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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今日视点K
◎本报记者 刘 霞

最近几周，野火在加拿大全境肆虐

蔓延，使数万人逃离家园。自今年初以

来，有逾 4.6 万平方公里的加拿大土地

被烧毁，超过荷兰国土面积。加拿大已

经进入该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野火

季。加拿大官员也用“史无前例”来总

结今年的野火季节。

加拿大森林面积为 3.5 亿公顷，约

占陆地总面积的 1/3，每年都会发生野

火。但今年的火灾特别广泛、多且激

烈。是什么导致加拿大野火今年如此

严重呢？《自然》网站、英国广播公司

（BBC）以 及 美 国 哥 伦 比 亚 广 播 公 司

（CBS）等多家媒体指出，气候变化驱

动的极端高温和干旱使加拿大成为一

个“火药桶”。此外，人类的行为也难

辞其咎，从废弃的烟头到汽车起火引

发火灾等。

野火失控影响严重

据加拿大野火信息系统的数据，加

拿大野火造成的破坏比过去 10 年的平

均水平严重 13 倍。今年加拿大各地已

经有超过 400 万公顷森林被烧毁，是历

史平均水平的两倍。

《自然》网站报道，过去几周，加拿

大东部肆虐的野火产生的烟雾使该国

和邻国美国的空气质量恶化，受影响最

严重的是纽约市及其周边地区，纽约笼

罩在“橙色雾霾”中，一度成为全球空气

污染最严重的城市。

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

显示，目前该国仍有 426 起活跃火灾，

分布在东西两个海岸。在这些火灾中，

有 232 起被标记为“失控”，只有 112 起

被标记为“已控”，而另外 82 起被标记

为“受控”，“受控”意味着火势并未扩

大，但仍未被完全控制住。据加拿大全

国野火情况报告称，加拿大目前处于全

国 5级防灾预备状态。

《纽约时报》在报道中指出，野火烟

雾中所含的高水平细颗粒物对人体有

害，持续暴露会刺激眼睛、喉咙和鼻窦，

使人呼吸困难、咳嗽。这些颗粒会对老

年人和孕妇等弱势群体造成更多风险，

还会加重人们的心肺疾病。

《华盛顿邮报》则表示，火灾造成的

温室气体排放很严重，但对空气污染的

影响更大。看不见的微小颗粒会进入

人们的喉咙、肺部甚至大脑。每年有大

约 1000万人死于空气污染。

天气是“罪魁祸首”

加拿大今年的野火为何如此肆无

忌惮？

纽布伦斯威克大学森林管理专家

安 东 尼·泰 勒 指 出 ：天 气 是“ 罪 魁 祸

首”。在加拿大，火灾屡见不鲜，但今年

春天，大部分地区特别温暖干燥。加拿

大环境与气候变化研究所气候学家大

卫·菲利普斯称，在加拿大西部，今年 5

月是有记录以来最温暖、最干燥的 5

月。温度更高的空气会从土壤和树木

中吸走水分，留下干燥的树木和容易变

成火海的灌木丛。

美国忧思科学家联盟成员卡莉·
菲利普斯也指出，今年加拿大各省的

气温都高于往常，出现了长时间的干

旱，这两者都增加了野火发生的风险，

并且由于气候变化，一些地方的情况

越来越严重。

加拿大今年春天为何如此反常？

目前科学家们还没有得出结论，但气候

变化无疑是导致极端天气更加频繁发

生的一个因素。

人类活动难辞其咎

《自然》网站指出，今年加拿大西部

省份和东海岸的大多数火灾来得比以

往更早一些，有些可能由人类活动引

起，如机动车事故、越野车着火、烟花或

人们没有扑灭篝火等事件。例如，新不

伦瑞克省圣安德鲁斯附近发生的一场

火灾由一辆全地形车起火点燃周围树

林引发。

加拿大的火灾季开始得越来越早，

持续时间也越来越长。而引发火灾的

极端天气——炎热、干燥和多风，在加

拿大和全球都变得越来越普遍。尽管

今年已经有大片地区被烧毁，但火灾仍

在肆虐，可能会持续数月。

6 月 12 日，加拿大政府发布了野火

季节的最新展望，称“由于持续的干旱

和可预见的长期高温，整个 2023 年野

火季节，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火灾活动可

能持续高于正常水平”。

加拿大野火为何今年如此猛烈？

科技日报北京6月 15日电 （记者

张佳欣）日本东京大学科学家利用六方

氮化硼二维层中的硼空位，首次完成了

在纳米级排列量子传感器的精细任务，

从而能够检测磁场中的极小变化，实现

了高分辨率磁场成像。

氮化硼是一种含有氮和硼原子的

薄晶体材料。氮化硼晶格中人工产生

的自旋缺陷适合作为传感器。

研究团队在制作出一层薄的六角

形氮化硼薄膜后，将其附着在目标金丝

上，然后用高速氦离子束轰击薄膜，这

样就弹出了硼原子，形成了 100 平方纳

米的硼空位。每个光点包含许多原子

大小的空位，它们的行为就像微小的磁

针。光斑距离越近，传感器的空间分辨

率就越好。

当电流流经导线时，研究人员测量

每个点的磁场，发现磁场的测量值与模

拟值非常接近，这证明了高分辨率量子

传感器的有效性。即使在室温下，研究

人员也可检测到传感器在磁场存在的

情况下自旋状态的变化，从而检测到局

部磁场和电流。

此 外 ，氮 化 硼 纳 米 薄 膜 只 通 过

范 德 华 力 附 着 在 物 体 上 ，这 意 味 着

量子传感器很容易附着在不同的材

料上。

高分辨率量子传感器在量子材料

和电子设备研究中具有潜在用途。例

如，传感器可帮助开发使用纳米磁性材

料作为存储元件的硬盘。

原子大小的量子传感器有助于科

学家对人脑进行成像、精确定位、绘制

地下环境图、检测构造变化和火山喷

发。此次的纳米级量子传感器也将成

为半导体、磁性材料和超导体应用的

“潜力股”。

纳米级量子传感器实现高清成像

科技日报北京6月 15日电 （记者

张佳欣）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

研究团队展示了一种捕捉、处理和存储

视觉信息的神经形态设备。这种小型

设备可用与人类相似的方式“看”并形

成记忆，这项进步朝着开发出能做快

速、复杂决策的应用程序（例如在自动

驾驶汽车中）迈出了一大步。相关研究

14日发表于《先进功能材料》杂志。

这种神经形态设备是一种由掺杂

氧化铟传感元件实现的单芯片，厚度

仅为人类头发丝的数千分之一，不需

要外部部件就能运作。该设备模仿了

人眼捕捉光线的能力，像视神经一样

预先打包和传输信息，并像人类大脑

一样在记忆系统中存储和分类信息。

这些功能可使其实现超快决策。

与此前已知设备相比，新设备能

够在更长的时间内保留信息，不需要

频繁的电信号来刷新记忆。这一能

力显著降低了能耗，并提高了设备的

性能。

人眼只有一个视网膜，可以捕捉

整个图像，然后由大脑进行处理，以识

别物体、颜色和其他视觉特征。研究

团队从人眼中汲取灵感，创造出具有

类似功能的“相机”。该设备通过使用

单一元素图像传感器来模拟视网膜的

功能，这些传感器在一个平台上捕获、

存储和处理视觉信息。

神经形态视觉系统使用类似于人

脑的模拟处理，与目前的技术相比，可

以大大减少执行复杂视觉任务所需的

能量。

该团队表示，如果将这项技术从

目前使用的紫外光扩展到可见光和红

外光，还能应用于更多领域或场景，如

仿生视觉、危险环境中的自主操作、食

品保质期评估和法医学。此外，神经

形态机器人有望在可能发生塌方、爆

炸和存在有毒气体的危险环境中长时

间自主运行。

微型神经形态设备模拟人类视觉和记忆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15日电 （记

者张梦然）了解身体如何衰老是一

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美国贝勒医学

院、斯坦福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在

《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首个果蝇细胞

衰老图谱（AFCA），详细描述了果蝇

中 163 种不同细胞类型的衰老过程。

分 析 表 明 ，体 内 不 同 细 胞 的 年

龄不同，每种细胞类型的衰老过程

都遵循特定的模式。AFCA 为衰老

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将作为研

究衰老和年龄相关的疾病，以及评

估抗衰老策略成功与否的参考。

新研究详细分析了果蝇在实验

室自然老化时单个细胞类型的几种

生物学特征。果蝇是研究人类疾病

的著名模型。大约 75%的与人类疾

病相关的基因在果蝇中具有功能相

似的对应物。研究人员称，新图谱

为更好地了解衰老生物学提供了强

大的开放获取资源。由于这些基因

中 的 大 多 数 在 人 类 中 具 有 相 似 作

用，因此该数据集提供了一个有利

视角，帮助解释为何人类晚年会出

现多种严重疾病。

随 着 果 蝇 年 龄 的 增 长 ，研 究 人

员分别在其 30 天、50 天和 70 天（后

者相当于人类 80 岁）时取样。在每

个时间点，他们都进行了单核 RNA

测序，以分析不同 器 官 中 单 个 细 胞

的 基 因 表 达 变 化 ，并 将 结 果 与 幼

果 蝇（5 天 大）的 结 果 进 行 比 较 。

他 们 检 查 了 4 种 不 同 的 衰 老 特 征 ：

细 胞 组 成 变 化 、差 异 表 达 基 因 数

量 、表 达 基 因 数 量 的 变 化 和 细 胞

身 份 的 下 降 。 结 果 发 现 ，随 着 果

蝇 年龄的增长，这些特征会根据不

同细胞类型的特定模式作为一个整

体发生变化。

4 种 老 化 特 征 中 的 每 一 种 都 测

量细胞的不同方面，并且没有一种

特征适用于所有细胞类型。结合所

有衰老特征，研究人员发现了独特

的细胞类型特异性衰老模式，将它

们进行比较后，可以揭示一些有用

且有趣的发现。例如，大脑中的神

经元衰老缓慢，而肌肉、脂肪和肝细

胞衰老得更快。此外，细胞类型特

定的衰老模式可能因性别而异。

随 着 身 体 年 龄 的 增 长 ，器 官 功

能 逐 渐 衰 退 ，患 心 血 管 疾 病 、癌 症

和 神 经 退 行 性 疾 病 等 多 种 疾 病 的

风 险 都 会 增 加 ，因 此 ，对 衰 老 的 研

究 成 为 人 类 的 永 恒 课 题 。 本 文 的

重要发现意味着：不同细胞类型的

特定衰老模式，可以用来衡量生物

年 龄 ，即 生 物 体 的 相 对 衰 老 状 态 ，

且 与 实 际 年 龄 无 关 。 这 将 提 供 对

饮食、药物和疾病等因素的进一步

理解，这些因素可能会改变衰老轨

迹，从而使机体比实际年龄更年轻

或更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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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6月 15日电 （记

者张梦然）《自然》杂志 14 日发表了

两种新的脊髓灰质炎候选疫苗，可诱

导小鼠免疫反应，增加根除脊髓灰质

炎的可能性。这些候选疫苗基于脊

灰病毒的较弱版本，相较过去的一些

疫苗而言，更不容易产生疫苗衍生的

强力脊髓灰质炎病毒变种。

脊 髓 灰 质 炎 是 由 脊 灰 病 毒 的 3

个版本（血清型）所致。野生的脊灰

病毒（WPV）2 型和 3 型在过去十年

里已经被消灭，这得益于疫苗的进

展，这些疫苗为失活版本或减毒的

病毒（这些版本经过充分减弱，不会

导致疾病，但仍会引起免疫反应）。

但是 WPV1 型仍在阿富汗和巴基斯

坦导致疾病，而由疫苗中的病毒演

化为毒性形式所产生的另外两种类

型的脊灰病毒还在继续流行。

近期开发的新口服 2 型脊髓灰

质炎疫苗（nOPV2）使用一种经证明

能 有 效 引 起 免 疫 反 应 的 减 毒 活 病

毒，同时能保持遗传上的稳定，并被

用 于 对 抗 疫 苗 衍 生 的 脊 灰 病 毒 变

种。这种稳定性归功于其纳入了特

定遗传成分，限制了病毒重获毒力。

基 于 这 种 方 法 ，美 国 加 利 福 尼

亚 大 学 旧 金 山 分 校 团 队 开 发 了

WPV1 型和 3 型疫苗（分别为 nOPV1

和 nOPV3）。 动 物 实 验 和 深 度 测 序

证实，这一候选疫苗即使接种后发

生了小的变异，仍能保持减毒。他

们 还 报 告 说 ，nOPV1、nOPV2 和

nOPV3 被证明在小鼠中相当安全。

在 小 鼠 中 联 合 注 射 nOPV1、nOPV2

和 nOPV3 产生了对所有 3 种脊灰病

毒的抗体，小鼠得到保护，免受疾病

影响。

新稳定疫苗或助消灭脊髓灰质炎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15日电 （记

者刘霞）据英国《新科学家》网站 14 日

报道，美国哈佛大学科学家在一项最

新研究中发现，一颗白矮星是迄今已

知银河系内自由移动最快的恒星，一

秒钟“狂飙”2285 公里。这一发现可

解释一些超新星是如何形成的。相关

论文已经提交预印本网站。

Ia 型超新星非常明亮，被天文学

家作为测量基准来估算恒星和星系

的距离。当一颗白矮星从邻近恒星

那 里“ 吞 食 ”物 质 导 致 质 量 越 来 越

大，最终不堪重负而爆炸时，超新星

就诞生了。但模拟表明，当两颗白

矮星彼此“共舞”发生碰撞时，也可

能发生这种超新星爆炸。白矮星体

积小、密度大，可以比任何其他类型

的恒星更快地近距离绕彼此运行，

当其中一颗白矮星爆炸时，另一颗

就会被高速推开。

在最新研究中，哈佛大学团队使

用欧洲空间局的“盖亚”卫星探测器

的恒星目录，识别出了 4 颗运行速度

极快的白矮星，获得了相关证据。盖

亚精确测量了恒星的位置、与地球的

距离及运动情况。

4 颗 白 矮 星 的 移 动 速 度 都 超 过

1000 公里/秒，其中一颗的速度更是

达到了 2285 公里/秒，是迄今已知自

由移动恒星的最高速度。

研究团队估计，在这种碰撞中产

生的超新星可能占所有 Ia 型超新星

的一半，但需要发现更多更快速移动

的白矮星才能确定。

最快恒星每秒“狂飙”2285公里

6月6日，加拿大西部阿尔伯尼港附近野火浓烟滚滚。 图片来源：《自然》网站

(a)六方氮化硼中的硼空
位缺陷。空位可充当用于磁
场测量的原子大小的量子传
感器，对磁场敏感，就像一个
纳米“磁针”。(b)量子传感器
纳米阵列的光致发光可反应
磁场的变化。

图片来源：东京大学研
究团队

苏梅特·瓦利亚教授（左）和博士研
究员艾莎妮·马祖姆德演示实验装置。

图片来源：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
工大学

科技日报北京6月 15日电 （记者

刘霞）美国西南研究所科学家主导的

团队，利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卡

西尼”号探测器提供的数据，在土卫二

的海洋中检测到生命的关键组成元素

磷，这些磷以磷酸盐的形式存在。相

关研究论文刊发于 14 日出版的《自然》

杂志。

研究团队 2020 年使用地球化学建

模预测，土卫二的海洋中应该含有丰富

的磷。现在他们从土卫二的地下海洋

喷出的羽状冰样本中证实了预测。

“卡西尼”号探索土星、土星环及其

卫星系统超过 13 年。该探测器上的

“宇宙尘埃分析仪”对一类富含盐分的

冰粒进行的分析表明，其中存在磷酸

钠。团队的观测结果以及在实验室开

展的模拟实验表明，在土卫二的海洋

中，磷很容易以磷酸盐的形式存在。

磷酸盐形式的磷对地球上的所有

生命都至关重要。它对创造 DNA 和

RNA、携带能量的分子、细胞膜、人类

和动物的骨骼和牙齿，甚至海洋浮游

生物的微生物组都至关重要，人们迄

今已知的生命，没有磷酸盐就不可能

存在。

研究人员发现，土卫二海水中磷酸

盐 的 浓 度 至 少 是 地 球 海 洋 中 的 100

倍。地球化学实验和建模表明，如此高

的磷酸盐浓度是由于在土卫二以及其

他可能结冰的海洋天体内，磷酸盐矿物

溶解度增强所致。

研究团队指出，在土卫二上找到

磷酸盐的证据令人兴奋，是科学家们

在寻找地球以外生命方面迈出的重

要一步。

土卫二上发现生命关键组成元素磷

土卫二上发现生命关键组成元素磷。
图片来源：“卡西尼”号成像团队/西南研究所等

土卫二羽状
冰物质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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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钠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