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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今日视点K
◎本报记者 刘 霞

科普园地科普园地K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9日电 （记者

张佳欣）据最新一期《纳米快报》报道，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领导的面向

高 能 效 神 经 形 态 计 算 的 量 子 材 料

（Q-MEEN-C）项目报告了最新研究

成果：他们发现相邻电极之间传递的电

刺激也会影响非相邻电极，这被称为非

局部性。这一成果是向开发出模仿大

脑功能的神经形态计算设备迈进的一

个重要里程碑。

人们通常认为，计算机比人类更

有效率，可瞬间完成一个复杂的数学

方程式。然而，人脑可快速、准确地处

理复杂的信息，如只看一次脸就能识

别是谁，或者立即知道山和海的区别，

而且几乎不需要能量输入。这些简单

的人类行为对计算机而言却需要大量

的处理和能量输入，而且准确率也不

能保证。

创造出能量需求最低的类脑计算

机将彻底改变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

此前，Q-MEEN-C 团队在第一阶段的

研究中，成功地找到了在量子材料中创

造或模拟单一大脑元素（如神经元或突

触）属性的方法。

此次，研究团队在理解和模拟大

脑功能方面又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

他们在包含多个设备的阵列上进行计

算，以模拟大脑中的多个神经元和突

触。在进行这些测试时，他们发现非

局部性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并在实验

室将模拟转化为实际设备，进一步完

善了该想法。

传 统 上 ，要 创 建 一 个 为 笔 记 本

电 脑 等 设 备 供 电 的 输 电 网 络 ，需 要

具 有 连 续 接 点 的 复 杂 电 路 ，这 既 低

效 又 昂 贵 。 Q-MEEN-C 的 设 计 概

念 要 简 单 得 多 ，因 为 实 验 中 的 非 局

部行为意味着电路中的所有导线不

必相互连接。

到目前为止，人类大脑能出色执行

的模式识别任务只能通过计算机软件

来模拟。像 ChatGPT 和 Bard 这样的人

工智能程序使用复杂的算法来模拟思

考和写作等基于大脑的活动，但如果没

有相应先进的硬件支持，软件将在某一

时刻达到极限。

研究团队已证明在一种合成材料

中复制非局部行为是可能的。下一步，

他们将找到改进硬件的方法，创造更高

效的学习机器，这将为人工智能领域带

来一种新范式。

向神经形态计算迈进的重大突破——

量子材料表现出类脑“非局部”行为

作为负责管理国际海底区域及其

资源的权威组织，联合国国际海底管

理局（ISA）稍早时间在牙买加金斯敦

举行会议，讨论是否为深海采矿制定

行业规则，从而给这一新兴行业正式

“开绿灯”。

此前，围绕是否允许深海采矿，各

方一直争论不休。矿业公司认为，深海

中富含镍、钴、锰等对全球能源转型中

的绿色技术至关重要的矿物，且深海采

矿比陆地采矿成本更低，对环境的影响

更小。但环保人士表示，科学家们目前

对海底生态系统知之甚少，深海采矿可

能会对其造成重大破坏。

绿色技术发展所需

在墨西哥和夏威夷之间的太平洋

深处，一片名为克拉里恩-克利珀顿断

裂带的海域中，数万亿块马铃薯形状的

多金属结核散布在海底，这些结核是

铜、镍、钴、铁、锰和其他稀土元素的潜

在矿产资源，对电动汽车电池等产品的

生产不可或缺，该地区已被确定为未来

深海采矿的热点地区。

支持者们表示，深海采矿是一种可

持续性更高的获取绿色转型所需矿产

的方式。国际能源署预计，要实现全球

温室气体净零排放，清洁能源技术相关

矿产资源的需求将增长 3倍。

目前已有十几个国家投资了小规

模深海勘探项目，但对国际水域进行商

业开采尚未获得许可。2021年年中，太

平洋岛国瑙鲁向 ISA 申请启动深海采

矿计划。英国基准矿业情报公司对瑙

鲁项目的评估报告称，该项目对环境造

成的影响可能比在热带雨林等陆上地

区采矿更小。

或对生态系统产生重大影响

但很多科学家和环保人士不同意

这种观点。他们认为，人类对珍稀鱼类

和海参等各种深海生命的了解还不够

充分，各国甚至没有掌握作出这些决定

所需的最基本信息，因此不应开放海底

采矿。法国在今年 1 月禁止在本国海

域进行深海采矿。

令海洋科学家们揪心的问题主要

包括：漆黑一片的生态系统中的光污

染、机器搅起的沉积物卷流，以及噪声

污染等。

《当代生物学》近期发表的论文首

次研究了开采富钴结壳（提交给 ISA 的

3 种深海采矿目标之一）对环境的影

响。2020年，由日本政府资助的研究团

队在西北太平洋的一座海山上挖掘了

一条约 120 米长的富钴结壳。为调查

该行动的影响，日本筑波国家先进工业

科学技术研究所的特拉维斯·沃什伯恩

等人查看了遥控车辆收集的视频片

段。结果发现，在挖掘后的一年里，鱼

和虾等海洋生物的密度在直接受采矿

产生的沉积物影响的地区下降了 43%，

在邻近地区下降了 56%。

沃什伯恩认为，鱼和虾之所以游离

该地区，是因为采矿和沉积物污染可能

影响了其食物供应链。

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海洋

科学实验室研究人员则在《自然·海洋

可持续性》发表论文称，深海采矿可能

会伤害金枪鱼等生物。研究表明，采矿

激起的沉积物羽流可能会污染海水，损

坏鱼类的鳃和滤食器官。此外，采矿作

业产生的噪音可能会改变金枪鱼的摄

食和繁殖行为。此外，今年年初发表的

一份研究报告也认为，噪声可能会破坏

鲸鱼的交流。

宜三思而后行

在开始深海采矿之前，科学家们需

要先对深海生命有更多了解，然后研究

采矿对关键生态系统功能，如海洋碳封

存能力的影响。与陆地采矿相比，深海

采矿对人类造成的直接损害可能更

少，但它会破坏大片海底，从而破坏海

洋的碳封存能力。

深海科学研究既缓慢又昂贵，需要

更多时间和经费来了解采矿的后果。

深海保护联盟联合创始人马修·詹尼表

示，由于回收技术不断进步，以及使用

铁和磷酸盐代替镍和钴的电池的出现，

深海采矿可能会变得不那么必要。此

外，陆地采矿环境标准的改善也将减少

该行业对生态的破坏程度。

研究人员指出，尽管全球都在争夺

矿产并设法确保供应多样化，但深海采

矿未必是现有陆地采矿的替代之选。

深海采矿：转型希望还是环境黑手

在对深海采矿影响的研究中观察到的动物，包括海葵、海参等。
图片来源：日本国家油气和金属公司网站

日本研究船上的挖掘机在2020年的试运行中收集了富含钴的海洋沉积物。
图片来源：《自然》网站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9日电 （记者

张佳欣）据最新一期《物理评论快报》报

道，美国埃默里大学物理学家确定了一

种被称为对密度波的振荡超导电性形

成机制，为人们对某些材料（包括高温

超导体）中出现的非常规高温超导状态

提供了新见解。

研究人员表示，范霍夫奇点结构可

产生超导的调制、振荡状态，新研究为

理解这种行为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新的

理论框架。

1911 年，荷兰物理学家海克·卡末

林·昂 内 斯 首 次 发 现 汞 的 电 阻

在-269℃（比绝对零度高 4℃）时急剧

下降。汞以其超强的导电能力成为第

一个超导体。1957年，科学家们才对超

导是什么以及为何发生进行了解释，创

立了 BCS理论，表明超导性是电子配对

的结果，这种配对方式可避免电子在移

动时产生电阻。

新研究的重点之一是电子之间的相

互作用如何导致了无法用BCS理论解释

的超导电性形式。这种奇异现象的一个

例子是振荡超导电性，当成对的电子以波

的形式“跳舞”时，振幅就会发生变化。

研究人员调查了范霍夫奇点的具

体性质，范霍夫奇点是许多电子态在能

量上变得接近的结构。该项目揭示了

范霍夫奇点可能具有合适的物理特性

来“孕育”振荡的超导电性。团队深入

研究后发现了一种机制，可让范霍夫奇

点产生这些超导电性的舞动波态。

科学家开辟通向奇异超导新途径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9日电 （记者

刘霞）珊瑚礁、深海或热带雨林被认为

是生物多样性的主要热点，但与土壤相

比，它们可谓“小巫见大巫”。瑞士科学

家首次对全球土壤的生物多样性进行

了评估，结果发现，土壤是世界上物种

最丰富的生态系统，地球上约 59%的物

种在此繁衍生息。相关论文发表于 7

日出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土壤对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这项最新研究中，瑞士联邦森林、雪

和景观研究所、苏黎世大学的科学家搜

索了现有科学文献，重新评估了已被鉴

定潜伏于土壤中的物种的数据集。结

果表明，地球上约 59%的物种生活在土

壤中，是此前对土壤物种丰富度估值的

两倍多。此前的数据表明，只有 25%的

物种生活在土壤中。

生活在土壤中的所有物种中，比例

最高的是真菌，90%的真菌生活在土壤

中；其次是植物和它们的根，86%生活

在土壤中；蚯蚓和蜗牛等软体动物有

20%生活在土壤中。

研究人员表示，由于土壤物种多样

性的数据极不完整，尤其是在全球南

方，研究结果在某些情况下显示出巨大

的差异。例如，平均而言，有 40%的细

菌生活在土壤中，但范围从 25%到 88%

不等。病毒也是如此。

该研究是首次但重要的尝试，旨在

估计在土壤中生活的物种的比例，目标

是为全球土壤及其生物保护决策提供

基础。土壤的生物多样性非常重要，但

土壤承受着来自农业集约化、气候变

化、入侵物种等方面的巨大压力，因此

应加大保护力度。

近六成物种可能生活在土壤中

科技日报北京8月 8日电 （记者

张梦然）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工

程师团队开发出了一种纳米级“文

身”，呈现为附着在活细胞上的点和

线。这一技术首次允许将光学元件或

电子器件放置在带有文身样阵列的活

细胞上，能牢固地粘贴，同时可弯曲并

符合细胞潮湿和流体的外部结构。此

项突破使人们向开发出可追踪单个细

胞健康状况的设备又近了一步。研究

成果发表在最新一期《纳米快报》上。

如果有技术能追踪单个细胞的健

康状况，人们就能更早地诊断和治疗

疾病，而不是等到整个器官受损才发

现问题。此次的纳米文身弥合了活细

胞与传统电子材料之间的差距，它们

本质上更像一组条形码或二维码。

研究人员用金制成阵列形式的文

身，再将阵列附着在人体成纤维细胞

上，然后用分子胶处理阵列，并使用藻

酸盐水凝胶膜转移到细胞上。藻酸盐

水凝胶膜是一种凝胶状层压材料，在

金粘附到细胞上后可溶解，阵列上的

分子胶则与细胞分泌的细胞外基质薄

膜黏合。

实验中，团队不但成功将复杂的

纳米图案附着到了活细胞上，同时还

确保细胞不会死亡。细胞可随着文身

一起生存和移动，即使细胞移动，该结

构也能够粘附在软细胞上 16小时。

为了跟踪生物信息，研究人员将

传感器和线路排列成特定模式，就像

它们在电子芯片中的排列方式一样，

这种以阵列形式连接点和线的能力，

对于整个设备至关重要。

团 队 表 示 ，这 一 成 果 是 将 传 感

器和电子器件附着在活细胞上的第

一步。

人们熟悉的生物传感器，是将传

感器技术和生物感知元素结合在一

起，其可以较为精准地监测或分析生

物体的某些特征。但随着技术不断进

步，科学家开始将生物传感器的研究

重点渐渐转移到了活细胞上。活细胞

传感器并非刚刚出现，在实验室或部

分应用中，其已经可以帮助人们进行

药物筛选、毒理测试、化合物检测。不

过，将传感器附着在单个独立细胞上

以预警疾病信号，此前还未有过尝

试。可以说，这是跨越生物学和工程

学的又一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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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纳米点阵列。
图片来源：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科技日报首尔8月 9日电 （记者

薛严）韩国半导体生产企业 SK 海力士

于当地时间 8 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圣克拉拉举行的世界闪存峰会“FMS

2023”上公布了 321 层 4D 闪存开发的

进展，并展示了现阶段开发的样品。

NAND 闪存根据在 1个单元中储

存多少个信息（比特单位）来区分规

格。SLC 为 1 个，MLC 为 2 个，TLC 为

3 个，QLC 为 4 个，PLC 为 5 个等。随

着信息存储量的增加，在同一晶圆面

积上可储存更多的数据。

SK 海力士在存储器业界首次公

开 300 层以上 NAND 的具体开发过

程，并表示将在 2025 年上半年实现

量产目标。321 层 1Tb TLC NAND

与上一代 238 层 512Gb NAND 相比，

生产效率提高了 59%。由于数据存

储的单元能以更多的单片数量堆栈

至更高，在相同芯片上实现更大存储

容量，进而增加了单位晶圆上芯片的

产出数量。

SK 海力士在峰会上还推出了针

对高性能存储需求而进行优化的下一

代 NAND 产品解决方案：采用 PCIe 5

接 口 的 企 业 级 固 态 硬 盘（eSSD）及

UFS 4.0。该企业同时还表示，正在

积极开发下一代 PCI 6.0 和 UFS 5.0

产品，以适应未来更高的存储和运算

需求。

韩企展示321层4D闪存样品

科技日报北京8月 9日电 （记者

刘霞）西班牙科学家开展的一项新研

究指出，无论是酒吧里的花生，还是沙

拉里的核桃，坚果可为心理健康带来

意想不到的好处。每天只需 30 克坚

果，就足以获得抗炎功效，将抑郁症的

风险降低 17%。相关论文刊登于最新

一期《临床营养学》杂志。

研 究 人 员 检 查 了 13500 多 名 年

龄介于 37—73 岁的英国人的数据，

这些人在研究开始时没有抑郁症。

研究团队记录了参与者的坚果食用

量，包括无盐杏仁、腰果、开心果、腌

或烤坚果和花生。参与者接受了 5

年 时 间 的 随 访 ，在 此 期 间 ，8% 的 参

与者被诊断出罹患了抑郁症。分析

显示，与不食用坚果的人相比，低至

中 度 食 用 坚 果（相 当 于 每 天 30 克）

可降低 17%的抑郁症风险。一份 30

克的坚果大约相当于 20 颗杏仁、10

颗 巴 西 坚 果 、15 颗 腰 果 、40 颗 花 生

或 30 颗开心果。

研究团队指出，这一发现与其他

生活方式和健康因素无关，坚果对大

脑的抗炎和抗氧化作用可能是导致这

一结果的原因。

论文第一作者、斯蒂利亚-拉曼

恰大学的布鲁诺·比佐泽罗·佩罗尼表

示，这一最新研究结果突出了食用坚

果的另一个好处：将抑郁症风险降低

了 17%。与不食用坚果相比，经常食

用低至中等数量的坚果与抑郁症的风

险较低有关。由于饮食是一种可改变

的生活方式，未来的长期临床试验应

该评估食用坚果是否是预防成年人抑

郁症的有效策略。

每日30克坚果或降抑郁风险

生活在土壤中的各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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