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战“疫”行动

科技日报北京11月10日电（实习记者

张佳欣）据发表在 10 日《自然·医学》杂志上

的一项最新研究，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医学院和圣路易斯退伍军人事务部的研究

人员发现，反复感染新冠病毒会导致多个器

官系统出现不良健康状况的风险显著增加。

再次或多次感染新冠病毒的结果包括

住院，易患肺、心脏、血液、肌肉骨骼和胃肠

道系统疾病，还会导致糖尿病、肾脏疾病和

精神健康问题，甚至病亡。

自从新冠疫情流行以来，科学家们已经

了解到，最初的感染可能会导致短期或长期

的健康风险，影响人体几乎每个器官系统。

他们还确定，尽管在第一次感染后获得了天

然抗体，并接种了疫苗和加强针，但人们依

然可能再次或第三次感染新冠病毒。

论文资深作者、医学博士、医学院临床

流行病学家齐亚德·阿尔-阿利说，我们的研

究清楚地表明，第二次、第三次或第四次感

染会在急性期，即感染后 30 天，以及之后的

几个月增加健康风险，这意味着更长的新冠

病毒感染阶段。

此外，研究表明，这种风险似乎还随着

每一次感染而增加。

在这项研究中，他们分析了美国最大的

综合医疗保健系统——美国退伍军人事务

部维护的数据库中约 580万份匿名病历。患

者代表了不同的年龄、种族和性别。

总体而言，与没有再次感染新冠病毒的

人相比，再次感染者病亡的可能性是前者的

两倍，住院的可能性是其 3倍。

此外，与感染过一次病毒的患者相比，

重复感染的患者出现肺部问题的可能性是

前者的 3.5 倍，患心脏病的可能性是其 3 倍，

患脑部疾病的可能性是其 1.6倍。

“ 人 们 应 该 尽 最 大 努 力 防 止 再 次 感

染，例如，符合条件的接种新冠疫苗加强

针。”阿尔-阿利说，“进入冬季，群众应提

高警觉性，降低感染或再感染新冠病毒的

风险。”

反复感染新冠会增加器官衰竭风险

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10日电 （记者刘
霞）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9 日报道，通过分析

研究病毒、人类和动物细胞 RNA 获得的 13

个 数 据 集 ，巴 西 圣 保 罗 联 邦 大 学

（UNIFESP）的科学家首次证明，新冠病毒

会改变宿主细胞 RNA 的功能。相关论文

发表于最新一期《细胞与感染微生物学前

沿》杂志。

在本研究中，来自 UNIFESP 的科研团

队通过直接 RNA 测序，检测了源于猴子

的 Vero 细胞和源于人的 Calu-3 细胞的外

转 录 组—— 细 胞 RNA 生 化 修 饰（如 甲 基

化）的集合。他们通过分析细胞中存在的

所 有 RNA，定 位 核 苷 酸 每 个 区 域 甲 基 化

的数量，定性地证明了感染细胞 RNA 的

变化。

论文作者马塞卢·布里奥尼斯表示：

“这项研究中，我们第一个重要发现是，与

未感染细胞相比，感染新冠病毒增加了宿

主细胞内 m6a（N6 甲基腺苷）的浓度——

一种甲基化。”

研究人员解释道，m6a是最常见的 RNA

核苷酸修饰类型，且参与了细胞内定位和蛋

白质翻译等几个重要的过程。甲基化是一

种生物化学修饰，会改变蛋白质、酶、激素和

基因的行为。“在病毒内，甲基化有两种功

能：调节蛋白质表达，并保护病毒免受干扰

素的作用。干扰素是宿主产生的一种有效

的抗病毒物质。”

研究小组还发现，不同毒株核苷酸中的

含氮碱基序列存在差异。布里奥尼斯说：

“有些毒株可能比其他毒株甲基化程度更

高。如果是这样，它们可以在宿主细胞内更

好地增殖。”

在完成了新冠病毒如何修饰宿主细胞

内 m6A的研究后，科学家们计划进一步分析

存储的数据，以寻找病毒 RNA 甲基化水平

与每个感染细胞释放病毒数量——即病毒

暴发规模之间的相关性。

布里奥尼斯表示：“病毒甲基化程度越

高，病毒暴发的规模也就越大。这些发现为

研究新冠肺炎新疗法和现有药物的重新利

用奠定了基础，还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病毒

株如何逃避免疫系统。”

新冠病毒改变感染细胞RNA首次获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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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柏林 11月 9日电 （记者李
山）近日，德国航空航天中心（DLR）领导

的科研团队成功建造并测试了以硝酸盐为

储存介质的卡诺电池。这种电池装置可将

电能以热能的形式储存起来，在需要的时

候再用它来发电。未来这项技术有望在工

业规模上平衡可再生能源的波动。

储能是解决可再生能源并网问题的关

键。在众多的储能技术中，以储热为基础

的卡诺电池是很有发展前景的一种。它通

过热和电的相互转化，能够不受地域限制

的实现中等到大型规模的电能存储。

DLR 开发的潜热储存装置是其卡诺

电池系统的核心，里面有大约两立方米的

硝酸盐。高温热泵利用储存的电能将盐加

热到 150℃，盐受热融化并吸收更多的热

量。第二个回路则将热量传递到热机，热

机驱动带有发电机的涡轮机。这样电力就

可根据需要反馈到电网中。

该装置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热交换

器。它们有两个通道，一个用于输入热能，

另一个用于排出储存的热。这使得系统能

够使用不同的制冷剂进行操作，以便耦合

存储系统的不同部分。为了在蒸汽回路和

盐之间进行有效的能量传递，热交换器具

有类似于雪花状的横截面，这可以使盐的

接触表面最大化。

卡诺电池的尺寸、容量和能量管理可

以定制，以满足特定需求。它还有一个优

点是可同时提供电力和热量。储存的热量

可直接用于许多工业过程。研究人员目前

正在测试不同的负载场景、热流和温度曲

线，以提高其整体效率。

研究人员表示，卡诺电池具有在可持

续能源经济中广泛使用的潜力。他们预计

工业系统将在大约十年内投放市场，以后

这些设计将可用于更长的存储时间和几兆

瓦的输出。

德研发卡诺电池存储可再生能源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一个国际天

文学家团队在最新一期《皇家天文学会月

报》上发表论文称，他们确定了银河系中最

古老的恒星。这是一颗距离地球 90 亿光

年的白矮星，正在吸积绕其旋转的星子的

碎片，该星及绕其运行的行星系统的残骸

已有超过 100 亿年历史，使其成为迄今为

止科学家在银河系发现的最古老的岩石和

冰行星系统之一。

包括太阳在内的大多数恒星的终极命

运都是变成白矮星。白矮星是一颗所有燃

料已经耗尽且外层脱落的恒星，正在经历

收缩和冷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任何绕

其轨道运行的行星都会受到干扰，在某些

情况下会被其摧毁，碎片会被白矮星吸积

到其表面。

在本研究中，英国华威大学领导的

科 研 团 队 模 拟 了 由 欧 洲 空 间 局“ 盖 亚 ”

探 测 器 探 测 到 的 两 颗 白 矮 星 的 情 况 。

这两颗恒星都受到行星碎片的“污染”，

其中一颗呈现出异常的蓝色；另一颗是

迄 今 在 银 河 系 附 近 发 现 的 最 暗 最 红 的

恒星 WDJ2147-4035。

天文学家利用来自“盖亚”、暗能量

巡天和欧洲南方天文台上的 X-Shooter

仪器提供的光谱和光度数据，计算了这

两颗白矮星冷却了多长时间，结果发现

WDJ2147-4035 的年龄约为 107 亿岁，而

其中有 102 亿年作为白矮星在冷却。此

外，通过分析 WDJ2147-4035 的光谱，研

究小组发现了金属钠、锂、钾的存在，并

初步检测到了碳在恒星上的吸积，这也

使其成为迄今最古老的被金属污染的白

矮星。

研究人员表，这些被金属污染的恒星

表明，地球并非独一无二，还有其他行星系

统拥有与地球类似的行星体。97%的恒星

将成为白矮星，它们在宇宙中无处不在，因

此理解它们非常重要。由银河系中最古老

恒星形成的冷白矮星，提供了关于这些恒

星周围行星系统的形成和演化的信息。

银河系已知最老恒星超百亿岁

科技日报北京 11 月 10 日电 （记者

张梦然）非病毒工程改造的免疫细胞可

用于个性化治疗癌症，英国《自然》杂志

10 日发表的一项研究，报道了这一改造

细胞的重大进展及其人体临床试验。该

方法使用 CRISPR 基因组编辑（一个源于

细 菌 的 系 统），生 成 了 患 者 特 异 性 T 细

胞，安全性良好。虽然目前患者反应的

临床获益有限，但这项研究证明了该治

疗策略的潜在可行性。

利用人体免疫系统的力量治疗癌症是

一个富有吸引力的目标。T 细胞表面受体

（免疫系统参与识别特异性抗原并作出应

答的关键部分）能发现癌细胞，因为癌细胞

基因组中的单个突变会改变细胞表面蛋

白。分离这类能发现癌细胞的 T 细胞受

体，利用它们生成治疗性 T细胞，或为治疗

难治性癌症开辟一条新途径。

此次，美国加州大学及细胞疗法公司

PACT Pharma 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方

法，他们使用 CRISPR-Cas9 基因组编辑

系统在癌症患者的 T细胞内插入了癌症特

异性 T 细胞受体，借此生成个性化的抗癌

免疫细胞。

在Ⅰ期临床试验中，16 名对标准疗法

无效的转移性实体瘤患者（多为结直肠癌）

使用基因工程改造的 T 细胞进行治疗，这

些 T细胞能表达靶向个体癌症突变的个性

化 T 细胞受体。在 16 名受试者中，该疗法

使 5 人病情稳定，其他 11 名患者的病情

进一步发展。只有 2 名患者出现了 T 细胞

疗法导致的不良反应，而所有患者都出现

了预期中的、与同步进行的化疗相关的不

良反应。

团队强调他们的方法有一定的局限

性，比如表征潜在抗原以及分离、克隆、测

试 T 细胞受体都需要时间，而且患者特异

性 T 细胞受体与相应抗原的亲和力各异。

他们指出，一些流程在试验期间得到了优

化，今后还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CRISPR 编辑 T 细胞，一步步从之前

较陈旧的、不太精确的技术，走到了今天

可开展人体试验、用于个性化治疗的阶

段。一个新疗法，尤其是在基因上动手

的疗法，其安全性和有效性都会存在诸

多疑虑，因此也更需要临床试验为科学

家提供越来越多的证据。现阶段，虽然

首批患者收效各异，但这一研究仍表明，

CRISPR 编辑 T 细胞在临床上治疗癌症

等疑难疾病大有可为，经过进一步的优

化，其前景可能十分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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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11月10日电（记者刘霞）
据英国《新科学家》网站 9日报道，IBM 制造出

了 迄 今 全 球 最 大 量 子 计 算 机“ 鱼 鹰 ”（Os-

prey），其拥有 433 个量子比特，是该公司此前

创纪录的 127 个量子比特计算机“鹰”的 3 倍

多，是谷歌 53 个量子比特计算机“悬铃木”的

8倍多。不过也有科学家指出，“鱼鹰”的纠错

能力仍有待证明。

目前国际学术界实现量子计算有多条技

术路线，超导量子计算是其中最有希望的候

选者之一。IBM 和谷歌正是基于这一路线，

其核心目标是增加“可操纵”量子比特的数

量，并提升操纵的精度，最终应用于实际问

题。其他设备则使用原子或光子等充当量子

比特。

建造“鱼鹰”面临的挑战不仅在于制造出

更多量子比特，还包括更好地对其进行控

制。因为量子比特会受到相邻量子比特施加

的力的影响而相互干扰，导致计算机出现故

障，封装到芯片上的量子比特越多，出现这种

情况的可能性就越大。鉴于此，研究团队通

过将芯片连接到传统电子设备上，以尽可能

精确地控制“鱼鹰”内部的量子比特。此外，

由于只在接近零下 273摄氏度的温度下超导，

“鱼鹰”必须置于一个特殊的冰箱里，而且，研

究团队还必须确保量子计算机及其所有电线

的温度不会升高。

美 国 塔 夫 茨 大 学 的 彼 得·洛 夫 表 示 ，

“ 鱼 鹰 ”的 面 世 表 明 超 导 技 术 确 实 可 规 模

化 ，但 这 台 设 备 仍 有“ 噪 音 ”。 他 解 释 道 ，

随着时间的推移，量子比特会失去量子性，

给出错误结果。像“鱼鹰”这样的计算机能

否捕捉并纠正自己的错误，以及 IBM 能否

尝试用它来证明“量子优越性”都是目前面

临的巨大挑战。

IBM 团队计划 2023年生产出一台可工作

的 1121 个量子比特的量子计算机，该公司也

在开发一种更小的芯片，以测试一种量子比

特排列和连接新方法，目的是降低噪声并减

少误差。

433个量子比特！迄今最强超导量子计算机推出
但 纠 错 能 力 仍 待 证 明

数十年来，围绕石油展开的争夺战可谓

局势紧张，现在，向清洁能源的过渡正在引

发对另一种自然资源——稀土元素的全球

竞争。

稀土元素是 17种特殊的元素的统称，钕、

镨、铕、铽和其他曾经鲜为人知的稀土金属，

现在在手机触摸屏、风力涡轮机和其他现代

技 术 的 制 造 中 司 空 见 惯 。 英 国 广 播 公 司

（BBC）报道称，这些矿藏的开采和应用具有

战略价值和重要意义，或将重塑国际市场。

多家外媒报道称，随着市场对电动汽车、

电子产品等的需求扩大以及全球供应紧张，

许多国家正积极寻找开采稀土的方法，以摆

脱对进口的依赖。

日本拟开采海底稀土泥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政府正考

虑从 6000 米深的海底开采稀土泥，以摆脱对

进口稀土的依赖，并将其应用于从智能手机

到武器装备等各个领域。

2012 年，东京小川群岛南鸟岛附近专属

经济区的海底发现稀土泥。据估计，该岛周

围的稀土储量相当于数百年的日本国内消

费量。

报道称，开采稀土泥将采用一项已在近

海试验成功的技术：日本海洋地球科学和研

究机构建造的深海钻探船“地球”号（Chikyu）

将一根立管延伸到 2470 米深的海床上，每天

可泵送约 70 吨泥浆，政府还将强化水泵和延

长立管，以适应更深的海洋采掘，目标是每天

开采 350吨。

对于日本来说，能在多大程度上降低

从深海中抽出稀土泥的成本，将是一个挑

战。有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打算从 2023

年 4 月起开发从小川群岛附近提取稀土元

素的方法，并计划在 5 年内开始勘探，希望

从 2028 财年开始，民间企业能够进入该领

域市场。

澳大利亚加强矿产投资

据 BBC 报道，在澳大利亚中部红色的

土地上，矿业公司阿拉弗拉（Arafura）正计划

为稀土元素建造一个稀土加工设施，称为诺

兰项目。这一项目位于该国最炎热和最干

燥的地区之一。尽管条件极端，阿拉弗拉依

然相信这笔投资是值得的，计划中的设施可

以满足全球对钕和镨的高达 5%的需求。这

两种金属可用于大功率磁体，对电子行业至

关重要。

澳大利亚地球科学局表示，稀土元素

具有广泛的工业、医疗、家庭和战略应用，

“ 因 为 它 们 具 有 独 特 的 催 化 、核 、电 、磁 和

发光特性”。

“相信这会改变澳大利亚的游戏规则，

因为澳大利亚的稀土元素相对丰富。”阿拉

弗拉公司董事总经理加文·洛克耶表示，“这

真的会让澳大利亚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处于

领先地位。”

此外，该国莱纳斯稀土公司已经与美国

国防部签订了合同，将在美国建设一个稀土

加工设施。莱纳斯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家

重要稀土生产商之一，在西澳大利亚经营着

维尔德稀土矿山。

美国大力资助稀土项目

美国也是严重依赖稀土进口的国家。美

国曾列出了数十种关键矿物：用于电动汽车

电池的锂、钴、镍和锰，用于电网的铜和铝，用

于导弹和喷气发动机的镝和铽，以及用于磁

铁和半导体的钕、钚、镝和铽，其中就包括对

经济安全至关重要的稀土元素。

10 月 12 日，美国能源部宣布了一份意向

书，将为一个 3200万美元的项目提供资金，用

于从煤炭资源中生产稀土元素和其他关键矿

物的工程研究。

据美国能源部截至 10 月的公告，能源部

称其在全美 21 个项目中投资了 2500 万美元，

以鼓励生产稀土元素和关键矿物。9月，美国

政府斥资 1.56亿美元建设首个关键矿物精炼

厂，用于从采矿废物等非传统来源中提取和

分离稀土元素和关键矿物。4月，能源部拨款

1900 万美元，用于全国 13 个传统化石燃料生

产社区的项目，以支持稀土元素和关键矿物

的生产。

拜登政府最近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已经

将稀土供应链确定为一个主要问题。美国

《新闻周刊》报道称，围绕未来供应链构成的

竞争——从开采到提炼——可能会像过去的

能源争夺一样激烈。

为 向 清 洁 能 源 过 渡

多 国 上 演 稀 土 资 源 争 夺 战

澳大利亚矿业公司阿拉弗拉诺兰项目将建在澳大利亚中部爱丽斯泉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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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元素是电子产品生产中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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