除了会爆发出引力波外，可

能也会释放出一系列回声。

回声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火墙”或任何其他结

构会在传统的黑洞事件视界制造出一个特殊的区

域。这个区域的内边缘是传统的事件视界，进入内边

缘以内没有光子能逃脱。外边缘孔隙多一点，穿过这

个边界的光子有些会被黑洞捕获，但有些可能会逃

出。这一影响也会部分地捕获由黑洞合并释放的引

力波，它们将在内外边缘之间弹来弹去，每次逃出一

些，从而产生回声。

阿弗肖迪团队构造了一个简单的模型，用镜面代替

传统的黑洞事件视界，并在其上应用LIGO迄今捕获到

的3次黑洞合并的属性。结果表明，如果黑洞事件视界

存在任何结构，那么黑洞合并的引力波信号也会伴随着

周期性并逐步衰减的回声，重复的回声之间精确的时间

间隔约为 0.1秒、0.2秒、0.3秒。有趣的是，当他们研究

LIGO数据时发现，所有三次合并释放出的引力波之后

都伴随有连续的回声，时间间隔正是预测的间隔。

更多数据将证实或证伪

阿弗肖迪说，如果把所有黑洞合并事件都考虑进

去，置信度为 99.6%（2.9 西格玛），但这并没有达到宣

称一个发现所需要的 5 西格玛，为了确保这些回声并

非噪音，科学家们必须在未来发现的黑洞合并中找到

这样的回声。

据麻省理工学院（MIT）官网近日消息，在过去一

年中，科学家改进、强化了 LIGO 系统的激光器、电子

设备以及光学设备等性能，使 LIGO 的灵敏度提高了

10％到 25％。科学家希望，升级后的 LIGO 能探测到

宇宙深处发出的更多、更频繁的引力波信号及引发引

力波信号的宇宙极端现象。阿弗肖迪说：“升级后的

LIGO 提供的更精确数据将有助于我们在未来两年内

证实或证伪这一发现。”

LIGO 团队成员、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引力物理学

研究所的物理学家亚历桑德拉·波南诺说，LIGO 科学

家正在对回声信号进行分析。而且他认为，阿弗肖迪

使用的镜面模型太过粗糙，因此很难确定究竟是“火

墙”“毛球”还是其他什么结构制造出了这种回声。他

说，更复杂的模型或许可以通过预测回声的振幅及消

亡速度，来确定制造回声的“幕后推手”。

尽管该团队的论文提供了背离广义相对论的线

索，但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黑洞研究员斯蒂芬·
基丁斯说，迄今为止，这些仅仅只是线索。“未来，LI-

GO 和其他探测器提供的数据，或能让我们对这一新

的物理学领域进行研究。”

（科技日报北京12月14日电）

引力波回声可能是“搅局者”
——LIGO数据暗示广义相对论在黑洞边缘失效

本报记者 刘 霞

科技日报北京 12 月 14 日
电 （记者张梦然）英国《自然·天

文学》12日在线发表的一篇论文

报 告 称 ，位 于 南 极 洲 的 冰 穹 A

（Dome A）天文台，具有测量宇

宙特高频辐射的最佳条件。该

研究表明，冰穹 A 站点提供了一

个“绝无仅有”的在地球上开展

太赫兹天文学观测的机会。与

空间望远镜及基于航天器的望

远镜相比，冰穹 A 站点可以支持

更大规模的观测设备，成本较低

且更灵活。

在天文学领域，太赫兹（一

万亿赫兹）辐射主要用于研究包

含恒星和星系起源信息的宇宙

中的冷尘埃和气体，但由于大气

中的水蒸汽会吸收这种辐射，因

此，地球上很少有地方适合观测

太赫兹频段辐射。

此次，由中国科学院紫金山

天文台和美国哈佛—史密松天体

物理中心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团

队，连续 19 个月（2010 年 1 月至

2011 年 8 月）在由中国开发的位

于南极冰盖最高点的冰穹 A科考

基地进行了大气观测。冰穹 A地

区直接接受来自地球平流层大气

的沉积，这里原始堆积形成的冰

盖，可获取其他地区无法观测到

的代表全球特征的气候环境变化

信息与特殊自然现象。

在测量中，研究人员采用了

远程控制的专用傅立叶变换光

谱仪，该光谱仪对太赫兹辐射尤

其敏感。研究团队发现，冰穹 A

站点地区的天空保持极端干燥

状态的时间，远比其他太赫兹天

文学观测点要长，使之成为全年

观测太赫兹频段辐射的最佳地

点，无异于一个“天然实验室”。

此外，由于研究人员在新的极端低温下测量水蒸汽吸

收，因此对大气热辐射模型提供了重要的约束，而大气

热辐射是地球气候调节的关键组成部分。

目前，中国并没有太赫兹辐射专用的天文望远镜，

冰穹 A“窗口”的打开，将为今后在南极进行更大规模的

观测和建设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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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12月14日电（记者冯卫东）美国加

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中心的医生们通过植入脊髓刺

激器，使一名脖子折断而瘫痪 5年的患者恢复了部分握

力和手指运动能力。

今年 6月，科学家在该名患者脊髓损伤部位以下植

入了 32个电极刺激器。患者的损伤部位位于脖子中间

的 C-5椎骨附近，该区域的损伤通常会导致四肢瘫痪，

或四肢功能和感觉丧失。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神经外科副教授丹尼尔·鲁

博士表示，脊髓中包含可绕过损伤部位从大脑获取信

息并传递到四肢的替代路径。这好比在公路上发生事

故，交通进入停滞状态，但总有一定数量的小道可供绕

过事故区域，电极刺激器正是训练脊髓寻找和使用这

些替代路径。

此前治疗瘫痪的植入式疗法，要么对象是动物，

要么依赖于机器手臂。而新方法的独特性在于将器

件植入脊柱而非大脑中，并显著提高了患者手部的活

动能力。

除了刺激器，医生们还在患者背部皮肤下植入了

微型电池包和处理单元。这些仅一个手掌大小的植入

物，可与遥控设备配对，方便患者和医生远程调节刺激

的频率和强度。

鲁教授说，可通过上调或下调不同的参数及对

刺 激 器 中 的 某 些 算 法 进 行 编 程 ，来 激 活 特 定 的 电

极。这是一个对脊髓进行再训练的持续过程，随着

时间的推移，患者的握力逐步加强，手部重新获得活

动能力。实验表明，患者手指活动能力和握力可达

到手术前的 3 倍。

研究团队的目标并不是要完全恢复患者的手部

功能，而是将之提高至足以应对日常生活的基本任

务，如系鞋带、刷牙或喝咖啡等，从而极大地改善其生

活质量。

脊椎刺激器助部分手部功能恢复
科技日报北京 12月 14日电 （记者张梦然）英国

《自然·通讯》期刊 13日发表的一项癌症研究报告称，抗

疟化合物可以抑制小鼠前列腺癌和肿瘤转移。该成果

将帮助治疗对现有疗法具有抵抗力的前列腺癌。

前列腺癌是指发生在前列腺的上皮性恶性肿瘤，在

男性恶性肿瘤发病率中排名较高。前列腺癌的发生与

遗传因素有很大关联，而生长则要依赖雄性激素及其受

体。临床试验表明，可阻断雄激素受体的药物是治疗前

列腺癌的有效策略，但前列腺癌可能对这些药物表现出

抵抗性，因为雄激素受体有替代表达形式，而目前的药

物无法抑制它们。

为了寻找新型雄激素受体阻断剂，中国华东师范大

学易正芳及同事对自然化合物库进行筛选后发现，抗疟

剂臭椿酮是可以阻断所有不同形式雄激素受体的有力

抑制剂。在细胞和小鼠中，该药可以抑制肿瘤细胞生长

和转移。事实上，该药与影响雄激素受体稳定性的蛋白

质相互作用，导致肿瘤细胞内的受体降解。

鉴于此，论文作者认为，可考虑使用这种药来治疗

对现有疗法具有抵抗力的前列腺癌，且这一新药有助于

推动未来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抗疟剂有治疗前列腺癌潜力

科技日报比勒陀利亚12月13日电（记者杜华斌）
“平安南非”微信公众号暨“安全文明游南非”电子平台

发布仪式 13日在中国驻南非大使馆举行。

中国驻南非大使田学军在发布仪式上表示，“平安

南非”微信公众号和“安全文明游南非”电子平台的推

出，是驻南非使领馆在互联网技术和社交媒体蓬勃发展

的背景下，灵活开展预防性领事保护工作的一项新举

措，也是驻南非使领馆联合当地侨社和中资机构打造全

方位预防性领事保护网络迈出的又一坚实步伐，希望通

过这一最新举措，把平安送到每一位在南非中国公民的

手上。中国驻南非使领馆将不断完善、升级电子平台，

把它打造成为保障中国公民在南非安全的随身锦囊。

“平安南非”微信公众号是由中国驻南非使领馆和

当地有关社团及华文媒体联合打造的南非安全信息发

布平台，旨在整合各方资源，及时为广大旅南侨胞、在南

中资机构、企业和留学生以及来南非中国游客提供全

面、准确、权威的南非安全信息。

“安全文明游南非”电子平台具体包括网站和手机

应用，可为准备来南中国游客提供从行前准备到紧急求

助等全方位旅游实用信息。

中国公民在南非又添“安全锦囊”

科技日报北京12月14日电（记者李钊）北京外国语

大学、社科文献出版社、中国欧洲学会英国研究分会近

日在京共同举办《英国发展报告 2015—2016》发布会暨

“英国脱欧与中英关系”论坛，英国驻华使馆官员及政

界、学界近百人就中英合作、英国脱欧等热点议题展开

讨论。

近年来，英国政府在国际社会宣传和推动“基于规

则的国际秩序”的力度加大，突出表现在英国率先加入

亚投行、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改革、支持

赋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等方面。这意味着，中英在全球

治理中有开展合作、寻求共赢的广阔空间。英国在国际

规则制定和解释方面有很强的话语权，因此，作为“过来

人”，英国的看法和做法对提出国际秩序变革的“中国方

案”，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过去10年中，英国已成为中国在欧投资的最大目的

地国，表明了中国企业在英投资的热情。在退欧的特殊

历史背景下，英新政府面临艰巨的内外政策调整，但从

现实来看，互惠合作对中英双方有利，仍将是双边关系

发展的主要着眼点。其中，保持中英关系稳定，增进中

英投资及金融与服务合作，仍将是双边接触的重点。

中英全球治理合作空间广阔

12月13日，华为日本法人在东京召开产品发布会，向日本媒体和用户推出华为新手机“Mate 9”以及MediaPad M3和具有监测心跳功能的腕表“HUAWEI FIT”。
其主打产品“Mate 9”将以强劲的续航和快速充电能力、高达2000万像素的照相机功能征服日本用户。 本报驻日本记者 陈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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