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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今日视点K
◎本报记者 张梦然

科技日报北京 10月 26日电 （记

者张佳欣）半导体已经变得无处不在，

但它们也有局限性。半导体中会产生

激子（电子－空穴对），这意味着能量以

热的形式损失，信息传输是有速度限制

的。发表在26日《科学》杂志的论文中，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家团队描述了迄

今为止速度最快、效率最高的半导体：一

种名为 Re6Se8Cl2的超原子材料。

任何材料的原子结构都会振动，从

而产生被称为声子的量子粒子。激子

则是由电子和空穴之间的相互作用引

起的。声子和激子可以相互作用，声子

的反作用可导致激子在电子设备周围

携带能量和信息，以纳米和飞秒的速度

散射，这就带来了能量损失。

Re6Se8Cl2 中的激子在与声子接触

时不是散射，而是与声子结合，产生新

的准粒子，称为声激子－极化子。虽然

极化子存在于许多物质中，但 Re6Se8Cl2

中的极化子有一种特殊的性质：它们能

够进行弹道流动或无散射流动。这种

弹道行为可能意味着研制出更快速、更

高效的设备。

在该团队进行的实验中，Re6Se8Cl2

中的声激子－极化子的移动速度是硅

中电子的两倍，在不到一纳秒的时间内

穿过了几个微米的样品。考虑到极化

子的传输寿命可以持续大约 11 纳秒，

该团队认为声激子－极化子一次传输

距离可覆盖超过 25 微米。由于这些准

粒子是由光而非电流和门控控制的，因

此理论设备的处理速度有可能达到飞

秒，这比目前的千兆赫电子器件可实现

的纳秒快 6 个数量级，且都是在室温下

进行的。

研究人员表示，就能量传输而言，

至少到目前为止，Re6Se8Cl2是已知的最

好的半导体。Re6Se8Cl2 可被剥离成原

子薄片，这一特征意味着它们可能会与

其他类似材料结合起来，出现更多独特

的性质。然而，Re6Se8Cl2不太可能实现

商用，因为其分子中的第一种元素——

铼是地球上最稀有的元素之一，因此极

其昂贵。

接下来的时间里，研究人员将利用

先进成像技术研究 Re6Se8Cl2 为何能表

现出如此非凡的行为。

超原子半导体创下速度与效率纪录

联合国大学环境与人类安全研究所

25日发布的《2023年相互关联的灾害风

险报告》警告称，人类面临着6个风险临

界点：物种加速灭绝、地下水枯竭、高山冰

川融化、空间碎片、难以忍受的高温、无法

投保的未来。如果不解决人类基本社会

生态系统的风险，剧烈的变化即将到来。

所谓风险临界点，报告定义为：特定

社会生态系统不再能够缓冲风险并提供

其预期功能的时刻，这之后，对这些系统

产生灾难性影响的风险将大幅增加。

现在，众多不同的案例表明风险临

界点超出了气候、生态系统、社会或技术

的单一领域。它们本质上是相互关联

的，它们也与人类活动和生存密切相关。

多物种加速灭绝

剧烈的人类活动，包括土地利用变

化、过度开发、气候变化、污染和外来入

侵物种的引入，致物种灭绝速度至少是

地球自然速度的 10至 100倍。

生态系统建立在物种之间错综复

杂的联系之上。如果一个物种灭绝，可

能会对许多其他物种产生连锁反应。

在这种情况下，风险临界点是当一个生

态系统失去紧密联系的关键物种时，引

发依赖物种的级联灭绝，最终可能导致

整个生态系统的崩溃。

地下水枯竭

地下水枯竭的风险临界点是无法

获得被称为含水层的地下水库中的淡

水资源。

含水层为 20 多亿人提供饮用水，

大约 70%的取水用于农业。世界上一

半以上的主要含水层的枯竭速度超过

了自然补充的速度。在这种情况下，当

地下水位低于现有水井可以进入的水

平时，就会达到临界点，从而使整个粮

食生产系统面临风险。

高山冰川融化

当多年前形成的冰块融化速度快

于被雪取代的速度时，冰川就会退缩。

由于全球变暖，世界冰川现在的融化速

度是过去 20 年的两倍。在 2000 年至

2019年期间，冰川每年损失267亿吨冰。

冰川储存了大量的淡水。冰川和

雪的融水为整个地区提供饮用水、灌

溉、水电和生态系统用水。在这种情况

下，风险临界点是“峰值水”，即冰川因

融化而产生最大水量径流的点。在此

之后，淡水供应将稳步下降。

据估计，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

和兴都库什山脉的 9 万多座冰川目前

正面临达到临界点的风险，威胁着依赖

它们的近 8.7亿人。

空间碎片的威胁

在太空，空间碎片以每小时 25000

多公里的速度行进，即使是最小的碎片

如果与某物碰撞也会造成重大损害，从

而产生更多的碎片。这就是为什么空间

站或卫星需要定期进行机动以避免碰

撞。随着越来越多的物体被发射到太空

以及碎片的堆积，问题进一步恶化。

在这种情况下，风险临界点是地球

轨道遍布碎片，一次碰撞就可引发连锁

反应。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轨道可能无

法使用，这将威胁到全球卫星的能力，

例如影响卫星监测天气和环境变化以

及接收早期灾害警报的能力。

到 2030 年，将有超过 10 万个新航

天器被送入轨道，大大增加了这一临界

点的风险。

难以忍受的高温

在过去 20 年中，极端高温平均每

年造成 50 万人超额死亡，对那些因年

龄、健康状况或职业而特别脆弱的人产

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世界上有一些

气象站已经记录了超过人体可生存的

临界点的温度。如果超过这个门槛 6

小时，即使是年轻健康的身体也会遭受

极端的后果。

在这种情况下，临界点是所谓的“湿

球温度”高于 35℃。湿球温度是一种结

合温度和湿度的测量值，因为高湿度会

加剧热量的影响，它会阻碍汗液的蒸发，

而汗液的蒸发是保持稳定的核心体温、

避免器官衰竭和脑损伤所必需的。

研究表明，到 2070 年，南亚和中东

的部分地区将定期超过这一门槛。到

2100年，全球 70%以上的人口每年可能

至少有20天暴露在致命的气候条件下。

无法投保的未来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天气相关

灾害造成的损失增加了 7倍，仅 2022年

一年，全球经济损失就达 3130 亿美元，

预计到2040年全球严重灾害将翻一番。

这些变化也影响了保险业。在极

端天气事件造成严重破坏的地方，保险

费自 2015年以来攀升了 57%，一些风险

地区的保险公司已决定限制他们可以

承保的损害赔偿金额或类型，取消保单

或完全退出市场。

当保险变得不可用或负担不起时，

风险临界点就会达到。当灾害发生时，

人们没有“经济安全网”，这相当于打开

了一扇引发日益严重社会经济后果的

未知之门，特别是人口中那些最脆弱的

部分，已无力搬到更安全的地区。

联合国大学发布《2023年相互关联的灾害风险报告》警告——

六大风险临界点影响或将不可逆

科技日报北京 10月 26日电 （记

者张梦然）一个国际气候科学家联盟

24 日在《生物科学》杂志发表的一篇论

文中表示，地球的生命体征已恶化到了

人类从未见过的程度，以至于地球上的

生命受到了威胁。

名为《2023 年气候状况报告：进入

未知领域》的这篇论文指出，研究人员

用来追踪气候变化的 35 个地球生命体

征中有 20个处于创纪录的极端水平。

研究分享的新数据表明，许多与气

候相关的纪录在 2023年被“大幅”打破，

特别是与海洋温度和海冰相关的纪录。

研究还注意到加拿大非同寻常的野火季

节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二氧化碳排放。

报告中的关键数字包括：化石燃料

补贴在 2021年至 2022年间大约翻了一

番，从 5310亿美元增至略高于 1万亿美

元；今年加拿大的野火已向大气中排放

了超过 10 亿吨二氧化碳，超过了加拿

大 2021 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0.67 亿

吨；2023 年，全球平均气温已经有 38 天

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以上；有记

录以来的最高平均地球表面温度出现

在去年 7月，有理由相信这是过去 10万

年来地球表面温度最高的一次。

研究人员担忧，这些灾难的发生频

率和严重程度可能超过气温上升的速

度。到 21 世纪末，多达 3 亿至 60 亿人

可能会发现自己处于地球宜居区之外，

这意味着他们将面临酷热、粮食供应有

限和死亡率上升的问题。

报告指出，需要制订针对这一根本

问题的政策。当人类对地球资源的需

求过大时，就会导致包括生物多样性下

降在内的一系列环境危机。报告敦促

向优先考虑人类福祉并限制富人过度

消费和过度排放的全球经济转型，且所

有与气候相关的行动都必须以公平和

社会正义为基础。

人类星球已进入危及生命的“未知领域”
35个地球生命体征中有 20个处于创纪录极端水平

科技日报北京 10月 26日电 （记

者刘霞）据英国《新科学家》杂志网站

25 日报道，南极动物此前从未接触过

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但英国南极调查

局科学家近日首次在该地区发现了

H5N1 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H5N1 已

导致全球数百万只野生鸟类死亡，人们

担心它可能会对南极地区的海豹、鲸

鱼、企鹅等产生毁灭性影响，甚至可能

导致某些物种灭绝。

自 2020 年以来，H5N1 已导致欧

洲、亚洲和非洲的许多野生鸟类死亡，

2021 年通过大西洋传播到北美，2022

年 10 月到达南美洲，在那里杀死了数

千只海洋哺乳动物和数十万只鸟，2022

年 12月蔓延到南美洲南端。

英国南极调查局科学家发现了一

些生病的棕色臭鼬和巨型海燕，并将样

本送回英国测试，H5N1 检测结果呈阳

性。尽管科学家迄今只发现了 30 只死

鸟，但他们担心 H5N1 病毒可能会在大

型密集鸟类群落中迅速传播。

贼鸥和巨型海燕会杀死或捕食其

他鸟类，从而传播病毒。这些鸟类也在

南美洲海岸过冬，并在夏天迁徙到南乔

治亚州等地，因此很可能在南极地区传

播这种病毒。

研究人员指出，有些物种是南极特

有的，而且只有数百或数千只。如果病毒

传播到这些种群内，它们将面临灭绝的危

险。此外，企鹅和信天翁等鸟类繁殖速

度较慢，如果其中某个群体的死亡率达

到 50%或 70%，那么这些种群需要数年

甚至数十年才能恢复到以前的水平。

南极研究人员正在采取预防措施，

如对鞋类和设备进行消毒，禁止游客在

出现病毒的地区旅游等，除此之外，没

有太多措施可以阻止病毒的传播。但

最令人担心的可能的情况是，病毒在鸟

类之间传播。

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首抵南极洲

科技日报北京10月 26日电 （记

者张梦然）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

所（NIST）团队制造了一款包含 40 万

像素的超导相机，分辨率是其他同类

设备的 400倍。26日发表在《自然》杂

志的此项成果，未来将可用于生物医

学成像及天文观测等领域。

该相机由超细电线网格组成，冷

却至接近绝对零度，电流在其中毫无

阻力地移动，直到电线被光子击中。

在这款超导纳米线相机中，即使是单

个光子所传递的能量也可被检测到，

因为它会关闭网格上特定位置（像素）

的超导性。结合所有光子的所有位置

和强度就形成了图像。

超导相机的每个超导组件都必须

冷却到超低温才能正常工作，而将每

个像素单独连接到冷却系统几乎是不

可能的。NIST 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

局喷气推进实验室、科罗拉多大学博

尔德分校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克服了

这一障碍，将来自许多像素的信号组

合到几条室温读出线上。

超导线材的一般特性是允许电流

自由流动直至达到某个最大“临界”电

流。为了利用这种行为，研究人员向传

感器施加了略低于最大值的电流。在

这种情况下，即使单个光子撞击一个像

素，也会破坏超导性。电流不再能够无

阻力流过纳米线，而是被分流到连接每

个像素的小型电阻加热元件，分流电流

产生可快速检测的电信号。

团队此次构建了具有交叉超导纳

米线阵列的相机，这些纳米线形成多

行和多列，这使团队能够一次测量来

自整行或整列像素的信号，而不是记

录每个单独像素的数据，从而大大减

少了读出线的数量。

当光子撞击像素时，会形成一个

微小的热点。热点反过来产生两个电

压脉冲，电压脉冲由两端的检测器记

录。脉冲到达末端检测器所需的时间

差，就揭示了像素所在的列。探测器

可识别短至五十万亿分之一秒的信号

到达时间差异。采用新的读出架构

后，团队在增加像素数量方面取得了

快速进展。几周之内，像素数量从 2

万跃升至 40万。

这一读出技术可很容易地扩展到

更大的相机，具有数千万或数亿像素

的超导单光子相机很快就会面世。

这不但是目前同类产品中分辨率

最高的相机，还将是未来低光工作的最

理想选择之一。因为在接下来的一年

里，该团队还会进一步提高原型相机的

灵敏度，以便它可捕获每个传入的光

子。这样优化后，相机可以在基于光子

的量子计算机中测量光，还可以为利用

近红外光观察人体组织的生物医学研

究作贡献，甚至，它能成功对太阳系之

外的微弱星系或行星进行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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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10月 26日电 （记

者刘霞）美国科学家对“好奇”号火星

车传回的数据开展分析后发现，火星

上的大部分陨石坑可能曾经是适宜生

命居住的河流，火星可能曾经是一个

河流星球。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

《地球物理研究快报》杂志。

在最新研究中，美国宾夕法尼亚

州立大学地球科学助理教授本杰明·
卡德纳斯等人使用数值模型模拟了数

千年来火星上的侵蚀，发现火星上常

见的火山口样结构（梯鼻地貌）很可能

是古代河床的“残骸”。

这项研究首次利用卫星数据、“好

奇”号传回的图像和墨西哥湾海底数

百万年沉积的地层的 3D扫描图像，训

练计算机模型，从而绘制出古代火星

土壤侵蚀的地图，为常见火星陨石坑

如何形成提供了新见解。

之前对火星卫星数据开展的研究

已经确定，被称为河流山脊的侵蚀地

貌可能是古代河流的沉积物。利用

“好奇”号在盖尔陨石坑收集的数据，

研究小组发现了与河流山脊无关的河

流沉积物迹象，即此前从未被认为与

古代河流沉积物有关的梯鼻地貌。

这些研究表明，火星上其他地方

可能有未被发现的河流沉积物，火星

沉积记录中更大的一部分可能是由火

星历史上宜居时期的河流建造的。在

地球上，河流廊道对生命、化学循环、

营养循环和沉积物循环非常重要。现

有证据表明，火星上的河流也具有类

似的功能。

火星或曾是河流星球

科技日报北京10月 26日电 （记

者张佳欣）一项在老鼠身上进行的新

研究可能解开了困扰部分人许久的谜

团——晕动病。据最新一期《美国国

家科学院院刊》报道，西班牙巴塞罗那

自治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已经

弄清楚大脑中的哪些细胞会误解内

耳、眼睛和腿部的感觉信号，从而导致

令人痛苦的晕动病。研究结果表明，

晕动病可能是由前庭系统中的神经元

引起的。

为了解更多信息，研究人员检查

了小鼠前庭系统的脑细胞，重点关注

先前被证明在平衡中发挥作用的一组

特定神经元。研究人员利用一种用光

开关细胞的技术，激活了 7 只小鼠体

内的这些神经元。他们评估了小鼠是

否在笼子里吃得少、走动少，这些是晕

车症状的指标。

研究人员介绍说，在此次实验中，毫

无防备的小鼠被放入塑料管中，绑在旋转

器上，然后被送去“兜风”。半小时后，这

些小鼠的移动距离是其他5只没有激活

神经元的小鼠的三分之一。神经元被

激活后，小鼠吃的食物也减少了。

研究表明，灭活一组表达VGLUT2

蛋白质的前庭神经元可预防动物因旋

转引起的晕动病。打开这些相同的神

经元会在不旋转的情况下引发小鼠类

似晕动病的行为。研究还发现，在那些

表 达 VGLUT2 的 神 经 元 中 ，产 生

CCK-A受体的细胞是实验中大多数晕

动病行为的原因。他们还绘制了这些

神经元的回路图，发现CCK-A神经元

向大脑的臂旁核发送密集投射，臂旁核

已知功能包括调节食欲抑制、体温和嗜

睡。在小鼠旋转之前阻断 CCK-A 受

体可缓解一些晕动病的症状。

导致晕车的脑细胞找到

法国今年经历酷热天气，与历史同期相比，这可能是该国夏末季节出现最晚、
强度最高的热浪之一（资料图片）。 新华社发（塞尔日·阿乌齐摄）

福克斯冰川是新西兰南岛南阿尔卑斯山山脉重要的冰川，由于全球气候变暖，
福克斯冰川过去十年大幅退化（资料图片）。 新华社记者 郭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