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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疫”行动

今日视点

创新连线·俄罗斯

近日，德国联邦教研部长卡利切克表示，

德国将于 2021 年拥有首台量子计算机。继 6

月决定加码投资 20 亿欧元发展量子技术后，

德国希望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把量

子计算机相关议题纳入未来欧盟的科研框

架，进一步推动欧洲在这一关系到技术主权

的关键问题上加速发展。

欧洲首台量子计算机建在德国

2019 年 9 月，在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大力

支持下，美国 IBM 公司和德国弗劳恩霍夫协

会宣布发起德国量子计算计划。IBM 将在德

国斯图加特附近的 IBM 计算机中心内安装一

台 IBM Q System One 量子计算机，并与弗

劳恩霍夫协会合作，建立欧洲量子计算研究

的主要枢纽。德国政府将为此投入 6.5 亿欧

元，推动量子技术从最初的研究走向市场应

用。这将是欧洲首台量子计算机，计划于

2021年投入使用。它将使欧洲的研究人员在

不违反欧盟相关数据法规的前提下，应用最

新的量子计算技术。

量子计算机可以解决以今天的计算能力需

要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才能解决的问题，该技术

不仅可用于化工、制药等领域，还具有重大地缘

战略意义。卡利切克说：“我们已经决定明年将

拥有第一台（量子）计算机。”这仍将是一台实验

计算机，但是预期在5—10年内，新技术就可以

投入工业应用。德国希望在这项未来技术上，

赶上美国公司IBM和Google的领导地位。

德加速追赶量子先行者

为了进入量子领域的世界领先者行列，

德国政府于今年 6月初追加了 20亿欧元的资

金。在其“未来计划”中，德国政府指出，“考

虑到其他国家已经在传统计算机技术硬件和

软件领域占据领先地位，德国的目标是在量

子技术关键领域，尤其是量子计算、量子通

信、量子传感器技术和量子密码学领域保持

经济和技术竞争力。促进德国量子技术研发

和生产，在硬件和软件方面构建新的产业支

柱。联邦政府将委托合适的团队建造至少两

台量子计算机”。

德国以及整个欧洲在量子计算领域虽然

“存在需要弥补的差距”，但仍有追赶的机会，

因为量子计算机的最佳实现路径目前尚未确

定，而德国在这一领域有大量研究人员和初

创公司进行研究。弗劳恩霍夫应用固体物理

研究所所长奥利弗·安巴赫尔表示：“为了自

信地使用我们的数据，我们必须开发自己的

技术。”德国自己的量子计算机路线图应该在

3—6个月内准备好。

对于量子计算的实际应用需求，也在

激 励 德 国 企 业 积 极 加 入 到 这 一 未 来 研 究

中。巴斯夫公司认为，量子计算将成为“游

戏规则改变者”，例如在分子结构模拟、反

应 序 列 观 察 和 材 料 性 能 预 测 中 。 戴 姆 勒

（奔驰）公司的研究人员已经利用 IBM 的量

子计算机，通过模拟电池的复杂化学特性，

为电动汽车设计下一代锂电池。大众汽车

的研究人员在 D-Wave 量子计算机上开发

出世界首个量子计算实时应用，优化交通

路线。德国铁路公司则希望量子计算将来

能帮助其解决火车延迟后整个线路时间表

的调整问题。

欧盟欲争夺数字主权

量子技术本身与安全政策密切相关，尤

其是在密码学领域。因此，德国联邦安全机

构和武装部队都认为，为量子技术领域的研

究、创新和发展提供积极、面向需求的资金尤

为重要。目前，德国正在开展多个量子通信

和量子加密方面的研究项目。例如，量子通

信网研究项目（QuNET），利用先进的量子技

术构建一个防窃听、防操控的数据传输网。

量子加密技术研发项目（QuantumRISC），旨

在研发新的加密技术，保护应用系统抵御量

子计算机的攻击，并涵盖量子技术对网络安

全影响的问题。

不过，要想在量子领域实现技术赶超，德

国和欧洲还面临很多挑战。例如，欧洲目前

还缺乏设计和生产量子芯片以及相关软件开

发的企业。量子计算机的应用人才也还有待

培养。欧洲有很多量子技术方面的研究人

才，初创企业也不少，但初创企业在成长阶段

存在融资方面的问题。许多企业刻意回避要

在若干年后才可使用的技术的研究风险。因

此，在这方面政府的长期资助显得更加重要。

由于建造成本太高，单一欧洲国家难以

独自承担，德国希望将量子计算机相关议题

纳入未来欧盟的科研框架中。德国政府在其

《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工作计划》中明确指

出，欧洲必须拥有数字主权，才能在未来保持

独立行动的能力。因此，德国希望将数字主

权确立为欧洲数字政策的主旋律，并在担任

主席国期间共同努力寻找解决方法，以解决

诸如人工智能或量子技术之类的技术发展问

题。卡利切克表示，中美均对量子技术发展

投入了大量资金，也认为其具有重大的地缘

战略意义。因此，她警告说：“这是欧洲技术

主权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德国发力量子计算 帮欧盟争夺数字主权

本报驻德国记者 李 山

科技日报华盛顿 7月 12日电 （记者

刘海英）美国一项新研究发现，一种名为二

高-γ-亚麻酸（DGLA）的脂肪酸可以杀

死人类癌细胞。研究人员近日在《发育细

胞》杂志上发表论文称，这一发现对于开发

新的癌症治疗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DGLA 是一种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在

我们体内少量存在。与欧米茄-3 之类的

脂肪酸相比，目前科学家对这种脂肪酸的

研究还相对较少，其对细胞的具体作用是

什么，科学家也不甚清楚。

此次，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和斯坦福

大学研究人员合作，利用秀丽隐杆线虫模

型对 DGLA 对细胞的具体作用进行了研

究。他们发现，给秀丽隐杆线虫喂食富含

DGLA 的食物后，会导致线虫生殖细胞肥

大和不育，使细胞铁死亡。铁死亡是一种

铁依赖性的有别于细胞凋亡、坏死、自噬的

细胞死亡方式，与多疾病过程密切相关。

进一步研究发现，秀丽隐杆线虫模型研究

的结果在人类癌细胞模型研究中也会出

现。如若将 DGLA精确地递送至人类癌细

胞，同样会诱发细胞肥大症，并导致癌细胞

死亡。此外，研究人员还发现，醚脂质可以

保护细胞免受 DGLA影响，没有了醚脂质，

DGLA会导致细胞更快死亡。

研究人员指出，科学家们早就知道饮

食中富含的脂肪会影响身体发育、体内平

衡以及疾病，但对于饮食脂肪和细胞间的

具体关系却知之甚少。此次，他们的研究

揭示了 DGLA 与细胞间的作用，表明该脂

肪酸会导致细胞肥大并死亡，而内源性醚

脂质可以阻止这一进程。研究人员称，这

些发现具有多重意义，既有助于增进科学

家对肾脏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等疾病的

理解，也有助于推动新的癌症疗法的研究。

细胞固有一死。或死得大快人心，或

死得令人痛心。癌细胞的死，属于前一

种。细胞的铁死亡，实质是细胞内脂质氧

化物代谢障碍。站在药物研发的角度，促

进铁死亡，可以清除癌细胞或者被病毒感

染的细胞；抑制铁死亡，则可以保护健康细

胞。科学家这次发现，一种不饱和脂肪酸

DGLA 能够使线虫的生殖细胞铁死亡，还

能导致癌细胞死亡，而内源性醚脂质可阻

止这一进程。这样一来，既发现了 DGLA

的作用，还发现了调控它的手段，利用它，

就能更加得心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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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7月 13日电 （记者张梦
然)据英国《自然·结构和分子生物学》杂志

近日发表的一篇论文，英国弗朗西斯·克里

克研究所取得了一项最新成果：表征了新冠

病毒及其近缘蝙蝠病毒 RaTG13 的刺突糖蛋

白结构——刺突糖蛋白可以让病毒与细胞

结合并进入细胞。该结构为进一步了解新

冠病毒刺突的演化过程提供了信息，对疫苗

设计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研究人员认为，蝙蝠冠状病毒可能是新

冠病毒的演化前体，此前研究发现，蝙蝠病

毒 RaTG13 与新冠病毒的亲缘关系是已知关

系中最近的。但新冠病毒与 RaTG13 的基因

组序列存在 3.8%的差异性，这差异意味两者

有近 1100 个核苷酸不同。

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生物信息学

专家特雷弗·贝德福德曾经将病毒间核苷酸

的差异与其他冠状病毒的假定突变率相结

合，认为这两种病毒在 25 年至 65 年前具有

共同的祖先，类似 RaTG13 的病毒至少需要

数十年才能突变为新冠病毒。

英国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科学家安

东尼·沃罗贝尔、唐纳德·本通及其同事，此

次比较了新冠病毒和蝙蝠病毒 RaTG13 的刺

突糖蛋白。他们发现，两者虽然结构相似，

但新冠病毒的刺突糖蛋白形式更为稳定，与

人受体蛋白 ACE2 的亲和力要高出 1000 倍

左右。

研 究 团 队 还 发 现 ，新 冠 病 毒 刺 突 上 的

弗 林 蛋 白 酶 切 位 点 ，可 能 对 病 毒 有 利 ，因

为 它 可 能 会 促 进 病 毒 与 细 胞 上 受 体 的 结

合。基于这些观察结果，研究人员认为与

RaTG13 相 似 的 蝙 蝠 病 毒 ，不 太 可 能 感 染

人类细胞。

因此，科学家迄今尚不清楚新冠病毒是

如何演化到可以感染人类，目前推测有两种

机制：在成为人和动物共患病之前，在动物

宿主中进行选择（可能通过中间宿主）；或直

接作为一种人和动物共患病传播给人类后，

在人体内进行自然选择。

此外，研究人员指出，他们的新冠病毒

刺突糖蛋白分辨率高，几近完整，比之前报

道的结构有更多的外部环（loop），对于当前

的疫苗设计或具有重要意义。

刺突糖蛋白结构揭示新冠病毒自然演化新线索
或对疫苗设计具有借鉴意义

◀北大西洋露脊鲸
已 由 濒 危 转 为 极 度 濒
危 ，据 估 计 ，其 数 量 在
2018年已经下降至不足
250只。

图片来源：国际自然
保护联盟（IUCN）网站

德国斯图加特附近的IBM计算机中心内将安装一台IBM Q System One量子计算机。
图片来源：网络（inceptivemind.com）

科技日报北京7月 12日电 （记者刘霞）
美国科学家和临床医生在 10日出版的《自然·
医学》杂志撰文称，他们完成了首份新冠肺炎

对肺外器官影响的综述性研究，最新结果表

明，新冠肺炎可能导致患者心脏、肾脏等受

损，该研究有望为医生提供临床指导。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哥伦比亚大

学的阿卡提·古普塔说：“我们的综述研究表明，

医生们需要将新冠肺炎视为多系统疾病。此前

有很多关于新冠肺炎患者出现血栓性疾病的新

闻，我们的研究表明，有部分患者的肾脏、心脏

和脑部出现了损伤，这些结果非常重要。”

哈佛医学院的卡提克·塞加尔说：“在新

冠病毒大流行最初几周里，我们发现了许多

血栓性并发症，这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他们

认为，这些血栓性并发症可能源于病毒对血

管细胞的攻击：当病毒攻击血管细胞时，炎症

加剧，血液开始形成大小不一的凝块。这些

血凝块可遍及全身，破坏器官。

为对抗凝血及其破坏作用，哥伦比亚大学的

医生正在进行一项随机临床试验，研究新冠肺

炎重症患者服用抗凝药物的最佳剂量和时机。

炎症还会过度刺激免疫系统，因此，也有研究

人员正在进行靶向血栓炎症和免疫系统特定成

分——如白介素6信号转导的随机临床试验。

血块会引发心脏病，但病毒会以其他方

式攻击心脏。古普塔说：“心脏损伤的机制目

前尚不清楚，因为尸检病例中从心脏组织中

分离出该病毒的几率并不高。”

另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是，新冠肺炎重

症患者罹患急性肾脏损伤的比例很高。新冠

病毒借助 ACE2受体进入人体细胞，这些重症

患者肾脏中 ACE2受体的浓度很高，这可能是

造成肾脏受损的原因。科学家们目前尚缺乏

有关肾脏长期损伤的数据。

此外，新研究还发现，约三分之一新冠肺

炎患者可能会出现神经系统症状，包括头痛、

头昏眼花、疲劳和嗅觉丧失。

研究人员认为，对新冠肺炎导致的并发

症进行后续研究至关重要。

首个肺外器官影响综述性研究发布

新冠肺炎可致患者多器官受损

科技日报巴黎7月12日电（记者李宏策）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员法兰

克·库尚近日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中表

示，人类对动物施加的压力越大，或者破坏动物

的栖息地越多，越会增加跨物种污染的风险。

库尚称，野生世界有大量病原体，新兴疾

病中近三分之二是动物起源的。新冠病毒就

是这种情况，此前的艾滋病病毒、埃博拉病毒

和寨卡病毒也都是这种情况。据估计，仅在

哺乳动物体内就有 32万种病毒尚未鉴定。

库尚表示，病毒很少会跨物种传播。但

是人为活动打破了物种间的距离障碍，从而

增加了病毒从一种物种传播到另一种物种的

可能性。野生世界的崩溃增加了人类的健康

风险。实际上，生物多样性对于人类、食物、

土壤肥力或空气净化至关重要。没有野生生

物，就没有授粉媒介，也就没有农业。没有浮

游生物和植物，就没有足够的氧气并造成二

氧化碳增加。从健康角度来看，生物多样性

同样重要，大多数药物来自植物界。人类的

健康取决于地球的健康。库尚呼吁各国在此

次健康危机后重视环境挑战，采取更多措施

保护生物多样性。

根据2018年底的统计，法国有78%的野生

栖息地处于不良状态，主要原因是由于人类活

动对栖息地的破坏，以及气候的迅速变化。

在全球层面，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

种红色名录于 7月 9日更新，新录入 4260种动

物、真菌和植物物种，并对所有非洲灵长类动

物进行了全面重新评估。其中，马达加斯加

107 种狐猴中的 33 种处于极度濒危状态。在

非 洲 其 他 地 方 ，估 计 有 53%的 灵 长 类 物 种

（103 种中的 54 种）正面临灭绝风险。此次更

新还揭示了北大西洋露脊鲸和欧洲仓鼠都已

经处于极度濒危状态。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于

1963年开始编制，是全球动植物物种保护现状

最全面的名录。该名录目前最新已评估超过12

万个物种，其中有32441个物种存在灭绝威胁，

6811个物种已极度濒危，11732个物种濒危。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专家称

破坏野生动植物世界会增加跨物种污染风险

▶马达加斯
加的环尾狐猴被
列为濒危物种，据
专家估计，该种群
数量在三代内下
降达50%。

俄罗斯南乌拉尔国立大学研究人员开

发出在石墨、焦炭、聚合成分的基础上，制

造粉末复合材料的新方法，有助于减少原

子能、航空航天工业、冶金、电子交通等领

域的生产废料，改善电子技术产品的质量，

从而使生产效益提高 30%。相关研究发布

在最近的《冶金家》上。

研究人员称，混合是生产金属粉末的

最重要阶段之一，混合有助于获取多组分

材料的粉末，用这样的材料制成的产品质

量很高。不仅粉末冶金中广泛需要这种混

合物，在 3D 打印生产中，也对复合粉末材

料的质量提出了高要求。为此，南乌拉尔

国立大学开发出了石墨塑料新成分和有助

于进行高质量混合的混合器。

南乌拉尔国立大学压力处理金属过程

和机器教研室教授、技术学博士玛丽娜·萨

莫杜罗娃介绍称，从事混合设备生产的公

司可能对上述研究成果感兴趣，因为它们

能减少混合废料的数量、提高成品混合物

的质量、简化混合器的结构，从而提高设备

效益。

据悉，今后研究人员计划制造高熵粉

末复合物。这是应用科学的新方向，在这

里可按照物理—机械性能把完全不同的材

料当作成分。

新方法造粉末复合材料效益能提高30%

如何清除体内垃圾，特别是如何避免

肝脏和肠道中累积毒素？俄罗斯直肠科医

生、肿瘤专家叶莲娜·斯米尔诺娃说，这是

她的患者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很多人不

事先咨询医生就开始灌肠、洗肠，服用利尿

剂和泻药。清理身体后会有轻盈的感觉，

这往往被视为是好的效果。但叶莲娜·斯

米尔诺娃指出，这些做法可能会导致不良

后果，因为这样会减少肠道蠕动，导致钙、

钾、镁、钠等矿物质流失，使神经系统受损，

还会引起其他疾病。

斯米尔诺娃认为：“所有的灌肠、吃泻

药都是紧急措施，解决不了主要问题。我

反对一切清肠。想知道清除体内垃圾的替

代做法吗？就是正确饮食，吃足够的果蔬

以及瘦肉、鱼肉等高质量蛋白。如果吃的

很好，却出现便秘问题，那就向医生问问是

什么原因。”

（本栏目稿件来源：俄罗斯卫星通讯
社 整编：本报驻俄罗斯记者董映璧）

正确饮食即可安全清除体内垃圾

科技日报北京7月13日电（记者刘霞）
据美国和日本媒体日前报道称，美国和日本

近日签署了《探月联合宣言》，今后日本将与

美国主导的探月计划合作，日本宇航员有可

能借此登上月球，而美国推动太空领域国际

合作，意在争夺太空开发的主导权。

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官网

报道，NASA 局长吉姆·布里登斯廷 10 日

与日本文部省大臣荻生田光举行在线会

谈，签署了《探月联合宣言》，阐述了美国和

日本之间有关国际空间站和 NASA主导的

“阿耳忒弥斯”计划的合作内容，包括日本

对 NASA主导的“深空门户”和月球表面探

索的参与等。宣言的预期合作范围涵盖了

人类和机器人探索。

美国此前发布了“阿耳忒弥斯”计划，

希望在2024年前将一男一女两名宇航员送

上月球，在2028年与国际合作伙伴一起，实

现可持续的月球表面探索，并以月球为“跳

板”向火星进军。与上世纪 60—70 年代首

次实现人类登月的“阿波罗计划”不同，“阿

耳忒弥斯”计划以在月球表面开展永久性

活动为目的，并计划在绕月轨道上建设新

的小型空间站“深空门户”（Gateway）。

据美国太空新闻网此前报道，美国提

议，“深空门户”绕月空间站建设实行国际

合作。除日本外，欧洲空间局（ESA）和加

拿大也表示将参与该项目。美国打算把

“深空门户”作为将来进行火星探测的基

地，提出要在本世纪 30年代实施载人火星

探测。据悉，日本将在设备、仪器和物资补

给等方面参与“深空门户”的合作。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在“深空门

户”正式启动的本世纪 20 年代后半期，日

本宇航员有可能登上月球。不过，对日本

来说，目前最大的课题是参与这些项目的

预算如何保证，眼下还不清楚建设“深空门

户”和探月将耗资多少。据悉，在与国际空

间站相关的载人太空活动中，日本目前每

年的投入为 300 亿—400 亿日元（约合 2.8

亿—3.7 亿美元），但“深空门户”的相关费

用预计会更庞大。

日本加入美“深空门户”计划参与探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