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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8月 22日电 （记者刘霞）
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官网 21 日报

道，在月球两极地区最黑暗和最寒冷之处，美

国科学家直接观察到了表面水冰的确切证

据。这些冰沉积物分布不均，而且可能很古

老。南极的大部分冰集中于月球陨石坑；而

北极的冰则分布得更稀疏、广泛。

夏威夷大学和布朗大学的李帅（音译）

领导的科学家小组，使用 NASA 月球矿物绘

图仪（M3）提供的数据，确定了 3 个特定的标

记，可以确凿无疑地证明月球表面存在水

冰。英国《独立报》在 21 日的报道中指出：

“这是科学家首次在月球表面的陨石坑内发

现冰。”

M3 位于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于 2008 年发

射的“月船 1 号”（Chandrayaan-1）航天器上，

拥有独特的装备，可以确认月球上是否存在

固体冰。它收集的数据不仅能获得我们期望

从冰那儿获得的反射特征，也能直接测量冰

分子吸收红外光的独特方式，因此可以区分

液态水、蒸汽和固体冰。

发表在 20 日出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

刊》上的报告称，新发现的大部分水冰位于月

球极地附近陨石坑的阴影中，此处最高气温

从未超过零下 250 华氏度（约-157℃）。由于

月球旋转轴的倾斜非常小，所以，阳光永远照

射不到这些区域。

以前的观察间接地发现了疑似月球南

极表层冰的迹象，但这些蛛丝马迹也可以由

其他现象来解释，例如反射性异常的月球土

壤等。

研究人员指出，如果月球极地表面拥有

足够的冰，那么，这些冰可用于未来的月球探

险甚至月球居留，相比之下，表面的冰比地表

下的水更容易获得。

进一步了解这些冰如何到达月球极地表

面，以及其如何与更大的月球环境相互作用，

将成为 NASA 和商业伙伴关注的重点，因为

他们致力于重返月球，探索这个地球最近的

邻居。

月球两极表面存在水冰获证实
大 部 分 位 于 阳 光 照 不 到 的 陨 石 坑 内

12 年前，天文学家发现了除月球以外

绕 地 球 运 行 的 首 个 自 然 天 体 ，即 名 为

“2006 RH120”的小行星。他们预测，还会

出 现 更 多 这 样 的“ 迷 你 月 球 ”（Mini-

moons）—— 在 地 球 周 围 临 时 被 捕 获 的 直

径为 1 至 2 米的小行星。

美国太空网在近日的报道中指出，尽管

现有技术基本上还无法找到它们，但未来的

技术将能够定期探测和追踪这些“迷你月

球”，并带来新的科学和商业机会。

有助地月系统研究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报道，在发表于近

期《天文学与太空科学前沿》杂志上的一篇

论文中，文章第一作者、夏威夷大学的罗伯

特·耶迪克说：“这些小行星是通过太阳与

行星的引力相互作用，从火星和木星之间

的主要小行星带飞往地球的。这些‘迷你

月球’可为近地空间提供有趣的科学和技

术试验平台。”

耶迪克解释说，首先，由于“迷你月球”体

积小，又靠近地球，它们可帮助我们大大提高

对小行星及地球—月球系统的了解。

文章另一名作者、任职于瑞典吕勒奥理

工大学和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行星科学家

迈克尔·格兰维克称：“目前我们还不完全明

白小行星是由什么构成的，是整块石块？易

碎的沙堆？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东西？太

空任务通常只将少量材料带回地球。陨石

提供了分析小行星的间接方式，但在穿过地

球大气层时，地球大气层会将其摧毁殆尽。

而‘迷你月球’是带回大量大块小行星物质

的极好载体，这种物质可在地球上进行详细

研究。”

此外，从技术和商业角度来看，“迷你月

球”可为研发和试验小行星采矿以及行星防

撞技术（例如改变小行星飞行方向的方法）提

供一个绝佳机会。

未来有望发现更多

虽然科学家预测会有更多这样的“迷你

月球”，但现有技术基本上还未找到它们，只

能偶然发现这些小而快速移动的物体，不过，

未来的技术将能够定期探测和追踪“迷你月

球”，并带来新的科学和商业机会。

耶迪克说：“‘迷你月球’在逃离行星的引

力拖拽或进入大气层之前，只能绕地球旋转

一次。‘迷你月球’太小，而且运行速度太快，

目前的小行星探测技术无法有效探测到它

们。迄今为止，尽管已有一些证据表明存在

‘迷你月球’，但 2006 RH120 是唯一得到证

实的。”

两位作者在文章中写道：“外界对我们的

发现仍可能存在一种心理偏见，因为众所周

知地球没有其他天然卫星，那么，任何以地球

为中心的物体都应该是人造的，即便它们是

在非同寻常的偏远轨道上发现的。”

他们称：“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迷你

月球’不可能存在，因为在几次有关小行星探

测的长期调查中，没有发现任何以地球为中

心的天然物体。”

但研究人员称，即将投入使用的“大型

综 合 巡 天 望 远 镜 ”（LSST）可 能 改 变 一 切 ，

LSST 擅 长 跟 踪 天 空 中 短 暂 发 生 的 事 件 。

耶迪克说：“由于拥有巨大的镜面（可收集

来自微弱物体的光线）和可观测整个天空

的广角相机，LSST 是发现快速移动微型小

行 星 的 理 想 工 具 ，我 们 希 望 它 能 在 未 来 5

年 内 定 期 发 现 此 类（被 地 球）临 时 捕 获 的

物体。”

耶迪克最后分享了他对这些“迷你月球”

的期望：“我希望人类有朝一日可以进入太阳

系深处，进一步探索行星、小行星和彗星，我

认为‘迷你卫星’是这段伟大航行的第一块踏

脚石。”

（科技日报北京8月22日电）

“迷你月球”可能会越来越多
可作为近地空间试验平台 促进小行星采矿等技术发展

本报记者 刘 霞

“迷你月球” 图片来源：美国太空网

科技日报柏林8月 21日电 （记者顾钢）
德国尤利希研究中心专家日前开发出一种新

型固态电池，充电率比现有文献记录的固态

电池高出十倍。新电池组件由磷酸盐化合物

制成，材料经过化学和机械性能的最佳匹配，

实现了电池持续良好的可通性。

固态电池因对热不敏感，不含任何可能

泄漏或着火的液体部件，因此被认为比传统

锂离电池更安全、可靠和耐用。影响固态电

池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是通过的电流低，这

会导致电池充电时间较长。一般固态电池再

次充满需要约 10—12 个小时，而这款新型电

池不到 1个小时就能充足电。

项目负责人坦普尔博士介绍说，在传

统锂离电池中使用液体电解质，能非常好

地接触电极，具有纹理表面的电极像海绵

一样吸收液体，形成一个大的接触区域；而

两种固体材料不能这样相互结合，电极和

电解质之间的接触电阻相应更高，影响电

流的通过。

为了使电流在固体层边界处获得最大的

流动性，研究团队设计的固态电池电极和电

解质采用非常类似的材料组分，由不同的磷

酸盐化合物制成。固体电解质作为稳定的

载体材料，是在磷酸盐电极两侧通过丝网印

刷工艺制成，使用的材料价格合理并容易加

工。新型固态电池基本上不含有毒或有害

物质。

坦普尔称，他们设计的固态电池主要是

基于材料的最佳组合，这项设计证明固态电

池实现高充电率和快速充电是完全可行的，

并因此获得了专利。

参与项目的中国学者石城宇博士介绍

说：“在最初的测试中，新电池的充放电循环

相当稳定，经过 500次充放电仍能保持原始容

量的 84%。当然，新电池还有改进空间，理论

上做到低于 1%的损耗也是可行的。”

尤利希能源和气候研究所所长艾歇尔教

授表示：“新电池目前能量密度为每克约 120

毫安小时，已经非常高了，即使它们仍稍低于

当今市场上的锂离电池。”

该固态电池除了可用于开发电动汽车，

还能应用到航空航天、智能住宅和医疗器械

等众多领域。

新型固态电池充满电仅需 1 小时
将应用于电动汽车、航空航天等领域

科技日报北京8月22日电（记者房琳
琳）据物理学家组织网21日报道，华中科技

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科研人员组成的国际团队，开发出

小于 7纳米的新型存储元器件——平均直

径为5纳米的磁铁。由于尺寸小、热稳定性

高，以及可以应用于简单的自组装工艺制

造，这种纳米磁铁被认为是下一代存储器

件具有超高密度和低功耗的关键。相关论

文发表在最近一期《应用物理快报》上。

以前的研究已经演示了几个不同种类

的个位数纳米结构，然而到目前为止，用于

制造这些结构的所有技术都涉及复杂且昂

贵的图案化工艺，例如光刻和离子束蚀

刻。而在此项新研究中，纳米磁铁可以进

行自组装，只涉及简单的溅射工艺，不需要

任何纳米级图案化加工工艺。

论文作者之一、华中科技大学的洪炯

明认为，这项研究最重要的部分是展示了

具有良好热稳定性的亚 5 纳米存储单元，

这项研究是未来自旋转移力矩随机存取存

储 器（STT MRAM）应 用 的 关 键 组 成 部

分。“我们采用自组装方法制造 5纳米磁晶

粒用于信息存储，无需进行纳米级加工”。

纳米磁铁由铁铂颗粒组成，每个纳米

磁铁都有两个磁化方向。这两个磁化方向

对应于磁隧道结的两种状态（并联和反并

联），并形成非易失性存储单元的基本组建

模块。研究人员利用最先进的高聚焦自旋

探头，证明了由于自旋转移力矩，施加的电

流可以切换单个纳米磁铁的磁化强度。

鉴于超小型纳米磁铁具有高热稳定性，

存储器的数据保留时间可以超过 10年。

目前，该团队正致力于研究以可靠的

方式来控制设备尺寸。

纳米磁铁已经被发现可应用于核磁共

振成像、水处理、生物化学和电子等多个领

域，更有望刷新下一代存储器件的密度与

能耗纪录。现在，科学家开发出 5 纳米磁

晶粒用于信息存储，而未来信息领域的中

心问题，其实就是存储——只有存储容量

的不断增大，才能满足信息社会高速发展

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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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8月22日电（记者张梦
然）据英国《自然·通讯》杂志21日发表的一

项生理学研究，科学家实验证实，一种神经

酰胺合成酶 1（CerS1）抑制剂可以有效防止

小鼠体内的脂质堆积。肌肉组织内含有大

量 C18神经酰胺，而名为 PO53的化合物可

以专门抑制高脂饮食小鼠体内的 C18神经

酰胺合成，减少小鼠体内的脂肪含量。

由于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的改变，肥胖

已成为全球性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肥胖会带来一系列健康相关疾病风险，但目

前可供患者选择的抗肥胖药物却远远不能

满足临床需要，更安全有效的治疗肥胖并减

少肥胖相关疾病风险的药物仍在研发中。

此前研究认为，神经酰胺合成酶参与

生理代谢的调节，但研究人员对不同神经

酰胺的作用一直以来并不完全清楚。据预

测，抑制某些神经酰胺合成酶会对代谢健

康产生巨大益处，而抑制另一些则会产生

不利影响。不过，科学家尚未研发出一种

能作用于生物体内，且具有高活性和选择

性等特性的抑制剂。

此次，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研究

人员尼格尔·特纳及其同事，合成了一种能

抑制 CerS1的小分子 PO53，并发现 P053可

以减少高脂饮食小鼠体内储存的脂肪，同

时不会导致胰岛素抵抗产生变化。研究人

员认为，可能是小鼠肌肉内脂肪酸氧化的

增强导致了脂质堆积的减少。

研究团队证实，PO53在肌肉脂肪酸氧

化和体内脂肪储存的内源性调控中起到了

关键作用。这项研究结果或为治疗肥胖开

辟了一条全新路径，但结果能否适用于人

类仍待进一步研究。

减肥有望！小鼠实验发现抗肥胖靶点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22日电 （记者张梦
然）据物理学家组织网日前消息，麻省理工学

院天文学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星系团就藏身

在我们显而易见之处，而几十年来却一直未

被观测到。该星团距离地球仅 24 亿光年，由

数百个独立星系组成。对星系团的探测将有

助于准确估计宇宙膨胀的速度。

星系团是由成百上千个星系组成的集

合，这些星系被引力束缚在一起。迄今为止

发现的星团中最大、最亮的是“凤凰星团”，距

离地球约 70亿光年。

此 次 发 现 的 星 系 团 中 心 有 一 个 名 为

PKS1353-341 的类星体，其非常明亮，以至于

掩盖了周遭的一切，导致几十年来，天文学家

们在夜空中观察到它时，都认为这是一个“孤

独”的角色。

但在最新分析中，研究人员依据多台设

备全天空调查的数据，并筛查红外、无线电和

X 射线的明亮光源，发现这颗明亮天体背后

隐藏着巨大秘密——这里正是一个类似“凤

凰”的星系团。

这个星系团中有数百个独立的星系，总

质量约为 690 万亿个太阳。相比之下，我们

的银河系大约只有 4000 亿个太阳质量。研

究小组还计算得出，星团中心的类星体比太

阳亮 460 亿倍——很可能是它“疯狂吞噬”的

结果。

麻省理工学院 Kavli 天体物理和空间研

究所科学家迈克尔·麦克唐纳是 2012年“凤凰

星团”的发现者之一，他表示，团队成员自责

为什么没能更早发现它，因为其性质非常极

端，也非常明亮，而这是因为人们有了先入为

主的概念，所以错过了。

为了判断是否还有其他的星系团被简单

地认错，研究人员已建立了一项名为“芯片”

（CHiPS）的调查，专门针对隐藏在普通视线

下的星团，旨在重新评估过去拍摄的 X 射线

图像。

相关研究报告发表在《天体物理学》杂

志上。

一个庞大星系团就藏在“显而易见”处
距地球仅 24亿光年，含数百个独立星系

创新连线·英国

（本栏目稿件来源：英国皇家学会官
网 整编：本报记者 张梦然）

人类至少有 7000 多种不同的语言，这

种多样性强加了社会界限，对我们的认知

和经济生活、思考方式以及人们之间的互

动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瑞士苏黎世大学（UZH）的研究人员

在《英国皇家学会学报 B》上发表文章称，

他们在大型数据集上运用机器学习技术证

明，当前的语言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

于过去 10000 年过渡到农业型社会所带来

的环境风险（降雨、温度）增加所致。但在

这种转变之前，语言差异不是由环境风险

驱动的，而更多是由独立的社会因素驱动

的，这一点在现今有记录的狩猎—采集型

社会中仍然可见。

机器学习分析出语言多样性成因

森林生态系统是陆地生态系统最大的

碳库，对全球碳平衡有着重要影响。包括

瑞士苏黎世大学在内的研究团队在《英国

皇家学会学报 B》上发表文章称，他们测量

了 27个亚热带森林林分（指内部特征大体

一致而与邻近地段有明显区别的一片森

林）的碳储量和通量。结果发现，树种丰富

的林分具有更快的碳循环，在地上和地下

生态系统的“隔间”（包括树木、树根、枯枝

落叶和土壤）中储存的碳更多，而物种贫瘠

的林分则不是这样。

这意味着，如果在造林项目中使用多

品种而不是单一栽培种植，那么每年可以

从大气中额外固定 3 亿美元的碳，从而为

对抗全球气候变暖贡献更多力量。研究人

员表示，种植战略的改变，将同时有助于保

护森林的生物多样性。

树种丰富度影响森林生态系统碳储量

8月 21日，在俄罗斯莫斯科州，一名男子在“军队-2018”国际军事技术论坛上体验虚拟现
实设备。

由俄罗斯国防部主办的“军队-2018”国际军事技术论坛21日在莫斯科州库宾卡市开幕。
来自多个国家的军事代表团、参展企业和专家学者将在论坛期间就军事技术合作展开洽谈，部
分国际先进武器装备也将公开展出并表演。 新华社发（叶甫盖尼·西尼岑摄）

“军队-2018”国际军事技术论坛在俄罗斯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