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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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日电 （记

者刘霞）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物理学

家首次证明，可使用超导体控制和操纵

芯片上的自旋波。最新研究不仅能让

物理学家更好地理解磁体和超导体之

间的相互作用，未来也有望被用于研制

高能效电子产品。相关论文发表于最

新一期《科学》杂志。

自旋波是磁性材料内的波，可用来

传输信息。科学家一直在寻找操控自

旋波的有效方法，理论预测金属电极可

做到这一点，但物理学家一直未在实验

室观察到。

研究团队从钇铁石榴石（被认为是

地球上最好的磁铁）的薄磁层开始，在

其上铺设了一个超导电极和另一个电

极 来 感 应 自 旋 波 ，随 后 将 电 极 冷 却

到-268℃，使其进入超导状态。结果

发现，随着温度变低，自旋波变得越来

越慢。

研究团队解释了最新实验的工作

原理。自旋波产生磁场，进而在超导体

中产生超电流。这股超电流对自旋波

来说就像一面镜子，超导电极将磁场反

射回自旋波。超电流“镜”使自旋波上

下移动得更慢，从而使控制这些波变得

更容易，他们可使其偏转、反射或共振。

当自旋波从超导电极下通过时，其

波长会完全改变，通过稍微改变电极的

温度，研究人员可非常准确地调整变化

的幅度。此外，他们使用钻石内的电子

作为传感器，测量自旋波的磁场从而成

像。这一技术的独特之处在于，可透过

不透明的超导体观察下面的自旋波，就

像核磁共振扫描仪可透过皮肤观察人

体一样。

研究团队强调，自旋波技术仍处于

初级阶段，如要用这项技术制造节能计

算机，首先必须构建小型电路。这项发

现表明，超导电极可用于构建无数新的

节能自旋波电路，而且基于自旋波和超

导体的电路几乎不会产生热量和声波，

可用作手机、量子计算机内连接设备的

电路。

超导体控制磁体自旋波首次实现
有望用于研制高能效电子产品

科技日报北京10月 27日电 （记

者张梦然）科学家在有史以来第二亮

的伽马射线暴中观察到稀有化学元

素的产生，为重元素的形成方式提供

了新线索。英国伯明翰大学专家组

使用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费米

伽马射线空间望远镜和尼尔·格雷尔

斯雨燕天文台等地面和天基望远镜，

观 测 了 异 常 明 亮 的 伽 马 射 线 暴

GRB 230307A，发 现 了 重 化 学 元 素

碲。研究成果发表在最新一期《自

然》杂志上。

维持地球生命所需的其他元素，

如碘和钍，可能是爆炸（也称为千新

星）喷射出的物质之一。但千新星极

为罕见，且很难观察和研究。

研究人员解释说，恒星花了数十

亿年的时间相互螺旋运动，然后碰撞

产生了伽马射线暴。碰撞的中子星提

供了合成极重元素所需的条件，这些

新元素的放射性光芒，为人们在爆炸

消退时检测到千新星提供了动力。

GRB 230307A 的亮度比整个银

河系的总和还要亮一百万倍以上。其

持续了 200 秒，这意味着它被归类为

长时间伽马射线暴。这是极不寻常的

现象，因为通常来讲，持续时间不到两

秒的更常见的短伽马射线暴才是由中

子星合并引起的，而像这样的长伽马

射线暴通常是由大质量恒星的爆炸性

死亡而引起。

研究人员表示，这是中子星合并

后第二次利用光谱观测到单个重元

素，为了解生命所需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如何形成的提供了宝贵的见解。

他们现在正在寻求更多地了解这些

中子星合并是如何进行的，以及它们

如何为这些元素的产生提供动力。

罕见到十万年一遇的千新星事

件，竟然使生命成为可能？所谓千

新星，其实是两个致密天体，譬如双

中 子 星 合 并 时 产 生 的 巨 大 爆 炸 现

象，中子星在高能环境中疯狂进行

核反应，这让千新星事件一面发出

伽马射线暴和电磁辐射，一面产生

了大量的重元素。可以说，正是千

新星和它的“同事”超新星，合作构

成了今天的元素周期表，并让所有

岩石行星做好准备：请容纳生物有

机体所需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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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梦然）加拿

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联合日本本田

公司，开发出一种智能、可拉伸且高度

灵敏的新型柔性传感器，该传感器触

感柔软，就像人类的皮肤一样，这有助

于使人机互动更安全、更逼真，为机器

人和假肢的广泛应用打开了大门。研

究发表在新一期《科学报告》上。

当应用于假肢或机器人肢体的表

面时，传感器皮肤提供触摸灵敏度和

灵活性，从而能够完成对于机器来说

可能困难的任务。新型传感器可感知

多种类型的力，使假肢或机械臂能够

灵活而精确地响应触觉刺激。例如，

可以握住鸡蛋或一杯水等易碎物体。

该传感器主要由硅橡胶组成，独

特设计使其具有弯曲和起皱的能力，

就像人类的皮肤一样。其使用弱电场

来感知物体，就像触摸屏，但与触摸屏

不同的是，这种传感器很柔软，可检测

进入或沿其表面的力。

这种新传感器制造起来非常简

单，因此很容易进行批量生产。研究

人员指出，随着传感器越来越像真实

皮肤，其将能够检测温度甚至损伤，机

器人也可以更智能地从传感器获取信

息并作出响应。

科学家开发出新型“机器人皮肤”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梦然）据新

一期《自然·通讯》报道，南极洲东部

冰盖下发现了古代河流侵蚀地貌。

大陆尺度的冰消退已有至少 1400 万

年没有触及到新近发现的这一地貌，

但随着预计的气候变暖，这种情况可

能会发生改变。

地 球 气 候 正 在 快 速 改 变 ，即 将

达到 3400 万—1400 万年前的典型温

度（比现在高 3—7℃）。理解过去南

极冰盖如何改变有助于了解它在气

候持续变化的未来可能如何演变。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冰盖蕴含着

相当于约 60 米的潜在海平面上升的

水量。

英国杜伦大学科学家团队用卫

星和雷达分析了名为“奥罗拉-施密

特”盆地南极东部冰盖下的地貌，该

盆地位于丹曼和托滕冰川的内陆。

他们发现这里的地貌由三个被深槽

分隔的河蚀高地块组成，距离冰盖

边缘仅 350 公里。这些地块的形成

早于冰川形成，当时河流流经这一

地区，流向冈瓦纳超大陆解体过程

中开辟出来的海岸线。冈瓦纳超大

陆的解体还导致高地间形成谷地，

然后高地才开始被冰川覆盖。团队

认为，这一地区覆盖的冰在数百万

年间基本保持稳定。

研究团队表示，气候变暖可能会

导致至少 1400 万年来冰川首次消退

到这一地区，这些发现增进了对南极

东部冰盖冰川过往历史的了解。

南 极 冰 盖 下 发 现 古 河 流 地 貌

成果聚焦

思维更像人类的AI终于出现
《自然》25 日发表的一篇论文，报

道了一个具有类似“人类系统泛化能

力”的神经网络，系统泛化能力是指学

习新概念并将之与已有概念相结合的

能力。研究结果挑战了一个已存在 35

年的观点，即神经网络不是人脑的可行

模型，因为它们缺乏系统泛化的能力。

团队使用的方法或能用于开发行为上

更像人类的人工智能（AI）系统。

“最”案现场

迄今运行AI最快芯片“北极”面世
美国 IBM公司最新推出了一款类

脑芯片“北极”，其运行由人工智能驱动

的图像识别算法的速度是同类商业芯

片的 22 倍，能效是同类芯片的 25 倍。

“北极”芯片将其计算模块与存储信息

的模块交织在一起，允许每个计算核心

像访问相邻的存储块一样轻松地访问

远程存储块，大大加快了计算单元和存

储单元之间信息交换的速度。

最高分辨率单光子超导相机问世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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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成果未来将可用于生物医学

成像及天文观测等领域。

最大规模宇宙学计算机模拟展开
荷兰莱顿大学科学家主导的国际

团队进行了迄今已知最大规模的宇宙

学计算机模拟，不仅跟踪暗物质，还跟

踪普通物质（如行星、恒星和星系等），

从而管窥宇宙是如何进化的。

技术刷新

新技术能快速微创诊断癌症
美国圣母大学发明的突破性设备

采用了一种创新的方法来“监听”细胞

的对话。未来，这项技术将帮助改善

癌症和其他疾病的诊断。

科技轶闻

人工智能开发出“癌症生存计算器”
目前，估计癌症患者的生存率主

要取决于他们的癌症分期。而美国西

北大学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基于人工

智能的工具，纳入了 259485 名乳腺癌

患者、76624 名甲状腺癌患者和 84514

名胰腺癌患者的数据，用于估计新诊

断的癌症患者长期生存的机会。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国 际 要 闻 回 顾
（10月 16日—10月 27日）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霞）韩国高丽

大学医学院研究团队成功研制出首款

能同时实时测量几种大脑神经递质的

大脑芯片，有望为大脑疾病开发新疗

法。相关论文发表于新一期《美国国家

科学院院刊》杂志。

神经递质对人脑功能至关重要，当

神经递质的浓度低或高时，会导致各种

脑部疾病。例如，大脑特定区域多巴胺

水平的高或低会导致帕金森病和精神

分裂症。但精确测量神经递质极具挑

战性，尤其是同时测量多种神经递质，

这阻碍了对不同神经递质之间相关性

的探索。

鉴于此，研究团队开发出一款芯片，

其可插入大脑特定区域，能同时测量神

经递质和神经信号。这款大脑芯片，包

含一个便于提取脑脊液的流体管，该流

体管会被引导至集成传感器阵列，以实

时观察流体中存在的各种神经递质。

此外，该芯片只有 0.1毫米长，仅为

传统的脑脊液提取探针的八分之一大，

可最大限度减少脑组织损伤。

研究团队在小鼠身上测试了该大

脑芯片，成功证明了前额叶皮层和丘脑

区域（与精神分裂症相关的大脑区域）

之间神经回路的功能连接，还证明这两

个区域通过兴奋性谷氨酸进行神经元

连接——当前额叶皮层受到刺激时，丘

脑区域谷氨酸浓度随之增加。此外，团

队还观察到了与谷氨酸神经元活动相

对应的神经信号的变化。

大脑芯片能同时测量多种神经递质

新型柔性传感器。
图片来源：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

亚大学应用科学学院

揭开冰盖，展示冰层下的研究地
点。 图片来源：《自然·通讯》

大 多 数 人 认 为 辐 射 是 一 件 坏

事。近日，美国《连线》杂志网站刊文

介绍，当一种材料具有放射性时，它

会 以 粒 子 或 电 磁 波 的 形 式 发 出 能

量。这些波可能在电磁频谱的任何

区域。从技术上讲，家庭的 Wi-Fi 接

入点是一个辐射源，天花板上的灯泡

也 是 。 更 进 一 步 讲 ，由 于 人 体 有 温

度，即便是人类个体也是红外光谱中

的一个辐射源。

人们通常所说的“辐射”实际上是

一种特殊类型的辐射——电离辐射。

当一个物体产生电离辐射时，它会发

出足够的能量，与其他材料相互作用

时 ，它 有 可 能 从 原 子 中 释 放 一 个 电

子。然后，这个电子就可自由地与其

他原子相互作用，或者只是游荡到空

白的空间中。但无论电子做什么，一

旦它离开了原来的原子，就被称为“电

离”。电离辐射有 4 种类型：阿尔法、

贝塔、伽马和中子辐射。

阿尔法辐射

时间回溯到 1896 年，那时还没有

人真正了解辐射，人们不知道它是粒

子还是某种类型的电磁波。于是，科

学家决定使用术语“射线”来描述辐

射，这就是阿尔法射线和伽马射线名

称的来由。

但是阿尔法射线不是波，它们实际

上是带电粒子。阿尔法粒子由两个质

子和两个中子组成。这意味着一个阿

尔法粒子是一个没有电子的氦原子。

如何判断辐射是阿尔法辐射，而不

是其他类型的辐射？方法是，阿尔法粒

子很容易就被纸一般薄的东西挡住。

换句话说，非常少量的材料就可以屏蔽

掉它。

还有一个能阻止阿尔法粒子的是

人的皮肤。因此，阿尔法辐射通常被认

为是危害最小的辐射类型。

贝塔粒子

阿尔法粒子很容易被阻止，相比之

下，贝塔和伽马粒子可以穿过一定量的

金属屏蔽层，进一步渗透到材料中，它

们的质量也要低得多。

贝塔粒子其实是电子，即带负电荷

的基本粒子。阿尔法粒子的质量是贝

塔粒子的 7000 多倍。这意味着极低质

量的贝塔粒子可以非常高的速度发射，

穿透包括人体在内的物体。

伽马射线

伽马射线是射线而非粒子。它们

是第三类辐射，是电磁波的一种，就像

可见光一样。

人们可以用眼睛看到的光的波长

在 400 到 700 纳米之间，而伽马射线的

波长要小得多。典型的伽马射线的波

长可能为 100皮米。

由于波长很小，频率很高，伽马射

线可在非常高的能级上与物质相互作

用。它们还可穿透到大多数材料的相

当深的地方，所以通常需要大量的铅来

阻止这种辐射。

中子辐射

中子辐射和上面三种情况都不一

样，中子会从放射性原子核中射出。这

是第四种辐射类型。

中子不带电荷，可很容易地穿过许

多材料，这使得屏蔽它们变得相当困

难。保护物体或人免受中子辐射的关

键是以某种方式减缓粒子的速度。事

实证明，人们可用氢做到这一点。当中

子与含有氢的分子（如水或碳氢化合

物）相互作用时，碰撞会使中子速度略

微减慢。碰撞越多，中子的速度就越

慢。最终，它会变得非常缓慢，不会造

成任何问题。

如何监测辐射？

人们可使用多种方法来检测所有

这些类型的辐射。大多数人都比较熟

悉的是盖革计数器，也称为盖革-米勒

计数器。

当阿尔法、贝塔或伽马射线穿过管

中的气体时，它可电离原子并产生自由

电子。然后，该电子被吸引到中心线的

正电压。当电子向金属丝移动时，它的

速度会增加并与其他气体分子碰撞，从

而产生更多的自由电子。人们称之为

“电子雪崩”，因为一个电子可以产生更

多电子。

一旦这些电子到达电线，它们就会

产生电流，该电流被放大并发送到音频

输入。这种放大的电子雪崩会使盖革

计数器发出经典的“咔嗒”声。

还 有 另 一 种 检 测 辐 射 的 方 法 是

闪烁体。这是一种特殊制造的水晶

或塑料类材料。当 4 种辐射中的任何

一种穿过闪烁体时，都会产生微量的

可见光。只需要一个光电倍增管设

备来检测这些微量的光就可探测到

辐射。

事实上，人们的口袋里可能就有

一个辐射探测器。《连线》杂志文章表

示，人们可使用智能手机来检测伽马

射线和 X 射线。手机的摄像头有一个

图像传感器，当可见光照射到传感器

的不同部分时，会产生复杂的电信号，

随后这些数据会变成拍摄的数码照

片。但该图像传感器也会被伽马射线

和 X 射线激活，所以，只需要一些特殊

的软件和一些东西（如黑胶带）阻挡可

见光，人们或许就能用摄像头检测到

射线了。

闻之色变的辐射，你真正了解吗

人们通常所
说 的“ 辐 射 ”实
际上是一种特殊
类型的辐射——
电离辐射。电离
辐 射 有 4 种 类
型 ：阿 尔 法 、贝
塔、伽马和中子
辐射。

图片来源：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