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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疫”行动

科技日报北京 4月 19日电 （记者张
梦然）英国《科学报告》杂志 16 日发表的

一项气候学研究发现，如果海平面继续按

预期上升，美国沿海地区的极端洪水事件

每五年就会增加一倍。目前“一生一遇”

的极端水位每 50 年出现一次，但到 21 世

纪结束前，美国大部分海岸线的水位可能

每天都会超过这个水平。

来自美国地质调查局、伊利诺斯大学

芝加哥分校、夏威夷大学的研究人员莫

森·塔汉尼、肖恩·韦托塞克及他们的同

事，此次调查了美国海岸线 202 个验潮站

测得极端水位的频率，并将该数据与海平

面上升的情景相结合，模拟了未来洪水事

件的可能增加速度。

在研究使用的验潮站中，73%的验潮

站发现，50 年一遇的极端水位与日均最

高水位之间的差距还不到一米，而大部分

预测显示，到 2100 年的海平面上升幅度

会超过一米。研究团队的模型预测，到

2050 年，当前的极端水位会从 50 年一遇

的所谓“一生一遇”洪水事件，变成在美国

70%的沿海地区一年一遇的事件。而在

2100 年结束前，此次测量中 93%的地区，

预计每天都会超过现在“一生一遇”的极

端水位。

这些数据表明，当前的极端水位在接

下来的几十年里会很常见。低纬度地区

将是最危险的地区，那里发生海岸洪水的

频率预计每五年会翻一倍。对于夏威夷

和加勒比海岸带最危险的地区而言，海平

面每上升一厘米，那里出现极端水位的频

率可能也会增加一倍。

近年来，气候变化已引起极端洪水事

件频发，而极端洪水事件会对人类重要基

础设施以及人员生命安全造成极大损失，

甚 至 将 是 人 类 未 来 面 临 的 最 大 威 胁 之

一。研究团队认为，与此相关的海岸灾

害，如海滩和悬崖侵蚀，可能会随洪水风

险的增加而加速发生。

你以为海平面上升，只会影响北极熊

的生存吗？大错特错，人类也将成为受害

者。地球上众多人口密集的大城市都分

布在沿海地区，海水上涨无疑将挤压人类

生存空间。遗憾的是，很多人并未把海平

面上升当回事儿，他们觉得这只是科学家

的危言耸听罢了，或者仍是极其遥远的未

来事件。说服这些人的最佳方式，就是拿

出严谨的科学研究数据，把“铁证”摆在他

们面前：你看，它正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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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团队对美国极端洪水事件的分
析。 图片来源：《科学报告》

科技日报北京4月 19日电 （记者刘霞）
据美国太空网 16 日报道，欧洲科学家历经近

30 年研究，首次发现围绕银河系中央超大质

量黑洞人马座 A*旋转恒星的行进轨迹与爱

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预测精准吻合，再次验

证了广义相对论的正确性。

研究合作者、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外星物

理学研究所所长雷因哈德·根泽尔在一份声

明中说：“广义相对论预测，一个物体围绕另

一个物体旋转的束缚轨道不会像牛顿力学预

测的那样呈椭圆形，而是像玫瑰花结。科学

家首次在水星围绕太阳运行的轨道上观察到

这一效应——这也是首个支持广义相对论的

证据。”

根泽尔补充说：“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

首次在绕着人马座 A*旋转的恒星上看到同

样的效应，这项观察性突破也进一步强化了

人马座 A*是太阳质量 400万倍超大质量黑洞

的证据。”

该研究小组使用位于智利的欧洲南方天

文台（ESO）的甚大望远镜（VLT）来追踪一颗

名为 S2 的恒星，该恒星绕人马座 A*旋转，后

者距地球约 2.6万光年。27年间，天文学家使

用 VLT 的多款仪器对 S2 的位置和速度进行

了 330次测量。

研究人员称，鉴于 S2围绕人马座 A*旋转

一周需要 16个地球年，因此，如此长时间的观

察期不可或缺。观测结果表明，S2 的运动轨

迹与广义相对论的预测完全吻合，进一步观

察可能会获得更多发现。

研 究 人 员 解 释 称 ：“ 由 于 S2 的 测 量 结

果符合广义相对论的预测，因此我们可以

严格限定人马座 A*周围不可见物质（如暗

物 质 或 可 能 存 在 的 较 小 黑 洞）数 量 ，而 这

对 于 理 解 超 大 质 量 黑 洞 的 形 成 和 演 化 非

常重要。”

研究人员表示，进一步观测可能获得更

多有关黑洞的新发现。例如，即将升空的巨

型望远镜——如 ESO 的极大望远镜（ELT），

可使天文学家追踪比 S2 更靠近人马座 A*的

恒星。

德国科学家安德里亚斯·埃卡特补充说：

“我们可能会捕获到距离黑洞足够近因此可

以感受黑洞旋转的恒星，在完全不同尺度的

情况下再次验证广义相对论。”

超大质量黑洞与周围恒星上演“玫瑰舞”
再次证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正确

甚大望远镜首次揭示，围绕银河系中央
超大质量黑洞旋转的恒星的运动轨迹与爱因
斯坦广义相对论的预测几乎完全一致，再次
证明爱因斯坦是对的。

图片来源：美国太空网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梦然）英国《自

然·生物技术》杂志 16 日公开的一项生物医

学 研 究 ，美 国 科 学 家 报 告 了 一 种 基 于

CRISPR 的诊断工具可以快速检测出新冠

病毒。这一诊断工具大概需要 45 分钟就能

给出结果，准确性与传统的 RT-PCR 检测

相当。

之前的疾病大流行告诉人们，快速且

易获取的检测方法对于实现有效的公共

卫生响应很重要。然而，目前的新冠病毒

检测方法往往需要几小时甚至几天才能

出结果。

此次，美国加州大学研究人员邱华彦

及其同事报道了一种基于 CRISPR–Cas12

的测试方法，可以从新冠病毒肺炎患者呼

吸 道 拭 子 提 取 的 RNA 中 鉴 定 出 新 冠 病

毒。这个测试名为“新冠病毒的 DNA 内切

酶靶向 CRISPR 反式报告系统”。测试需

要 先 取 得 样 本 RNA，然 后 将 其 逆 转 录 到

DNA 中，再通过一种名为等温扩增的技术

进行扩增。之后，新冠病毒包膜和核衣壳

的基因序列，就可以被 CRISPR–Cas12 检

测到，CRISPR–Cas12 会切割确认病毒存

在的报告分子。

研究团队利用 36 名新冠病毒肺炎患

者和 42 名其他呼吸道疾病患者的临床样

本测试了该系统。与美国疾病预防与控

制中心使用的 RT-PCR 检测相比，该测试

的阳性预测符合率为 95%，阴性预测符合

率为 100%。

此前的 RT-PCR 的检测一般要等几

个小时，还需要使用特殊设备、进行冷热循

环；与之相比，最新基于 CRISPR 的方法只

有两个固定的操作温度，大约 45 分钟后，就

能像家用验孕测试一样，在可视化读出条

上读取结果。

基于CRISPR的新冠病毒快速诊断技术出现
45分钟出结果，准确性与传统 RT-PCR检测相当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中国有数

亿人宅家抗疫。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疫

情暴发，政府官员和普通百姓最关心的一

个问题是如何获取食物，曾有民众担心可

能会出现食品短缺、食品价格飙升及食品

不新鲜等问题。

“结果表明，中国的粮食供应和粮食价

格保持了稳定。”物理学家组织网在近日的

报道中这样指出。

现在，新冠肺炎疫情仍在世界大部分国

家肆虐，粮食短缺可能会成为许多国家需要

面临和解决的严峻挑战，这些国家可以从中

国所采取的粮食安全措施中学到不少经验。

物理学家组织网在名为《我们可以从中

国学到的经验：确保无人在封城期间挨饿》

的报道中，总结了中国保障粮食供应和粮食

安全所采取的多项举措。

在线食品销售广受追捧

物理学家组织网指出，中国保障食品

粮食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各大城

市拥有丰富多样的食品网点，此外，新冠肺

炎大流行还意外推动了由私营部门运营的

在线食品市场——所谓“新零售业务”的兴

旺繁荣。

当数亿人宅家抗疫时，在线食品市场成

为食品零售首选。在商店和餐馆领域的电

子商务设施建设和发展良好的城市，人们购

买食品的渠道迅速从线下转移到线上。

据估计，疫情期间，25 岁以下居民从网

上市场购买新鲜农产品的数量猛增了 250％

以上，几乎达到 400％。而且，与 2019 年相

比，一些“网红”食品的销售额增长了 470％，

每天都有数以百万计的在线食品源源不断

分发到居民家门口或小区储物柜内，在满足

着人们多样化的食物需求的同时，也满足了

人们的味蕾。

“菜篮子工程”功不可没

物理学家组织网的报道指出，中国在线

食品市场的火热与兴旺离不开名为“菜篮子

工程”的国家城市粮食安全政策的长期施

行。“菜篮子工程”由中国农业部于 1988年提

出，要求市长负责保障非谷物食品（尤其是

新鲜农产品和肉类）的供应与安全。

比如，武汉就是施行“菜篮子工程”的 35

个主要城市之一。农业部每两年会对各大

城市实施“菜篮子工程”的情况开展评估。

在评估中，那些改进和提升住宅区配送

设施的城市会得到高分，这些配送设施包括

需要密码的储物柜，以及其他类型的食品商

店，如超市、小型食品市场以及最重要的菜

市场等。

严格的评估确保每个社区可以通过多

种渠道获得新鲜农产品和肉类食品。在新

冠病毒暴发期间，得分高的城市更能适应并

更好地保障居民的食品安全。

此外，在实施“菜篮子工程”时，地方政

府也为各种食物的自给率设定了具体目标，

比如，南京就设定了 2008 年至 2012 年间绿

叶蔬菜自给率达到 90％的目标。

物理学家组织网在报道中指出，地方政

府为完成这些粮食生产目标，会对辖区内的

农田施行严格保护。中国大城市市中心外

通常遍布大片城镇，为实施“菜篮子工程”，

这些城镇的农田受到了很好的保护。

粮食储备稳如泰山

此外，中国的粮食储备体系也保障并强

化了中国的粮食安全。

实际上，我国政府已建立了完备的粮食

储备体系与保障机制。中央储备粮主要用

于调节全国粮食供求总量、稳定粮食市场以

及应对重大自然灾害或其他突发事件。

比如，2018 年中国的谷物总储量约为

1.2 亿吨玉米、1 亿吨大米、7400 万吨小麦和

800万吨大豆。紧急储备粮可以保障大城市

10到 15天精米精面的供应。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中国政府

一直在重新协调各级政府的粮食储备，并向

主要城市投放了大量粮食。

多元化业务方兴未艾

除了上述保障措施，中国稳定可靠的食

品供应链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物理学家组

织网指出，虽然我们永远不能夸大民间团体

和社会组织在保证最脆弱群体获得食品方

面的重要作用，但我们也不能忽视每个国家

食品系统快速恢复的能力。

这意味着，需要对过于依赖超市系统

和从遥远国度进口食品的食品供应链进行

重构。

中国值得各国学习的一点还包括，通

过城市食品系统规划鼓励多元化食品业务

的发展以提高防御能力，并为本地和国内

食品生产商而非跨国食品公司提供更多支

持——这是我们在日益不确定的世界中可

以仰仗的安全网。

外 媒 详 细 解 析

完备食品保障体系如何助力中国抗疫

本周焦点

量子计算平台运行温度提至1开尔
文以上

荷兰和澳大利亚两项最新独立研究

成功演示了能在现有运行温度的 15 倍

温度下运作的量子计算平台，这是将这

类量子处理器扩展至百万量子比特的先

决条件，其成本将大幅下降，效率将显著

提升。运行温度提至 1 开尔文以上，也

被认为是该领域一个重要里程碑，对于

将现有原型扩展至更大更强的量子计算

机来说，该结果将能带来极大影响。

本周“明星”

纤维母细胞重编程让失明小鼠“重
见光明”

光感受器一旦丧失，失明将不可

逆。而美国科学家团队报告称，他们绕

过干细胞，将纤维母细胞经过化学重编

程后，成功生成光感受器样细胞，这种细

胞被证明可以恢复小鼠的视力。该成果

将为众多因视网膜疾病而失明的患者带

来一道曙光。

一周之首

马约拉纳费米子首次在黄金上“现
形”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与香港科技大学

研究人员首次在金属金表面观测到马约

拉纳费米子出现的证据，这是科学家首

次在一个可扩展平台上观测到这一粒

子，他们计划接下来将这一粒子变成稳

定且高容错的量子比特，如果能实现，将

是构建出实用量子计算机的关键一步。

“最”案现场

迄今最像地球的系外行星或出现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系

外行星“猎手”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已于

2018 年退役，但其留下的科学遗产并未

消散。在对开普勒望远镜采集的数据进

行分析后，科学家发现了一颗大小和表

面 温 度 与 地 球 相 当 的 系 外 行 星 开 普

勒-1649c，其位于主恒星的宜居区，有

望供生命繁衍生息，但真实宜居性目前

很难估量，因为对其大气层还一无所知。

前沿探索

首位“星际访客”奥陌陌形成谜团
揭开

法国与中国联合研究团队认为，首

位“星际访客”奥陌陌是一个行星天体

的碎块，这个行星天体可能因为靠着寄

主星太近，被寄主星的潮汐力撕裂。这

一发现或能解释奥陌陌的一些独有特

性，包括其不寻常的扁长外形，缺乏雾

状的彗发，以及在飞掠太阳时所受到的

非引力。

技术刷新

深度学习AI可扫描心脏血流
瑞士科学家日前报告了一种人工智

能系统，可以几秒之内扫描心血管血

流。这个深度学习模型有望让临床医师

在患者接受核磁共振扫描的同时，实时

观察血流变化，从而优化诊断工作流。

奇观轶闻

最古老“制绳者”懂植物也懂数学
美国研究团队报告发现了迄今已

知最古老的纤维技术——使用天然纤

维制纱的直接证据。这一最新发现表

明，纤维技术的历史远比人们之前认为

的 还 悠 久 ，而 这 位 古 老 纤 维 的“ 制 作

者”，显然已掌握了树木的生长规律和

数学计算能力。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国 际 要 闻 回 顾
（4月13日—4月19日）

基 于 CRISPR 的 新 冠 病 毒 快 速 诊 断 技
术。 图源：《自然·生物技术》在线版

本报记者 刘 霞

当地时间 4 月 13 日晚，法国总统马克龙

再次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将法国隔离封锁禁

令延长至 5 月 11 日。对于平常热衷参观艺

术展览的法国民众来说，禁足在家长达数

周，堪称一段难熬的时光。

为了让足不出户的民众在家中也可以

近距离欣赏艺术作品，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卡

罗·拉蒂设计的墙面打印机器人 Scribit，日前

成功将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画作：法国肖

维—蓬达尔克洞穴壁画带到普通民众家中

的墙壁上。

今年恰逢肖维洞穴发现 25 周年，洞穴

内原始人用赭石绘制于 32000 年前的犀牛、

狮子、熊和马的图像，虽经上万年岁月侵

蚀 ，却 依 然 能 够 给 人 带 来 极 大 的 视 觉 震

撼。肖维岩洞壁画被认为是目前人类已知

最古老的岩洞壁画，比更为有名的拉斯科

岩洞和西班牙阿尔塔米拉岩洞时间上还要

早上 1 倍多。为了更好地保护岩画，该洞穴

自发现之日起，便对公众关闭，少有人能一

睹真颜。

Scribit是一款同时具有写入和擦除功能

的机器人，它可以将任何垂直表面内容变成

数据模型，而后在另一空间里高精度再现。

在此次肖维洞穴岩画复制中，Scribit 实际上

充当了“墙面打印机”的角色，以一种全新方

式呈现数字内容，并允许用户重新配置和个

性化设计垂直平面。

卡罗·拉蒂教授说：“为了鼓励人们的好

奇心和冒险精神，在当前全球范围内隔离禁

闭的艰难时刻，我们的技术给所有人带来了

发现享受时光的新方法。即使待在家里哪

儿都不能去，Scribit 也可以从我们的祖先那

里汲取灵感，将肖维洞穴已有 32000 年历史

的绘画杰作带到您家中的墙上，带给您探索

的兴奋和岩画艺术的魅力。”

这个项目代表了原始艺术与现代机器

人技术间的跨时空碰撞，人类的历史从未中

断。Scribit 的发明灵感来自韦纳·赫尔佐格

导演的电影作品《遗忘梦想的洞穴》，该影片

正是在肖维洞穴内拍摄。

卡罗·拉蒂认为，数码时代，人们的好奇

心因无聊、快节奏而变得平淡，Scribit可以有

效减少隔离期间的屏幕时间，提供模拟格式

来消费数字化制作和共享内容。Scribit将遵

循史前洞穴里原始艺术家的绘画手法，重塑

洞穴里那些“被遗忘的梦想”，使用户融入到

从 32000年前一直到今天的人类历史脉络中

去，让人们在居家隔离期间，更加接近远古

先民们集体记忆的往昔。

宅家“穿越”时空，看古老岩洞壁画
本报记者 李 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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