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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连线·俄罗斯

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 3月 25日电 （记者张梦
然）据英国《自然》杂志 25 日发表的一项量子

物理学最新研究，美国科学家团队设计了一

种将会影响下一代引力波探测器噪声测量的

机制，有助于开发降低这种噪声的技术，从而

大幅提高引力波探测的灵敏度。

引力波探测意味着人类在前往未知世界

的路上更进了一步。但诸如升级改造后的美

国 激 光 干 涉 引 力 波 天 文 台（Advanced LI-

GO）、欧洲处女座引力波天文台（VIRGO）和

日本大型低温引力波探测器（KAGRA）等顶

尖设备，都需要高激光功率来探测引力波信

号。虽然提高激光功率可以抵抗部分噪声

源 ，但 是 这 样 却 会 以 量 子 辐 射 压 力 噪 声

（QRPN）的形式，限制引力波探测器的灵敏

度。QRPN 是由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阐发的

一种效应。

虽然目前已提出了大量减轻这种量子噪

声的方法，但是要检验此类技术还需要付出

进一步的努力，因为要在与引力波探测器相

关的条件下，研究量子辐射压力噪声非常具

有挑战性。因此长期以来，研究人员一直难

以调查量子辐射压力噪声可能对类似于 Ad-

vanced LIGO的系统所产生的影响。

此次，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研究人

员托马斯·考比特及其同事，设计了一种最小

化经典噪声的系统，以避免经典噪声掩盖量

子噪声源的影响。实验中，他们展示了量子

辐射压力噪声可以在室温条件下的广泛频率

范围内被测量到，而且还会在 2kHz—100kHz

频率之间影响其系统，该频率范围接近与引

力波探测器相关的频率范围。

研究人员表示，他们的模型为检测那些

用以减少量子噪声源的方法打造了一个平

台，这一设计的目标是大幅提高下一代引力

波探测器的灵敏度。

新机制可测量量子辐射压力噪声
有助提高下一代引力波探测器灵敏度

3 月 21 日至 26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意

大利、摩纳哥和法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我

国国家元首 2019 年度首访，凸显了中国对欧

洲的高度重视。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科技公

参孙玉明日前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详

细阐述了中法科技合作在新时期的重要战

略意义。

中法科技合作敢为人先

孙玉明公参表示，中法科技创新合作历

来“敢为人先”。1964 年中法建交，法国成为

首个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

国。1978年中法签订政府间科技合作框架协

议，这也是中国与西方大国签署的首个政府

间科技合作协议。历经 40个春秋的中法科技

合作与中国改革开放相伴相随，同步发展、深

化。法国是欧盟和世界大国，其能在众多重

大关键领域力避外来干涉，坚持与中国合作，

除经济利益的驱动外，还源于中法间特殊的

战略关系及法国外交的独立性、自主性。

重大科技合作领域成
果丰硕

孙玉明表示，科技合作作为中法双边关

系的重要内容，受到两国国家领导人和两国

政府极大关注，特别是 2014 年习主席访法以

来，在两国政府、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共同

努力下，双方在诸多领域取得丰硕成果。

在核能领域，中法民用核能始终保持高

位合作。2018 年 1 月马克龙总统访华期间，

两国领导人共同为世界首座先进压水堆三

代核电站——台山核电站命名揭幕。两国

合作建设的台山核电站 1 号机组已成为全球

首台商业运营的 EPR 机组。同时，中法两国

都重视核燃料闭式循环在核能可持续发展

中的重要作用，并支持正在进行的商业谈

判，以使中国乏燃料后处理/再循环工厂项

目以安全、具有经济性以及符合双方共同利

益的方式实现。

在航天领域，尽管在对华合作时受到外

来因素的限制，法国依然能长期保持对华合

作，并在空间轨道数据共享、航空发动机设

计、卫星关键元器件设计与生产等方面取得

一系列合作成果。卫星合作方面，中法海洋

卫星已于 2018 年成功发射，中法天文卫星计

划于 2021年发射。双方还将继续推进在空间

站、月球与火星等深空探测、地球科学、空间

科学及气候变化等领域的深度合作，积极紧

密联手落实第 21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

《巴黎协定》。

在航空领域，双方充分利用中法民用航

空工业合作工作组合作平台，中航工业集团、

中国商飞公司等多家中方企业与法国航空工

业集团、空客集团、赛峰集团等法方企业共同

围绕商用飞机、直升机、航空发动机重载飞

艇、航电系统与空管设备以及飞行器总装引

进生产等领域开展深度磋商，拓展双边合作。

在生物医疗领域，“中法 P4 实验室”意义

非凡。2017 年，中法 P4 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

室合作取得关键性进展。该实验室是中法两

国最高领导人亲自推动的战略性重大平台合

作项目，自建设之初就备受两国领导人关

注。2017 年“中法 P4 实验室”正式通过评审，

标志着历经 10余年建设之久的中法最高水平

新发传染病研发平台正式具备“战斗力”，成

为我国应对全球重大公共卫生挑战的“国之

重器”，实现了我国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

下一阶段，双方将积极探索从“建好”到“用

好”的合作机制，围绕实验室管理和前沿研究

两个层面提升两国在该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中法科技合作具有战
略意义

中法科技合作联委会第 14届会议不久前

在北京召开，双方就两国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

进行了深入交流，决定在联合实验室、联合资

助机制、人员交流、举办主题研讨会、开展创新

创业合作等几个方面加强顶层设计，并共同确

定卫生健康、农业、人工智能、先进材料、空间、

环境、粒子物理 7个优先合作领域。这既是落

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也是延续并进一步深

化中法两国间强劲的科技合作。

孙玉明表示，当前大国战略博弈加剧，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酝酿之中，世

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对国家发展

的重要战略意义进一步凸显。2019年是中法

建交 55 周年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100 周年，

中法科技合作经历了四十余年砥砺前行，有

坚实的基础和光明的未来，对进一步推动中

法战略合作，并作为表率推动中欧科技合作

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孙玉明最后表示，习近平主席访法，与马

克龙总统达成的共识，将为推进中法科技创

新合作进一步指明方向。我们最重要的任

务，是将这些共识贯彻好、落实好，让中法科

技创新合作产生巨大成效，服务于中法两国

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于第三方市场（非洲）

的发展，推动全人类的共同进步。

中法科技合作：成果丰硕 意义非凡
——访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科技公参孙玉明

本报记者 李宏策

中法合作项目——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即武汉 P4实验室）竣工仪式现
场。 图片来自网络

科技日报北京 3月 25日电 （记者房
琳琳）美国罗格斯大学—新不伦瑞克工程

师创造了一种柔性轻质材料，经 4D打印后

的材料可用于飞机和无人机的机翼、柔软

机器人、微型植入式生物医疗装置等，能更

好地实现减震和变形。相关成果发表在最

近一期《材料视界》杂志中。

3D 打印也被称为增材制造，可通过逐

层打印的方式，将预先构建的数字蓝图转

变为物体。

基于这项技术的 4D 打印有一个很大

的不同之处，它使用特殊材料和复杂设计

来打印物体，这些物体在环境条件如温度

变化下，会随之改变形状。

工程师们创造的这种新“超材料”，经

过精心设计，具有自然界中找不到的特性，

它们不同寻常甚至违反直觉。以前，超材

料的性质和形状一旦制造出来就不可逆

转，但此次用热量来调整特性的超材料，能

在被击打时保持刚性，或像海绵一样变软

以吸收震动。

在室温 73华氏度（约 22.8℃）和 194华

氏度（90℃）之间的温度区间，刚性调节可

以超过 100 倍，从而很好地控制减震。材

料可重新成形，以用于各种目的。它们暂

时变形，转变为任何形状，然后在加热时，

根据需要回复其原始形状。

这种神奇的材料，可用于提高飞机或无

人机机翼性能，还可用于空间发射的坍塌轻

质结构，甚至更大结构的太空板的重建。由

这种材料制成的软机器人像章鱼一样柔韧，

可根据环境和当前任务，调整灵活性或刚

度。而将其插入微小装置植入人体进行诊

断或治疗，可以让介入装置暂时变得柔软和

灵活，进入人体进行微创手术并减少疼痛。

我有一根仙女棒，变大变小变漂亮。

在 4D打印技术的加持下，在现实世界上演

一场“超级变变变”不再是童话。只需特定

的条件，比如温度或者湿度，不需要复杂的

机电设计，材料就能“聪明乖巧”地改变自

身的性质和形状。文中提到的“超材料”，

也正是具有特殊甚至反常性质的人造材

料。人类给予材料神奇的“魔法”，而材料

又将这种“魔法”回馈给人类。尽管技术还

不成熟，但可以想象，若超材料得到普遍应

用，那如今很多科幻小说里的场景，和现实

一比，都会相形见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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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3月25日电（记者刘霞）据

英国《新科学家》网站近日报道，日本的“隼鸟

2”号探测器传回的首批数据表明，小行星“龙

宫”非常干燥，这让人惊讶不已。科学家表

示，这些发现将增进人们对地球上水的起源

的了解，也有助于在其他恒星系寻找生命。

2018 年 6 月，“隼鸟 2”号抵达“龙宫”，然

后放下 3个着陆器，从“龙宫”表面抓取了一些

地表土样本，拍摄了其表面成分的图片，并对

表面进行了测量，取得了一些“诱人发现”。

东京大学地球与行星科学系的杉田精司

（音译）在公布探测任务初步发现时说：“首要

的发现是‘龙宫’似乎缺水。它的干燥程度远

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考虑到‘龙宫’还很年

轻（按小行星的标准），大约有 1 亿年历史，这

表明它的母体也基本上没有水。”

测量结果还表明，“龙宫”的表面相当均

匀。它非常暗，只能反射照射其上不到 2%

的光。科学家将其与在地球上收集的陨石

进行比较，认为小行星在过去——或许在当

它从其母体上脱离时被加热过。而且，因为

“龙宫”的表面非常均匀，其母体可能是通过

放射性物质加热而不是被其他物体撞击失

去了水分。

杉田精司说，这一发现意义重大，因为地

球上所有的水据信都来自小行星、遥远的彗

星，以及后来成为太阳的星云或尘埃云。小

行星带存在干燥的小行星，将改变描述早期

太阳系化学构成的模型。

此外，这一发现对寻找外星球生命也有

意义。杉田精司说：“恒星系的数量多得惊

人，寻找我们所处太阳系之外的生命需要方

向。这一研究结果可以改进一些模型，帮助

限定探索生命应该瞄准哪些恒星系。”

“隼鸟 2”号首批数据表明：

小 行 星“ 龙 宫 ”很 干 燥

近距离观察小行星“龙宫”。

科技日报北京3月 25日电 （记者刘霞）
据美国《每日科学》网站近日报道，瑞典研究

人员使用先进的计算机模拟技术，揭示了木

星在太阳系内的奇妙旅程：木星形成时与太

阳间的距离为现在的 4倍，在大约 70万年间，

木星迁徙到现有的轨道。

研究主要作者、隆德大学天文学者西蒙

娜·皮尔尼说：“大约 45 亿年前，木星刚刚形

成。这是我们第一次证明木星形成时离太阳

很远，然后迁移到现在的轨道。我们在绕着

木星周围轨道运行的特洛伊小行星（Trojan

asteroids）上发现了木星迁移的证据。”

这些特洛伊小行星分成两组，每一组

都包含有成千上万颗小行星，它们与太阳

的距离等于木星与太阳的距离，但它们分

别位于木星的前方和后方，且位于木星前

方的特洛伊小行星的数量比位于其后的多

约 50%，正是这种不对称性成为研究人员理

解木星迁移的关键。隆德大学天文学教授

安德斯·约翰森说：“在太阳系中，不对称性

一直是个谜。”

研究人员通过计算机模拟得出，只有当

木星形成时与太阳间的距离为现在的 4 倍，

并随后迁移到其当前位置，目前的不对称性

才会发生。在木星走向太阳的旅途中，木星

自身的引力将更多特洛伊小行星吸引到前方

而非后方。

计算还表明，木星的迁移持续了约 70 万

年，迁移与木星周围气体的引力有关。

模拟结果显示，当木星是一颗没有气体

大气层的年轻行星时，特洛伊小行星被吸引

进来，这意味着这些小行星与木星内核拥有

相似的构造成份。2021 年，美国国家航空航

天局的太空探测器“露西”（Lucy）将被发射到

木星的 6 颗特洛伊小行星附近。约翰森说：

“我们可以通过研究特洛伊小行星来了解木

星的内核和形成情况。”

研究作者还提出，气态巨行星土星和“冰

巨人”天王星、海王星或许也采用了同样的迁

徙方式。

新研究揭示木星在太阳系的奇妙旅程
木星形成时与太阳距离是现在的 4倍

英国巴洛克艺术的杰作——老皇家海军学院壁画大厅，经过艺术家们为期两年的清理和修
缮，于本月23日再次对公众开放。大厅展现的壁画最早完成于1705年，期间经过10次维护，本
次修缮共花费850万英镑，绘画面积扩大到4000平方米。

图为老皇家海军学院首席执行官麦克康维纳女士向记者介绍壁画维护修缮情况。
科技日报驻英国记者 田学科摄

英国老海军学院壁画大厅

科技日报北京 3月 25日电 （记者张
梦然）英国《自然》杂志近日在线发表一项

医学研究，描述了一种由重复性头部创伤

（如运动伤害）引起的神经退行性疾病中的

蛋白质组装。这项新研究表明，慢性创伤

性脑部病变（CTE）中的 tau 蛋白组装与阿

尔茨海默病中的略有不同，虽然影响这两

种疾病的是同一种 tau 蛋白。该发现也证

明，tau 蛋白组装的细微差异，定义了不同

的神经退行性疾病。

慢性创伤性脑部病变的特征是 tau 蛋

白累积聚合，与阿尔茨海默病类似。慢性

创伤性脑部病变会影响接触性运动（如拳

击和美式橄榄球）运动员、退伍军人和遭受

过身体虐待的人群。该病的症状包括行

为、情绪和思维出现异常，一般在受伤后很

长一段时间才会显现，而且会随着时间推

移不断加重，甚至导致失智。虽然之前已

经鉴定发现 tau 蛋白组装对于慢性创伤性

脑部病变进展具有一定影响，但是目前仍

然缺乏对其结构的详细了解。

此次，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分子生物学

实验室的科学家团队，研究了三名慢性创伤

性脑部病变患者：一名美式橄榄球球员和两

名拳击手，确定了三人大脑中的tau蛋白的结

构。他们发现三人的tau蛋白组装结构完全

相同，但是和其他涉及tau蛋白组装的神经退

行性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不一样。

研究人员认为，最新描述的 tau蛋白组

装结构或有助于设计针对慢性创伤性脑部

病变的诊断测试。以上发现或许可以促进

理解脑创伤如何导致 tau蛋白形成，进而帮

助开发能够阻止慢性创伤性脑部病变中

tau蛋白积聚的疗法。

重复性脑创伤典型特征确定

俄罗斯托木斯克理工大学与中国吉林

大学科研人员联合，研制出氧化铁粉材料，

可用于制造军事装备的伪装涂层。

氧化铁粉可用于制造吸收电磁辐射的

材料，比如军事设备的防雷达伪装涂层，保

护设备免受高频电磁干扰。

据悉，研究人员已对试验样品进行了

测 试 ，结 果 表 明 氧 化 铁 粉 涂 层 即 使 在

700℃的高温下也能保持其性能。

托 木 斯 克 理 工 大 学 动 力 工 程 学 院

电力与电工技术系助教伊万·沙年科夫

表示：“本阶段，该技术已在实验室层面

研制成功，并且令人信服地显示了可能

的 应 用 领 域 。 从 事 磁 性 材 料 及 其 在 各

领 域 应 用 的 公 司 可 能 会 对 项 目 所 获 成

果感兴趣。”

俄中联合研制出电磁“隐形”涂层材料

日前，俄罗斯下诺夫哥罗德州政府与

俄“宇宙航向”（Cosmocourse）公司签署了

建造俄罗斯首座私人航天发射场的合同。

据俄航天领域人士称，“宇宙航向”公

司建造这座航天发射场是为了向游客提供

亚轨道旅游，选址时曾考虑下诺夫哥罗德

州与鞑靼斯坦共和国，并与下诺夫哥罗德

州长和鞑靼斯坦共和国行政长官分别举行

了有关谈判。

如果得到俄国家航天集团公司批准，

投资方计划于 2020 年至 2025 年间实施该

项目，投资额约为 4000万美元。

“宇宙航向”公司已经从俄国家航天集

团公司获得开展航天活动的许可。公司正

在研发可回收的单级火箭和 7 座飞船，用

于将游客送上 200 千米的高空。首次发射

预计在 2025年。

根据计划，每次亚轨道飞行持续 15 分

钟，游客可体验约 5分钟的失重状态，单人

票价将在 20万美元至 25万美元之间。

（本栏目稿件来源：俄罗斯卫星通讯
社 整编：本报记者董映璧）

俄将建首座私营航天发射场用于太空旅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