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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10月11日电（记者

张佳欣）同产区的同款葡萄酒，每年的口

感都不一样。葡萄酒酒标上的年份是指

葡萄采摘的年份。年份有好坏之分。那

么，什么是葡萄酒的“好年份”？英国牛

津 大 学 研 究 人 员 在 发 表 于 11 日 的

《iScience》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揭示，温

度较高、冬季降雨较多、生长期较早且较

短的年份，酿造出的葡萄酒质量更高。

研究发现，天气在决定葡萄酒质量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般来说，优质

葡萄酒与凉爽湿润的冬季、温暖潮湿的

春季、炎热干燥的夏季和凉爽干燥的秋

季有关。有证据表明，温度和降水的影

响贯穿全年，包括葡萄萌芽、生长和成

熟、收获乃至越冬休眠期。

为了调查天气和气候如何影响葡

萄酒质量，研究人员分析了法国西南部

波尔多葡萄酒产区 1950年至 2020年的

葡萄酒评论家评分与当年天气的关

系。与之前只关注生长季天气的研究

不同，这项研究还调查了非生长季冬季

天气的影响，因为冬季葡萄藤通常处于

休眠状态。

研究人员之所以选择波尔多，是因

为波尔多是一个完全依赖降雨灌溉的

葡萄酒产区，而且波尔多拥有葡萄酒评

分的长期记录。葡萄酒评判是主观的，

这意味着葡萄酒评论家知道他们品尝

的葡萄酒的原产地。由于大多数评论

家对于“好”酒和“坏”酒的评价一致，因

此研究中的质量是“多年生作物的一种

非主观属性”，可用作监测葡萄作物长

期变化的标准。

总体而言，研究人员发现，波尔多

葡萄酒的质量分数在 1950年至 2020年

之间有提高的趋势。

研究人员表示，目前来看，无论是

葡萄酒评论家的喜好，还是普通大众的

青睐，人们通常都更喜欢酿造时间更

长、口感更丰富浓郁、甜度更高、酸度更

低的烈性葡萄酒。研究人员在全球范

围内看到了一种趋势，即随着气候变暖

的加剧，葡萄酒也会更加浓烈，质量更

好。不过，前提是必须有充足的水。

这项研究的重点是波尔多葡萄酒，

但结果也适用于其他葡萄酒产区。如果

有长期的质量记录，该方法还可扩展到

检查年度天气变化和长期气候变化对其

他多年生作物的影响，如可可和咖啡。

什 么 是 葡 萄 酒 的“ 好 年 份 ”？

科技日报北京 10月 11日电 （记

者张佳欣 张梦然）科学家一直尝试将

仿生手长期集成到佩戴者的神经和骨

骼系统中，据 11 日发表在《科学·机器

人》杂志上的论文，这一实践首次取得

成功。来自瑞典、意大利和澳大利亚的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开发了一种人机界

面，允许假肢通过骨整合舒适地连接到

佩戴者的骨骼上，同时还能通过植入神

经和肌肉的电极，与神经系统进行电连

接。对于面临截肢的人来说，这项新技

术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瑞 典 女 性 卡 琳 是 一 名 肘 部 以 下

截肢者，她成为第一个接受这种高度

集成仿生手的人。20 多年前，一场事

故夺走了卡琳的右臂，从那时起，她

忍受着极度痛苦的幻肢痛，而传统假

肢既不舒服又不可靠，在日常生活中

几乎不起作用。2020 年，当她接受了

突破性的仿生技术后，“命运的齿轮

开始转动”：3 年来，她能整日舒适地

佩戴这一功能强大的假肢，该假肢与

卡琳残肢之间的高度融合，缓解了她

的痛苦。

肘关节以下截肢面临的挑战是两

块骨头（桡骨和尺骨）应对齐并均匀负

载，并且此处没有太多空间可用于植入

以及放置假肢组件。然而，研究小组设

法开发了一种合适的神经肌肉骨骼植

入物，允许将佩戴者的神经系统与假肢

的电子控制系统连接起来，这不仅缓解

了卡琳的疼痛，还使她能用自己的神经

系统去控制假肢。

研究人员表示，这项新技术的一

个关键特征是，通过骨整合将假肢附

着在骨骼上。正是利用骨组织包裹

钛的过程，仿生手形成了牢固的机械

连接。

钛植入物与骨组织的生物整合，为

截肢者拥有更自然的义肢、改善生活质

量创造了机会。通过将骨整合与重建

手术、植入电极和人工智能相结合，人

们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恢复意外失去

的天然功能。

使 用 多 年 后 仍 保 持 功 能

仿生手实现与神经和骨骼高度融合

科技日报北京10月 11日电 （记

者刘霞）澳大利亚科学家开展了迄今

最大规模的光照研究，针对 87000 名

参与者的调查发现，夜间暴露在更多

光照下，会增加人们患焦虑、双相情感

障碍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等精神疾病以

及自残的风险。该研究还发现，白天

接触更多光照可作为降低精神病风险

的非药物手段。相关论文发表于最近

的《自然·心理健康》杂志上。

这项研究由莫纳什心理科学学院

副教授肖恩·凯恩领导。研究结果显

示，晚上暴露在高光照下的人患抑郁

症的风险增加了 30%；而那些白天暴

露在高光照中的人患抑郁症的几率降

低了 20%。自残行为、精神病、双相情

感障碍、焦虑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等

也遵循与抑郁症类似的结果模式。这

些发现表明，夜间尽量避光、白天多暴

露在明亮的光线下，这一简单做法可

能是减少严重心理健康问题有效的非

药物手段。

研究人员指出，这一最新发现可

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一旦人们意

识到光照模式对他们的心理健康有着

强大影响，就可采取一些简单的措施

来优化自己的幸福感。比如白天多暴

露在光照下，晚上尽量身处黑暗中。

参与这项研究的86772名志愿者接

受了光照、睡眠、体育活动和心理健康检

查。夜间光照产生的影响与人口统计

学、体育活动、季节和就业情况无关。

迄今最大规模光照研究显示：

夜间接触更多光患抑郁症风险增三成

科技日报北京10月 11日电 （记

者刘霞）法国巴黎天文台科学家领导

的国际天文学家团队，利用盖亚太空

望远镜提供的数据估计，银河系的质

量约为太阳质量的 2000 亿倍，仅为过

去估值的 1/5 到 1/4。这项研究似乎

表明银河系正在丢失一些暗物质，这

种不可见的物质约占宇宙总质量的

85%。新研究发表于最新一期《天文

学与天体物理学》杂志。

盖亚太空望远镜绘制了银河系

18 亿颗恒星的天文图，研究人员据此

估 计 银 河 系 的 总 质 量 仅 为 太 阳 的

2000 亿倍，而此前的估计值约为 8900

亿倍到 1万亿倍太阳质量。

研究论文作者、巴黎天文台的弗

朗索瓦·哈默博士解释说，她们通过观

察银河系的旋转曲线来计算其质量。

从本质上讲，银河系是由 1000 亿至

4000 亿颗恒星组成的螺旋星系，科学

家认为这些恒星被暗物质晕包围。虽

然盖亚绘制出的18亿颗恒星只是银河

系内恒星总数的一小部分，但足以让

研究人员计算出其准确的旋转曲线。

银河系的旋转曲线与其他大型螺

旋星系不同，因为它不是平坦的。而

且，20世纪70年代后，科学家提出了一

种理论，即大型螺旋星系必须被暗物质

晕包围。最新研究表明，银河系的旋转

曲线在星系盘的外围开始迅速下降，恒

星的轨道运行速度比预期要慢，这表明

一些来自暗物质的引力“缺席”。

研究人员表示，银河系的旋转曲线

“可能要归因于银河系异常安静的历

史”：它最后一次大合并发生在约90亿

年前，而其他螺旋星系的合并发生在约

60亿年前。此外，这一发现可能会对理

解银河系 130 亿年的历史产生深远影

响，因为这可能表明银河系与其他星系

的碰撞次数少于其同类星系。

银 河 系 或 正 在 丢 失 暗 物 质科 技 日 报 首 尔 10 月 11 日 电
（记者薛严）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近

日发布的动力电池进出口数据显示，

韩 国 2023 年 1 月 至 8 月 动 力 电 池 进

口 总 额 约 62 亿 美 元 ，韩 国 三 大 动 力

电池企业自中国的进口额占韩国总

进口额的 77%。

根据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的统计

数据，韩国动力电池进口额从 2021 年

的 36 亿美元增至 2022 年的 60 亿美元，

今 年 1 月 至 8 月 的 进 口 额 已 经 超 过

2022 年全年数额，达到 62 亿美元，其

中自中国的进口额从 2021 年的 33 亿

美元增至 2022 年的 56 亿美元，2023 年

前 8 个月达 59 亿美元。韩国主要动力

电池企业 LG 新能源、SK On、三星 SDI

自中国进口额从 2021 年的 20 亿美元

增至 2022 年的 46 亿美元，2023 年前 8

个月为 48 亿美元。

除动力电池成品外，韩国在动力

电 池 原 材 料 领 域 对 中 国 依 存 度 极

高。前驱体、氢氧化锂等制造动力电

池所需关键矿物及其加工品领域，韩

国自中国进口占比最多高达 96.4%。

尽管韩国政府为降低原材料领域对

特定国家的依存度而制定了储备目

标，但实际储备量远不及目标。韩国

政府设定的锂储备目标为可满足 100

天的生产需求，但实际储备量仅满足

5.8 天。韩国动力电池业界认为，韩国

车企为降低产品价格而选择使用中

国产磷酸铁锂（LFP）电池，导致韩国

自中国进口动力电池总额不断攀升，

尽管韩国动力电池企业也将量产该

品类电池，但短期内严重依赖中国进

口的格局不会改变。

韩国自中国进口动力电池总额不断增加

在各国积极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

化的大背景下，气候技术成为风险投资

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麦肯锡的一份

报告称，私人市场的气候股权交易从

2019 年的约 750 亿美元飙升至 2022 年

的 1960亿美元。

随着资金的不断流入，应对环境挑

战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层出不穷。美国

《福布斯》网站在近日的报道中，列出了

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有望改变“游戏规

则”的四大清洁能源技术。

塑料的化学回收

塑料垃圾无处不在。塑料中往往

含有有毒物质，对环境有害，而再加工

成本十分昂贵。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22

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如果继续按照现

状发展下去，到 2060 年，全球塑料的使

用和产生的塑料垃圾将增加近两倍，而

塑料回收的增长微乎其微。2021 年美

国家庭产生的5100万吨塑料垃圾中，只

有5%被回收利用。因此，找到可持续的

塑料回收方法，对保护环境至关重要。

传统塑料回收主导技术是机械回

收，基于物理层面，这种方式不仅需要

耗费大量劳动力，且只能回收部分塑

料，而化学回收可将复杂的混合废塑料

转化为可用的资源。

塑料的化学回收涉及使用热或化

学反应，将用过的塑料分解为新塑料、

燃料或其他化学品的原材料。化学回

收塑料有助于节约资源，减少塑料生产

对环境的影响。

许多汽车厂商已开始采用化学回

收技术。2022年，奥迪与化学公司 Ly-

ondellBasell合作，将由混合的汽车塑料

垃圾制成的回收塑料用于奥迪的安全

带锁扣盖中。梅赛德斯—奔驰则与巴

斯夫、Pyrum 创新公司合作，将巴斯夫

的化学回收技术和 Pyrum 从废旧轮胎

中 产 生 的 热 解 油 结 合 起 来 ，希 望 到

2030 年将回收材料在其汽车中的比例

提高到 40%。

电池回收

随着锂离子电池产量的激增和价

格 的 下 降（截 至 2019 年 价 格 下 降 了

85%），锂电池在日常生活中极为普遍。

国际能源署（IEA）的最新分析显

示，2023 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

1400万辆，同比增长35%，占全年汽车总

销量的 18%左右。欧盟委员会也表示，

从现在到2030年，全球电池需求将增长

14倍，电池的广泛使用以及巨大的需求

增长推动了电池回收市场的发展。

包括锂电池在内的动力电池回收

不仅能再利用镍、钴、锂等核心金属资

源，满足电池生产的需求，而且能避免

污染，降低废旧电池爆炸、腐蚀等环境

和安全隐患。

电池回收产业也由此成为引发全

球关注并重点布局的新“蓝海赛道”。

今年 6 月，美国能源部宣布提供超过

1.92亿美元的资金，用于从消费品中回

收电池。7 月，欧盟议会高票通过《电

池与废电池法规》，提出多项具体要求，

如设定废旧电池回收比例等。

国际能源署预计，全球每年废弃的

锂电池超过50万吨，2030年左右全球锂

电池回收市场将增长到200亿欧元。

直接提取锂

传统的锂提取方法非常依赖蒸发池

和化学工艺，这引发了许多环境和伦理

问题，如大量蒸发池需要耗费大量水，产

生化学污染，破坏环境并导致土壤流失。

直接提取锂旨在避免蒸发过程而

直接从盐水源或地热液体中捕获锂来

解决上述问题。该工艺涉及将具有高

锂亲和力的专用材料（即吸附剂或离子

交换树脂）引入盐水或液体中，这些材

料会与锂相互作用并结合，将其分离出

来。直接提取锂是一种建立可持续锂

供应链的方式。

2022 年，美国能源部长詹妮弗·格

兰霍姆在能源会议上谈到直接提取锂

技术时表示，“它改变了市场上的游戏

规则，对未来而言是个巨大的机遇”。

美国能源部已向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

提供了 1500 万美元的资金，用于在加

州的索尔顿湖（其中蕴藏着大量地热锂

矿）测试直接提取锂的技术是否奏效。

碳捕获

在二氧化碳进入大气之前将其捕

获，即在发电厂和工厂排放二氧化碳时

进行相关处理，是减缓全球变暖的关键

技术。但商业碳捕获技术成本高昂，成

为其广泛使用的“拦路虎”。

然而，随着最近投资的大幅增加和

政府大力支持，碳捕获技术在应对碳排

放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在气候目标加强以及全球

对碳捕获技术的大力支持下，二氧化碳

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成为市

场新宠，发展势头强劲。2022 年，全球

新增了 61个 CCUS设施。

今年初，美国能源部太平洋西北国

家实验室（PNNL）科学家推出了迄今

为止成本最低的碳捕获系统，开启了脱

碳和迈向净零排放的关键步骤。

改变游戏规则的四大环保技术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科技日报北京10月 11日电 （记

者张梦然）《自然》杂志 11 日发表的一

篇论文报道了将基因修饰猪的肾成功

移植到非人灵长类体内的手术。修饰

该猪的基因组以敲除抗原编码基因，

加入人类基因并清除猪病毒，就能让

猴子获得约两年的长期存活率。这项

临床前研究进一步推动了将基因修饰

猪的肾脏用于人体移植的临床测试。

动物器官移植到人体内（异种移

植）或是解决全球器官紧缺的一个办

法。猪是很有前景的供体动物，但在

临床可行前还有好几个障碍要克服，

这些障碍包括器官排异和人畜共患病

风险（动物病毒传染给人类）。

之前的研究确定了猪体内表达的

能被人类抗体识别和攻击的 3 个聚糖

抗原，这会导致器官排异。猪的内源

性逆转录病毒也被发现是人体移植面

临的一大风险。

美国专攻异种器官移植的科技公

司 eGenesis 研究团队基于此前研究，

改变了供体猪的基因组，并成功将一

个基因工程猪的肾移植到了一个食蟹

猴模型（有多个类人性状的非人灵长

类）内。研究团队对供体猪（尤卡坦迷

你猪）进行了 69 处基因组编辑，敲除

了被认为会引起排异的 3 个聚糖抗

原，让 7 种人类转基因过表达（以减少

灵长类免疫系统的对抗），同时让猪逆

转录病毒基因的所有拷贝失活。

这些移植的肾比只敲除聚糖抗原

的移植肾存活时间显著延长（176 天

相对于 24 天），说明这些人类转基因

的表达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排异。通

过结合免疫抑制疗法，这次移植能提

供多达 758 天的灵长类长期存活时

间。研究人员总结道，以上结果显示

出今后猪器官移植到人体的前景，并

推动该技术向临床测试更进一步。

为什么要进行异种移植？因为这

可能是全世界器官短缺危机的解决方

案。而基因编辑技术的进步，使科学

家正在跨越历史上异种移植的病毒学

和免疫学障碍。本文是迄今为止在该

领域发布的最大、最全面的临床前数

据集，其大幅提高了异种器官移植未

来适用于人体的可能性。对数以十万

计的等待器官移植来挽救性命的患者

来说，这项成果宛如一道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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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垃圾、电
池废弃物和二氧
化碳排放对人类
的生存环境造成
了严重影响，未来
清洁能源技术的
进步，有望极大改
善人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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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 亚 太 空
望远镜绘制了
银河系18亿颗
恒星的天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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