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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今日视点K
◎本报驻法国记者 李宏策

11 月 13 日，中欧美智库合作论坛

“2023 巴黎对话”在巴黎举行。本次对

话以“加强文明交流互鉴，促进和平、可

持续发展”为主题，同时纪念即将迎来

的中法建交 60周年。

中法两国都是极具文化影响力的

国家，此次巴黎对话旨在强调文明间对

话对于解决全球问题和促进世界进步

的重要意义。本次对话邀请了来自世

界多国不同领域的重要人士出席，与会

者围绕“北京—巴黎奥运对话：弘扬奥

运精神，共话全球治理”“全球安全与发

展：青年在行动”“尊重世界文明多样

性，促进文明包容与互鉴”“文明对话与

经济合作，描绘现代化新愿景”等主题

展开对话。

中欧美全球倡议发起人高大伟表

示：“希望这次活动能够促进法中两国

就两国关系及全人类共同利益展开进

一步交流与合作。”高大伟在致辞中指

出，当前全球面临地缘冲突、环境保护

等共同挑战。与此同时，随着科技的迅

速发展，人工智能、空间技术、神经科学

等领域的快速突破都急需在全球框架

下展开对话和讨论，以让科技更好地服

务于全人类。为此，国际间开展更多对

话尤为重要。

法国前总理、宪法委员会主席洛

朗·法比尤斯出席论坛并发表讲话。

法比尤斯说，“在巨大的危机中，心灵

要么破碎，要么变得坚强”，法国文学

家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的这句

名 言 在 当 下 能 够 引 发 特 别 的 共 鸣 。

当前全球面临着安全、经济、环境、科

技、人道等多重危机，开启人文交流

以促进和平和可持续发展在当今尤

为重要。

他指出，《巴黎协定》为全球各国

应对气变制定了行动路线，中国对协

定取得成果给予了重要支持。世界

正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开启新的绿

色转型，这需要公正、平衡的国际合

作，尤其需要中、欧、美以及其他大国

的协作。

法比尤斯强调，2024年将迎来中法

建交 60 周年，这对于中法两国，乃至世

界都是重要的一年。1964年 1月 27日，

法国总统戴高乐率先开启对华外交关

系。60年后的今天，中国取得了极大发

展，更是法国在应对国际挑战和危机中

不可或缺的伙伴。2024 年还将是中法

文化旅游年，随着巴黎举办夏季奥运

会，特别是中法两国领导人互访将为中

法关系开启新的阶段。

中国前驻英国大使傅莹参加论坛，

并以“中欧关系应强调合作而非零和竞

争”为主题发言。

她谈到，2023年是中国同欧盟建立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 周年，2024 年是

中法建交 60 周年。包括法国在内的许

多欧洲国家很早就与新中国政府建立

了外交关系。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后，与

法国等欧洲国家开展了全面合作，双方

成为重要伙伴。2022 年中国与欧盟贸

易额达到 8473 亿美元，互利共赢的合

作关系惠及双方的人民群众。欧洲在

区域一体化和多边治理上提供了先行

经验，也是绿色发展等全球积极议题的

倡导者和先行者。中国与欧洲存在诸

多利益契合点，双方有合作意愿也有合

作需求。

傅莹说，欧洲人对中国提出的问题

主要涉及到具体看法上的分歧和意见，

许多是可以经过讨论甚至辩论来搞清

楚和解决的，或者求同存异。欧方也需

要重视中方提出的要求。但这些问题

的存在不应该阻碍合作。

傅莹强调，欧洲与美国有密切的关

系，但并不希望看到世界因为大国的权

力争夺而走向分裂。因此，欧洲的可能

性是发挥战略性制衡作用，推动全球的

多极化趋势，而非加剧世界的分裂或碎

片化。人类世界还没有多极和平治理

的历史经验，因此更加需要中方与法国

等欧洲国家加强这方面的沟通交流，从

理论和实践上探讨未来如何应对国际

上的共同挑战，迈向符合所有各方利益

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总体而言，中欧关

系是有韧性的。

她指出，中法两国对 2024 年规划

了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双方社会也对

增进交往充满期待。希望相关机构进

一步便利程序，为两国人民乃至中欧之

间的沟通和往来提供更好的条件。也

寄希望于年轻一代，能够为中法和中欧

文化交流提出建设性意见，为共同面对

人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

要 合 作 而 非 零 和 竞 争
——中欧美智库合作论坛“2023 巴黎对话”举行

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14日电 （记

者张佳欣）美国莱斯大学量子材料科

学家发现，当原子做圆周运动时，它

们也能创造奇迹：稀土晶体中的原子

晶格受到一种名为手性声子的螺旋

形振动被激活时，水晶就会变成“磁

铁”。相关研究发表在最新一期《科

学》杂志上。

在实验中，研究人员需要找到一种

方法来驱动原子晶格以手性方式移

动。他们使用的声子频率大约为 10 太

赫兹。由于没有现成的光源，他们通过

混合强烈的红外光和扭曲电场来与手

性声子相互作用创造光脉冲。此外，研

究人员还采取了另外两个红外光脉冲，

分别监测自旋和原子运动。

研究发现，将氟化铈暴露在超快

光脉冲下，会使其原子“舞蹈”，这种

“舞蹈”会瞬间激起电子的自旋，使它

们与原子的自转 保 持 一 致 。 如 果 不

用 这 种 方 式 ，则 将 需 要 强 大 的 磁 场

来激活，因为即使在零度以下，氟化

铈 也 是 自 然 顺 磁 性 的 ，具 有 随 机 定

向的自旋。

结果表明，瞬态磁化强度仅由与声

子共振的脉冲激发，与声子的角动量成

正比，并在低温下随磁化率增长。这一

观测结果在定量上与自旋—声子耦合

模型相吻合，有助于未来在磁性和量子

材料方面的进一步研究。

原子之舞把水晶变“磁铁”

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14日电 （记

者张佳欣）据发表在最新一期《自然·通

讯》杂志上的论文，德国马克斯·普朗克

物质结构与动力学研究所研究人员证

明，用激光束开启超导性的能力可集成

在芯片上，这开辟了一条通往光电子应

用的道路。

此前，该所研究人员已经确定了一

种增强 K3C60光诱导超导性的策略。此

次研究则进一步表明，光诱导 K3C60 的

电响应不是线性的，材料的电阻取决于

施加的电流。这是超导电性的一个关

键特征。

在高温下对材料进行光学操纵以

产生超导电性是研究重点 。 到 目 前

为止，研究人员已在几种量子材料上

证明这一策略是成功的。在以前对

这些材料的光驱动态的研究中，研究

人员已经观察到了增强的电相干和

消失电阻。

在 这 项 研 究 中 ，研 究 人 员 利 用

芯片上的非线性太赫兹光谱学开辟

了皮秒传输测量的领域。他们通过

共面波导将 K3C60 薄膜连接到光导开

关上。

使用可见的激光脉冲触发开关，他

们向材料发送仅持续一皮秒的强电流

脉冲。在以大约一半光速穿过固体材

料后，电流脉冲到达另一个开关，该开

关充当探测器，以揭示重要信息，如超

导特性的电学特征。

同时通过将 K3C60薄膜暴露在中红

外光下，研究人员能够观察到这种光激

发材料中的非线性电流变化。这种所

谓的临界电流行为和迈斯纳效应是超

导体的两个关键特征。此前，这两者都

没有被测量到，因此，此次激发固体中

的临界电流行为的演示具有特别重要

的意义。

此外，研究小组发现，K3C60的光驱

动状态类似于所谓的颗粒超导体，由弱

连接的超导岛组成。

芯片上实现光学诱导超导性

科技日报北京11月14日电（记者

刘霞）在一项最新研究中，日本名古屋大

学医学院研究团队发现，基质细胞衍生

因子 4（SDF-4）蛋白是一种可靠的肿瘤

标志物，其检测胃癌的准确率接近90%。

目前，检测胃癌、结直肠癌和乳腺

癌等癌症的血液检测方法使用的肿瘤

标志物包括 CEA和 CA19-9等，并不能

准确检测所有癌症。此外，其他标记物

也存在昂贵的测量成本或侵入性测试

方法等缺点。

研究人员调查了癌症细胞分泌的

蛋白质，确定 SDF-4 是一种有潜力的

候选标记物。当他们测量癌症患者和

健 康 人 士 血 液 样 本 中 SDF-4 的 浓 度

时，发现癌症样本中 SDF-4 的水平升

高，癌症患者的血液样本包括来自癌症

患者的胃、食道、结肠直肠、胰腺、乳腺

和肝的样本。

癌症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非常

重要。敏感性显示检测能在多大程度

上发现患者所患疾病；而特异性则显示

检测患者罹患某一疾病的可能性。通

过测试蛋白质 SDF-4，研究团队发现它

的敏感性为 89%，特异性为 99%，超过

了传统肿瘤标志物在识别癌症患者中

的 敏 感 性（CEA 仅 13% ；CA19-9 为

17%）。

此外，研究团队在胃癌Ⅰ期患者的

样 本 中 也 发 现 了 高 水 平 的 蛋 白 质

SDF-4，这表明医生或许可借助它在症

状刚出现时发现癌症。

新标记物检测癌症准确率达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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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11月 14日电 （记

者张梦然）一种利用材料的内在物理

特性来大幅减少能源使用的类脑计算

形式，距离现实又近了一步。在《自

然·材料》杂志上发表的这项新研究

中，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和伦敦帝国理

工学院小组使用手性（扭曲）磁体作为

计算介质，发现通过施加外部磁场和

改变温度，可调整这些材料的物理特

性以适应不同的机器学习任务。

传统计算消耗大量电力，部分原

因是它有独立的数据存储和处理单

元，信息必须在两者之间不断地转换，

浪费能源并产生热量。这对于机器学

习来说是一个严重问题，导致训练一

个大型人工智能模型可产生数百吨二

氧化碳。

而物理储层计算旨在消除对不同

内存和处理单元的需求，促进更有效

的数据处理方式。但这种计算方法迄

今应用受限，是因为材料的物理特性

可能使其在某些计算任务中表现出

色，但在另一些任务中却表现不佳。

而今这项研究使人们更接近于实现物

理储存库的全部潜力，创造出像人类

大脑一样的计算机，不仅显著减少需

要的能量，而且还可调整其计算特性，

以在各种任务中最佳地执行。

团队使用矢量网络分析仪来确定

手性磁体在不同磁场强度和-269℃

到室温范围内的温度下的能量吸收。

他们发现手性磁体的不同磁相，在不

同类型的计算任务中表现出色。在斯

格明子阶段，磁化粒子以类似漩涡的

方式旋转，具有强大的记忆能力，适合

预测任务。与此同时，在圆锥形阶段

几乎没有记忆，但它的非线性非常适

合转换任务和分类。

团队设计了一种神经拟态计算架

构，利用复杂的材料特性来满足各种

具有挑战性任务的需求。目前取得了

很好的结果，展示了可直接定制神经

形态计算的可能。

物理储层计算，可以低功耗对时

间序列信号进行高速处理，简单理解，

就是一种更省资源的计算方式。计算

机的一大硬伤，就是耗能。人类大脑

处理如此多纷繁复杂的信息，但一天

消耗的能量折算成瓦特，还不到一台

普通电脑的十分之一。如何在降低能

耗的同时保持优秀的计算能力？本文

用手性磁体和环境调节来完成这一任

务。在不同温度下，磁体表现出不同

磁相，仿佛是不同的分身，能够优秀地

执行不同计算任务，实现节能和算力

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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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11月 14日电 （记

者张梦然）《自然·通讯》14 日发表的

一 篇 论 文 指 出 ，一 个 名 为 GRB

221009A 的非常明亮、持续时间长的

伽马射线暴（GRB）或使距离地面 500

千米的地球上电离层电磁场发生较大

变化。天文学家认为，这可能是在地

球大气中探测到的最强 GRB之一。

地球大气的电离稳定性，在生命

演化与持续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

会受到能产生高能 GRB 的宇宙爆炸

的影响。这些 GRB 可能会造成电离

层干扰，其释放的高能粒子会使电离

层发生异常电离。虽然已知 GRB 会

对地球下电离层产生影响，但它们对

上电离层的影响从未观测到。之前有

研究发现，GRB 221009A 会在下电离

层造成电离层扰动，但对上电离层没

有这类影响。

由中国和意大利科学家组成的

研究团队此次分析了卫星和地面基

站获得的电离层数据。他们发现在

2022 年 10 月 9 日，一次强烈而长时间

的电离层扰动让上电离层发生了一

次较大变化，且两个事件都与 GRB

221009A 有关。这个 GRB 约有 7 分

钟长，但在初次观测后的 10 余小时

后仍能探测到。

地球上电离层探测到伽马射线暴

科技日报北京11月 14日电 （记

者刘霞）由西班牙和美国科学家主导

的国际天文学家团队，利用詹姆斯·韦

布空间望远镜发现了迄今已知最遥远

的类银河系棒状螺旋星系，其已超过

110 亿岁，这一发现可能意味着星系

的形成和演化理论的某些方面需要修

正。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自然》

杂志。

最新发现的星系名为ceers-2112，

其中心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星系棒。约

三分之二的螺旋星系（包括银河系）都

拥有星系棒，里面充满了“婴儿”恒星。

在螺旋星系内，恒星以有序的方式旋转

（与银河系中出现的情况一样），由于螺

旋结构的不稳定性或邻近星系的引力

作用，星系棒可以自发形成。

此前天文学家们认为，星系需要

几十亿年时间才能形成有序的星系

棒，但观测显示，ceers-2112 的星系棒

在宇宙大爆炸后约 10 亿年或更短时

间内形成。而 ceers-2112 的“横空出

世”意味着星系成熟和有序的速度比

科学家此前认为的要快得多，表明星

系的形成和演化理论的某些方面需要

修正。

研究人员称，ceers-2112 的发现

将改变天文学的至少两个方面的研究

工作。首先，有些星系在宇宙大爆炸

后不久就变得足够稳定，足以形成星

系棒，星系的形成和演化理论模型可

能需要调整早期宇宙星系中暗物质的

组成量，因为暗物质被认为会影响星

系棒的形成速度。其次，因为过去的

星系比现在更小，使得寻找星系棒变

得更加困难，ceers-2112 的发现为在

年轻的宇宙中发现更多星系棒铺平了

道路。

迄今最遥远类银河系棒状星系发现
或意味着星系形成和演化理论需修正

艺术图描绘了强大的伽马射线暴
对地球电离层造成的严重干扰。

图片来源：《自然·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