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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 2月 12日电 （记者刘
霞）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官网

10 日消息，NASA 的“源光谱释义资源安全

风化层辨认探测器（OSIRIS—REx）”，正在

搜寻一类神秘莫测的近地天体-地球的特

洛伊（Trojan）小行星。研究人员表示，此次

搜寻或许能探测到地球的原初组成成分。

地球的特洛伊小行星被地球重力控制

在拉格朗日点，共享地球的轨道，在地球围

绕太阳旋转的时候分别在其前后追随。

OSIRIS-Rex目前正处在追逐“贝努（Ben-

nu）”小行星的旅程中，正通过地球的第四

个拉格朗日点，离地球约 1.5亿公里。任务

团队将利用这一机会，使用航天器上搭载

的测绘相机拍摄这一区域的多幅图像，希

望在此找到特洛伊小行星。

尽管科学家们目前已发现数千颗陪伴

其他行星的特洛伊小行星，但迄今只为地

球 找 到 一 颗 特 洛 伊 小 行 星 —2010 TK7。

科学家们推断，可能有更多特洛伊小行星

共享地球的轨道，但很难从地球上发现它

们的“芳踪”，也许是因为离太阳较近，所以

淹没在太阳的光芒下。如果能发现更多特

洛伊小行星，科学家们就能更好地探测它

们并寻找地球上匮乏的贵重矿物质。

OSIRIS-REx 首席调查员、亚利桑那

州立大学图森分校的但丁·劳雷塔表示：

“因为地球的第四个拉格朗日点相当稳定，

组成地球的物质残余可能‘流落’其中。因

此，此次搜寻或许能让我们探测到地球的

原初组成成分。”

研究人员表示，不管该研究团队是否

发现任何新的小行星，上述搜寻任务都大

有裨益。搜寻特洛伊小行星进行的操作，

非常类似于这款航天器在 2018 年接近“贝

努”时在其周围搜寻卫星和其他潜在威胁

的操作，能够提前进行这些关键任务操作，

将帮助 OSIRIS-Rex 在到达“贝努”时降低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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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2月 12日电 （记者张梦
然）据每日科学网近日消息，美国科学家团

队报告了一项天文学最新发现：200 光年外

一颗白矮星中包含有生命基本组成成分。

该研究意味着地球生命起源方式也会在宇

宙中其他地方出现，并第一次在其他星系发

现了与我们柯伊柏带天体相似“成员”的存

在证据。

许多科学家都认为，提供地球生命的有

机化合物存在于太空中，并且通过与地球碰

撞传递到了地球。换句话说，地球在最初是

干燥的，而水、碳和氮等构成生命的基石，应

是在地球与太阳系其他物体相碰撞过程中带

来的，而这些天体曾在我们太阳系寒冷外部

地区——柯伊柏带“居住”过。

现 在 ，美 国 加 州 大 学 洛 杉 矶 分 校

（UCLA）科学家领导的研究团队最新报告

称，他们在“邻居”星系发现存在同样情况

的证据：一颗被称为 WD 1425+540 的白矮

星 大 气 中 富 含 碳 和 氮 ，还 有 水 和 氧 的 组

分。这颗白矮星距离地球约 200 光年，位于

牧夫座。

该白矮星系统中的一个小行星，曾经

远远绕着白矮星轨道运行，但它的轨迹被

某种力量改变了，导致其非常接近白矮星，

而强引力场将小行星撕成了气体和灰尘，

正是这些残骸赋予了白矮星生命的基石。

长久以来，天文学家一直想知道其他行星

系统是否也有一些天体，就像我们柯伊伯

带中的那些一样，新的研究首次证实存在

这样一个天体。

论 文 合 著 者 、UCLA 天 文 学 教 授 本 杰

明·扎克曼说，这项发现表明，这颗与白矮星

相关的行星系统亦包含生命的基本组成部

分。虽然此次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个特殊的

白矮星上，但事实上，其行星系统与我们的

太阳系系统具有共通特点，强烈暗示着宇宙

中其他行星系统也会出现此类情形。而这

也意味着，一些生命形成的重要条件在宇宙

中是常见的。

200光年外白矮星发现生命组分
地 球 生 命 起 源 方 式 也 会 在 别 处 出 现

据英国《新科学家》杂志网站近日报道，

在美国物理学会最近的年会上，参与激光干

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项目的科学家透露，

世界上最成功的引力波探测器、已两次捕获

到引力波的 LIGO 确定了新的观测目标——

中子星、超新星等超大质量天体，希望能进一

步揭开笼罩在这些庞大天体头上的“面纱”。

引力波或很常见

引力波是由一些宇宙中最“暴力”事件引

发的时空涟漪，被认为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

论实验验证中最后一块缺失的“拼图”。

2016年 2月 11日，LIGO 项目科学家宣布

首次直接探测到双黑洞并合产生的引力波；

2016 年 6 月 15 日，他们再次宣布“非常清晰”

地探测到引力波的存在。科学家们认为，两

次明确探测到引力波信号表明，引力波并非

偶然事件，未来将有可能继续探测到中子星

等其他天体在碰撞过程中产生的引力波。

答疑解惑仍需观测

今年 1 月 28 日，LIGO 团队宣布，他们看

见了两个引力波候选事件，符合预期的每月

一次的频率。

科学家们指出，如果这些事件被证明是

真实的，那么 LIGO 将获得更多来自黑洞并

合的引力波。这将进一步帮助人们回答诸如

恒星如何演化以及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能

否经受住考验等问题。

美国西北大学的巴蒂尔·拉森在会议上

接受《新科学家》杂志采访时表示：“回答这些

问题的唯一途径是进行更多同类型的观测。”

“聆听”中子星制造的波

随着 LIGO 探测器不断升级，科学家们

将能够管窥太空中的中子星、超新星以及其

他巨大事件的内部，或者看到新事物。

加拿大天体物理学研究所的普拉什·库

玛说：“既然我们已经看见了双黑洞并合产生

的引力波，那么，升级后的 LIGO 接下来最有

可能发现双中子星的并合产生的引力波。”

银河系约有 10 亿颗中子星，但人们仅仅

观察到了其中的 2500 颗，引力波或许提供了

一种新方式，让人们能够研究很多用望远镜

无法看到的中子星的特征。

LIGO 团队近期发表了首个搜索脉冲星

（脉冲星都是中子星，但中子星并非全部是脉

冲星）自旋产生的引力波的结果，但被调查的

200颗脉冲星，没有一颗释放出可被探测到的

引力波。尽管如此，研究结果让科学家们发

现很多脉冲星非常圆。LIGO 团队成员、德国

马克斯普朗克引力物理学研究所的埃文·戈

茨在年会上表示：“有些是非常圆的天体，比

地球或人类制造出的任何物体都圆。”

脉冲星和其他中子星是非常庞大的天

体，使得它们仅仅通过自旋就能持续不断地

制造出引力波——如果它们不是完美的球

体，那么任何微小的隆起都能制造出波。

科学家们指出，如果我们能从双中子星

系统那儿捕获到波，那么，它将帮助我们了解

其神秘的内部情况。中子星的内核可能是由

中子组成的超流体，这些中子簇拥得如此紧

密，因而能毫无摩擦地流动。在这个超流体

内部，中子能自由漂移。这些流体的运动由

中子星围绕其伴星的轨道所驱动，中子星和

伴星离得越近，那么内部流动越快。

这些运动会产生驻波，人们用可见光无

法观测到这些驻波，但能使用 LIGO 看到它

们。LIGO 团队成员、麻省理工学院的余杭

（音译）表示，这些波正位于 LIGO 探测的“最

佳听音位置”，提高探测器的灵敏度有望让我

们看见这些波。

希望看到超新星内部

即使我们用普通望远镜看见的事物其实

也隐藏着很多秘密。超新星背后的机制很难

通过观测进行研究，因为这么巨大的爆发产

生的灰尘和噪音可能让科学家们无法获得清

晰的图像。在银河系，超新星爆发大约每 50

年出现一次。但核塌缩超新星是宇宙间能量

最大的爆发，产生的引力波应该正好位于

LIGO目前的探测范围内。

科学家们希望，这些波能让我们看见

超新星内部。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安

东尼·梅扎卡帕说：“我们现在能借助核塌

缩超新星模型预测引力波信号，但这仅仅

只是开始。”

（科技日报北京2月12日电）

LIGO 新任务：看奇特星星
——中子星、超新星等庞大天体可能产生引力波

本报记者 刘 霞 综合外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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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2月12日电 （记者刘霞）
据美国《科学》杂志报道，英国癌症研究协会

近日宣布，将在未来 5年向 4个研究团队提供

总额达 7100 万英镑（约 6.1 亿元人民币）的奖

金，旨在解决癌症研究领域的重大问题，包括

绘制肿瘤图谱、预测乳腺癌何时恶化，以及确

定引发癌症的环境问题等。

英国癌症研究协会首席执行官哈帕尔·
库玛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些入选项目是

他们两年前发起的“五年大挑战奖”的最终获

奖者，这一大奖的初衷是发现“真正新奇的方

式来解决癌症领域的紧迫问题”。

第一个项目由剑桥大学癌症生物学家格

雷格·汉侬领导，他的团队将给乳腺癌肿瘤切

片成像，并将用其构建虚拟现实模型。第二个

项目由国家物理实验室的化学家约瑟夫·布彻

牵头，他们将使用质谱成像技术绘制出类似谷

歌地图的肿瘤图谱。团队成员称，这一研究非

常重要，因为“如果不知道肿瘤分子如何表达，

就不知道如何研发药物来对付它”。

第三个项目由荷兰癌症研究所的耶勒·
韦瑟灵领导的团队研发，他们将力图预测乳

腺 导 管 原 位 癌（DCIS）何 时 会 恶 化 成 乳 腺

癌。韦瑟灵称，通过整合来自数千名病患的

肿瘤和临床数据，他们希望研发出一种算法，

帮助 DCIS病患避免“不必要治疗的伤害”。

第四个项目是“透过癌症基因组来研究

癌症的成因”。研究领导者、桑格研究院的迈

克尔·斯特拉顿表示，他们将对来自不同国

家、不同类型的 5000 个肿瘤样本进行测序。

由于这些癌症在不同国家的发病率不同，表

明环境会对癌症产生影响，他们希望借此从

致癌物中发现一些遗传信号。

据悉，每个团队将在未来 5 年内，获得

1500 万英镑到 2000 万英镑的资助。克劳斯

纳表示，希望此举有助解决“能彻底改变人们

对癌症的看法”的相关问题。

癌症被称为“众病之王”以及“我们这一

代人的瘟疫”。世界卫生组织刚刚公布的数

据为以上两个“绰号”做了很好的注释：目前

全球每年有 1400 多万新发癌症病例，每年有

880 万人死于癌症，而且这些数字还在增长。

这让人联想起天花——它肆虐范围之广、死

亡率之高曾令人闻风丧胆。是天花疫苗的出

现最终让这种瘟疫在地球上偃旗息鼓、销声

匿迹。毋庸置疑，当今人类社会对付癌症最

好的“药物”依然是医疗科技的进步。

从绘制肿瘤图谱到预测乳腺癌恶化

四大癌症项目“瓜分”7100万英镑奖金

本周焦点

基因疗法恢复小鼠听力和平衡能力
哈佛医学院和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研究人

员采用新的基因疗法，使先天听力和平衡能

力受损的小鼠恢复了部分听力和平衡能力，

完全失聪小鼠能听到大声讲话，成为失聪患

者的福音。该方法目前尚未应用于人类。

本周明星

“芯片实验室”：有望带来医疗诊断革命
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日前开发出一

种极其廉价并可重复使用的诊断用“芯片实

验室”技术，芯片生产成本仅为 1 美分。研

究人员称，与低成本测序技术一样，这一技

术或会给医疗诊断领域带来一场新革命。

“最”案现场

福岛反应堆辐射达事故以来最高水平
在 2011 年大地震中受损的日本福岛核

电站，其 2 号机组反应炉辐射最高读数达到

每小时 530 希沃特（Sv，辐射剂量单位），是

该核电站发生事故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迄

今原因未明。而一般认为，仅 10 希沃特的

剂量在数周内就可致命。

一周之“首”

首个藜麦高质量参照基因组公布
沙特阿拉伯科学家团队公布了首个藜麦

高质量参照基因组。这项新成果将促进藜麦的

遗传改良和育种策略，扩大其全球范围内的生

产，有望保障全球日益增多人口的粮食安全。

一周技术刷新

单晶硅可制超轻薄X射线反射镜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戈达德

航天飞行中心实验证明，单晶硅可用来制造

超轻薄、高分辨率 X 射线反射镜，从而将大

大降低太空望远镜的建造成本。团队有望

在 2020 年前，让硅基镜面的性能超越目前

分辨率最高的钱德拉 X射线望远镜。

宽波段柔性吸光材料问世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

研究人员利用纳米技术，开发出一种轻薄透

明的柔性吸光材料，可将太阳能电池的效率

提高 3倍以上，并具有隐身性能。

前沿探索

NASA发布《合作机会公告》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太空技术任务理

事会发布了《合作机会公告》（ACO），希望

与致力于太空技术研发的美国公司合作，促

进商业太空产业的发展，并让 NASA 未来的

探测任务受益。

古代火星条件难存液态水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根据对“好奇”号

火星车数据的最新分析认为，大约 35 亿年

前，火星上的二氧化碳稀少，不足以提供足

够的温室效应来解冻水冰。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一 周 国 际 要 闻
（2月6日—2月12日）

据新华社旧金山2月10日电（记者马
丹）一个国际专家小组在新一期《科学》杂

志上发表报告指出，面对人口增长和气候

变化，环保主义者应该利用新形成的生态

系统，注重维护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多

样化，增进生态系统的适应能力，而不应总

是试图让生态系统保持过去的状态。

这个国际小组由 40 多名来自全球各

地的生态学家、生物保护学家和古生物学

家等组成。他们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伯克利分校参加了一个有关未来生态环境

保护的研讨会，并将讨论内容和共识发表

在《科学》杂志上。

专家指出，地球面貌已经发生极大变

化。人类活动改变了地球上 47％没有冰雪

覆盖的地方，形成了新的生态系统。这种

新常态未来还会出现更多。新生态系统汇

集了工业社会前并不存在的物种或系统，

包括农田、牧场和林区等。它们不大可能

恢复到有人类活动之前的状态。但是人类

使用环境未必都是坏事，被改变的地貌未

必都是被损坏的地貌，这些地貌可以用来

帮助保护自然环境。

专家说，生态环境保护者应重新考虑

如何管理生态系统，既要保护未受人类影

响的生态系统，也要接受新生态系统，以促

进生态系统将来发生健康的变化。

报告主要作者、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

利分校教授安东尼·巴尔诺斯基说，人们需

要保护生态系统对变化作出反应的能力，

以保持生态系统的健康。这可能意味着有

些物种会消亡，有些物种会改变，如今视为

正常的生态系统可能在二三十年后就不再

一样。

专家呼吁增进生态系统适应能力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胡丹丹）美国

科研人员日前在《美国化学学会·能源通

讯》杂志上报告说，他们研发出一种新型液

流电池，可通过溶解在中性 ph 值水中的有

机分子来存储电能。这项成果使无毒、无

腐蚀性且使用寿命超长的电池成为可能，

并有望大幅降低生产费用。

液流电池的蓄电系统一般包含正负极

两个储液罐，内装两种不同的电解液。这

之间的连接部分是发电区，用一个隔膜隔

开。两种电解液间隔着薄膜产生离子交换

来实现电能的储存与释放。

液流电池可以为风能、太阳能等发电

不连续且输出不稳定的可再生能源的存储

提供解决办法，但现有的液流电池在多次

充放电循环后存储能力会下降，需要定期

维护电解液。

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分别调整正

负极电解液的分子结构，使它们可溶于水，

从而研发出一种每充放电 1000 次只损失

1％存储能力的电池，而锂离子电池一般在

1000次充放电后就不能使用了。

中性 ph 值还能大幅降低将电池正负

两极分开的隔膜的制造成本。因为目前大

部分液流电池的隔膜采用昂贵的聚合物以

耐受电池内腐蚀性物质，其费用占到整个

电池设备成本的三分之一。而这种新液流

电池中的隔膜两侧实际上都只是盐水，因

此它的材质可采用廉价的碳氢化合物，从

而大大降低成本。

降 低 成 本 对 电 力 存 储 至 关 重 要 ，特

别是对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而言。美

能源部电力办公室能源存储研究主管伊

姆雷·久克认为，这项研究有望为未来的

电池指明方向，成为电网基础设施的一

个标准构件。

无毒性 无腐蚀 寿命长 成本低

新型液流电池或成电网设施标配

第48届开罗国际书展日前举行，共有35个国家和地区的670家出版机构参展。
图为人们在“中国书坊”前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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