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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8日电 （记

者张梦然）一种新的自组装纳米片有

望从根本上加速功能性和可持续纳米

材料的开发，可用于电子、能源存储、

健康和安全等领域。该纳米片由美国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团队开发，

可显著延长消费品的保质期，由于新

材料是可回收的，还能实现可持续制

造。《自然》杂志 8 日在线报道了这一

突破。

利用纳米科学来制造功能材料

的一个挑战是，要将许多小部件聚集

在一起，以便纳米材料能够“长得”足

够大以发挥作用。虽然堆叠纳米片

是将纳米材料生长成产品的最简单

方法之一，但在使用现有纳米片时，

“堆叠缺陷”（纳米片之间的间隙）是

不可避免的。

新的纳米片材料通过完全跳过串

行堆叠片材的方法克服了缺陷。团队

将已知可自组装成小颗粒的材料与交

替的成分材料层混合在一起，悬浮在

溶剂中。为了设计该系统，研究人员

使用了市售纳米颗粒、小分子和基于

嵌段共聚物的超分子复杂混合物。

实验显示，当溶剂蒸发时，由 200

多个堆叠纳米片组成的高度有序的

层状结构（缺陷密度非常低）已在基

底上自行组装。团队还成功地将每

个纳米片制成 100 纳米厚，几乎没有

孔和间隙，这使得该材料在防止水蒸

气、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电子通过方

面特别有效。

研究表明，该材料作为电介质具

有巨大潜力。电介质是一种绝缘“电

子势垒”材料，常用于储能和计算应用

的电容器中；而当该材料用于涂覆多

孔聚四氟乙烯膜（一种用于制造防护

口罩的常见材料）时，它还可以非常有

效地过滤掉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此外，

该材料可重新溶解和铸造，以产生新

的阻隔涂层。

既想要纳米材料“极微小”的特

性，又想要它符合各种设备的尺寸，怎

么做呢？纳米材料不是橡皮泥，组装

后一直存在间隙问题，但现在，科学家

成功演示了如何从单一纳米材料，轻

松组装成适合各种工业应用的多功能

材料。此外，这种材料可重新溶解、铸

造的回收过程，不但意味着它更环保，

也意味着它的可塑性良好，允许进一

步微调，以改善应用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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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8日电 （记

者刘霞）美国科学家结合钱德拉 X 射

线天文台和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

的数据，发现了一个诞生于宇宙大爆

炸后仅 4.7亿年的黑洞的迹象，这是利

用 X射线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该黑

洞正处于前所未见的早期生长阶段，

其质量与宿主星系相似。这一结果可

以解释宇宙中一些最早的超大质量黑

洞是如何形成的。相关论文已刊发在

论文预印本网站，并计划发表于《自

然·天文学》杂志。

哈佛—史密森尼天体物理中心的

阿科斯·博格丹团队在名为 UHZ1 的

星系内发现了这个黑洞，该星系位于

距离地球 35亿光年的 Abell 2744星系

团的方向。但韦布空间望远镜的数据

显示，该星系距离地球比星团远得

多——距离地球 132 亿光年，当时宇

宙只有现在年龄的 3%。

利用钱德拉探测器经过两周多的

观测，研究人员发现这个星系中存在

强烈的、过热的、发射 X 射线的气体，

这是一个不断增长的超大质量黑洞的

标志。此外，来自星系的光和来自超

大 质 量 黑 洞 周 围 气 体 的 X 射 线 被

Abell 2744 星系团中的物质（引力透

镜效应）放大了约 4 倍，增强了韦布空

间望远镜探测到的红外信号，并使钱

德拉探测器能够探测到微弱的 X射线

源。研究团队根据 X射线的亮度和能

量，估算出这颗黑洞的质量介于 1000

万到 1亿倍太阳质量之间。

这一发现对于理解一些超大质量

黑洞如何在大爆炸后不久就达到巨大

质量至关重要。

目前科学界对此有两种观点：这

些黑洞直接由巨大的气体云坍塌形

成；或者来自第一批恒星的爆炸，这种

方式制造出的黑洞重量介于 10到 100

倍太阳质量之间。

论文合著者、耶鲁大学的普里亚

姆瓦达·纳塔拉詹指出，这颗黑洞年轻

时的大质量，加上它产生的 X 射线量

和韦布空间望远镜探测到的星系亮

度，都与其 2017 年提出的由巨大气体

云坍塌直接形成“超大黑洞”的理论预

测一致。他们认为，这是首次探测到

由巨大的气体云形成的“超大黑洞”，

也是证明该理论的最好证据。

迄 今 最 遥 远 黑 洞 发 现
诞生于宇宙大爆炸后仅 4.7亿年

科技日报北京11月 8日电 （记者

张佳欣）美英两国研究人员将实验室制

造的超过 7 条合成染色体组合到一个

酵母细胞中，产生了一种“半人造”菌

株，其合成 DNA 超过 50%。它具有和

天然酵母菌株一样的生存和复制能

力。该团队现已合成并调试了所有 16

条酵母染色体，这意味着距离创造出世

界上第一个合成酵母基因组，解开生命

的基本组成部分又近了一步。研究成

果 8 日发表在《细胞》杂志上，同集合论

文同时发表在《分子细胞》和《细胞基因

组学》杂志上。

这是首次构建真核生物的合成基

因组。酵母拥有相对紧凑的基因组，并

具有将 DNA 缝合在一起的先天能力，

使研究人员能够在酵母细胞中构建合

成染色体。

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健康学院和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团队创建的 tRNA

新染色体，是一种不同于自然染色体的

新染色体。他们删除了被视为“垃圾”

的非编码 DNA 块和重复元素，添加了

新的 DNA 片段，并引入了一种内置多

样性生成器，可打乱染色体内部和之间

的基因顺序。为提高基因组稳定性，团

队还去除了许多编码转移 RNA 的基

因，并将它们重新转移到仅由 tRNA 基

因组成的全新染色体。

酵母基因组由16条染色体组成，研

究人员打算创建合成酵母菌株，每个菌

株包含15条天然染色体和1条合成染色

体。他们将所有先前合成的染色体（6条

完整染色体和1条染色体臂）逐渐整合到

一个细胞中。所得酵母菌株的合成率超

过31%，具有正常的形态，与天然酵母相

比，仅表现出轻微的生长缺陷。

为了更有效地在酵母菌株之间转

移特定染色体，他们使用染色体替换的

方法来转移新合成的染色体（Ⅳ号染色

体，所有合成染色体中最大的），从而产

生具有 7.5 条合成染色体的酵母细胞，

合成率超过 50%。

此外，由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本·布

朗特博士和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汤姆·
埃利斯教授领导的团队在《细胞基因组

学》杂志上报告了合成染色体Ⅺ。

接下来，研究人员将共同努力把所

有单独的合成染色体组合成一个完全

合成的基因组。最终的合成菌株不仅

是世界上第一个合成真核生物，也是第

一个由国际社会共同构建的菌株。

“半人造”菌株中合成DNA过半
向 世 界 首 个 合 成 酵 母 迈 出 重 要 一 步

英国《自然》网站在近日的报道中

指出，越来越多科学家正在将人工智能

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他们通过

分析大量数据，监测生态系统，找出一

段时间以来的趋势，应对生物多样性丧

失这一难题，并挽救濒危物种。

人工智能承担重任

现在，物种的消失速度是数百万年

前的数万倍，多达 100 万个物种濒临灭

绝。鉴于此，联合国2020年制定了一个

目标：到2030年，地球上至少有30%的土

地、淡水和海洋以某种形式得到保护或

养护。迄今为止，世界上仅约 15%的陆

地和7%的海洋受到了某种程度的保护。

国际非营利组织“未来社会”的创

始人尼古拉斯·米艾表示，尽管人工智

能目前“并不完美”，但可能会加速重要

发现，非常需要人工智能专家参与设计

模型，以及收集、标记、质量检查和解释

数据。

英国非营利组织 Conservation AI

正在将人工智能技术用于各种生态项

目。该组织专家表示，没有人工智能，

人类可能永远无法实现联合国提出的

濒危物种保护目标。

“声景”分析识别物种

德国维尔茨堡大学生态学家约格·
米勒团队的研究已经证明，人工智能工

具可从录音中识别动物物种，从而帮助

量化热带森林的生物多样性。

在 10 月 17 日发表于《自然·通讯》

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中，科学家使用人工

智能分析了厄瓜多尔 Chocó地区动物

的“声景”，该地区以丰富的物种多样性

而闻名。他们在 43 块代表不同恢复阶

段的土地上放置了记录器，记录动物的

“声景”。这些土地囊括未受森林砍伐

影响的林地、已被砍伐但随后被遗弃并

开始再生的地区，以及用于可可种植园

和牧场的土地。随后，他们将录制的音

频文件交给专家，专家们鉴定出 183 种

鸟类、41种两栖动物和 3种哺乳动物。

研究人员还将他们的录音输入“卷

积神经网络”（CNN），该模型可识别鸟

类的声音。结果显示，CNN 能够识别

出专家已鉴定的 183种鸟类中的 75种，

但该模型的数据集有限，仅包含该地区

可能出现的 77种鸟类。

这一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可利用声

音对热带地区的物种进行更全面的识

别，现在需要的只是人类收集更多数据。

实时监测生物多样性

Conservation AI 组织的研究人员

开发了一些模型，可搜索无人机或红外

相机拍摄的镜头和图像，以识别野生动

物（包括极度濒危物种），并跟踪动物的

活动。

他 们 建 立 了 一 个 免 费 的 在 线 平

台，使用其模型自动分析图像、视频或

音频文件，包括来自实时摄像机镜头

和其他传感器的数据。当发现用户感

兴趣的物种时，该模型可通过电子邮

件通知用户。

到目前为止，Conservation AI组织

已处理了超过 1250 万张图像，检测到

68 个物种的 400 万多只动物的外貌，其

中包括乌干达的濒危穿山甲、加蓬的大

猩猩和马来西亚的猩猩。

该平台每小时可处理数万张图像，

而人类最多只能处理几千张，人工智能

处理数据的速度可让自然资源保护者

迅速采取行动，保护脆弱物种免受偷猎

和火灾等威胁。

模拟人类活动的影响

除实时监测生物多样性以外，人工

智能还可用来模拟人类活动对生态系

统的影响，并重建历史变化。例如，研

究人员利用人工智能发现了淡水生态

系统中长达一个世纪的环境退化是如

何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

尽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人类活动

导致了河流和湖泊的生物多样性丧失，

但科学家对哪些环境因素的影响最大

却知之甚少。英国伯明翰大学研究进

化生物系统的露易莎·奥尔西尼指出，

长期数据对于将生物多样性的变化与

环境变化联系起来，并确定可实现的保

护目标至关重要。

奥尔西尼团队利用人工智能开发

了一个将生物多样性与历史环境变化

联系起来的模型。在今年早些时候发

表于《eLife》杂志的一项研究中，该团队

获得了过去一个世纪湖泊沉积物中植

物、动物和细菌留下的遗传物质，她们

对沉积物层进行了年代测定，并提取了

环境 DNA 进行测序，然后使用人工智

能，将这些数据与气象站的气候信息、

直接测量和全国调查的化学污染数据

相结合，以确定数据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显示，杀虫剂和杀菌剂的使

用，加上极端温度事件和降水，可解释

该湖 90%的生物多样性损失。

研究人员表示，使用人工智能的主

要好处是它不受假设和数据驱动。人

工智能可从过去的数据中“学习”，并以

比以往更高的准确性预测生物多样性

的未来趋势。

人工智能助力拯救濒危物种

Conservation AI的工具可以从摄像机镜头中识别物种。 图片来源：《自然》网站

科技日报北京11月 8日电（记者

刘霞）据英国《新科学家》网站7日报道，

欧洲空间局欧几里德空间望远镜发布了

首批 5 张科学图像，其中的“主角”包括

一个标志性的星云和一些闪闪发光的星

系。这些图像最终将成为欧几里德三维

宇宙地图的一部分，该地图旨在帮助科

学家揭示暗能量与暗物质的秘密。

欧几里德望远镜利用两种科学仪

器绘制宇宙地图：可见光相机测量星系

的形状；近红外光谱仪和光度计测量星

系有多远。

此次发布的第一张图像显示了位

于猎户座的马头星云，它距地球 1375

光年。该图像提供了令人难以置信的

细节，有助科学家发现新恒星甚至年轻

的行星。

第二张图象展示的是由数十万颗

恒星组成的名为 NGC 6397 的球状星

团。研究人员不确定球状星团是否嵌

入暗物质的光晕中，欧几里德望远镜进

一步的测量或能回答这个问题。

第三张图像的“主角”是螺旋星系

IC 342，其包含许多球状星团，因与银

河系相似，使其成为了解银河系的绝佳

参照物。

第四张图像属于不规则星系 NGC

6822，它是早期宇宙中常见的一种星系。

最后一张图像包含了超过 10 万个

星系，其中约 1000 个属于英仙座星系

团。科学家认为，英仙座星系团如此巨

大的结构之所以能形成，是因为暗物质

的影响，因此这类观测对于厘清暗物质

的真实性质至关重要。

欧几里德望远镜于今年 7月 1日发

射，开启了有史以来首次揭示“黑暗宇

宙”的任务。该望远镜目前停泊在距离

地球约 150万公里的地方。在接下来 6

年里，它将拍摄 1/3 的天区，构建有史

以来最详细的宇宙 3D 图，其中囊括 20

亿个星系。这张图将帮助科学家了解

暗物质和暗能量在宇宙尺度上的行为，

加深或颠覆人们目前对物理学和宇宙

学的理解。

欧几里德望远镜发布首批宇宙全彩图
有 助 揭 开 暗 能 量 与 暗 物 质 的 神 秘 面 纱

科技日报首尔 11月 8日电 （记

者薛严）韩国材料研究院工程陶瓷实

验室研究团队宣布，成功制造出电动

汽车驱动模块用氮化硅轴承球。

氮化硅轴承球具有高耐久性和高

可靠性的优点，在电动汽车的高功率

输出和高速旋转驱动环境下，可防止

电气侵蚀引起的故障。其当前主要用

于需要极限运转环境的领域，如电动

汽车驱动模块中的高速旋转混合轴

承、高负荷风力涡轮机轴承、半导体工

程泵超高速轴承及航空航天应用轴

承。韩国业界认为，2022 年，采用氮

化硅轴承球技术的混合动力轴承全球

市场规模约为 1 万亿韩元，受电动汽

车市场快速增长的推动，预计到 2026

年将增长到 1.3万亿韩元以上。

此前，韩国在该领域完全从日本

进口，为摆脱进口依赖，韩国科学技术

信息通信部支持韩国材料研究院“半

导体高真空泵轴承用陶瓷滚动轴承材

料开发”基础项目，对相关材料进行技

术攻关。研究团队首先开发出从氮化

硅原料粉末到材料及轴承球配件等技

术，以满足国内需求。之后通过外部

权威评估机构和需求企业对该技术进

行测试，成功达到产品预期机械性能

和寿命值。

目前，研究团队目标是将该技术

转移给韩国国内中型企业，使其具备

规模生产陶瓷材料和部件的基础设施

和能力，今后通过批量生产支援，确保

韩国国内氮化硅轴承球和混合轴承供

应链。

韩成功造出氮化硅轴承球

11月 8日，由北京国际科技合作中

心主办、创为信国际技术咨询（北京）有

限公司承办的第七届科技外交官创新

资源对接活动在京举行。

围绕“科技合作助力未来发展”的

主题，活动邀请了来自新西兰、匈牙利、

巴西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驻华科技外

交官和国际机构、海外高校、科研院所、

外资企业等多元主体参与对接交流，推

动全球创新成果共享。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关村管

委会国际合作处副处长张焱为活动致

辞。她表示，北京正处于高质量发展阶

段，科技支撑和高端产业引领作用不断

增强。本次活动将充分发挥科技外交官

的信息优势和桥梁作用，推动科技资源

与北京发展需求精准对接，促进更广领

域、更高水平和更深层次的科技合作。

新西兰驻华大使馆科技创新参赞

陈荣恩、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科技事务

参赞汗·穆罕默德·瓦齐尔、匈牙利驻华

大使馆科技事务一等秘书鲍洛安、巴西

驻华大使馆科技创新处负责人维克多·
提宝分别介绍了各自国家科技发展情况

及科技创新能力，解读政府支持政策，为

中外科技合作搭建交流共享平台。

本年度“中国—新西兰科学家交

流计划”于 10 月顺利启动，受到中新

双方高度重视。陈荣恩表示，科技创

新是两国高度重视的领域，通过聚焦

重点领域促进合作、推动创新，就能实

现共同目标。

鲍洛安介绍了近年来匈牙利与中

国的科技合作情况。作为首个加入

“一带一路”倡议的欧洲国家，匈牙利

与中国的现有合作领域包括神经科

学、物理学、空间技术、新材料、信息技

术、工程学等。在“一带一路”倡议下，

双方的合作计划将进一步拓展至生

物、环境、食品与农业、能源等技术领

域的应用研究。

在圆桌对话环节，来自墨西哥、秘

鲁等国家和地区的科技参赞和专家围

绕“新时代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模式”这

一主题探讨了国际科技合作趋势，分享

了国际经验，共商共话合作契机。

在项目推介环节，来自美国、加拿

大、意大利等国的科技人员进行了多个

重点项目的路演，并与北京创新主体进

行了交流，通过拓展创新项目合作平

台，助力前沿技术转移转化和北京国际

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科技日报北京11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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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科技外交官创新资源对接活动在北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