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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霞

外眼看中国

显示实时交通信息以及预计旅行时间的

导航应用程序、帮助顾客在网上购买到最合

身衣服的虚拟试衣室，以及可以在家里与珍

贵文物“近距离接触”的虚拟博物馆……上述

十年前无法想象的情景已经成为中国人日常

生活的一部分。

亚洲数字 CFO 网站在近日的报道中指

出，随着中国加快建设数字国家的步伐，数字

技术正广泛应用于诸多领域，为越来越多中

国人带来了数字红利。

报道称，过去十年，中国进一步巩固了

数字工业化的基础，加快了数字工业化发

展 的 进 程 。 中 国 数 字 经 济 的 市 场 总 额 从

2012 年 的 11 万 亿 元 增 长 到 去 年 的 45.5 万

亿元。今天，数字技术正渗透到中国的每

一个角落，并正在给中国人民的生活带来

深刻的变化。

让生活更便捷

过去十年，不断发展的数字技术使人们

的生活更加轻松便捷。

从 2012 年到 2021 年，中国的互联网普及

率从 42.1%增长到 73%，光纤网络覆盖所有地

级城市。而且，全国所有行政村和脱贫村都

接入了宽带。

截至今年 7 月底，中国 5G 手机用户多达

4.75亿，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 5G网络。

得益于数字基础设施的跨越式发展，共

享经济、在线零售和移动支付等新技术和新

型商业模式接踵而至。

中国数字化建设的成果惠及社会的方方

面面。今天，人们通过扫描二维码订购食物，

并通过面部识别支付账单，停车服务和垃圾

分类也通过数字技术实现了智能化。

在农村地区，农民在直播平台上销售农

产品，数字技术正在使传统农业变得更加智

能，越来越多农民增加了收入。

提升服务能力

过去十年，数字技术使服务能力得到更

大提升。

今天，在线和远程服务在中国非常流

行。在中国海南省，18 家城市医院、340 家农

村医疗中心和 2700 家乡村诊所都配备了 5G

远程医疗设备。这些设备可将患者就诊的平

均时间缩短 3至 5小时，并将医院的办事效率

提高 30%。

中国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在线教育平台

和全国医疗保险信息平台。中国 90%以上的

县和区可以使用远程医疗。在这十年中，数

字技术为缩小城乡以及地区间社会服务资源

的差距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在数字政府服务

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数字政府是中国数

字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府服务中应

用数字技术有助于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

也有助于满足中国公众日益增长的政府服

务需求。

目前，移动政府服务平台在全国几乎

随处可见，人们可通过一个网站办理诸多

与自身衣食住行相关的事情。近 90%的省

级行政许可证可以在网上申请，申请人最

多只需前往办事处一次即可获得许可证，

处理时间减少了一半以上。联合国的一项

调查显示，中国的电子政务发展指数在全

球排名第九。

数字技术推动中国人美好生活

科技日报北京 10 月 21 日电 （记者刘
霞）美国科学家在最新一期《自然》杂志上

撰文指出，他们借助美国能源部下属托马

斯杰斐逊国家加速器设施，对质子的极化

率开展了新精确测量，结果发现了质子结构

的异常——质子比此前认为的更有弹性，证

实了此前被认为是误差的异常现象。研究人

员称，造成异常的根源目前仍未知，可能表明

存在未知作用力。

质子由三个被称为夸克的较小粒子组

成，夸克携带正电荷或负电荷。当将质子置

入电场中时，携带不同电荷的夸克会朝相反

方向运动，导致质子变形或拉伸，拉伸或变形

程度被称为极化率。与大小或电荷一样，极

化率也是质子结构的基本性质。

在最新研究中，为更精确探测质子极化

率，科学家们使用了名为虚拟康普顿散射的

过程，将杰斐逊实验室连续电子束加速器设

施内精心控制的高能电子束射向质子。

研究人员解释称，在虚拟康普顿散射中，

电子通过发射高能光子或光粒子与其他粒子

相互作用。电子的能量决定了其发射光子的

能量，也决定了光子如何与其他粒子相互作

用。低能光子可能会从质子表面反弹；而高

能光子则会在质子内部爆炸，与其中一个夸

克相互作用。理论预测，当这些光子—夸克

相互作用从低能跃迁到高能时，它们将形成

一条平滑的曲线。

美国天普大学物理学副教授尼科斯·斯

巴弗斯表示，最新测量结果显示极化率在局

部存在一些增强，表明质子可能比我们此前

认为的更具弹性，拉伸程度更强，可能是一种

未知力在起作用。他说：“质子是物质重要的

基础组成部分，如果质子领域缺少一些基本

的东西，如未知作用力，将对物理学各个领域

产生影响。”

研究团队计划进一步梳理这种异常的细

节，并开展更精确探测，以检查是否还存在其

他异常，以及造成异常的原因。

新测量证实质子结构存在异常

质子的艺术照。
图片来源：英国《新科学家》杂志网站

科技日报北京10月 21日电 （记者张梦
然）据 eurekalert 网站近日报道，日本大阪大

学研究人员已经开发出一种方法，将一个

不显眼的可食用标签嵌入食物中，无需先

破坏食物即可读取。研究人员说，该方法

的另一个主要优点是标签完全不会改变食

物的外观或味道。

包含数据的标签通常用于食品行业。

它们的范围从简单的水果贴纸到使用电磁

场 自 动 识 别 和 跟 踪 产 品 的 射 频 标 签 。 然

而 ，随 着 人 们 试 图 减 少 额 外 包 装 ，科 学 家

们正竞相开发可食用的食品标签，这些标

签基本上无毒且不会改变食物的味道或外

观，同时也可在不破坏食物本身的情况下

读取。

该研究的主要作者宫武大和解释说，许

多食物现在可使用 3D 打印机生产。“我们意

识到，饼干等可食用物体的内部可以打印出

来，以包含空白空间的图案，这样，当你从饼

干背面照射时，二维码就会变得可见，并可

用手机读取。”

使用由饼干本身制成的二维码作为标

签，所有信息都包含在饼干内部，因此饼干

的外观完全保持不变。而且，由于可使用简

单的背光就可使二维码可见，因此在饼干从

工厂到食用的任何阶段，生产商、零售商和

消费者都可随时获得这些信息。

研究人员称，这种 3D 打印方法是食品

数字化转型的一个很好例子，将提高食品的

可追溯性和安全性。这项技术还可用于通

过增强现实提供新颖的食品体验，这是食品

行业中一个令人兴奋的新领域。这种将可

食用信息嵌入食品中的新方法对于减少浪

费也很重要，广泛采用这些技术有望为更清

洁的未来铺平道路。

左图为用 3D 打印机将可食用数据嵌入
食品中。

图片来源：eurekalert网站

3D 打印让二维码“可食用”

科技日报北京10月 21日电 （实习记者

张佳欣）由芬兰阿尔托大学研究人员领导的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开发出了高波长精度、高

光谱分辨率和宽工作带宽的高灵敏度光谱

仪，该光谱仪可以安装在微芯片上，并使用人

工智能进行操作。发表在最新一期《科学》杂

志上的该成果，将对各种技术和应用大有裨

益，包括质量检测平台、安全传感器、生物医

学分析仪、医疗保健系统、环境监测工具和空

间望远镜。

此次，利用二维半导体超薄材料，研究人

员开发出集成芯片上的光谱仪，这种单探测

器光谱仪是一种一体化设备，如同一个带有

人工智能的光电“芯片实验室”。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科学学院物理学教

授伊桑·米诺特说，传统光谱仪需要笨重的

光学和机械部件，而新设备甚至可安装在人

类头发的末端。新研究表明，新型半导体材

料和人工智能可取代传统部件，从而让目前

最小的光谱仪（相当于葡萄大小）尺寸再次

大幅缩小。

新光谱仪不需要组装单独的光学和机械

部件或阵列设计来分散和过滤光线。此外，

它可实现与台式系统相当的高分辨率，但封

装要小得多。

研究人员表示，该设备是完全电控的，这

使得它具有巨大的可扩展性和可应用性潜

力。通过这一光谱仪，人们可使用触手可及

的设备测量超出可见光谱的每个波长的光强

度。例如，它可直接集成到日常的智能手机

和无人机等便携设备中，用作智能手机的高

光谱相机，不仅可捕捉和分析可见光波长的

信息，还可进行红外成像和分析。

此外，这种光谱仪也为研究新科学提

供了工具。在医学领域，光谱仪可用于识

别人体组织细微变化，比如肿瘤和健康组

织之间的差异。在环境监测领域，光谱仪

可准确地检测空气、水或地面中有哪些以

及有多少污染。

研究员佩尔蒂·哈科宁教授认为，随着分

辨率和效率的进一步提高，这些光谱仪还可

为量子信息处理提供新的工具。

微芯片上的光谱仪让光信息触手可及

科技日报北京10月21日电 （记者张
梦然）美国天体物理学家的一项分析，对宇

宙的组成和演化设置了迄今为止最精确的

限制。通过这种被称为 Pantheon+的分

析，宇宙学家确认宇宙由大约三分之二的

暗能量和三分之一的物质组成，这种物质

主要以暗物质的形式，在过去数十亿年中

加速膨胀。研究结果近日发表在《天体物

理学杂志》特刊上。

暗能量和暗物质都是宇宙学标准模

型的基石，但还没有被直接探测到，因此

也是该模型的最大谜团。此次通过将现

代宇宙学理论（标准模型）置于更坚实的

证据和统计基础上，Pantheon+等同于关

闭了解释暗能量和暗物质的其他替代模

型的大门。

Pantheon+基于同类中最大数据集，

包括 1500 多个称为 Ia 型超新星的恒星爆

炸。由于 Ia 型超新星的亮度超过了整个

星系，因此可在超过 100 亿光年的距离看

到恒星爆炸。鉴于超新星以几乎均匀的

亮度闪耀，科学家们可利用爆炸的表观

亮度（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弱）以及红移

测 量 值 作 为 时 间 和 空 间 的 标 记 。 反 过

来，这些信息揭示了宇宙在不同时期膨

胀的速度。

2011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之一

亚 当·里 斯 表 示 ：“在 许 多 方 面 ，最 新 的

Pantheon+分析是全球观察家和理论家在

破译宇宙本质方面二十多年辛勤努力的

结晶。”

新分析将数据作为一个整体，并认为

宇宙的 66.2%表现为暗能量，其余 33.8%是

暗物质和物质的组合。

Pantheon+得出的另一个关键结果则

是确定了当前宇宙的膨胀率，即哈勃常

数。研究发现哈勃常数为 73.4（km/s）/Mpc

差距，不确定性仅为 1.3%。

研究人员表示，通过 Pantheon+数据

集，他们可获得从暗物质主导到暗能量主

导的宇宙精确视图。这是一个独特的机

会，可看到暗能量如何开启并推动了宇宙

最大规模的演化。现在用更有力的统计证

据来研究这种转变，有望对暗能量的神秘

本质产生新的认识。

暗物质和暗能量在宇宙中可谓“不按

常理出牌”，对现有的物理理论模型构成挑

战。尽管有不少间接证据证明它们确实可

能存在，但与我们能探测到的能量和物质

相比，暗能量和暗物质无法吸收、反射和辐

射光，所以它们均没有被现有技术手段直

接探测到。宇宙中到底有多少暗能量和暗

物质，它们有哪些神奇的特征？这些都有

待被进一步论证、探测和计算。最新研究

估算出暗物质和暗能量在宇宙中的占比，

让我们对这两位神秘的“黑衣人”又有了更

多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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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10月21日电 （实习记

者张佳欣）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科学家

们发现当衰老年龄“开启”时，细胞中的应

激反应可能是延缓衰老和延长寿命的关

键。研究人员表示，这一发现为开发可

以 延 缓 发 病 甚 至 解 决 与 年 龄 相 关 疾 病

（如癌症、痴呆和中风）的疗法打开了大

门。19 日发表于《自然·通讯》上的这项

研究结果，是首次发现这种压力反应与

衰老之间的联系。

在对一种与人类相似的秀丽隐杆线虫

进行的实验中，研究小组发现，与喂食正常

饮食的线虫相比，通过喂食高糖饮食来开

启衰老线虫的这种应激反应可以延长它们

的寿命。

研究人员确定了一种名为“未折叠蛋

白反应”的细胞途径，它会影响喂食高糖饮

食的动物寿命。他们发现，抑制这一途径

极大地延长了这些动物的寿命。因此，他

们提出，针对这一途径的操纵可能会延长

患有代谢障碍的人的寿命。

南洋理工大学生物科学学院细胞生

物学家兼研究带头人纪尧姆·蒂博教授

说：“虽然新研究发现，高糖饮食可能有

助于延缓线虫的衰老并延长其寿命，但

我 们 并 不 建 议 老 年 人 转 向 高 糖 饮 食 。

这项研究确实表明，在细胞中触发某些

应激反应可能会促进长寿，而用药物激

活这种应激反应可能是减缓细胞衰老的

关键。”

除了证明在衰老的线虫中操纵这种

应激反应的效果外，科学家还表明，当喂

食高葡萄糖饮食的幼虫“关闭”相同的反

应时，它们比正常饮食情况下的线虫活

得更长。

蒂博教授说：“衰老是各种人类疾病的

关键风险因素等。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

看，确定支撑衰老过程的细胞途径可以使

我们朝着开发治疗与年龄相关疾病的新治

疗策略更近一步。”

细胞应激反应或是抗衰和延寿关键

科技日报北京 10 月 21 日电 （记者

刘霞）一个国际科研团队在 20 日出版的

《科学进展》杂志上撰文指出，日本宇宙

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的“隼鸟 2 号”探测器

首次从小行星“龙宫”上带回气体，对这

些气体开展分析能揭示“龙宫”小行星的

历史，有助于科学家们进一步梳理太阳

系的演化历程。

研究人员指出，这些气体由“隼鸟 2

号”航天器从小行星“龙宫”上收集的岩石

样本带回，分析这些气体有望提供小行星

以及太阳系中其他天体如何形成、在何处

形成的线索，这也是科学家们首次对来自

小行星的原始气体进行分析。

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亨纳·布

斯曼表示：“我们对太阳系的形成方式，以

及太阳系外的物质是什么样子的认识基本

上都基于陨石，但这些陨石落在地球表面，

会受到空气、天气和人的污染。而来自小

行星的样本并未接触过地面，也未接触过

地球上的雨水。”

这意味着科学家们可以利用这些样

本 详 细 地 了 解 小 行 星 和 外 太 阳 系 。 为

此，研究人员仔细检查了岩石样本内的

气体并确定这些气体是如何到达“龙宫”

的 。 其 中 一 些 气 体 通 过 太 空 辐 射 直 达

“龙宫”，从而使研究人员能测量小行星

表面的年龄。结果表明样品中的岩石只

在“龙宫”表面存在了约 500 万年，与地球

附近小行星表面岩石一致，所以“龙宫”

是在数百万年前从出生地向太阳系内迁

移的。

此前一项分析显示，“龙宫”脱胎于一

个更大的有 45亿年历史的天体，很可能在

太阳系边缘形成。对样品中铁的分析也表

明，这些铁可能来自天王星和海王星附近，

因此这些样品可能有助科学家阐明外太阳

系的历史。

“隼鸟2号”首次从小行星带回气体
有助梳理太阳系演化历程

前 景 中 指 尖
上 集 成 在 芯 片 中
的 光 谱 仪 与 背 景
中 的 商 用 台 式 光
谱仪对比图。

图片来源：芬兰
阿尔托大学

在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参观者通过阿里巴巴的虚拟试衣镜现场试衣（资料图片）。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