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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连线·俄罗斯

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 10 月 30 日电 （记者刘
霞）量子理论预测，大量原子能发生量子纠

缠。此前，科学家曾展示了 2900 个原子的量

子纠缠现象。据物理学家组织网报道，瑞士

日内瓦大学的科学家在最新研究中，展示了

1600 万个原子在一个 1 厘米见方晶体内的量

子纠缠，研究发表在近日出版的《自然·通信》

杂志上。

量子纠缠是量子力学理论预测的一种物

理现象，指粒子在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粒子组

成系统中相互影响，这种影响不受距离的限

制，即使两个粒子分隔在直径达 10 万光年的

银河系两端，一个粒子的变化仍会瞬间影响

另外一个粒子。

量子纠缠是方兴未艾的量子革命的先决

条件，对量子计算机的运算能力和操作模式

影响巨大。此外，根据量子纠缠原理，科学家

提出了量子通信的设想。

按照不确定性原理，这种传输信息的方

式从根本上杜绝了被破译的可能，即使信息

被截取，其不确定性也会使破译者根本无从

下手，这对数据保护尤其是数据加密来说至

关重要。

让两个粒子发生纠缠并非难事。例如，

分开一个光子会生成两个相互纠缠的光子，

这两个光子拥有相同的属性和行为。日内瓦

大学应用科学团队的研究人员弗洛里安·夫

洛韦思说：“但我们无法直接观测几百万个原

子之间的纠缠过程，因为需要收集和分析的

数据量太大。”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此次夫洛韦思和同

事选择了一种不那么直接的方法：他们让一

个光子通过一个量子中继器——被冷却到零

下 270℃的富含稀土原子的晶体。当单个光

子渗入这个小晶块时，其内的原子会发生纠

缠；而当晶体再次释放单个光子但没有阅读

它接收的信息时，纠缠再次发生。他们研究

了晶体重新释放出来的光的属性，同时分析

了其统计特性等，成功展示了 1600 万个原子

之间的纠缠现象。

1600 万 个 原 子 在 1 厘 米 见 方 晶 体 内 ——

“量子纠缠”原子数量再创纪录

深入了解地球系统的物理、化学、生物

等信息，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日

前，地球观测组织（GEO）第 14 届全会及相

关活动在美国华盛顿举行。GEO 中国联合

主席、科技部副部长黄卫率领代表团参加

会议并举行多场活动，展示我国在地球观

测领域取得的最新成果，宣介我们作为一

个负责任大国对全世界所作的贡献。中国

的成就和相关努力获得了国际同行的高度

评价。

深度参与获得国际肯定

GEO 是目前国际地球观测领域最大、最

权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自 2005 年成立以

来，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综合、协调和可持续

的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GEOSS），为人类

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从原始观测数据到信息

的服务。

我国作为 GEO 创始国、执委会成员国和

联合主席国之一，为其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 GEO 中具有重要地位和较高话语权。据

了解，在 GEOSS 第一个十年执行计划的 9 个

具有重要进展的项目中，我国实质性地参与

了 4 个 ；而 在 GEO 第 二 个 十 年（2016 年 至

2025 年）执行计划中，我国参与了近 20 个项

目，其中部分项目，如亚洲及大洋洲综合地球

观测系统（AOGEOSS）、全球寒区空间信息

服务、全球农业旱灾监测计划等，为我国倡导

提出并牵头实施。

中国对 GEO 的贡献，得到了国际广泛认

可。GEO 秘书处主任芭芭拉·瑞恩在会议上

称赞，中国对 GEO，尤其是对亚洲及大洋洲

地区 GEO的发展所作贡献巨大。

多项活动展示最新成果

在本次 GEO 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除参

加 全 会 外 ，还 举 办 了 多 场 活 动 ，介 绍 中 国

GEOSS 的进展及在地球观测领域取得的创

新成果。

代表团组织的三场边会介绍了《中国面

向全球的综合地球观测系统十年执行计划

（2016－2025年）》（以下简称中国十年执行计

划）《全球生态环境遥感监测 2017 年度报告》

（GEOARC）、中国碳卫星和风云四号卫星项

目情况及研究成果等情况。其中，中国十年

执行计划积极响应 GEO 第二个十年执行计

划和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中国

未来 GEOSS 建设的关键目标、行动方案、执

行机制等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充分体现了大

国担当精神。两份 GEOARC 专题报告——

《全球重大自然灾害对植被的影响》《“一带一

路”生态环境状况》，则是科技部和中国遥感

界积极应对全球变化、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一项实际行动，同时也是践行

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举措。

“中国日”宣传活动，对外正式发布中国

十年执行计划、GEOARC 专题报告和数据

集，并举行了中国国家综合地球观测数据共

享平台“国际门户网站”开通仪式。

服务全球彰显大国担当

GEO 是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具有领导地

位的多边科技合作机制，通过这个舞台，我国

积极推动全球地球观测能力建设，积极推动

观测数据共享，充分展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

的担当精神。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积极呼吁提

升发展中国家的地球观测能力建设，提出国家

GEOSS建设是全球 GEOSS建设的基础，尤其

要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决策服务。同时，我国

还提出GEOSS建设中要注重发挥区域联合主

席的协调作用，积极推动区域 GEOSS 的建

设。由我国推动的AOGEOSS项目，已被正式

列为 GEO2017 年至 2019 年工作计划项目。

这是我国成功布设全球综合观测网络的第一

步，也是亚大区域开展 GEOSS建设的最重要

内容，将为全球GEOSS作出巨大贡献。

地球观测的最直接成果是数据，在推动

数据共享方面，中国也走在前列。中国科学

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卫星数据技术部主

任李国庆博士表示，在有效保证数据安全的

前提下，在充分维护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中国

积极推动地球观测数据共享，让科研成果惠

及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据他介绍，此次

开通的“国际门户网站”，是我国向国际用户

提供中国卫星数据免费使用的主渠道。在灾

害响应方面，我国也将 GEO 机制发挥到了极

致。他举例说，9 月墨西哥发生地震，我国在

震后仅两个小时就发布了相关的影像数据，

有力地支持了震区抗震救灾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代表团在本次会议

上宣布，中国碳卫星监测二氧化碳浓度的数

据向全球开放共享。这一举动受到多国科学

家的欢迎。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遥

感应用室副主任张兴赢博士向科技日报记者

表示，我国碳卫星数据开放共享，将极大地推

进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研究，对全球应对气候

变化工作开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观 测 地 球 ，中 国 走 在 前 列
——GEO大会赞誉我服务全球的大国担当

本报驻美国记者 刘海英

中国发射的全球CO2监测卫星的数据将开放共享。 图片来自网络

科技日报北京10月 30日电 （记者房琳
琳）《自然》杂志官网近日报道称，美国国家航

空航天局（NASA）“卡西尼”号土星探测器在

结束使命一个多月后，仍继续带给人们惊

喜。数据显示，土星庞大的标志物——“土星

环”在土星上层大气中“喷洒”出微小的尘埃

颗粒，形成了复杂又出乎意料的重分子化学

物质。

“卡西尼”号最后五个月在土星和土星环

之间往复“深潜”，其质谱仪检测到了奇怪的

化学物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

验室的行星科学家马克·佩里说：“我们中了

大奖！”他在美国犹他州举行的天文学行星科

学会议上报告了这一研究结果。

任务科学家原本预计，质谱仪会发现

其 中 存 在 水 分 子 特 征 。 上 世 纪 七 八 十 年

代，NASA“先驱者”号和“旅行者”号探测

器发现，土星上层大气中的带电粒子少于

预期。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于 1984 年提

出，把带电粒子从土星大气层剥离出去的

催化剂，或许是从土星环以冰形式脱离出

来的水分子。“卡西尼”号最后几个月的探

测，给了科学家第一次直接验证这一假设

的机会。

但科学家团队并没有发现太多水的迹

象，来自质谱仪的数据显示的是一些不可思

议的化学物质，包括甲烷、可能是一氧化碳和

另一种更复杂的分子。其浓度在土星赤道和

高海拔地区达到高峰，说明它们正在从土星

环脱离出来，并汇入土星大气层。佩里对与

会者表示，探测器进入大气层越深，测量结果

变得越不可思议，但探测到的重分子具体种

类还没确定。

佩里的团队经过分析发现，这些可能

脱离土星环的化学物质是一种仅直径为 1

纳米—10 纳米的微小尘埃颗粒，但质量却

相对较重。这些重分子颗粒如何从土星环

来 到 大 气 ？ 这 一 遗 留 问 题 还 有 待 继 续 研

究，毕竟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模型模拟过

这一过程。

土 星 大 气 存 在 神 秘 重 分 子

本周焦点

CRISPR 2.0时代即将到来
《自然》杂志发布重磅论文：美国博德研

究所宣布一种新型碱基编辑器——可编程

蛋白质机器问世，其对细菌和人类 DNA 均

有效，效率高于目前任何其他基因组编辑方

法，且几乎无任何不良副作用。这种“点对

点”打击致病基因的方法将推动人类遗传疾

病新疗法研究。

本周明星

新版“阿法狗”无需人类指导迅速成为
围棋霸主

人工智能领域再次出现惊人突破：一款

新版的“阿法狗”计算机程序能够从空白状

态起，在不需要任何人类棋谱输入的条件

下，自学围棋，无师自通，自学成才。这款新

程序名叫“阿法元”（AlphaGo Zero），其以

100 比 0 的不败战绩，狠狠打击了曾书写历

史的旧版“阿法狗”。

技术刷新

小鼠新型全能干细胞问世
英国研究团队借助一种全新方法，利

用 小 鼠 发 育 最 初 期 的 4—8 个 细 胞 胚 胎 ，

培育出了一种全能干细胞系——扩展潜

能干细胞（EPSCs）。新细胞不仅能发育成

任何类型的细胞，且发育潜力超过胚胎干

细胞等，对人类的再生医学意义重大，有

望为研究治疗流产和发育紊乱问题开辟

新方向。

前沿探索

火星有条看不见的“尾巴”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火星大气与

挥发演化探测器”（MAVEN）最新探测发

现，火星拥有“隐形”的磁场尾巴（磁尾），且

与太阳风相互作用而发生了扭曲。这表

明，在火星上制造出磁尾的这一过程——

磁重联，可能也是造成火星本已稀薄的大

气逃逸到太空的“幕后黑手”。

新大气模型有助宜居星球探索
美国和日本科学家团队使用新模型计

算目标星球的三维条件，可模拟一维模型无

法企及的大气流动特征，有助在未来研究中

发现地外行星可居住性，并进一步确定候选

星球。

奇观轶闻

4000光年外或有一个地外月球
今年 7 月，一项研究获得了令人兴奋的

证据——第一次发现太阳系外行星也拥有

“月球”。但其形成机制尚是谜团，哈勃望远

镜将对它进行观测，一旦证实，将标志着人

类开启了在宇宙中寻找生命的新篇章。

月球地下存在巨大空洞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对

绕月飞行的“月亮女神”雷达探测器获得的

数据进行分析后，确认月球火山地区的地下

数十米至数百米深处存在多个空洞，其中一

个纵向空洞从东向西长达数十公里，为未来

人类探月又添备选基地。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一 周 国 际 要 闻
（10月23日—10月29日）

科技日报北京10月 30日电 （记者张
梦然）据美国知名科技媒体 ArsTechnica 近

日消息称，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旗下

太空公司蓝色起源（Blue Origin），首次为

一种完全可重复使用的火箭引擎 BE-4 成

功点火。这是美国 20年来生产的最强大引

擎。此次成功使得美国太空私企之间的

“大战”愈加激烈。

BE-4引擎是蓝色起源公司在过去 6年

时间里的重点研发对象。日前，在得克萨

斯州西部的一处设施内，该公司对 BE-4引

擎进行了半功率点火试验，随后在推特上

分享了点火的画面，并称：“我们的 BE-4发

动机首次点火试验获得成功。”

BE-4 引擎在美国未来太空发展中扮

演极其重要角色。其将首先用于蓝色起源

公司的新格伦（New Glenn）轨道火箭，而

著名的美国联合发射联盟也在考虑使用该

引擎——过去 10 年里，联合发射联盟一直

在依赖俄罗斯制造的火箭引擎来发动美国

军方的阿特拉斯-5 型运载火箭，现已到了

不得不寻找另外的供应商的时机，而 BE-4

引擎很有可能帮助美国政府摆脱依靠俄罗

斯火箭引擎的历史。

BE-4 引擎的技术优势是可以重复使

用，而且推力达到 55 万磅。这是继 20 年前

洛克达因公司的 RS-68 引擎之后，美国开

发的最强大火箭引擎。相比之下，太空探

索技术公司（SpaceX）正大力研发的全新

“猛禽”引擎，海平面推力为 38万磅。

因 此 ，这 一 成 功 让 埃 隆·马 斯 克 的

SpaceX 和贝索斯的蓝色起源之间的一场

“太空大战”更为白热化。之前有专家曾担

心，蓝色起源在开发和运营高可靠性航天

基础设施方面存在一定困难，但这次点火

打消了人们的疑虑。这也使该公司向利用

新型火箭发射宇宙飞船的目标迈进了一大

步，同时有助实现贝索斯制造载人登月火

箭的抱负。据此前消息，蓝色起源最早将

在 2020年代实现载人登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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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阿尔及尔10月 30日电（记

者矫阳）当地时间上午 9时 30分，中国铁建

于北非率先攻克泥灰岩地质施工世界难题，

承建的阿尔及利亚北方铁路干线控制工程，

也是北非第一长隧，即甘塔斯隧道贯通。

甘塔斯隧道位于首都阿尔及尔以西

100 公里，为分离式双洞单线隧道，左线长

7335 米，右线长 7346 米，设计标准为时速

160公里。隧道地质属泥灰岩，区域构造上

属于地中海褶皱带，围岩内地应力高，极易

造成膨胀变形，施工难度世界罕见，被形容

为在面粉里边打洞。

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杨广玉在接受

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甘塔斯隧道的

顺利贯通，是迄今中国企业以中国技术承

建欧标工程的成功范例，为今后中国企业

走出去积累了宝贵经验。

阿尔及利亚北方铁路干线连接阿尔及

尔和第二大城市奥兰，始建于十九世纪末，

设计最高时速 80 公里，是该国最重要的铁

路交通动脉，东与摩洛哥和突尼斯相连，统

称地中海沿海铁路。受制于之前的技术，

既有阿尔及利亚北方干线设计只能绕行甘

塔斯山。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阿尔及尔开始对

北方干线进行提速改造。经全球范围严格

招标，2009年，中国铁建全资子公司中国土

木工程集团联合土耳其奥兹共公司，共同

签约甘塔斯隧道项目。

2011 年 8 月 31 日，甘塔斯隧道进口右

洞开始掘进施工。在北非建筑市场林立的

世界企业中，中国铁建历经 6 年艰苦奋战，

率先攻克泥灰岩地质施工难题，受到阿尔

及利亚公共工程及交通部部长阿卜杜勒卡

尼·扎兰高度评价。

据介绍，甘塔斯隧道建成后，北方铁路

干线将使阿尔及尔至奥兰运输时间缩短一

半，除惠及沿线占全国 70%人口出行外，还

将大大提高阿尔及尔沿地中海所有港口的

货物运量。

率先攻克泥灰岩地质施工世界难题

中企承建的北非第一长隧贯通

微生物学家和生物物理学家都希望了解

食物如何转化为身体所需的能量。俄罗斯国

家研究型工艺技术大学“莫斯科国立钢铁合

金学院”（NUST MISiS）研究人员，联合奥地

利林茨约翰内斯·开普勒大学生物物理学院

的专家，揭开了质子如何牵引数百亿线粒体

维持这一“微观能量中心”运转的奥秘。

质子被线粒体“俘获”后形成人体最主要

的能量分子——ATP（三磷酸腺苷），ATP分

解会释放我们所需的能量，维持恒定体温，被

称为万能的“蓄电池”，可为细胞内发生的大

多数反应提供能量。

这一基础研究成果不仅帮助科学家进

一步了解细胞能量产生的普遍机制，也为

药理学研究开启广阔前景，可用于研制解

毒药剂，预防甲亢等相关疾病。

“人体发电站”运转之谜破解

俄罗斯国立核能研究大学莫斯科工程

物理学院（MEPhI）的学者们，研制出一种

制造量子点材料的新技术，有助于研发吸

收广谱太阳光的便宜太阳能电池。

现行光电装置是基于硅的无机半导体材

料，效率低，不能处理全部光谱，且成本昂贵。

量子点即大小在几纳米的半导体晶体，

改变其尺寸，可以轻易控制太阳能电池的性

质，如扩大吸收光谱。量子点冷凝物生产是

通过简单廉价方法进行的，但为了获得高质

量的镀层，必须仔细挑选生产条件和把量子

点连结在一起的有机分子类型。

俄学者开发出了在室温下取代配位基

的技术，有助于改变量子点之间的距离，以

此控制电荷能源传递的效率，不仅用来制

造光电电池或发光二极管，还可以制造更

复杂的半导体结构，如用作制造高度敏感

的新一代传感器的半导体结构。

（本栏目稿件来源：“卫星”新闻通讯
社 整编：本报记者 房琳琳）

量子点有助太阳能电池更便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