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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6月 30日电 （记者刘霞）
据美国趣味科学网站近日报道，一个国际科

研团队使用澳大利亚平方公里阵列探路者

（ASKAP）望远镜，成功探测到一个一次性爆

发的快速射电暴（FRB），并确认其来自距地

球约 36 亿光年的银河系大小的星系，这是科

学家首次为一次性爆发的 FRB 找到“家”，最

新研究有助于他们进一步揭示 FRB的特征。

FRB是发生在宇宙深处的短暂而又猛烈

的射电脉冲信号，持续时间通常仅几毫秒，释

放出的能量却与太阳一整天内释放的能量相

当，是宇宙间最神秘的能量形式之一。鉴于一

次性 FRB仅持续几分之一毫秒，因此，对其进

行追本溯源极为困难。研究人员在发表于《科

学》杂志上的论文中指出，了解 FRB的来源可

以让科学家探测位于它们的宿主星系与地球

之间的大片物质，甚至可能找到被认为潜伏在

星系之间的未被发现的大量的质子和中子。

此 次 ，他 们 借 助 由 36 颗 卫 星 组 成 的

ASKAP 成功探测到这个一次性 FRB。当它

通过 ASKAP 阵列时，每颗卫星以相隔几分之

一毫秒的速度捕获其信号，利用这些微妙的

时间差，研究人员确定它来源于一个距地球

约 36亿光年的银河系大小的星系。在世界各

地其他几个大型望远镜的帮助下，研究人员

放大了这个星系，了解到它相对比较古老，没

有很多新恒星形成。

2007年，科学家们首次发现 FRB，迄今已

观测到大约 85 个 FRB。2016 年，科学家曾为

一个重复 FRB找到源头——一个恒星正在形

成的星系。

最新研究共同作者、澳大利亚斯威本科

技大学天体物理学家亚当·德勒表示，这个遥

远星系的特性与 2016年确认的星系形成鲜明

对比，这表明 FRB可以在各种环境中产生。

研究人员写道，虽然重复 FRB 很可能由

中子星或超新星爆发产生，但一次性爆发的

FRB 可能由其他事件或天体引起，比如超大

质量黑洞。只有通过精确定位更多 FRB，才

能解开这个宇宙之谜。

一次性快速射电暴源头首获精确定位

一周焦点

火星40亿年前或曾形成生命宜居条
件

科学家分析了迄今最古老的陨石矿物

颗 粒 后 发 现 ，扼 杀 生 命 存 在 的“ 抑 制 事

件”——陨石大撞击，早在 44.8 亿年前就在

火星上结束了。研究结果显示，火星可能

在 42 亿年至 35 亿年前左右就出现了支持

生命发育的条件。

一周明星

SRG项目将为宇宙“拍X光片”
德国和俄罗斯联合开展“光谱—伦琴—

伽马”（SRG）任务，将对几百万个超大质量

黑洞和几十万颗恒星进行探测。该任务将

探测星系间等离子体以及等离子体细丝发

出的 X 射线，由此绘制覆盖约 10 万个星系

团的宇宙网络地图，同时还将探测多达 300

万个超大质量黑洞和银河系中 70万颗恒星

发出的X射线。

本周争鸣

地球周围160光年内未发现外星生命
“搜寻地外文明”（SETI）计划的最新成

果出炉：研究人员称，他们对地球周围 160

光年内的 1327 个恒星系统进行了调查，希

望发现智能生物的“蛛丝马迹”，但结果是

“竹篮打水一场空”。

技术刷新

无创脑机接口效果已接近植入传感器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科研团队日前

开发出一种可与大脑无创连接的脑机接

口，能让人用意念控制机器臂连续、快速运

动。研究人员表示，这一效果接近于过去

需要在脑部植入传感器的有创脑机接口。

奇观轶闻

冷冻精子能在微重力环境下存活
在近日于维也纳举行的欧洲人类生殖

和胚胎学会会议上，一个国际科研团队指

出，冷冻的精子样本暴露于类似太空微重

力的环境下，仍然可以保持活力。这表明，

在通往天基繁殖的道路上，至少有一个障

碍可能是可以克服的。但有专家表示，这

项研究并未揭示精子在太空中的真实表

现，我们距离使用冷冻精子创造太空婴儿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一周国际要闻
（6月24日—6月30日）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30日电 （记者张
梦然）据英国《自然》新闻近日消息称，一款

最新的医学成像设备，只需 20秒就能完成

全身 3D扫描，这种经过改良的全新扫描仪

降低了辐射剂量，因而极大扩展了其应用

范围，不久的将来该设备会在研究和临床

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当前传统的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仪

（PET），通常需要的成像时间为 20 分钟。

而且，标准的 PET 扫描仪需要医生先将放

射性示踪剂注入被检查人员的体内，再使

用扫描仪检测，人体内的细胞会摄取并分

解这些放射性分子——但医生每次只能对

一小部分身体部位进行成像，示踪剂分子

的衰变速度很快，意味着信号的消失速度

很快，而如果要扩大成像面积，就需要给患

者注射更多的放射性分子。

日前，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举办的

“高风险高回报研究研讨会”上，科学家们

报告了一款全新 PET 扫描仪，其比传统扫

描仪速度要快得多，辐射剂量也更低。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科学家拉

姆塞·巴达维及其同事展示了这种一次性

的全身成像，新型设备只需不到传统扫描

仪 1/40的时间和 1/40的辐射剂量，就能生

成图像，并降低了患者的辐射风险，与此同

时，扫描对象也可以在扫描仪中停留更长

时间以便拍下动作捕捉图像，从而方便医

生观察放射性示踪剂在体内的扩散情况。

宾夕法尼亚大学放射科专家阿贝斯·
阿拉维表示，全身扫描仪是医学成像领域

的一次飞跃。

据悉，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管局已批准

在美国境内使用这款扫描仪，研究团队计

划 7月份起在加州进行首次实际应用。

医用检测设备不但需要精准高效，同

时也需要更加安全便捷。这就好比一种药

物，既要提高药效，同时也要尽量减少副作

用。检测项目对身体是否有辐射风险或其

他副作用，是我们在医院检查身体时经常

会考虑的问题，因为对于某些检测项目来

说，一定程度的辐射或其他副作用确实是

存在的。此次报道的新型 PET 扫描仪在

提高医学成像效率的同时，降低了对人体

的辐射风险，确实值得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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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6月 30日电 （记者刘
霞）据美国太空网近日报道，一项新研究

称，火星上的火星震可能由火星上的地下

水引发，未来的火星探险者或许可以借助

火星震找到并获取宝贵的资源——水。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行星科学家迈克

尔·曼加和他的同事们表示，火星这颗红色

星球上的浅层地震，例如最近由美国国家

航空航天局（NASA）“洞察”号着陆器探测

到的地震，可能是水导致地下压力增加、引

起构造断层滑动造成的。

曼加团队指出，压缩的含水层可以引

发火星地震。他们解释道，红色星球寒冷

的温度，冻结了含水层的上层，使含水层

压缩。

但他们也表示，仅靠压缩可能不足以

引发火星震。他们的计算机模拟确定了两

个可能的触发因素——来自火卫一（火星

两颗卫星中更大且距离火星更近的那颗）

的潮汐拖曳，以及行星稀薄大气变暖和变

冷引起的气压变化。

他们表示，“洞察”号的进一步观测数

据可能会揭示这种解释是否正确。如果是

这样，未来的火星探险者可以使用火星震

来寻找地下水，然后只需向下钻探即可获

得地下水。而且，他们也不需要往上抽水，

受压的水会自行冒泡到火星表面。

此外，地下水的压缩这个过程不仅在

地球和火星上“发威”，它还可能会在外太

阳系的冰冷卫星上产生冰火山、山脊和其

他特征。

NASA 耗资 8 亿美元的“洞察”号探测

器于 2018年 11月降落在红色星球上，着陆

器正在使用一套超灵敏地震仪和其他装

备，以前所未有的细节探测和描绘火星内

部的情况。然而，并非一切顺利。“洞察”号

的热探测器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深入挖掘，

任务团队成员仍在试图找出原因。

借助火星震或可找到火星水

科技日报北京6月 30日电 （记者刘霞）
据美国《新闻周刊》网站近日报道，美国科学

家称，此前探测器在土卫六（泰坦）赤道地区

湖岸上发现的残留物或是一种奇特的晶体，

这种晶体在地球上并非天然存在。

作为土星最大的卫星，土卫六是一个巨

大的冰冻天体，其上遍布充满液态碳氢化合

物（如甲烷和乙烷）的湖泊。此前前往土卫

六的探测任务，在该星球上更干旱赤道地区

的一些湖泊的湖岸，发现了已经蒸发物质的

残留物。这些残留物就像在浴缸上形成的

污垢环一样，科学家们一直不知道它们究竟

是什么。

在最近召开的 2019年天体生物科学会议

上，加州理工学院的摩根·科比领导的团队提

出，这些湖岸线被一种奇怪的晶体所覆盖，这

种晶体在地球上并非天然存在。

为了弄清楚这些残留物是什么，研究团

队在实验室重建了土卫六的局部环境。在实

验中，他们使用了一个低温恒温器并向其中

加入液氮。

研究人员称：“我们发现了一种分子矿物

质，它在土卫六表面出现的相同条件下可以

稳定存在。这种分子矿物质由乙炔和丁烷组

成，这两种有机分子在土卫六大气层中产生，

然后落到其表面。我们称其为分子矿物质，

因为它们的行为就像地球上的矿物质，但它

们不是由碳酸盐或硅酸盐等物质组成，而是

由有机分子组成。”

研究人员表示：“我们认为，土卫六湖泊

周围的‘浴缸环’可能由这种材料组成，因为

与其他分子相比，乙炔和丁烷在液态甲烷和

乙烷中都能很好地溶解。”

尽管如此，研究人员指出，这些晶体在土

卫六表面的存在仍需要通过未来的观测任务

予以证实。

土卫六湖岸可能由奇特晶体构成
该 矿 物 质 在 地 球 上 不 会 天 然 存 在

科技日报长沙 6月 30日电 （记者俞
慧友）和身高 2.4米的 5G机器人跳舞，体验

过吗？6 月 27 日—29 日，在长沙召开的首

届中非经贸博览会上，非洲友人尝鲜“5G

速度”，嗨翻现场。

在博览会中国电信展区，非洲友人兴

致勃勃地体验了超大带宽、超低时延网络

和智慧医疗、旅游等多个行业的酷炫 5G

“黑科技”应用。

全国首个 5G 技术在智能制造领域的

深度应用成果——长沙 5G智能制造基地，

“来”到了现场大屏幕中，“表演”基于 5G控

制的机械臂现场作业。据悉，该基地率先

实现了基于运营商网络的 5G 企业专网开

通落地，率先实现了 5G 云化 AGV（自动引

导运输车）产品落地，率先实现了基于 5G

的全业务智能生产示范。

在 5G远程驾驶区域，非洲友人狠狠感

受了一把远程控制驾驶车辆时，端到端之

间时延小于 10 微秒的“快感”。提供这种

“快感”的、我国首个 5G远程自动驾驶应用

示范公共服务平台现已在成都启动。

5G 情境下警务也智慧。非洲友人戴

上一款 AR 安防眼镜，就秒变“火眼金睛”，

5G 网络联通云端数据，实时对采集的图像

进行特征提取，实现 S 级人脸识别及告

警。这一“神器”大大提高了安防效率。

“太难以想象了！希望非洲人民可以

早日享受到 5G 技术和服务。”一位来自南

部非洲的友人赞不绝口。

非洲友人尝鲜中国“5G速度”

在日前于日本大阪举行的G20峰会上，来自神奈川县的风险企业“Mira Ropotics”展出了一
台家务机器人。该公司社长松井健介绍说，用户通过智能手机APP向操控台告知需求，经过训
练的专业人员可以遥控机器人，让它帮忙做洗衣、整理房间等家务活。

图为这台名叫“ugo”的机器人正在叠衣服，预计其可于2020年夏季提供服务。
本报驻日本记者 陈超摄

日本推出家务机器人

火星表面局部
图。研究称，火星震
可能由火星地下水
引发。

图片来源：
NASA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日前宣布，

第四次“新疆界计划”的目标将是探测土卫

六。但执行此次任务的主角既非环绕运行、

抵近观察的卫星，也不是历险着陆、漫步其上

的探测车，而是一架代号“蜻蜓”（Dragonfly）

的飞行器。

将要飞上土卫六上的“蜻蜓”是否与常见

的昆虫蜻蜓长相相似？探测土卫六为何非要

使用飞行器呢？

“蜻蜓”：靠核电池供电

“蜻蜓”并不像地球上的蜻蜓一样用扑翼

起飞，而是由安装在两侧的 4 对共轴旋翼提

供飞行气动力。它的机身像是一个木马，长

约 3 米 ，左 右 各 有 一 个 支 架 保 证 其 平 稳 站

立。此外，“蜻蜓”采用与“好奇”号火星探测

器类似的多功能放射性同位素温差发电器

（MMRTU）技术，也就是核电池，能够长时

间、稳定地满足飞行、温控等探测器运行的能

源需求。

NASA 将于 2026 年发射“蜻蜓”，在到达

目标星球前需经历 8 年的漫长旅行。其计

划在土卫六上服役 2.5 年，期间开展约 20 次

飞行任务，航程长达 180 公里，远超“勇气”

号、“好奇”号、“阿波罗”月球车等表面探测

器的行驶距离。根据公开资料，“蜻蜓”能

够飞到 500 米的高空，还能与环绕土卫六运

行的“卡西尼”号相互配合，并且能与地球

直接通信。

“蜻蜓”任务耗资高达 10 亿美元，其中研

制成本 8.5亿，其研制工作由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负责，项目团队成员包括来自麻省理工学

院、NASA 下属的喷气推进实验室、法国拉特

莫斯大气实验室、英国牛津大学等机构的科

研人员。

探测土卫六：飞起来有优势

NASA 的科学家认为土卫六上存在可能

孕育生命的液态水、有机物和光照能量，其中

火山口附近区域的宜居条件最好，最可能存

在生命。所以“蜻蜓”将在名为“塞尔克”的火

山口附近的沙丘上着陆，并最终飞到那里进

行巡航探测。

NASA 之所以选择会飞的“蜻蜓”执行

土卫六探测任务，首先是因为土卫六是一

个“宜飞不宜行”的星球，其表面重力仅为

地球的七分之一，与月球类似，而大气密度

却是地球大气的 4 倍，这使得飞行器很容易

产生超过重力的升力。同时，土卫六表面

遍布起伏的沙丘，探测器很难克服地形阻

碍长时间、长距离机动，也就无法实现大范

围取样研究。

此外，土卫六富含有机分子的大气会在

光照下可能发生奇特的化学反应，而可能存

在生命也会在大气中留下“蛛丝马迹”，因

此，土卫六的大气情况具有很高的科学价

值。飞起来，无疑能够研究不同高度的大气

情况。

正如 NASA 副局长托马斯·祖布肯所说，

“蜻蜓”将造访一个充满各种有机化合物的世

界，这些有机化合物是生命的基石，可以告诉

我们生命的起源。

飞行探测器：想法有历史

事实上，使用飞行器探测地外星球并非

一个新的想法。NASA 将在 2020 年发射的火

星车上搭载一个小型直升机，并且已经完成

了研制和地面测试。早在 2000 年，亚利桑那

大学月球和行星实验室的航天专家洛伦兹就

提出用直升机探测土卫六。随后，又有专家

提出了使用飞艇、热气球甚至固定翼飞机的

探测方案。

这一想法早就入了 NASA 的“法眼”。在

2007 年 NASA 的“土卫六探测器旗舰项目”，

以及 2008 年 NASA 和欧洲航天局（ESA）联合

进行的“土卫六和土星系统任务”中，都对向

土卫六派出飞艇探测器进行了研究论证。近

几年，随着多旋翼飞行器的推广应用，“蜻蜓”

应运而生，NASA 终于有了性能更可靠、使用

更灵活的技术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与火星直升机只能飞

起来拍拍照不同，“蜻蜓”兼具表面探测器

和飞行器的功能。其大部分时间仍将停留

在土卫六表面，开展地表成分取样检测、化

学分析、地质活动监测等工作。短时间飞

行的目的是变化探测地点，研究不同时间、

不同区域、不同高度的大气状况，同时拍摄

土卫六表面地质、环境等航空影像，并为未

来探测器寻找合适的着陆点。

（科技日报北京6月30日电）

土卫六将迎来“蜻蜓”飞行器

实习记者 胡定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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