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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今日视点K
◎本报记者 张佳欣

科技日报北京10月 8日电（记者

刘霞）一个国际科研团队使用纳米比亚

高能立体望远镜系统探测到了源自脉冲

星的迄今最高能量的伽马射线：一颗船

帆座脉冲星发出的伽马射线的能量达到

了惊人的20太电子伏特（TeV，万亿电子

伏特），大约相当于可见光子能量的 10

万亿倍。相关研究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

《自然·天文学》杂志，挑战了科学家此前

对脉冲星的理解。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张

承民对科技日报记者解释说：“脉冲星

是大质量恒星在超新星爆炸后遗留下

来的‘坟墓’，其旋转速度极快，并拥有

活跃的磁层。”

据张承民介绍，脉冲星拥有极高的

质量密度：一茶匙脉冲星物质的质量超

过 50 亿吨。脉冲星现象有点像宇宙的

“灯塔”，它会释放其磁极的高能粒子的

辐射能量，以自转周期的节奏被观测到，

所以地球上的天文学家会看到其“脉冲”

信号。这种辐射源于在脉冲星磁层内产

生的电子，这些电子会加速沿着磁力线

向极冠外运动，在此过程中获得能量并

以高能或射电辐射束的形式释放出来。

船帆座脉冲星是电磁波谱射电波段

最亮的脉冲星之一，也是千兆电子伏特范

围内最亮的宇宙伽马射线辐射源，每秒大

约旋转 11次。在最新研究中，科学家从

其辐射中发现了能量高达20TeV的新型

强辐射，是这颗脉冲星迄今辐射能量最高

的一次，比之前的记录高出200倍。

研究人员目前并不清楚这颗脉冲

星为何能发出能量如此之高的伽马射

线辐射，这一结果挑战了科学家以前对

脉冲星的认知，需要重新思考这些“自

然加速器”是如何工作的。

张承民表示，这一发现打开了新的

观测窗口，启发天文学家使用目前设备

或即将推出的、更灵敏的伽马射线望远

镜，探测类似能量的其他脉冲星，以更

好地了解强磁场天体的极端加速过程。

迄今最高能脉冲星伽马射线“现身”
—— 专 家 称 这 一 发 现 挑 战 此 前 认 知

从某种意义上说，尼安德特人（以

下简称“尼人”）仍“活”在我们体内，因

为在我们的每个细胞所保存的“祖传

DNA”中，它们很可能“亦有贡献”。

包 括 丹 尼 索 瓦 人（以 下 简 称“ 丹

人”）在内的人类的远古“表亲”，曾经与

我们早期智人祖先一起生活。他们在

共存期间有了后代，因此这种“混血”基

因得以延续。

利用新兴的、先进的技术来拼凑古

代 DNA片段，科学家们发现，人类从远

古的表亲那里继承的特征现在仍然存

在，影响着我们的生育能力、免疫系统，

甚至影响着身体应对新冠病毒的能力。

我们“体内的尼人”

古人类的物理遗存，例如骨头或牙

齿可以告诉我们大部分信息。此外，科学

家在古代DNA方面的发现也源源不断。

2022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

得者斯万特·帕博开创了一个研究领

域，他首先拼凑了尼人的基因组。在发

现和解释古代 DNA 方面的进步，使科

学家能够看到基因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发生的变化，甚至有可能计算出来自不

同地区的人从人类远古表亲那里继承

了多少遗传物质。

研究表明，一些非洲人几乎没有尼

人 的 DNA，而 现 代 人 的 欧 亚 人 群 有

1%—2%的 DNA 来自尼人。在世界大

部分地区几乎检测不到丹人的 DNA，

但在从新几内亚岛延伸到斐济群岛的

美拉尼西亚人的 DNA 中，丹人的 DNA

占 4%—6%。

科学家表示，尽管只有 10 万尼人

曾经存在过，但他们基因组的一半仍

然 存 在 ，分 散 在 现 代 人 中 的 各 个 角

落，这也足以切切实实地影响现代人

类 。 例 如 ，尼 人 的 DNA 与 格 雷 夫 斯

病和类风湿性关节炎等自身免疫性

疾病有关。

英国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人类进

化研究员克里斯·斯特林格表示，从非洲

走出来的智人通过与尼人和丹人混居，

免疫系统得到了快速修复，这在5万年前

是个好消息。但今天的结果就是，一些

人的免疫系统过于敏感，有时会自我攻

击，导致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

2020 年，斯万特·帕博团队证实：

感染新冠后发展为重症的风险是由从

尼人那里遗传到的大约 50kb（千字节）

长 度 的 基 因 组 片 段 所 引 起 的 。 2021

年，他们又发现一个能够减轻新冠重症

的基因片段，也是从尼人遗传而来。

智人幸存有多种原因

西班牙《国家报》稍早时间刊文称，

在过去，现代人的演化故事总是被说成

是一种成功的、英雄般的过程，例如智人

如何崛起，如何克服表亲的“不足”。但

科学家认为，这其实是一种片面的看法。

当智人离开非洲时，尼人和丹人已

经存在了数千年。智人的行为复杂性

并非独一无二。最近研究表明，尼人会

说话，会用火做饭，会制作艺术品，有复

杂的工具和狩猎行为，甚至还会化妆和

佩戴珠宝。

现在，有几种理论认为，智人之所

以能生存下来，与其较强的远距离旅行

能力有关。

尼人适应寒冷的气候，而智人在

热带非洲出现后，也能够迁徙到各种

不同的气候环境中。同时，尼人和丹

人面临着恶劣的生存条件，比如反复

的冰河时代和极低冰盖可能将他们

的活动地点困在小范围内，基因崩溃

的风险更大。

此外，智人的身体也有优势。与相

对瘦弱的智人相比，矮胖的尼人需要更

多的热量，因此尼人更难生存和迁徙，

尤其是在食物稀缺的情况下。

到大约 3 万年前，地球上所有其他

种类的原始人都已经灭绝，留下了智人

作为最后幸存的人类。

进化关乎“交流与融合”

尽管如此，每一项新的科学发现都表

明，我们应感激“失散”多年的远古表亲。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

古人类学家约翰·霍克斯说，人类进化

并不关乎“适者生存”，而是关乎“交流

与融合”。

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研究人员希

望从越来越微小的古代生命痕迹中提

取更多信息。科学家甚至在现代人的

遗传密码中发现了“幽灵种群”（其化石

尚未被发现的群体）的证据。即便没有

化石，今天的科学家也可以从古人类曾

经 生 活 过 的 土 壤 和 沉 积 物 中 获 得

DNA。

科学家们希望在世界上更多的国

家建立生物样本库，找到更多证据来证

明我们与远古表亲在多大程度上交流

与融合。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雨

果·泽伯格博士说，因此，我们或许不应

该把他们定义为一群“陌生人”。

智人何以幸存？感谢远古“表亲”

科技日报北京10月 8日电 （记者

张佳欣）在进行常规的 DNA检测时，样

本中通常含有许多目标 DNA以外的分

子，这可能会干扰结果。据美国《科学

时报》5 日消息，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

默斯特分校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技

术，无需额外成本即可将 DNA 检测灵

敏度提高 100 倍。相关论文发表在《美

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

DNA 测序用于确定 DNA 分子的

碱基序列。每个生物都有不同的 DNA

序列，该序列提供了特定 DNA 片段中

携带的动力学信息。在医学生物技术

中，DNA 测序有助于识别遗传疾病的

原因并找到治疗方法，还能够确定患者

的基因特征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们对

药物的反应。

新 方 法 与 常 规 检 测 方 法 的 不 同

之处在于，检测样品被放在一个交变

电 场 中 。 研 究 人 员 表 示 ，他 们 让

DNA 链“ 跳 舞 ”，使 它 们 有 一 个 特 定

的振荡频率，然后研究人员就可以读

取样本，以确定分子的运动方式是否

与 目 标 DNA 的 运 动 相 匹 配 ，从 而 很

容易将它们不同的运动模式区分开

来 。 即 使 目 标 DNA 浓 度 非 常 低 ，这

种方法也能发挥作用。

这 种 方 法 对 加 快 疾 病 检 测 具 有

重大意义。它非常敏感，在疾病早期

阶段就能进行诊断。同时，这种方法

是全电动的，只需几分钟就能得到结

果，不像传统方法那样需要几天、几

周甚至几个月，因此这项技术适用于

即时医疗。

这种方法的另一个好处是它的便

携性，该设备类似于血糖检测工具，可

在资源有限的地方使用，利于在全球范

围内改善医疗条件。

研究人员还表示，他们的检测技术

中所用的纳米机电方法还可与 CRIS-

PR 等其他生物工程技术相结合，有助

于研究核酸信号通路，理解疾病机制，

识别新的药物靶点，并创建个性化治疗

策略。

让 DNA“ 跳 舞 ”

新 测 序 法 灵 敏 度 提 高 百 倍

科技日报北京10月 8日电（记者

张梦然）据优睿科网站6日报道，韩国科

学技术院和韩国高等科学技术院共同

开发了一种编织结构的软爪，可以用

130克的材料抓起100公斤以上的物体。

柔软的机器人抓手与传统的刚性材

料抓手不同，它们更灵活、更安全，目前

正在研究用于抓取鸡蛋等易碎物品的家

用机器人，或需要搬运各种物品的物流

机器人。但此前的软机器人抓手承载能

力低，难以举起重物，抓取稳定性也差，

即使受到轻微的外力冲击，也会“拿不

住”东西。

此次，研究团队为了提高软机器人

抓手的承载能力，采用了一种以纺织品

为灵感的新结构，而不是通过开发新材

料或加强结构的传统方法。他们使用

编织技术，将单线紧密缠绕在一起形成

坚固的织物，这种织物能可靠地支撑重

物，该编织技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用于

服装、箱包和工业纺织品，现在第一次

用于机器人抓手。

由此产生的编织手仅重 130 克，却

可以抓住 100 公斤重的物体。传统的

相同自重的抓手最多只能举起 20 公

斤，而能举起相同重量的传统抓手自重

要有 100 公斤。研究小组成功地大幅

提高了相对于自身重量的承载能力。

此外，新抓手成本低廉，且只需简

单紧固塑料条即可生产，制造过程可在

10 分钟内完成，易于更换和维护，可谓

工艺效率优异。

研究团队表示，新抓手还可以制成

从硬币大小到汽车大小的各种尺寸，用

于任何需要抓取作业的工业、物流甚至

家务等领域。

130 克机器人抓起 100 公斤物体

编织结构抓手示意图。
图片来源：韩国科学技术院

脉冲星磁场极冠两极的红外光子被
高能电子推升到伽马射线能段（蓝色）。

图片来源：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研
究所科学传播实验室

科技日报北京 10月 8日电 （记

者张梦然）大自然花了数十亿年时间

才进化出第一个行走的物种，但人类

开发的新算法却能将进化压缩到闪电

般的速度，在短短数秒钟内成功设计

出一个行走机器人。美国西北大学的

这项研究成果发表于最新一期《美国

国家科学院院刊》。

这一人工智能（AI）程序不仅运行

速度快，还可在个人计算机上运行，并

从头开始设计全新的结构。研究人员

表示，他们开发的AI驱动的设计算法，

可绕过进化路上的“交通拥堵”，而不会

依赖人类设计师的想法。只需告诉 AI

“我们想要一个可穿越陆地的机器人”，

然后按下一个按钮，它在眨眼间就生成

了一个机器人的蓝图，看起来与在地球

上行走过的任何动物都截然不同。这

个过程被团队称为“即时进化”。

新设计的机器人又小又软、形状

怪异，目前是由无机材料制成的。但

研究人员表示，这代表了 AI设计工具

新时代的第一步，这些工具就像动物

一样，可直接应用于现实世界。

而从零运动的无形块，到完整的

行走机器人，整个设计过程在笔记本

电脑上只花了 26秒。

更令人惊讶的是，AI独自想出了与

自然相同的行走方案：腿。但与自然界

绝对对称的设计不同，AI采取了不同的

方法。由此产生的机器人有3条腿，背

部有鳍，面部平坦，上面布满了洞。

虽然腿的进化是有道理的，但这

些洞却是一个奇怪的补充。AI 在机

器人的身体上看似随机的地方打了

洞。研究人员假设多孔性可减轻重量

并增加灵活性，使机器人能够弯曲腿

部行走。而当研究人员把这些洞取消

时，机器人便无法再行走。

研究人员表示：“当人类设计机器

人时，我们倾向于将它们设计得看起

来像熟悉的物体。但 AI 可创造人类

从未考虑过的新可能性和新前进道

路。它帮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和

想象，这或许有助于解决我们目前面

临的一些最困难的问题。”

人类可以制造工具并使用生产工具

从事劳动。人工智能可谓是人类设计的

复杂工具的代表——它已经如此之先

进，以至于自己都可以设计机器人了。

人工智能设计机器人的能力，让人联想

到它们的绘画本领。有时，仔细推敲后

会发现，它们设计或创作出的作品，并非

那么符合常识。比如，人工智能画出来

的小动物长了3条甚至5条腿，令人啼笑

皆非。尽管如此，人工智能进行设计或

创作，依然可以为人类设计师、创作者提

供许多新的思路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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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10月 8日电 （记

者刘霞）英国科学家开展的一项新研

究发现，太阳系中最小的行星——水

星正变得越来越小，因为热量从其核

心逸出，导致其表面出现新裂缝而不

断收缩。相关研究发表于最新一期

《自然·地球科学》杂志。

水星是距离太阳最近的行星，数

千年来一直在冷却和收缩，当岩石表

面因收缩而弯曲时，部分表面会像葡

萄干那样起皱，从而形成为“瓣状陡

坡”。但地质学家尚不确定这些“瓣状

陡坡”究竟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也不清

楚水星在不断冷却的过程中是否仍在

形成新的“瓣状陡坡”。

在本研究中，科学家借助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信使”号航

天器在 2004—2015 年围绕水星飞行

期间提供的数据，对“瓣状陡坡”进行

了仔细观察，在其旁边发现了地堑。

地堑是一种两侧被高角度断层围限，

中间下降的槽形断块构造。研究小组

鉴定并确认了 48 个地堑，还有 244 个

可能的地堑。年代测定结果显示，这

些地堑约有 3亿年历史。

研究人员指出，这些明确的迹象

表明，许多“瓣状陡坡”即使形成于数

十亿年前，在最近的地质时期仍在继

续移动。就像苹果会随着时间的流逝

而出现褶皱，只是苹果因为变干而收

缩，而水星因为冷却而收缩。

“瓣状陡坡”的运动不仅会产生地

堑，还会导致“水星地震”，这与科学家

在月球上测量到的“月震”非常相似。

月球也在收缩和起皱，就像水星一样，

月球地震仪已证明了这一点。

水星“出生”数十亿年后不断变小

科技日报讯 （记者葛进）记者从

日本非营利组织法人“樱花警戒线

311”了解到，日本岩手县陆前高田市

正在太平洋沿岸开展大规模的植树活

动——沿着历史上海啸到达的最高水

位线种植樱花，以在海啸到来之际让

人们更容易找到安全的避难场所。

该活动计划在沿线每隔十米种植

一棵樱花树，总计 17000 棵，最终形成

一条长达 170 公里的“樱花警戒线”。

活动负责人表示，在 2011 年 3 月 11 日

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中，陆前高田市

遭受了惨重的人员伤亡，其中死亡和

下落不明者高达 1806 人。这些人中，

有很多并不清楚需要逃到多高的地点

才是安全的，因此错过了最好的避难

机会。通过樱花警戒线让大家牢记安

全的避难地点正是创办该活动的初

衷。至于为什么选择樱花作为标志

物，负责人称，樱花是日本的国花，深

受日本人的喜爱；樱花在春季开花时

非常漂亮显眼，能够让人们牢牢记住

具体的位置；樱花又是比较娇贵的树

种，需要人花费精力去培育，这样樱花

警戒线就需要经常照顾而不会被人遗

忘，可以长久保持。

由于樱花警戒线所经过的地区涉

及国用、公用以及私人土地的使用许

可 问 题 ，因 此 推 进 速 度 并 不 快 ，至

2023 年 4 月 ，仅 完 成 了 约 12% 的 进

度。而随着宣传的逐步推广，该活动

正获得更多当地人士的支持，参加春

秋两季植树活动的人数越来越多，同

时也有日本东北地区太平洋沿岸地区

的多个城市效仿，开始种植自己的“樱

花 警 戒 线 ”。 活 动 负 责 人 称 ，即 使

17000 棵的目标达成，也只不过是小

小的第一步，希望可能遭受海啸侵袭

的地区都能够建立起有效的警戒线，

在灾害到来时更妥善地保护好人们。

日本用樱花构筑海啸警戒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