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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12月19日电（实习记者张
佳欣）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的科学家与外

国同事合作，在世界上首次在石墨烯中创造出

二维亚铁磁性，所获得的石墨烯的磁性状态为

新的电子学方法奠定了基础，有望开发出不使

用硅的替代技术设备，提高能源效率和速度。

石墨烯是碳的二维改性形式，是当今所

有可用的二维材料中最轻、最坚固的，而且具

有高导电性。2018 年，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的

研究人员与托木斯克州立大学、德国和西班

牙的科学家一起，首次对石墨烯进行了修饰，

并赋予了它钴和金的特性，即磁性和自旋轨

道相互作用（在石墨烯中的运动电子与其自

身磁矩之间）。当与钴和金相互作用时，石墨

烯不仅保留了自身的独特性质，而且部分具

有了这些金属的特性。

作为新研究的成果，研究团队合成了一

个具有亚铁磁性状态的石墨烯系统。这是一

种独特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物质在没有外

部磁场的情况下具有磁化作用。他们使用了

与之前类似的基底，该基底由一层薄薄的钴

和表面的一种金合金制成。

在表面合金化过程中，位错环在石墨烯

作用下形成。这些环是钴原子密度较低的三

角形区域，金原子更靠近这些区域。此前，人

们知道单层石墨烯只能以均匀的方式完全磁

化。然而，新研究表明，通过与基底结构缺陷

的选择性相互作用，可以控制单个亚晶格的

原子的磁化强度。

“这是一个重大发现，因为所有的电子设

备都使用电荷，并在电流流动时产生热量。

我们的研究最终将允许信息以自旋电流的形

式传输。这是新一代电子产品，一种根本不

同的逻辑，以及一种降低功耗和提高信息传

输速度的技术开发新方法。”圣彼得堡国立大

学纳米系统电子和自旋结构实验室首席副研

究员阿尔特姆·雷布金解释说。

此次合成的石墨烯的一个重要特征，就

是强烈的自旋轨道相互作用，这种加强可以

通过石墨烯下金原子的存在来解释。在磁性

和自旋轨道相互作用参数的一定比例下，石

墨烯有可能从熟悉的状态转变为一种新的拓

扑状态。

研究结果发表在最近的《物理评论快报》上。

具二维亚铁磁性石墨烯系统首次合成

云计算是分布式计算的一种，指通过网络

“云”将巨大的数据计算处理程序分解成无数

小程序，然后通过多部服务器组成的系统处理

和分析这些小程序，得到结果并返回给用户。

云计算的大规模应用一直是许多最具变

革性技术——如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的关键

驱动力，未来也将进一步推动虚拟现实和增

强现实（VR/AR）、元宇宙、甚至量子计算等

技术的发展。

美国《福布斯》网站在近日的报道中，列出

了2023年云计算领域的五大主要趋势，包括多

云战略方兴未艾、人工智能提供助力等。新的

一年里，各家公司将继续利用云服务，获取创

新性技术，并提高自身运营和流程的效率。

安全投资不可或缺

将部分业务或数据迁移到云上，带来了巨

大的机会，提升了效率，但也使公司和组织面临

一系列新的网络安全威胁。国际数据公司

（IDC）今年1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98%的

组织在过去18个月中至少遭受过一次云安全漏

洞被利用的情况，大约 79%的公司至少经历过

一次云数据泄露。美国波耐蒙研究所和IBM公

司共同开展的另一项研究也发现，云数据泄露

给企业带来的平均损失高达361万美元。

鉴于此，在未来一年中，加大网络安全

方面的支出，以及加强从数据丢失到流行病

对全球商业的影响等所有方面的恢复能力

建设，将成为公司更重要的优先事项。但许

多公司在经济衰退的预期下希望能削减成

本，因此，他们的重点可能是寻找更具创新

性 且 成 本 效 益 更 高 的 维 护 网 络 安 全 的 方

法。这也意味着，公司将会更多地使用人工

智能和预测技术，以便在造成安全问题之前

发现威胁。

多“云”战略方兴未艾

云计算让企业的业务走上新台阶，但近

年来常常出现云计算平台业务中断的情况，

这让许多上云企业意识到：鸡蛋不能同时放

到一个竹篮里，单一的云计算战略存在着极

大的风险，应当采用多“云”策略将不同的业

务、数据分散到不同的云平台。

如果说 2022 年是混合云“元年”，那么

2023 年可能是企业了解多云优势的一年，多

云战略方兴未艾。

多云平台提供了优于传统单一厂商策略

的许多优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在任何给定时

间利用来自多个不同提供商的独特云服务的

能力。这不仅使企业能够保持动态运作，而

且能够降低成本，并将每个云流量传输到相

应的业务云。此外，单一的云计算平台可能

会面临业务中断的问题，如果企业的应用程

序和服务非常重要，为了保证业务的连续性，

可以选择多云平台策略。

一项报告指出，到 2023 年，84%的大中型

公司将采用多云战略，将其定位为明年云计

算领域的决定性趋势之一。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驱动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将成为云服务的一

部分，因为很少有企业有资源来构建自己的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收集数据和训练算法

需要大量计算能力和存储空间。

此外，云服务提供商越来越依赖人工智

能来完成多项任务：包括管理为客户提供存

储资源所需的巨大分布式网络，管理数据中

心的电源和冷却系统，以及为保证数据安全

的网络安全解决方案供电。

2023年，随着亚马逊公司、谷歌公司和微

软公司等超大规模云服务提供商继续应用其

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为客户创建更高效、更

具成本效益的云服务，人们有望看到该领域

持续不断地出现创新性技术和解决方案。

低代码/无代码云服务

允许任何人创建应用程序而不必为编写

计算机代码而烦恼的工具和平台越来越流行，

这类低代码/无代码解决方案包括用于构建网

站、web应用程序和设计公司可能需要的任何

类型的工具。低代码/无代码的解决方案甚至

可用于创建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应用程序，大大

降低了一些公司利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

壁垒。其中许多服务是通过云提供的，这意味

着用户可以将其作为服务访问它们，而不必自

己拥有所需的强大计算基础设施。

像在线设计协作工具平台 Figma、在线表

格应用 Airtable 和软件技术公司 Zoho 开发的

同名软件这样的工具，允许用户执行以前需

要编码经验的任务，例如设计网站、自动化电

子表格任务以及构建 web 应用程序，提供这

样的服务被认为是云技术在 2023年及以后能

大显身手的一个领域。

云游戏创新

云计算带来了 Netflix和 Spotify等流媒体

服务。随着这些服务的发展，游戏生态系统

也将如影视和音乐一样被重塑，视频游戏流

媒体服务市场将成为科技巨头们的下一个竞

技场，微软、索尼、英伟达和亚马逊都已经涉

足这一领域。

各种云服务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谷

歌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开发其 Stadia 视频游戏

流媒体，最终却折戟沉沙，于今年退出。其中

一个问题是网络本身——视频游戏流媒体服

务需要的带宽显然高于音乐或视频，这意味

着只有那些拥有高质量高速互联网接入的用

户才能用到这些游戏。

但随着 5G 和其他超高速网络技术的不

断推出，最终将解决这个问题，2023年可能是

云游戏产生影响的一年，很多人预测，云游戏

将成为 5G 的“杀手级应用”，就像流媒体视频

之于 4G、流媒体之于 3G。

多“云”战略方兴未艾、人工智能提供助力……

2023 年 云 计 算 领 域 五 大 趋 势

科技日报北京 12 月 19 日电 （记者刘
霞）美国一个研究团队在最新一期《物理评论

快报》上刊发论文称，他们借助机器学习技术

来理解水在零下 100℃的行为。最新研究不

仅能让科学家更好地理解水，也为更好地从

理论上理解各种物质开辟了更多途径。

水是人们最熟悉、接触最频繁的物质之

一，但实际上它还有很多未解之谜。在过去

30年里，科学家们从理论上认为，当冷却到零

下 100℃这样的极低温度时，水可能会分离成

两种不同密度的液相，且这两种液相就像油

和水一样不相容，这可能有助于解释水的一

些奇怪行为，比如其为何会随着冷却而变得

不那么致密。

但在实验室里几乎不可能研究上述现

象，因为水在如此低的温度下很快就会结晶

成冰。在本研究中，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和

普林斯顿大学的科学家求助于机器学习模

型，发现了强有力的计算证据，支持水的液—

液相变。

研究人员在超级计算机上进行了分子模

拟。他们分析了水分子如何移动，并在不同

水温和压力下表征了液体结构，模拟了高密

度和低密度液体之间的相分离。他们还使用

机器学习算法计算了水分子之间相互作用的

能量，该模型执行计算的速度明显快于传统

技术，从而使模拟能更有效地进行。

测试的一些条件非常极端，这些条件并

不天然存在于地球上，但可能存在于太阳系

的各种水环境——从木卫二海洋到彗星中心

的水中。因此，这些发现也可帮助研究人员

更好地解释和预测水的奇怪和复杂的物理化

学特性，为水在工业过程中的使用提供更有

意义的信息，也有助科学家开发出更好的气

候模型。

研究人员指出，这是第一次能够以这种

精度研究水的相变，机器学习方法可扩展到

研究其他难以模拟的材料（如聚合物）和化学

反应等复杂现象。

机器学习助力更好理解水的行为
为从理论上理解各种物质开辟更多途径

云 计 算 的 大
规 模 应 用 一 直 是
许 多 最 具 变 革 性
技术——如人工智
能、物联网等的关键
驱动力，未来也将进
一步推动虚拟现实
和增强现实、元宇
宙、甚至量子计算等
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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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梦然）在摩洛哥一

个重要的新化石遗址发现的化石表明，巨型

节肢动物——包括虾、昆虫和蜘蛛在内的现

代生物的近亲，在 4.7亿年前统治着海洋。此

项研究发表在最近的《科学报告》杂志上。

泰舒特（Taichoute）遗址的早期证据记录

了无数大型“自由游动”节肢动物，泰舒特曾

经是海底，现在是沙漠。此次，英国埃克塞特

大学研究人员领导的一个国际研究小组发

现，该地点及其化石记录与之前在此地 80 公

里外的名为“费札瓦塔”页岩的研究地点非常

不同。研究人员表示，泰舒特化石是更广泛

的费札瓦塔生物群的一部分，为古生物学和

生态学研究开辟了新途径。“关于这个地方的

一切，包括沉积学、古生物学，甚至化石的保

存都是新的，进一步突出了费札瓦塔生物群

在人们理解地球上过去生命方面的重要性”。

费札瓦塔页岩最近被选为全球 100 个最

重要的地质遗址之一，它对了解大约 4.7亿年

前奥陶纪早期的演化具有重要意义，使科学家

能够研究地球上早期动物生命的解剖结构。

然而，游泳（或自由游泳）动物在费札瓦塔生物

群中仍然是一个相对较小的群体。现在，新研

究报告了泰舒特化石的发现，这些化石保存在

比扎古拉棉地区的沉积物年轻几百万年的沉

积物中，主要是巨型节肢动物的碎片。

瑞士洛桑大学研究人员称，动物尸体通

过水下滑坡被运送到相对较深的海洋环境，

这与之前在较浅环境中发现的尸体保存形成

鲜明对比，这也表明这些大型甲壳动物一旦

死去并躺在海底，就会为海底生存环境充当

营养储备。

研究人员表示，泰舒特的发现之所以重

要，不仅是因为大型游泳节肢动物在此占主

导地位，还由于在泰舒特可能发现了费札瓦

塔生物群迄今未知的新物种。

4.7亿年前巨型节肢动物统治海洋
可能是迄今未知的新物种

科技日报北京12月19日电（记者张梦
然）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工程师开发

了一种电子贴片，可监测深层组织中包括血

红蛋白在内的生物分子，这为医疗专业人员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获取关键信息的途径，可

帮助发现危及生命的疾病，如恶性肿瘤、器

官功能障碍、脑出血或肠道出血等。研究成

果发表在15日的《自然·通讯》杂志上。

研究人员表示，体内血红蛋白的数量和

位置，提供了有关特定位置血液灌注或积聚

的关键信息。体内低血液灌注或导致严重

的器官功能障碍，与心脏病发作和四肢血管

疾病等有关；而脑部、腹部或囊肿等部位异

常积血，提示可能出现脑出血、内脏出血或

恶性肿瘤。持续监测可帮助诊断这些情况，

有助于及时采取挽救生命的干预措施。

这种新型、灵活、外形小巧的可穿戴贴

片可舒适地贴在皮肤上，进行无创长期监

测。它可在深层组织中以亚毫米空间分辨

率对血红蛋白进行三维映射，精确到皮肤

以下几厘米，而其他可穿戴电化学设备一

般只能感知皮肤表面的生物分子。它还能

实现与其他组织的高对比度。由于其光学

选择性，它可通过集成具有不同波长的不

同激光二极管，以扩大可检测分子的范围

及潜在的临床应用。

该贴片在其柔软的有机硅聚合物基质

中配备了激光二极管阵列和压电换能器。

激光二极管将脉冲激光发射到组织中，组

织中的生物分子吸收光能，并将声波辐射

到周围介质中，压电换能器接收声波，声波

在电气系统中进行处理，以重建波发射生

物分子的空间映射。

鉴于其低功率激光脉冲，它也比具有

电离辐射的 X射线技术安全得多。研究团

队计划进一步开发该设备，包括将后端控

制系统缩小为用于激光二极管驱动和数据

采集的便携式设备，从而大大扩展其灵活

性和潜在的临床实用性。

危及生命的病情进展往往非常迅速。

但在不可逆情形出现前，有没有一个特殊

时间段是可以“按响警铃”的？研究表明，

对深层血红蛋白的持续监测，就能起到这

种作用。本文中的新设备，用非常简单的

贴片方式，在密切监测高危人群方面发挥

了巨大潜力。未来，这种基于电化学的设

备还能用于更多生物分子的监测，是长期

可穿戴监测应用的良好候选者。

电
子
贴
片
可
监
测
深
层
血
红
蛋
白

有
助
及
时
发
现
并
干
预
危
及
生
命
的
疾
病

科技日报讯 （实习记者张佳欣）据最

新一期《科学进展》杂志发表的一项新研

究，人类两足行走，即用两条腿直立行走，

可能是在树上进化出来的，而不是之前认

为的在地面上进化。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肯特大学和美国

杜克大学的研究人员探索了生活在坦桑尼

亚西部伊萨山谷中的野生黑猩猩的行为，

结果发现，尽管伊萨黑猩猩的栖息地更开

阔，但它们在树上的时间与生活在茂密森

林中的其它黑猩猩一样长，而且并没有像

预期的那样更多地在陆地上生活。尽管研

究人员估计，由于伊萨黑猩猩在树冠上行

走不容易，因此更可能会在开阔的稀树草

原上直立行走，但结果发现，超过 85%的两

足行走行为发生在树上。

该发现与广泛接受的理论相矛盾，这

些理论认为是开放、干燥的草原环境促使

史前人类直立行走。相反的是，他们可能

进化到用双脚在树上行走。

研究表明，大约500万年前晚中新世—

上新世时期森林的萎缩，以及更开阔的稀

树草原栖息地，实际上并不是两足动物进

化的“催化剂”。相反，树木可能仍然是其

进化的关键。因此，寻找生产食物的树木

可能是这种特征的一个驱动因素。

为了证实他们的发现，研究人员对 13

只成年黑猩猩（6 只雌性和 7 只雄性）进行

了 15个月的研究，记录了它们对位置的瞬

时观察行为，包括近 2850 次单个运动事件

（例如攀登、行走、悬挂等）。然后，研究人

员利用基于树木/陆地行为和植被（森林与

林地）之间的关系来研究关联模式，观察每

一次双足行走行为是否与在地面上或树上

有关。

研 究 人 员 指 出 ，与 其 他“ 指 关 节 行

走”的类人猿相比，用双足行走是人类的

一个重要特征。然而，为什么在类人猿

中只有人类首先开始用双足行走，仍然

是个谜。

早期人类或首先在树上直立行走

俄罗斯南联邦大学研究人员领导的国

际科学团队，找到了修复受损神经纤维的

方法。研究人员称，他们在动物身上对含

有细胞外干细胞囊泡的凝胶进行的实验是

成功的，在可预见的未来有望将该方法引

入临床实践。相关研究发表在最近的《国

际分子科学杂志》上。

研究人员表示，尽管显微外科手术取

得了重大进展，但要治愈某些严重类型的

神经系统损伤，很难不引起受损神经的并

发症。

南联邦大学研究人员认为，如今，在再

生医学中，一个富有前景的方向是使用干

细胞。除了干细胞本身，由间充质干细胞

产生的细胞外膜囊泡或囊泡（还不是专门

的胚胎结缔组织）具有再生潜力。研究团

队在实验室大鼠身上制造和测试了含有细

胞外囊泡的胶原凝胶制剂。

“研究模型是压迫大鼠的坐骨神经，然

后将含有囊泡的凝胶涂抹在受损区域。30

天后主要参数取得可靠效果，15 天后恢复

过程的分子指数取得显著效果。如果能证

明我们的方法具有治疗周围神经系统急性

损伤的潜力，而且能够重复验证并控制可

能的副作用，就可作为临床前试验的备选

方案。”南联邦大学分子神经生物学实验室

高级研究员安德烈·海京介绍说。

研究结果表明，用含有细胞外囊泡的

凝胶制剂治疗受损神经，明显提高了蛋白

质水平（再生过程的指标），减少了大约一

半的萎缩性变化，有助更快地恢复受损肢

端的功能。

海京表示，由于药物一次应用的效果

在时间上是有限的，因此正在开发一种重

复涂抹的方法，并考虑药物成分可能产生

的副作用及应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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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凝胶能修复受损神经纤维

灵活小巧的贴片。
图片来源：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

校工程学院

分子模拟显示了水分子在高密度液相中
的结构及其如何移动。

图片来源：佐治亚理工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