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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以色列记者 胡定坤

实习记者 于紫月

阿什杜德坐落于以色列南部、地中

海东岸，是该国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

2014年9月，阿什杜德新港建设项目正式

启动并于2021年5月提前一年完工交付

以色列政府。该项目投资约9亿美元，码

头总岸线长 2363米，其中集装箱码头长

达 1243米，年集装箱吞吐量可达 200万

标准集装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

称，阿什杜德新港是“为该国海运基础设

施建设打入的一支强心针”。以色列交通

与道路安全部前部长卡茨则将阿什杜德

新港称作该国“七大奇迹”之一。

作为中以合作的大型基建项目，阿

什杜德新港由中交集团下属的中国港

湾泛地中海工程有限公司承建。近日，

该公司总经理刘冬冰在接受专访时，向

科技日报记者回忆了他们推动科技创

新，“智斗惊涛建海港”的故事。

超级平台降伏惊涛骇浪

“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诗词中

这壮美的意境，却给港口建设施工带来

严峻的挑战。

据刘冬冰介绍，阿什杜德新港区域

的海况极其复杂，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港

湾全球港口建设项目中遭遇过的最恶

劣情况之一，主要原因是该海域具有明

显的“长周期波效应”，越靠近海岸涌浪

效应越明显，会导致船只剧烈起伏，甚

至可能造成失重情况，严重干扰海上施

工作业的正常进行。而在冬季的风暴

期，浪高可超过 10 米，所有施工船舶都

必须进港避风。

刘冬冰介绍，阿什杜德新港建设的

一项关键工程是修建防波堤，以对整个

港口形成保护。而要修建防波堤，必须

先“换底”，为海底打上坚固的“地基”，

这是因为柔软的海底无法承受防波堤

数百万吨的重量，直接筑堤会导致下沉

甚至垮塌。传统工艺是挖掉原海底的

软泥层换填为石料，施工易受海上风浪

影响，施工窗口期短、效率低、安全性差。

通过自主研发，中国港湾为项目量

身定制了世界首台专门用于“海底碎石

桩”施工的“超级顶升平台”，使用专用

船只由中国托运到以色列现场。平台

上有 4个可升降的支腿插入海底，当平

台升起后就可以稳坐海中而基本不受

风浪影响。平台上悬吊高压振冲设备，

向海底“注入”碎石，形成间隔密集的数

万根碎石桩，最终完成“换底”工程。

“超级顶升平台的研制和使用大幅

增加了施工窗口期，显著提升了施工效

率和安全性，成为整个项目提前竣工的

关键性因素，也为项目节省了数千万美

元成本。”刘冬冰告诉记者，该平台获得

国家发明专利 1项，并在国内核心期刊

发表了 7篇相关论文，也赢得中交集团

的多个奖项。

“化海为陆”变革海上施工

除了海底碎石桩，当地海域的长周

期波效应也给其他海上施工带来了不

小的困难。比如在码头钢管桩施工中，

传统工艺是使用打桩船或水上平台，但

涌浪给这些施工船舶设备带来极大的

施工困难和安全风险。

“为了解决恶劣海况下的海上施工

难题，项目团队提出了‘化海上施工为

陆上施工’的概念。”刘冬冰介绍称，中

国港湾在阿什杜德新港建设中首次使

用了基于“步履式液压顶推打桩平台”

的海上打桩技术。具体来说，在使用水

上平台打下一定数量钢管桩之后，将液

压顶推打桩平台直接安放在已施打的

钢管桩之上，通过桩顶的液压顶推装置

进行平台移位，这一工艺基本不受风浪

影响，真正做到了“化海为陆”。

刘冬冰解释，这种打桩技术的灵感

来源于桥梁施工，就像一个人被一条小

溪拦住去路，他可以先站在岸边在水里

放一块垫脚石，之后，他就可以踩在水

里的石头上继续向前放石头，边放石头

边往前走，直至到达对岸。实践证明，

该工艺的打桩效率超出传统工艺一倍，

减少工期 8 个月，节约成本数百万美

元。该技术目前已在中国港湾其他项

目中得到推广应用。

科技创新赋能绿色发展

刘冬冰表示，中国港湾坚持以科技

创新和应用保障绿色可持续发展，在阿

什杜德新港项目的实施过程中，通过优

化设计和工艺、提升环保设施等措施，

保障了施工对附近海域及周边城市的

环境影响降到最低，获得了当地各界的

好评，为公司塑造了良好的社会形象。

在防波堤的“换底”工程中，“大开

挖、大回填”的传统工艺挖泥体积相当于

一个“水立方”，如此大动作必将带来严

重的海域污染问题，而海底碎石桩的工

艺应用则变粗放施工为精准施工，其对

环境的影响与传统工艺相比就像微创和

开放性创伤手术对人体伤害的区别。

在疏浚作业中，项目团队围绕开挖

作业范围设置了一道严密的防护帘，防

止对周边水域造成影响。同时，项目团

队还在施工海域附近设置了多个浊度

监测仪，实时监控浊度指标。此外，在

打桩噪声、施工粉尘、土壤保护、海洋生

物保护等各方面，项目团队都采用了高

标准的专门防护措施。

本文图片均由中国港湾泛地中海本文图片均由中国港湾泛地中海
工程有限公司提供工程有限公司提供

智 斗 惊 涛 建 海 港
——中企科技创新筑就阿什杜德新港

科技日报北京7月25日电 （记者

张佳欣）美国布法罗大学研究人员用

“量子雪崩”解释了非导体如何变成导

体，解开了绝缘体到金属转变之谜。

相关研究发表在近期的《自然·通讯》

杂志上。

绝缘体受到强烈的电场冲击时可

变成金属，这为微电子学和超级计算

机提供了诱人的可能性，但科学家尚

不清楚这种电阻开关现象背后的物理

原理。

研究人员表示，金属和绝缘体之间

的区别在于量子力学原理，该原理规定

电子是量子粒子，它们的能级位于具有

禁带的能带中。

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朗道—齐

纳公式一直用于解释将绝缘体的电子

从较低能带推至较高能带所需的电场

大小。但此后几十年的实验表明，材料

需要的电场比朗道—齐纳公式估计的

要小得多，仅为 1/1000左右。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究人员决定

考虑一个不同的问题：当绝缘体上能带

中的电子被推动时会发生什么？于是，

他们对电阻开关进行了计算机模拟，这

解释了上能带中电子的存在。它表明，

一个相对较小的电场可引发上下能级

之间的间隙坍塌，为电子在能级之间上

上下下创造一条量子路径。

打个比方，想象一些电子在二楼移

动。当地板被电场倾斜时，电子不仅开

始移动，而且以前被禁止的量子跃迁打

开，楼层的稳定性突然崩溃，使不同楼

层的电子上下流动。

这之后的问题不再是底层的电子

如何向上跳跃，而是较高层在电场下

的稳定性。这个想法有助于解决朗

道—齐纳公式中的一些差异。这也为

关于由电子本身引起的绝缘体到金

属的转变或由极端高温引起的绝缘

体到金属转变的争论提供了一些清晰

的证据。

模拟表明，“量子雪崩”不是由热引

发的。直到电子和声子（晶体原子的量

子振动）的单独温度达到平衡，才会发

生完全的绝缘体到金属的转变。这表

明电子开关和热开关的机制并不是相

互排斥的，而是可以同时出现的。

“量子雪崩”解开绝缘体到金属转变之谜

科技日报北京7月 25日电 （记者

张梦然）《自然·通讯》25日报道称，在温

室气体排放持续的情况下，大西洋经向

翻转环流（AMOC，一个携带热带暖水

北向前往北大西洋的巨大洋流系统）可

能在本世纪中叶，或可能在 2025 年后

的任意时间崩溃。这些评估强调了人

类行为对地球气候系统的影响。

AMOC 是地球气候系统中最重要

的临界元素（即会切换到不可逆状态的

子系统）之一。它可能会崩溃这件事，

也是人类对气候最严重的忧虑之一，因

为这或将对北大西洋地区和全世界气

候产生巨大影响。这种突发气候变化

上 一 次 发 生 于 末 次 冰 期 ，也 是 由

AMOC 的崩溃和恢复所致，其造成了

北 半 球 平 均 气 温 在 十 年 内 发 生 了

10—15摄氏度的波动，远大于现在一个

世纪内 1.5摄氏度的改变。

AMOC 的强度直到 2004年才得到

持续监测，这些观察表明 AMOC 正在

减弱，但还需要更长的记录来评估其规

模。最近一次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

专门委员会评估认为，AMOC 不太可

能在 21世纪完全崩溃。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研究团队分析

了 1870 年—2020 年间北大西洋海表温

度作为 AMOC 的指标。这些记录所追

溯到的时间比直接测量 AMOC 要久得

多，能够对温度趋势得出更稳健的信

息。团队发现了 AMOC 关键转变的早

期警戒信号，表明它可能结束或崩溃的

时 间 点 最 早 可 至 2025 年 ，且 不 晚 于

2095年。

此 次 研 究 没 有 就 AMOC 变 化 的

驱动因素作出假设，但团队指出，在

所研究的时间段内，大气二氧化碳浓

度几乎线性增长。但尚不能排除其

他作用机制，也不排除崩溃部分发生

的可能。

人类对气候最严重的忧虑之一——

大 西 洋 环 流 或 在 本 世 纪 中 叶 崩 溃

科技日报北京7月 25日电 （记者

刘霞）来自德国、卢森堡及乌克兰的研

究人员，在乌克兰日托米尔市附近的沃

林石英矿中，发现了迄今已知地球上最

古老的立体保存的微生物化石。特殊

的同位素测定方法显示，这些微生物至

少已有 15 亿年历史。这是科学家首次

能够研究约 15 亿年前进化的古老微生

物，对于理解早期生命的演化具有重要

意义。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生物

地球科学》杂志。

研究人员解释称，鉴于 6 亿多年前

的生物没有骨骼，它们实际上无法保存

自己的形态，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对这一

时期生物知之甚少的原因。直到最近，

研究人员才首次在澳大利亚的岩石内

发现胆固醇等生物化合物，这些化合物

已有 15亿年的历史。

通过分析碳的同位素 12C 和 13C，

团队证明最新发现的化石一定是生

物。此外，借助一种特殊的同位素测量

方法，他们测得这些化石的最小年龄为

15亿年，这是科学家第一次能在扫描电

子显微镜下研究如此古老的微生物。

他们还使用红外光谱法在某些丝状物

体内检测到壳聚糖物质，并使用电子显

微镜检测到铋和碲元素。结果都指向

一种类似真菌的生物。

这些原始微生物化石“现身”于石

英矿花岗岩上，微生物从矿物的化学过

程中获得新陈代谢所需的能量。花岗

岩含有大量氟，在地下与水和热的相互

作用下形成了具有强腐蚀性的氢氟酸，

溶解了大量的铝和硅。就像间歇泉一

样，这种溶液不时地喷射到洞穴中，微

生物因此死亡，但它们也得到了完美的

保存。

最新发现有望为地球生命的早期

发展提供新见解，也有助科学家在其他

行星的极端条件下发现生命形式。

15 亿年前立体保存的微生物现身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25日电 （记

者张梦然）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24 日报

道，美国迈阿密大学眼科研究所医生

利用基因治疗滴眼液，成功地使一名

因患罕见疾病的失明者恢复了视力。

此类疗法未来或能治疗数百万人的常

见眼部疾病。

这位青少年名为安东尼奥·文托·
卡瓦哈尔，出生时就患有营养不良型

大疱性表皮松解症，这导致他全身甚

至眼睛里都会出现水泡。2012 年，他

接受了去除眼睛上疤痕组织的手术，

但疤痕很快又长了回来。之后，安东

尼奥的视力不断恶化，最终导致他走

路都很困难。

迈阿密大学眼科研究所角膜创新

实验室团队从治疗安东尼奥皮肤损伤

的实验性基因治疗凝胶获得启发，尝

试将该方法用于治疗其眼部疾病。团

队联系了制药商克里斯塔生物技术公

司，配制了适合的药物。

安东尼奥的病情是由一种基因突

变引起的，该基因有助于产生一种名为

胶原蛋白7的蛋白质，这种蛋白质将皮

肤和角膜黏合在一起。而名为 Vyju-

vek 的治疗方法使用灭活的单纯疱疹

病毒来传递该基因的工作副本，确保蛋

白质发挥作用。眼药水使用与皮肤版

本相同的液体，只是不添加凝胶。

去年 8 月，安东尼奥的右眼在术

后开始滴眼药水。他的视力因手术恢

复，而眼药水让疤痕不再复发，视力水

平每个月都有显著改善，现在为 20/25

（即通常所说的 0.8）；今年，其疤痕组

织更多的左眼在治疗后，视力也得到

稳步提高。

团队表示，通过改变病毒传递的

基因，该“滴眼液疗法”未来还可用于

治疗多种疾病。例如福克斯营养不良

症，这种营养不良症影响了美国 1800

万人，约占该国角膜移植手术的一半。

这不是一项实验室研究，而是真

实存在的病例。为了治疗这位患有罕

见疾病的青少年，多种创新疗法齐

下。先有治疗他皮肤损伤的实验性基

因治疗凝胶，后有受凝胶启发配制的

基因治疗眼药水，都取得了不错的效

果。案例的主人公是不幸的，他从出

生起就受到病痛折磨，好在他生在一

个生物医疗技术一直在进步的时代，

能够摆脱长期失明的命运。而且，虽

然疗法针对罕见病而生，但它同样能

适用多种常见疾病，创新之光将照亮

更多人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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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因治疗之前，医生对安东尼
奥的眼睛进行染色后，在蓝光下检查
他的眼睛是否出现更多溃疡。

图片来源：物理学家组织网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益生元

是益生菌的食物来源，而益生菌有助

于维持胃肠道中微生物群落的健康，

促进免疫系统的健康。据英国《新科

学家》杂志网站 7月 22日报道，美国科

学家一项最新研究指出，洋葱、韭菜、

大蒜、蒲公英嫩叶、洋姜（菊芋）是含有

益生元最多的食物。相关论文已提交

美国营养学会 2023年年会。

为揭示哪些食物富含益生元，圣

何塞州立大学研究团队梳理了 70 篇

关于益生元的科学论文，其中 9 篇包

含了足够多的数据。据此，他们分析

了 8690种食物的益生元含量。

研究人员发现，前 5 种富含益生

元的食物按升序排列分别为：蒲公英

嫩叶、洋姜、大蒜、韭菜和洋葱，每克含

有 100至 240毫克益生元。

研究人员表示，国际益生菌和益

生元科学协会建议每人每天摄入约 5

克益生元，只吃半个小洋葱即可实现

上述目标。另外，含有这些蔬菜的食

物也是益生元来源之一，如洋葱圈和

奶油洋葱。但约 37%的被分析食品不

含益生元，评分较低的食品包括小麦、

乳制品、鸡蛋、油和肉类。

五种关键食物可保肠道健康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25日电 （记

者张佳欣）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研

究人员 25 日在 2023 年美国营养学协

会年会上公布的一项随机临床试验显

示，每天食用草莓与改善认知功能、降

低血压和提高抗氧化能力有关。此前

研究已证明了草莓对心血管、代谢和

认知健康的好处。

这项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在 35

名健康男性和女性中进行，年龄在 66

岁到 78岁之间。参与者每人连续 8周

食用 26 克冻干草莓粉（相当于每天两

份草莓）或对照粉。

食用草莓后，认知处理速度提高

了 5.2%，收缩压降低了 3.6%，总抗氧

化能力显著提高了 10.2%。在试验的

控制组和干预组中，参与者腰围平均

下降了 1.1%。在食用对照粉时，参与

者的血清甘油三酯升高。

研究人员表示，令人感到欣慰的

是，一个简单的饮食改变，比如在日常

饮食中添加草莓，可能会改善老年人

身体健康。

之前的临床试验已发现食用草

莓与改善心血管疾病的几个标志物

的 关 联 ，包 括 降 低 总 胆 固 醇 、血 压

等。在美国拉什大学进行的一项研

究表明，主要存在于草莓中的天竺葵

素与降低阿尔茨海默病引起的痴呆

风险有关。

食用草莓能改善老年人认知功能

阿什杜德新港鸟瞰图阿什杜德新港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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