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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今日视点K
◎本报记者 刘 霞

科技日报北京6月 6日电 （记者

刘霞）材料的某些特征通常是相互排

斥的：大部分材料要么很坚硬，要么可

以很好地吸收振动，但很少有材料兼

而有之。在一项最新研究中，荷兰科

学家制造出了一种新型材料，既坚硬

又擅长吸收振动，而且还很轻，可广泛

应用于从纳米级设计到航空航天工程

等多领域。相关研究论文已刊发于最

新一期《先进材料》杂志。

论文作者、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戴

维·戴克斯特拉解释说，他们取得突破

的诀窍是使用弯曲的材料，比如薄金

属板。当以巧妙的方式组装在一起

时，由这种弯曲的金属板制成的结构

可以很好地吸收振动，同时也能保持

材料的硬度。此外，板不需要很厚，因

此材料可以保持相对“轻盈”。

研究人员目前已经深入研究了这

些弯曲材料的特性，发现它们都兼具

一定程度的坚硬度和吸振能力。戴克

斯特拉强调，由于已知材料不具有这

种性能组合，新材料（或超材料）将有

着广泛的应用：航空航天、汽车和许多

其他民用领域，以及显微镜或纳米光

刻等微观领域。

既 坚 硬 又 减 振 材 料 面 世
有 望 应 用 于 航 空 航 天 等 领 域

科技日报北京6月 6日电 （记者

张梦然）《自然·通讯》6 日发表的一项

气候变化模型研究认为，即使在低排

放场景下，北极可能早至 2030 年代就

会在 9 月间没有海冰，比此前的估计

早了约 10 年。这些最新发现强调了

人类活动对北极的重大影响，表明了

对北极在近未来的季节性无冰做好计

划和适应的重要性。

北极海冰在最近几十年里快速减

少，自 2000 年起减少加剧。没有海冰

的北极可能影响北极内外的人类社会

和自然生态系统，如改变海洋活动、进

一步加速北极变暖、改变碳循环。然

而，人类活动对海冰减少的影响、是否

北极在低排放场景（SSP1-2.6）下也会

无冰，仍有相当不确定性。

为了分析人类对北极海冰减少的

影响并预测其未来路径，韩国浦项科

技大学研究团队使用 1979—2019 年

间的观察数据约束模型。他们的发现

表明，人类对北极海冰减少的影响全

年可见，可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温室

气体排放增加。气溶胶和自然因素

（如太阳和火山活动）则小得多。

而且，研究团队预计，在所有排放

场景下，北极在 2030—2050 年的 9 月

都可能发生无海冰现象。这与此前联

合 国 政 府 间 气 候 变 化 专 门 委 员 会

（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的估计相悖，

后者没有预测在低排放场景下未来北

极夏季会发生无海冰现象。

超 出 此 前 预 计 ——

到2030年代北极夏季可能没有海冰

科技日报北京6月 6日电 （记者

张梦然）据发表在最新一期《细胞生物

学》上的研究，人类脚下庞大的地下真

菌网络在全球范围内储存了超过 130

亿吨的碳，大约相当于全球每年化石

燃料排放量的 36%，而这可能是实现

净零排放的关键。

至少 4.5 亿年以来，菌根真菌一

直在支持陆地上的生命，并在人类周

围构成了巨大的地下网络——地球

上每个大陆的道路、花园和房屋下

方。人们普遍认为，菌根真菌可储存

碳，因为真菌与几乎所有陆地植物形

成共生关系，并将碳运输到土壤中，

由植物转化为糖和脂肪。但直到现

在，真正由真菌储存的碳到底有多

少，依然是未知数。

包括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研究人

员在内的一个科研团队发现，真菌每

年储存了超过 1/3 的化石燃料排放产

生的碳。团队此次对数百项研究进

行了荟萃分析，结果显示，估计每年

有 131.2 亿吨的二氧化碳从植物转移

到真菌中，将人们脚下的土壤转化为

一个巨大的碳库和世界上最有效的

碳捕获储存单元。这对于各国寻求

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净零排放可能

至关重要。

鉴于真菌在减少碳排放方面的关

键作用，科学家现在呼吁，在生物多样

性和保护政策中将真菌纳入其中。此

前联合国警告称，按照目前的速度，到

2050 年，90%的土壤可能会退化，这不

仅对遏制气候变化和气温上升不利，

而且对农作物和植物的生产力来说都

是灾难性的。

谢菲尔德大学植物土壤过程教授

凯蒂·菲尔德表示，菌根真菌代表了碳

建模、保护和恢复中的一个盲点。当

人们破坏土壤中古老的生命维持系统

时，就破坏了限制全球变暖的努力，并

破坏了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

团队还将进一步探索真菌在地球

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真菌，不是动物，不是植物，自成一

派，种类众多。不过，在提及生物多样

性时，可能很少有人会想到庞大的真菌

家族。研究发现，不起眼的真菌每年储

存了超过 1/3 的化石燃料排放产生的

碳，它还将碳运输到土壤中，将我们脚

下的土壤，变成一个巨大的碳库。真菌

真是闷声办大事，为帮助人类实现净零

排放的目标发挥重要作用。只是真菌

在地球生态系统的地位尚未得到充分

认识，而土壤也正在退化。接下来，得

正视真菌，适当保护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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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6月 5日电 （记者

张佳欣）根据史蒂芬·霍金的著名辐

射理论，随着事件视界（黑洞最外层

的边界）对周围量子场的破坏，黑洞

会随着时间蒸发，并以一种奇怪的辐

射形式逐渐失去质量。但分析表明，

事件视界对这一过程并不是必不可

少的。日前，据荷兰拉德布大学天体

物理学家的最新研究，时空曲率中足

够 陡 峭 的 斜 率 也 可 做 同 样 的 事 情 。

这表明，霍金辐射理论不仅适用于黑

洞，所有大型物体，甚至是宇宙，最终

都可能会蒸发。

霍金巧妙地结合了量子物理学和

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认为成对粒子的

自发产生和湮灭必须发生在事件视界

附近，超过这个点就无法逃脱黑洞的引

力。一个粒子和它的反粒子从量子场

中非常短暂地产生，之后它们立即湮

灭。但有时，一个粒子落入黑洞，然后

另一个粒子可以逃逸，从而产生霍金辐

射。根据霍金的说法，这最终将导致黑

洞蒸发。

在这项新研究中，拉德布大学的

研究人员结合了物理学、天文学和数

学技术，重新审视了这一过程，分析了

在黑洞周围产生这样的粒子对会发生

什么，以及事件视界的存在是否真的

至关重要。

研究结果表明，新的粒子也可以在

远远超出事件视界的地方产生。除了

众所周知的霍金辐射之外，还有一种新

的辐射形式。

任何质量或密度适当的物体都可

产生显著的时空曲率。基本上，这些物

体的引力场导致时空在它们周围扭

曲。黑洞是最极端的例子，但时空也会

围绕中子星和白矮星等其他致密死星

以及星系团等超大质量天体弯曲。研

究人员发现，在这些情况下，引力仍可

影响量子场的波动，足以产生与霍金辐

射非常相似的新粒子，而不需要事件视

界“催化剂”。

研究意味着，没有事件视界的物

体，如死亡恒星的残骸和宇宙中的其他

大型物体，也有这种辐射。而且，在很

长一段时间后，这将导致宇宙中的一切

最终会像黑洞一样蒸发。

研究人员表示，这不仅改变了人们

对霍金辐射的理解，也改变了人们对宇

宙及其未来的看法。

不过，人类也无需过于担心。一个

质量相当于太阳的黑洞需要 1064 年才

能蒸发。

相关研究发表在美国物理学会 2

日出版的《物理评论快报》上。

宇 宙 注 定 要 蒸 发 ？

霍金辐射理论或不仅限于黑洞

《银翼杀手》和《阿基拉》等科幻电

影作品让日本未来主义社会的形象已

扎根于一些人的脑海。目前，日本仍旧

是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的全球领先

者。但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在 1 日

的报道中指出，在全球数字化的奔涌浪

潮中，日本在许多方面仍然牢固地停留

在过去。

民众依然“热爱”现金

作为东京浅草区一家拉面店的第

五代老板，植木龙一（音译）和他认识的

大多数餐馆老板一样，只接受现金。

植木龙一不想支付信用卡费用，也

因 为 嫌 麻 烦 ，不 想 使 用 Apple pay 和

LINE pay 等数字支付平台。他表示，

确实有一些顾客要求用信用卡支付，说

他们没有现金，那他就会让顾客去便利

店的自动取款机上取钱。

尽管无现金支付在全球范围内越

来越受欢迎，但植木龙一并没有改变，

他对现在的支付方式很满意。1914 年

以来，他的家族一直这样经营。

植木龙一的这一偏好在日本很寻

常。虽然过去十年，日本无现金支付的

比例翻了一倍以上——经济产业省统

计，2022 年达到 36%，但这个比例仍大

大落后于韩国和新加坡等，那些地方的

大部分交易都不使用现金。

电子政务进程缓慢

日本人对现金经久不衰的“热爱”，

只是该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停滞不前的

一个例子。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目前，日本政

府的很多服务仍然没有开通网上办

公，而是依赖文书形式（比如填写各种

表格登记）或需要前往地方政府办公

处。麦肯锡公司最近的一项研究显

示，在政府推出首个数字计划“电子政

务”20 年后，只有 7.5%的程序可以在线

完成。

此外，日本工作场所常常使用传

真机而非电子邮件，图章也比数字签

名更常用。据日本负责引领国家数

字化转型的政府机构“数字厅”估算，

1900 项政府间工作流程仍然依赖过

时的存储技术，如光盘、迷你光盘和

软盘。

新冠疫情期间，山口县一名官员将

一张包含公民信息的软盘寄给一家地

方银行，用于分发救济款，结果导致一

名居民误收 4630 亿日元（约合 33.1 万

美元），成为一大新闻。

日裔美国作家罗兰·凯尔茨是早

稻田大学的客座教授，他在专栏文章

中 指 出 ，2021 年 夏 天 东 京 奥 运 会 期

间，有些国际运动员和媒体在推特上

抱怨，他们被要求签署大量日语打印

文件。

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公布的最新世

界数字竞争力排名显示，日本在 63 个

经济体中排名第 29，位于新加坡、韩国

和中国大陆之后，在数字人才方面排名

第 22位。

数字化落后损失巨大

富士通公司首席政治经济学家马

丁·舒尔茨同时也是日本政府的顾问，

他的解释是，当用一个数字系统来取代

旧系统又没有显著额外收益的情况下，

会产生巨大的替换成本。结果就是，与

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的数字化实际上要

慢得多。

但 2018 年 经 济 产 业 省 在 一 份 报

告 中 警 告 ：由 于 企 业 未 采 用 数 字 系

统 ，日 本 面 临“ 数 字 断 崖 ”的 危 险 ，

2025 年之后公司每年将因此亏损高

达 12 万亿日元。

老龄化使转型困难重重

日本政府早就认识到，数字化落后

可能破坏政府提高生产率和复苏经济

的努力，有必要着手解决国家数字化落

后的问题。2021 年 9 月，日本政府特别

成立了“数字厅”，并宣布了其数字化战

略，希望通过数字化升级将日本加速转

型为数字驱动的高收入国家和数字经

济的区域领导者。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承诺，要加

快日本数字化转型速度，包括支出 5.7

万亿日元改善偏远地区的数字基础设

施。岸田文雄保留了前任菅义伟确立

的职位，还任命了一位数字大臣河野

太郎。但在严重老龄化的日本社会，其

数字化转型面临重重困难。在经历了

几十年的低出生率之后，政府预计到

2030 年，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工人的

缺口将多达 45万。

此外，半岛电视台指出，日本僵化

的官僚体制也阻碍了数字化转型。《读

卖新闻》一篇纪念“数字厅”成立一周年

的文章中写道，由于其他机构的抵制，

“数字厅”的工作停滞不前，司法部和地

方政府等也反对到 2025 年采用基于云

的管理系统的计划。

植木龙一表示，很多日本人跟他一

样，在向前发展和改变现状之间，保持

着矛盾心态。

商 店 青 睐 现 金 电 子 政 务 发 展 缓 慢

日 本 实 现 数 字 化 任 重 而 道 远日 本 实 现 数 字 化 任 重 而 道 远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6日电 （记者

张佳欣）近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

纳—香槟分校的研究人员报道了一种

新型成像试剂，可同时“照亮”多个生物

标记，这种包裹在红细胞膜上的荧光纳

米颗粒能比目前临床批准的染料更好

地靶向肿瘤，只需一束手术光就能发出

两种不同的信号，可以帮助医生区分肿

瘤边界、识别转移癌症。相关论文发表

于最新一期美国化学协会期刊《ACS

纳米》杂志。

传统上，切除肿瘤后再对其进行评

估，这一过程可能需要几小时到几天。

现代研究向实时诊断方向发展，但仍面

临一些挑战：许多肿瘤靶向显像剂只能

最小限度地到达肿瘤靶点，而且会迅速

从血液中清除并在肝脏积聚，导致肝损

伤。

研究人员表示，如果想发现所有的

癌症，只对一个生物标记进行成像是不

够的，这可能会漏掉一些肿瘤。如果引

入第二个或第三个生物标记，移除所有

癌细胞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在这项新研究中，研究人员在肿瘤

模型（模拟肿瘤及其周围环境特征的

3D 模型）以及活体小鼠身上展示了他

们的新型双信号纳米粒子。他们在小

鼠身上看到，覆盖薄膜的纳米粒子在血

液中循环的时间更长，肝脏的摄取量减

少。因为它们循环的时间更长，更多的

显像剂积累在肿瘤中，发出更强的荧光

信号。

新的显像剂针对两种生物标记，一

种在早期癌症中普遍存在，另一种在更

有可能转移的晚期癌症中普遍存在。

研究人员发现，这些探针在区分癌症组

织和健康组织，以及区分这两种信号方

面都很有效。此外，这种显像剂只需要

一个波长的光就能产生多个信号。

研究人员表示，这对外科手术很有

吸引力，因为它可以帮助医生确定在哪

里动刀，拥有多个信号可以更全面地了

解肿瘤；它还可以告诉医生，哪个肿瘤

可能发生转移。

纳米粒子溶液可靶向两种癌症标记物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6日电 （记者

刘霞）据英国《新科学家》网站 5 日报

道，英国剑桥大学科学家为其机器人

厨师编写了一本由 8 种简单沙拉菜肴

组成的菜谱，在观看了一段人类演示

如何制作其中一种菜肴的视频后，机

器人也做出了这道菜。这有望使应用

机器人厨师变得更容易且更便宜。相

关研究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美国电气

与电子工程师协会旗下《IEEE Access》

杂志。

几十年来，机器人厨师一直是科

幻小说中的主角，事实上，烹饪对机

器人来说极具挑战性。几家商业公

司已经制造出了机器人厨师的原型，

但目前并未上市，而且在技能方面远

远落后于人类厨师。人类厨师可以

通过观察来学习新的菜肴做法，无论

是观看他人烹饪还是观看视频，但给

机器人编程让其制作一系列菜肴既

昂贵又耗时。

论文第一作者格热戈日·索哈茨基

说，他们想知道能否训练机器人厨师，

通过识别食材及其在菜肴中的搭配，以

与人类相同的渐进方式学习。

为此，索哈茨基团队设计了 8 种简

单的沙拉菜肴，并拍摄了自己制作的过

程，然后使用一个公开的神经网络来训

练其机器人厨师。该神经网络已经被

编程，能识别出不同的物体，包括 8 种

沙拉菜肴中使用的西兰花、胡萝卜、苹

果、香蕉和橙子。

使用计算机视觉技术，机器人分析

了每一帧视频，并能够识别不同的物体

和特征，如刀和配料，以及演示者的手

臂、手和脸。通过正确识别食材和人类

厨师的动作，机器人可以确定正在准备

哪种菜肴。结果显示，机器人厨师识别

出菜肴的正确率为 93%，检测到人类厨

师动作的正确率为 83%，还能够检测到

配方中的微小变化。在实验结束时，它

还自己想出了第九种菜肴。

研究团队表示，机器人厨师能够检

测到如此细微的差别令人惊讶。这些

菜谱本质上是切碎的水果和蔬菜，但机

器人能识别出 2个切碎的苹果加 2个切

碎的胡萝卜与 3个切碎苹果加 3个切碎

胡萝卜是同一道菜。

机 器 人 厨 师 能 看 视 频 学 烹 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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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既坚硬又善于吸振的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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