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赫尔辛基7月22日电（记者李
骥志 徐谦）近日，芬兰国家技术研究中心

和拉彭兰塔理工大学联合研发出一种以

电和二氧化碳为主合成蛋白质的新方法，

其生产的蛋白质未来可用于制造食品和

饲料。

据介绍，这种方法是将电接入装有水

和微生物的生物反应器中，将水电解为氢

和氧，同时向反应器中注入二氧化碳。在

提供的氮、硫、磷和其他微量营养物作用

下，促使反应器中的微生物不断增殖，合成

蛋白质。将培养的微生物团脱水，就形成

了类似干酵母的蛋白质粉末。

目前，使用咖啡杯大小的生物反应设

备，在实验室生产 1克蛋白质约需 2周。研

究人员称，用这种方法生产蛋白质比植物

光合作用效率高近 10 倍，而且还不用杀虫

剂。他们的下一步目标是大幅提高生产效

率，将成果转化为商业化生产。

可再生能源发电可以用来合成蛋白

质。拉彭兰塔理工大学教授耶罗·阿霍拉

说：“只要有可再生能源，比如太阳能，在任

何地方都能生产这种蛋白质，而不像传统

农业那样需要具备合适的温度、湿度和土

壤等条件。”

芬兰国家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尤

哈－佩卡·皮特凯宁说，用这种蛋白质生产

的混合食品将会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并且

可通过在生产过程中改变微生物来调整食

品的营养成分。他预测，将来甚至有可能

发明一种家用反应装置，使人们在家里就

能生产日常生活所需要的蛋白质。

这项研究是两家科研机构“新碳能源”

大型科研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的目标是

研发完全依靠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

实现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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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华盛顿 7月 23日电 （记者刘
海英）美国科学家在最新一期《自然》杂志上

撰文指出，牛在免疫接种后可快速产生对抗

艾滋病病毒（HIV）的广泛中和抗体。新发现

不仅有助于 HIV 疫苗的设计，也为开发新的

艾滋病防治手段提供了思路。

在 HIV携带者中，约有 10%到 20%的人会

自然产生针对这种病毒的广泛中和抗体，但其

通常只在感染两年后才会出现。实验显示，这

些抗体能阻止大多数HIV感染人类细胞，并保

护动物模型不受感染。但迄今为止，科学家还

无法促使人类免疫系统产生这类抗体。

此次，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

（NIAID）、德克萨斯A&M大学、国际艾滋病疫

苗倡议组织等机构科学家的研究表明，牛或许

能帮助人类解决这一难题，其可在注射HIV免

疫原后很短时间内产生抗体对抗 HIV。在该

项研究中，科学家们向4头小牛注射了HIV免

疫原——一种 BG505 SOSIP 三聚体，随后查

看它们的免疫反应。他们发现，在进行两次注

射后的35天至50天内，4头牛的血液中便产生

了针对HIV的广泛中和抗体，其中一种被称为

NC-Cow1的抗体能中和约三分之二的HIV。

研究人员指出，虽然少数 HIV 感染者体

内会产生广泛中和抗体，但这些抗体都是在感

染很长一段时间后产生，此时体内的病毒已进

化到能抵制这些抗体了。而新研究表明，牛能

在极短时间内产生广泛中和抗体，并在与HIV

的对抗中获得优势。虽然目前牛抗体还不太

适合在人类中临床使用，但弄清楚这种快速产

生抗体的机制，对于抗艾疫苗的设计非常有

用，也有助于开发新的艾滋病防治手段。

牛能快速产生广泛中和抗体对抗HIV

本周焦点

人类已生产83亿吨塑料
美国一小组首次对全球所有塑料制品

的生产、使用和最终命运进行了分析，数据

显示，20世纪 50年代初以来，人类已生产了

83亿吨塑料，其中大部分被置于垃圾填埋场

或散落在自然环境中，造成的污染问题不容

忽视。研究人员呼吁，应对塑料产品使用和

废弃物管理进行批判性思考。

本周明星

量子系统创51个量子比特新纪录
美国哈佛大学宣布，制造出拥有 51 个

量子比特（Qubit）的迄今最强量子系统，其

能模拟一种化学反应，研究原子间相互作

用。谷歌公司今年 4 月曾强势宣布，将在今

年底打造出 49个量子比特的量子计算机。

一周之“首”

中德首次制备出人工反铁磁体
中德科学家日前首次制备出基于全氧

化物外延体系的人工反铁磁体，并观察到随

外加磁场的分步磁化翻转模式，在氧化物自

旋电子学领域取得重要突破。该工作对氧

化物自旋电子学的发展将起到重要的推动

作用。

本周争鸣

猴子体内现持续性埃博拉病毒感染
美国科学家最新研究显示：从埃博拉病

毒感染中幸存的恒河猴，虽然不再表现出感

染症状，体内却检测出持续性埃博拉病毒感

染，而这与人类对病毒的反应极其相似，现

有医学手段或不能完全将其清除。

仅25%！人类功能性基因占比远小于
80%

美国休斯顿大学的生物学家利用自己

设计的全新模型，对人类基因组中功能性基

因进行了统计，发现功能性基因的占比最多

只 有 25%，这 与 DNA 元 素 百 科 全 书 计 划

（ENCODE）公布的“80%基因组区域具有生

化功能”研究结论大相径庭，基因组研究可

能需要重新“聚焦”。

一周技术刷新

NASA中子星探测器全面运行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中子星

内部组成探测器（NICER）的任务主要是研

究最致密的一类宇宙天体，其已开始全面执

行系列科学考察任务，“瞄准”超过 40 个符

合任务要求的目标天体。

前沿探索

HIV通过“绑架”细胞表面分子入侵细胞
美 国 科 学 家 发 现 了 HIV 入 侵 细 胞 的

关 键 环 节 ：为 顺 利 突 破 细 胞 膜 的 阻 拦 ，

HIV 会“绑架”细胞表面的磷脂酰丝氨酸

分子。若这个绑架对象不复存在，病毒的

入侵进程就会受阻，HIV 遗传物质也就无

法侵入细胞。

“搜寻地外文明”项目启用激光探测生命
著名的“搜寻地外文明”项目（SETI）的

主要任务是找到来自银河系其他文明的无

线电信号，日前，SETI正在启用另外一种方

法——利用激光来搜寻目标，并将在全球各

地建造观测台，以持续观测整个天空。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一 周 国 际 要 闻
（7月16日—7月23日）

《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创作的另一

部畅销小说《天使与魔鬼》，反物质是故事的

主要载体。故事主人公是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CERN）的著名科学家，他在地下实验室秘

密制造出的反物质不翼而飞，可能会因自行

爆炸将整座城市毁灭。在失踪的 24 小时内，

主人公与盗取反物质的势力展开了斗智斗勇

的冒险之旅。

21日被华人科学家团队首次发现并公布

的马约拉纳费米子，张首晟根据《天使与魔

鬼》的内容将其称为“天使粒子”。他指出，在

马约拉纳费米子的“量子世界”中，只有天使，

没有魔鬼。但主导这次研究的加州大学洛杉

矶分校教授王康隆，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

时认为，马约拉纳费米子正反同体，就像道家

的阴阳八卦图一样，因此叫“太极粒子”可能

更贴切。

王教授表示，这次发现是实验室 13 年来

在材料和物理现象的基础研究领域长期坚持

的结果，是准备了大量的实验材料，做了大量

的前期研究后，才一步步实现的。“对我们团

队而言，这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正反同体 神秘莫测

标准物理理论模型中，12 种基本粒子被

分成两大家族：电子、质子等 8 种粒子组成的

费米子家族和光子、介子等 4 种粒子组成的

玻色子家族。一般认为，每一种粒子都有其

反粒子，且状态与粒子本身相反，粒子与反粒

子相遇会瞬间湮灭。

但 1937 年，埃托雷·马约拉纳预言，有一

类特殊的费米子，像光子等玻色子一样，它们

的反粒子就是自身，这种费米子被称为“马约

拉纳费米子”。离奇的是，就在马约拉纳作出

这一重大预测不久，他给家人和单位分别留下

一封短信，带着预支的半年薪水和所有科研资

料，踏上一艘船后神秘失踪。80年来，马约拉

纳费米子与马约拉纳本人，分别成为物理学家

们和科幻小说的神秘主角，只是关于马约拉纳

的结局更多的是炒作，如“被外星人接走了”；

至于马约拉纳费米子，经过几代物理人的努

力，笼罩在其头上的“面纱”一点点被揭开。

时隔80载终现身

近 80 年来，世界各国物理学家从来没有

停止过对“天使粒子”的探寻。科学家们相

信，中微子可能就是自己的反粒子。目前，包

括 美 国 新 墨 西 哥 州 浓 缩 氙 观 测 站 实 施 的

EXO-200等四个大型实验正在搜寻中微子，

但由于中微子不带电、质量极小，被称为宇宙

中的“隐身人”，这些寻找天然基本粒子的实

验难度非常大，估计十年内也不会通过这些

实验为“天使粒子”找到答案。

直到 10 年前，科学家们在探索材料物理

学的一些实验中发现，有些材料内可能产生

“天使粒子”。于是，科学家们在另一个“战场”

开始了搜寻“天使粒子”的竞赛：由超导材料中

电子集体行为产生的粒子式激发，称为“准粒

子”。虽然准粒子不像自然界的基本粒子，但

它们仍被认为是真正的马约拉纳费米子。

这次研究中，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王康

隆团队根据自己在拓扑材料领域 10 多年的

积累，与多位华人科学家合作，在真空冷藏室

内，将底部的拓扑绝缘体材料和上面的超导

体薄膜堆叠在一起，形成一种超导拓扑绝缘

体，通过添加少量磁性材料，让电子只沿着拓

扑绝缘体表面的一个边缘单向流动。再向堆

叠的薄膜上扫过一块磁铁，不断调整电子的

流动速度和方向，在某些时刻，他们观察到马

约拉纳费米子从超导层里出现，像电子一样

沿着拓扑绝缘体的边缘流动，只是迈出的每

一“步”，高度只有电子每步的一半。这些“半

步”，就是研究人员一直在寻找的马约拉纳费

米子存在的铁证。

王康隆教授表示，他们最初做实验时，并

没有计划一定要找到这个特別的粒子。2008

年，他们开始拓扑绝缘体的研究，最初是为了

探索这种材料能否应用于低功耗电子芯片的

开发。因为理论预测指出，马约拉那费米子

可能存在于一种量子线和普通超导体薄膜组

成的混合器件中，他们课题组才开始探寻神

秘的马约拉纳费米子。

制造量子计算机的完美选择

这次发现的马约拉纳费米子是一种手性

粒子，“手性”可大致理解为这种粒子只沿一

个方向运动，可用来实现低能耗的信息传输

和处理。

2016 年 6 月，上海交通大学贾金锋课题

组及其合作者在《物理评论快报》上发表论文

指出，他们在拓扑绝缘体和超导体形成的拓

扑超导体界面中，观察到特有的自旋极化电

流，为一维马约拉纳费米子的存在提供了确

凿证据。

而这次研究中，王康隆主导的团队首次

在二维空间观察到手性马约拉纳费米子的量

子态，且在不同的样品中能重复观测。由于

这次发现的是在二维边界上延伸的手性模

式，可用于传输，这对凝聚态中马约拉纳费米

子的研究和应用将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王康隆告诉科技日报记者，马约拉纳费

米子是制造量子计算机的完美选择。与现在

量子计算机面临的最大障碍——被环境噪音

干扰不同，未来量子计算机的每个量子比特

信息可以用两个相距很远的“天使粒子”存

储，这样背景噪音就不可能对它们造成破坏，

它们携带的信息也不会丢失。

（科技日报北京7月23日电）

坚持的回报 意外的惊喜
——王康隆教授谈发现“天使粒子”实验过程

科技日报柏林7月22日电 （记者顾钢）
由德国德累斯顿技术大学科学家领导的国际

研究小组，在一种晶体新材料中成功测得重

力—量子异常。这是科学家们首次观测到模

拟重力场下真实晶体内存在的量子异常现

象。研究发表在新一期的《自然》杂志上。

物理学中能量、脉冲或电荷的形式尽管

会发生变化，但永远不会消失。然而，在特定

条件下，当人们将经典物理学应用于非经典

物理学（如量子力学）时，这一情况就不是必

然，人们称之为量子异常。之前还没有实验

可以证明重力—量子异常，这是科学家首次

在晶体材料上完成量子异常实验，绕过了一

个极其困难的实验——需要足够强的重力场

来观测重力—量子异常。

研究人员通过对晶体材料的研究发现，在

特定情况下，晶体的重力场可通过温差模拟，

如此一来，不需要在实验室中创造一个时空曲

率，就可以在引力场中进行测量。他们使用的

晶体材料为外尔半金属，这种材料拥有一定数

量的名为“外尔费米子”的电子。这种电子有

两种不同的旋转方向，既有左旋电子，又有右

旋电子，而且每种旋转方向其电子的能量和脉

冲保持定值，这样，除非出现量子异常，不管是

左旋还是右旋的电子库能量和脉冲都保持定

值，这一特性在重力—量子异常验证中具有特

殊意义。

研究人员利用导电体电流引起的温差对

新材料进行实验，当在晶体材料上施加额外

的温差时，他们观察到电流随磁场的增加而

增加。这个结果源于原先与旋转方向无关的

固定能量和脉冲值发生变化，如左旋电子比

右旋电子获得更多能量和脉冲，这就为研究

人员验证重力—量子差异找到了证据。

该项目主要研究人员尼曼博士称，借助

这项实验，研究人员可以回答固体物理学领

域的许多难题，并对材料研究领域起到重要

作用。这项研究结果还有助于天体物理学家

更好地了解早期宇宙演变进程以及粒子物理

学家验证粒子衰变等。

模拟重力场下量子异常首次现形
有 助 回 答 固 体 物 理 学 领 域 的 难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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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本报记者 聂翠蓉

何庆林（左）、王康隆（中）、潘磊（右）在位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实验室。
图片由王康隆提供

科技日报北京7月23日电（记者张梦
然）为什么地球上运动最快的动物不是最大

的？英国《自然·生态与进化》杂志近日在线

发表的一篇论文给出了答案：动物加速到最

大速度所需的时间，是限制动物可达到的最

高速度的终极因素。科学家们创建的新模

型通过测量动物（从果蝇到蓝鲸）的体型大

小，就能准确预测其运动速度的上限，结果

发现，中等体型动物运动速度最快。

众所周知，包括猎豹在内的中型动物，

尽管和大型动物相比肌肉更小，肌肉纤维也

更少，但却是陆地上速度最快的动物。相同

的规律也存在于天空和水中，比如旗鱼和游

隼这些中等体形的物种就符合这条规律。

德国综合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iDiv）

的一个研究小组此次建立了一个广义理论

模型，并证明对所有动物来说，加速所需的

时间，才是限制动物可达到的最高速度的

终极因素。这是因为在加速阶段，肌肉必

须做厌氧运动，而这时可用的能量却十分

有限。跟体型小的动物相比，体型大的动

物需要更长的加速时间才能达到最大速

度。因此，如果某种动物厌氧阶段能供肌

肉所用的能量只能让它加速到某一速度，

那么，这一速度便是它的最大速度极限。

研究人员将模型的输出数据和从 474

种动物（从软体动物到鲸鱼，还包括飞行动

物）中获得的数据进行比较后发现，他们的

预测相当准确——大小超过中型的动物，

随着体积的增加，其最大速度飞快下降，这

也能解释为什么中等体型的动物通常是最

快的。

在论文相关的新闻和观点文章中，澳

大利亚昆士兰博物馆科学家认为，该模型

令人兴奋之处是，它不仅能用于陆地动物，

也适用于天空和水中的动物。下一步，需

要对体型相似的动物所表现出的运动行为

的差异进行更深入的核实。

中等体型动物运动速度最快

科技日报北京7月23日电（记者张梦
然）英国《自然》杂志近日发表的一篇论文

指出，人类大约在 6.5万年前首次抵达澳大

利亚北部，早于此前同一考古点挖掘结果

所估计的时间，也早于澳大利亚巨型动物

灭绝的时间，而这或将确定了人类在这些

动物灭绝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人类首次抵达澳大利亚的时间一直存

在争议，目前估计的是在 4.7 万至 6 万年前

左右。争议涉及的一个关键点是位于澳大

利亚北部的岩洞，它是澳大利亚已知最古

老的人类居住点。之前，人们据此推测，现

代人类在 5万至 6万年前出现在澳大利亚，

但对这里人工制品的测年结果，引发了对

上述推测的质疑。

此次，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研究团队

报告了来自该考古点的最新挖掘结果。在

2015年的挖掘中，出土了约 1.1万件人工制

品，包括石片石器、磨石和已知最古老的磨

制石斧。论文作者仔细评估了人工制品的

位置，确保它们与所在的沉积物年份相符，

沉积物年份则通过高级测年技术进行估

计。他们的分析证实了该考古点的地层完

整性，它整体呈现出越往深处年份越久的

模式，因此所得的年份结果比过去更准

确。估计最深的部分约有 6.5万年历史，将

该区域首次有人居住的时间向前推了 5000

年左右。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表

示，上述结果为现代人类走出非洲并在南

亚扩散设置了一个新的最早时间点。不仅

如此，这些发现还表明，现代人类在澳大利

亚巨型动物灭绝之前就已抵达澳洲，而人

类在其灭绝事件中的作用一直存在争议。

人类6.5万年前首抵澳大利亚

近日，在罗马尼亚首都
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空军
进行飞行表演，庆祝空军节。

新华社发（彼得雷斯库
摄）

罗马尼亚

庆祝空军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