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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疫”行动

◎本报驻日本记者 陈 超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梦然 李宏策）根据

英国《自然》杂志 29 日发表的一项气候学报

告，过去 20 年全球冰川质量损失一直在加

速。这一结论基于对全世界逾 20 万座冰川

（几乎覆盖地球上所有冰川）的高分辨率制图

分析，其结果为迄今最高置信度。理解冰川

如何随时间融化以及这种变化如何改变了区

域水文并推动了海平面上升，有助于改善预

测未来变化的模型，同时为管理水资源和缓

解海平面上升提供了重要借鉴。

冰川消融是近几十年来造成海平面上升

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已引起全球范围的广泛

关注。此前科学家怀疑，冰川的质量损失速

率正以惊人的速度上升，但相关数字依然不

够准确，冰川损失递增的量以及海平面上升

的速率也缺少高精度测量的支持。

此次，在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的支持下，

由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法国发展研究所和图卢

兹第三大学等机构的科学家组成国际团队，分

析了各个种类的卫星和航空影像档案——主

要基于 50 万份卫星立体影像，以此研究每座

冰川的质量变化。随后，研究人员估计了这

217175 座冰川（不包括冰盖）在 21 世纪头 20

年间的海拔高程（距离海平面的高度）变化。

研究团队利用现有的独立、高精度测量数

据验证了他们的估算结果，并计算了冰川个体

的体积和质量变化。研究表明，进入21世纪以

来，全球各地冰川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化，并

且融化速度还在不断加快。据研究人员估算，

从2000—2019年，冰川质量平均每年累计损失

2670亿吨，占观测到的海平面上升的21%。冰

川在2000—2004年期间每年损失2270亿吨，而

到2015—2019年期间每年减少达2980亿吨。

研究表明，融化最快的冰川位于阿尔卑斯

山、冰岛和阿拉斯加。有些地区的融化率在

2010—2019年期间有所放慢，如格陵兰岛，冰岛

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东海岸。但这种局部减速

可能是由于天气异常导致更多降水和低温，从

而减缓了冰的流失。冰川质量损失的时间和区

域变化主要由降水变化控制。而冰川质量损失

总体呈现加速是全球气温升高的结果。

相较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IPCC）的最新报告和近期的全球研究，这

一估算结果的不确定性显著降低。研究人员

也表示，这次对冰川质量损失估算的不确定

性低于之前的研究，也让对区域模式、根本性

气候驱动因素、质量加速流失估计速度进行

的定量分析拥有更高的置信度。

高精度分析揭示——

全球冰川质量过去 20年加速流失

科技日报北京 4月 29日电 （实习记

者张佳欣）近日，英国布里斯托大学量子工

程技术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在《自然·物理

学》杂志上发表一篇新论文，解释了一种通

过充当自主代理，使用机器学习对哈密顿

模型进行逆向工程的算法。这种新算法对

量子系统基本物理原理提供了宝贵见解，

有望带来量子计算和传感领域的重大进

步，并有可能翻开科学研究的新篇章。

在物理学中，粒子系统及其演化都是

通过数学模型来描述的，这需要理论和实

验相互验证。更复杂的则是在量子力学水

平上描述粒子相互作用的系统，这通常需

要使用哈密顿模型来完成。但量子态的性

质使这一过程变得更加困难，当人们试图

检查量子态时，量子态就会崩溃。而此次

开发的算法可以克服这一困难。

该团队开发了一种新的协议来制定和

验证量子系统的近似模型。他们的算法可

自主运行，在目标量子系统上设计和执行

实验，数据最终被反馈到算法中。该算法

提出了描述目标系统的候选哈密顿模型，

并用统计度量，即贝叶斯因子对目标系统

进行了区分。

钻石是进行量子信息处理和量子传感

的良好平台，研究团队利用钻石中晶格空

位缺陷在真实的量子实验中成功展示了这

一算法的能力。

该算法可以帮助自动描述新设备的特

征，比如量子传感器，因此这一进展代表着

量子技术发展的重大突破。

布里斯托尔大学量子工程技术实验室

和量子工程博士培训中心的布莱恩·弗林

表示：“将当今超级计算机的能力与机器学

习相结合，能够自动发现量子系统中的结

构。随着新的量子计算机/模拟器问世，算

法会带来更多惊喜：首先它可以帮助验证

设备本身的性能，然后可利用这些设备理

解越来越大的系统。”

研究人员表示，了解基本的物理学和

量子系统模型，有助于我们掌握更多有关

量子计算和量子感测技术方面的知识。

下一步，研究人员将扩展算法，以探索

更大的系统以及代表不同物理状态或基础

结构的不同类别的量子模型。

如果我们既不懂哈密顿，也不明白量

子，那还能看懂这条消息吗？很遗憾，不太

能。但我们可以理解的是，量子力学的哈

密顿描述无论对计算机科学还是物理学来

说都有重大意义，这是用数学模型去描述

和验证量子物理不可绕开的一步，其不但

是现阶段计算能力的展现，还是未来更深

远理论拓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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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来，印度新一波新冠疫情急速恶

化，日增感染人数连续超过 30 万人，不断创

历史新高，病亡人数也以每天 2 千多人的速

度急速攀升，疫情失控导致印度医疗系统出

现挤兑现象，濒临崩溃。尤其令人担忧的

是，大量青壮年因得不到有效医疗救护而失

去生命。据报道，目前印度变异株已经蔓延

到世界二十几个国家。

科技日报记者就印度变异毒株对今后

全球新冠疫情的发展及对疫苗可能产生的

影响等问题，采访了日本国立长崎大学病毒

学专家北里海雄。

科技日报：印度双重变异株是什么样的

病毒？

北里海雄：目前在印度肆虐的变异株

B.1.617，就是 E484Q 和 L452R 同时出现的

双重变异株。根据国际数据库（GISAID）

的数据，B.1.617 是去年十月从印度登陆的

变异株，今年 2 月以后，陆续在英国、美国、

日 本 等 二 十 几 个 国 家 检 测 到 这 个 变 异 。

因此，这种变异株的感染扩散可能会对目

前的疫苗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需要十分

警惕。

另 外 ，最 近 印 度 又 发 现 三 重 变 异 株

B.1.168（孟加拉变异株）。这个三重变异株

是从双重变异株 B.1.617 变异过来的。除此

之外，有研究发现 S蛋白的 N439K、Y453F变

异都有逃逸中和抗体的能力。这些变异株

都将会对减弱疫苗产生的中和抗体的作用，

影响疫苗的防御效果。

科技日报：目前在世界蔓延的病毒主要

有哪些变异株？

北里海雄：目前在世界蔓延的主要变异

株 ，包 括 英 国 变 异 株 B.1.1.7，南 非 变 异 株

（B.1.351，501Y.V2），巴西变异株 B.1.1.248，

美国加州变异株 B.1.429（或 CAL.20C），以

及印度变异株 B.1.617等。

英国变异株指含有 D614G、N501Y变突

变位点的病毒株。N501Y 突变点位于 S 蛋

白的细胞受体结合域（RBD）中 6 个关键接

触残基之一，这个突变使病毒 S 蛋白与细胞

受体的亲和力增加，导致病毒的传染性增加

了 70%。

南非变异株和巴西变异株除了均含有

D614G、N501Y 以外，还发现存在 E484K 变

异。E484K 变异也是病毒 S蛋白的受体结合

域中的一个关键接触残基。一些研究显示，

含 E484K 突变的病毒使从接种疫苗人体内

分离出的中和抗体的活性下降了 10倍多，具

有减弱抗病毒中和抗体的效果，也可能导致

病毒逃过免疫系统的识别。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加州变异株

也存在 L452R 变异，据东京大学研究团队

的报告，这个 L452R 变异可以使包括 60%

日本人在内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人群的细

胞性免疫（HLA—A24 亚型）无法识别病毒

S 蛋白，导致病毒能够逃逸细胞性免疫，同

时也增强了病毒感染能力，减弱抗体的中

和能力。所以，含有 E484K/Q 和 L452R 双

重变异是目前发现的能够影响疫苗效果的

主要变异株。

科技日报：既然变异株已经在全世界扩

散，目前的疫苗是否还有效？

北里海雄：我们接种疫苗，一是刺激免

疫系统产生中和抗体。这些中和抗体与病

毒 S 蛋白结合具有阻止病毒入侵细胞的能

力。二是诱导细胞性免疫。主要指对感染

细胞具有杀伤能力的 T淋巴细胞。经过 2次

疫苗接种后，免疫系统能够产生中和抗体的

记忆 B 淋巴球，同时也会产生对病毒感染细

胞具有特异杀伤能力的记忆 T 淋巴球。中

和抗体负责阻止病毒再次侵入，杀伤 T 淋巴

球负责清理体内被病毒感染的细胞。对病

毒的特异性细胞性免疫可以阻止病情的发

展及重症化。

目前的疫苗对变异株还是有一定效果

的。尽管变异株可能导致疫苗的预防效果

有所减弱，但不是完全没有效果。即使这些

疫苗产生的中和抗体的预防效果不佳，但疫

苗诱导的细胞免疫反应也可以抑制病情的

重症化，所以，在可以完全逃逸目前疫苗的

新病株出现蔓延之前，需要尽快接种疫苗，

控制疫情的发展。以色列国民的疫苗接种

率超过 50%，已经效果明显地控制住疫情。

尽管不可能完全预防不被二次感染，但至少

被感染也不会向重症化发展。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因新的病毒

变异株导致疫苗诱导产生的中和抗体完全

失去中和效应，反而因为抗体依赖增强效应

（ADE 效应）而加重病情的危险性也是存在

的。所以在这种变异株蔓延之前，控制住疫

情十分必要。

从目前世界上使用新冠疫苗的情况看，

还没有确凿的实验及临床证据表明，新冠疫

苗抗体能够产生 ADE效应。但是，目前印度

的双重变异株或三重变异株感染是否会产生

ADE效应，需要提高警惕，还不能放松防御，

要严加防范阻止新型变异株的输入及蔓延。

一旦新的变异株感染导致 ADE效应，目前开

发的疫苗会受到很大影响，将使疫情更加严

峻，各国很难独善其身。

因此，各国都需要加强针对变异毒株

的检测，积极有效防控，加快对应新型变异

株的疫苗研发及临床试验，作为应急手段，

需要抓紧各种抗病毒及抑制重症化等药物

的研发。在人类共同面临的世纪大瘟疫面

前，世界人民需要团结起来，共同努力，联

合抗疫。

在印度发现的新冠双重变异株扩散值得警惕
日本病毒学家北里海雄呼吁尽快接种疫苗

近日，新冠肺炎疫情“海啸”席卷印度，

令人揪心。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

示，世界卫生组织将向该国增派工作人员和

物资，以帮助抗击这场大流行。

当此危急之际，《印度快报》近日刊发观

点文章称，印度可以借鉴中国的抗疫经验，

比如统一规划，发挥基层尤其是“居委会”的

力量等。

文章指出，印度总理莫迪 4 月 20 日对全

国发表讲话时，呼吁年轻人成立小委员会，

以确保人们遵守新冠疫情防控规定。他还

要求各邦就封锁和其他措施作出决定。如

此看来，中央政府采取了更分散的决策——

有别于第一波疫情来袭时的做法。虽然只

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这些做法是否正确，但

决策者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利用地方动员打

败病毒的成功例子。

在人口方面可与印度相比的中国，更快

控制住了新冠病毒传播。在基层，居民委员

会发挥了最关键的作用。其任务是落实行政

命令、执行政策、调解民间纠纷、照顾老人等。

在疫情刚暴发时，经过最初几天的混

乱，居委会很快就担负起了责任。例如，全

武汉 7148 个社区都实施了封锁。社区工作

者严格执行出入规定。除必要的医疗需要

或疫情防控行动外，居民不得离开社区，非

社区居民也不得进入。志愿者在社区门口

值班，核查过往人员的情况，挨家挨户询问

社区居民的健康状况，收集其旅行史等信

息。

此外，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还为居家隔离

的人和老人送货上门，提供生活必需品。其

他基本任务还包括追踪接触者、将患者置于

社区管理之下并将其转移到指定医疗机

构。大批青年和大学生自愿参加社区防控

工作，举国上下都在推广这种模式。

中国领导层亲自指挥了“第一道防线”

的抗疫工作，中央也尽力保障社区工作者的

福利并作出了具体规定，包括提供补贴、防

护装备、保险和其他制度支持等。

尽管存在挑战，但中国成功扼住了疫情

的“咽喉”，武汉等地庆祝抗疫胜利的画面给

人们带来很大希望和鼓励。

印度的形势无疑要严峻得多，上述“中

国模式”能否为印度目前的困境提供解决方

案呢？

印度许多地方都有住宅协会和地方政

府，他们可以展开与中国居委会类似的动

员。但如果没有中央统一的行动计划，就不

可能做到这一点，而这正是“中国模式”取得

成功的关键所在。鉴于这场疫情的性质，现

在正是印度领导层加紧步伐协调全国政策

措施的关键时候。

印媒称可借鉴中国“居委会模式”抗疫

当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为了本国人

民尽快获取新冠疫苗而努力，但在美国某些

地区，疫苗却还被搁置在货架上。美国迈阿

密的杰克逊纪念医院表示，由于需求减少和

疫苗过剩，该医院将逐步减少疫苗接种。据

《华盛顿邮报》报道，本月，由于春假，北卡莱

罗纳州的疫苗接种工作暂停，疫苗也被搁置。

然而，印度在 23日创下了日新增感染病

例超过 33万的全球新纪录。随着病例激增，

印度正在努力为其人民接种疫苗。

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疫苗生产国。作

为世界卫生组织主导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

计划”（COVAX）的一部分，印度向其他国家

赠送和销售数千万剂新冠肺炎疫苗。但自

从 印 度 每 日 新 增 感 染 数 激 增 后 ，其 面 向

COVAX 计划的工作被暂停，以调整生产方

向，优先为本国公民接种疫苗。

此前，印度承诺向多达 92个国家或地区

分发 2 亿剂疫苗，暂停计划可能会使这些行

动停滞不前。包括南非在内的其他国家认

为，承诺的疫苗交付速度慢得令人沮丧。

美国等国的疫苗丰度与其他国家疫苗

稀缺性之间的差距，促使各国领导人呼吁弥

合富国和穷国之间的疫苗获取差距。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一些国家呼吁美

国改变政策，重新考虑规定疫苗生产的知识

产权和商标法。

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学家玛丽亚·范·科

尔霍夫在谈到全球疫苗不公平问题时表示：

“这在伦理上、道德上和科学上都令人震怒。”

《纽约时报》报道称，美国政府面临国际压

力，要求解除对疫苗出口的限制。印度疫苗生

产商称，这些供应是扩大疫苗生产的必需。

据《泰晤士报》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和他

的前任特朗普援引《国防生产法》而发布了

目前的疫苗出口禁令，用于增加美国的疫苗

产量。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在近期的

新闻发布会上谈到这项禁令时表示：“美国首

先在为美国人民接种疫苗，这是一项雄心勃

勃、卓有成效的努力，而且到目前为止是成功

的。这项运动正在进行中，我们这样做有几个

原因。第一，我们对美国人民负有特殊责任。

第二，美国遭受的打击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

都严重——仅在这个国家就有超过55万人死

亡，数千万人感染病毒。”

普莱斯说，如果美国公众没有接种疫

苗，可能会面临更多变异病毒传播到全球的

风险。然而，印度正流行一种双重变异病

毒。3 月，这种变异病毒与印度马哈拉施特

拉邦 15%—20%的病例有关。随着病毒在印

度的传播和病亡人数的增加，如果不加以控

制任其发展，将成为全球性威胁。

世卫专家指全球疫苗分配不公“令人震怒”

科技日报莫斯科 4月 28日电 （记者

董映璧）俄罗斯莫斯科大学科研人员开发

出一种独特的、可以轻松控制太赫兹光波

的二氧化钒光电子材料。有关专家认为，

未来从运输安全到食品质量控制等领域，

新材料将得到广泛运用。相关研究发表在

《晶体工程通讯》和《陶瓷国际》杂志上。

太赫兹光波是未来 6G 通信网络的基

础。此外，它们已被用于机场和车站行李

箱安检扫描，下一步将运用于建筑材料、药

品和食品的质量监控。然而，太赫兹光波

控制技术的发展受到技术设备尺寸的制

约。正如论文作者之一、莫斯科大学研究

人员阿尔乔姆·马卡列维奇教授所说，目

前，对设备小型化和改善人体工程学方面

的需求不断增长，太赫兹光波控制原理建

成的典型设备相当复杂，限制了该技术的

潜在应用价值。

阿尔乔姆·马卡列维奇教授称，科研人

员正在努力使必要的设备尽可能紧凑和小

型化，为此，需要一种能控制太赫兹辐射的

特殊材料，特别是需要一种能够选择性吸

收太赫兹波的物质，同时为了快速打开和

关闭太赫兹信号，则需要一种可以极大地

改变电阻的材料。在这方面，二氧化钒是

一种有前途的材料。在 68℃的温度下，从

金属变成电介质，二氧化钒的电阻会改变

数万次。由于物质薄膜的温度可以快速改

变，因此可以将二氧化钒用于控制太赫兹

光波的超快光学开关。

为了进一步提高二氧化钒的上述性

能，俄罗斯科研人员采用了一种新的合成

方法，为新材料赋予了一种特殊的微观结

构：形状类似于圣诞树。研究人员发现，这

种“多刺的”钒氧化物在 1.5 太赫兹光波下

可吸收90%的入射辐射，而在其他频率下仅

吸收20%的入射辐射。因此，二氧化钒可以

成为理想的太赫兹光波的选择性吸收器。

据悉，科研人员正在进一步努力改善

材料的性能，使其对光学电子学的发展更

具吸引力。比如，把金属变成电介质的温

度降到 68℃以下。

新型光电子材料可控制太赫兹光波

科技日报巴黎 4月 28日电 （记者李
宏策）海洋能吸收二氧化碳（CO2），在气候

调节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海洋的这

一功能目前尚未得到充分了解。然而，海

洋的气候调节能力可能会有所下降，甚至

在未来被逆转。当前作为地球“蓝肺”的海

洋，最终可能会成为加剧全球变暖的推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

会（简称“海委会”）日前发布了《海洋碳综

合研究：海洋碳知识摘要及未来十年海洋

碳研究和观测协调展望》报告，提出要完成

有关 CO2吸收演变的研究。

报告概述了有关海洋在碳循环中的作

用，并指出未来发展方向。其目的是为决

策者制定未来十年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

政策提供所需知识。

报告强调了海洋在吸收自工业革命以

来人类活动产生的碳排放方面发挥的作

用。如果没有海洋碳汇和陆地碳汇，目前

大气中的 CO2含量将接近 600ppm（百万分

率），比 2019 年的 410ppm 高出 50%。后者

已远远超出了将全球升温控制在 2℃以内

这一目标所要求的含量。

更为危险的是，海洋碳汇有可能被逆

转。海洋不但不再吸碳，还有可能释放

CO2，加剧温室效应。为此，海委会的报告

分析了现有观测和研究成果，以确认海洋

能否继续“帮助”人类，或是带来负面影响，

使缓解和适应气候变暖的工作愈发艰难。

更广泛的问题是，人类如何通过 CO2

清除计划等手段改变海洋碳循环，以及这

对海洋生态系统有何影响。

为编制该报告，海委会召集了来自 5

个关于海洋与气候相互作用的国际研究和

协调项目的专家。自 2018 年以来，他们一

直与海委会海洋碳综合研究工作组一同开

展工作。

他们共同提出了一个综合海洋碳汇中

期和长期研究的创新型联合计划，以填补

这一领域的空白。

该报告是正在进行的“联合国海洋科

学 促 进 可 持 续 发 展 国 际 十 年（2021—

2030）”的一部分。正如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阿祖莱所说，这是“一个让所有利益攸关方

围绕共同的科学优先事项，针对不断变化

的海洋碳循环加强行动的独特机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预警：

失去吸碳能力的海洋或加剧全球变暖

◎实习记者 张佳欣

◎本报记者 刘 霞

4月26日，工作人员在印度城市海德拉巴街头喷洒消毒剂。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