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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今日视点K
◎本报记者 刘 霞

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15日电 （记

者张佳欣）想象一下，有一台显微镜可

以放大和增强最微小的细节，揭示出

一个超出传统分辨率限制的世界。这

正 是 增 强 型 超 分 辨 率 径 向 波 动

（eSRRF）给科学前沿所带来的体验，

这是一种犹如“魔杖”般的升级版超分

辨率显微镜。据 13 日《自然·方法》杂

志报道，葡萄牙古尔本基安科学研究

所的科学家利用 eSRRF，实现了高保

真 3D 活细胞纳米镜检查，其能以大约

每秒 1 单位体积的惊人速度捕捉活细

胞的快照。

eSRRF 将显微成像带到了一个新

水平，为底层结构和分辨率提供了增强

的保真度。eSRRF 具有自动数据驱动

的参数优化功能。它确定了重建所需

的最佳帧数量，为科学家提供了轻松高

效的成像体验。此外，eSRRF 通过与

多焦点显微镜合作超越维度，引领了

3D超分辨率时代。

eSRRF 的设计具有用户友好性，

可与各种显微技术和生物系统无缝集

成，因此研究人员可以无技术障碍地探

索微观领域。

研究人员解释道，eSRRF 为活细

胞成像开辟了新的可能性。这不仅仅

是 为 了 提 高 图 像 分 辨 率 ，有 了

eSRRF，研究人员能基于定量的图像

质量测量来优化结果。新方法也为

研究人员提供了一种动态工具，让看

不 见 的 东西变得可见。eSRRF 可能

会为从生物学到医学的多个领域带来

革命性的变化。

“魔杖”显微镜实现高保真三维活细胞成像

非营利组织“气候中心”最新发布

的一份报告显示，过去 12 个月是 1850

年有气候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

约有 73 亿人暴露在受全球变暖严重影

响的温度下至少 10 天，其中四分之一

的人在过去 12 个月里遭遇危险的极端

高温。英国《自然》杂志网站在近日的

报道中指出：气候变化是造成上述情况

的罪魁祸首。

科学家表示，这种升温大部分是由

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造成的。此

外，最新报告凸显了各国采取行动的迫

切需要。

今年成12.5万年来最热年

研 究 人 员 此 前 估 计 了 全 球 气 候

变化对特定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这

一过程被称之为气候归因。现在，科

学家计算了 2022 年 11 月至 2023 年 10

月 初 ，人 类 活 动 引 发 的 气 候 变 化 对

175 个国家和 920 个城市每日气温的

影响。

他们发现，过去 12 个月的全球平

均气温比 1850年至 1900年工业化前的

基准期高 1.32℃，超过了 2015 年 10 月

至 2016 年 9 月创下的比工业化前基准

高 1.29℃的纪录。

而且，该报告发布之际，欧盟哥白

尼气候变化服务中心预测，2023年将是

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截至 10 月的

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的平均水平高

1.43℃。

“气候中心”科学副总裁安德鲁·珀

欣强调称，据推测，2023 年是 12.5 万年

来地球上最热的一年。

分析数据计算气候
变化影响

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气候研究

人员弗里德里克·奥托参与创立并推动

了归因研究这个年轻科研分支的发展，

是业界鼎鼎有名的“天气侦探”。她表

示，这种升温大部分是由人类活动造成

的，厄尔尼诺等持续的海洋变暖事件导

致的气候自然变化的影响则要小得多。

通过分析每日气温数据，研究团队

使用气候变化指数（CSI）计算了气候变

化对全球每日气温的影响。CSI 等级

从-5 到 5，CSI 值为零意味着人类造成

的气候变化对每日温度没有可检测到

的影响；CSI 值为正表明气候变化导致

每日温度上升；CSI 值为负意味着气候

变化使观测温度更低。

研究人员发现，全球有 73 亿人暴

露在受气候变化强烈影响的温度下至

少 10天。在过去 12个月的前一半时间

里，南美洲、非洲和马来群岛的热带地

区的 CSI 值为 3 或更高，且下半年气候

变化对温度的影响更加强烈。

为气候变化归因提
供有力证据

牙买加是全球变暖对日常气温影

响最大的国家，人们经历的高温归因于

气候变化的可能性是其他地区的 4.5倍

以上，危地马拉和卢旺达的升温也因气

候变化而增加了 4倍多。

研究人员通过将最近的温度数据

与 1991—2020 年参考期间收集的数据

进行比较，估算出了过去 12 个月里，人

口为 100万的 700个城市经历极端高温

的程度，极端高温指该地区不到 1%的

时间内出现的高温。

研究团队发现，37 个国家的 156 个

城市经历了连续 5 天及以上的极端高

温，144 个城市经历的极端高温归因于

气候变化的可能性是其他地区的两

倍。美国休斯敦连续 22 天出现极端高

温天气，紧随其后的是雅加达、新奥尔

良、路易斯安那州等。全世界有 19 亿

人（占世界人口的 24%），连续 5 天忍受

极端高温。

研究人员表示，最新分析的独特之

处在于，这种方法可持续更新最热 12

个月的情况，而不仅仅是最热的一个自

然年，因此有望帮助人们提高对每个月

气候变化影响的认识。这项研究也清

楚地为气候变化归因科学提供了有力

证据。

气候变化带来地球最热年

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15日电 （记

者刘霞）来自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和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

的科学家，创建了迄今最高效的量子

安 全 加 密 算 法“LaV”，该 算 法 使 用

端-端加密来抵御量子计算机的强大

攻击，因此有望加强在线交易、即时

消息服务、数据隐私、加密货币和区

块链等系统的安全性。相关论文已

提交在美国圣巴巴拉举行的第 43 届

国际密码学会议。

端-端加密是一种使用加密密钥

确保发送方和接收方之间数字通信安

全的方法。许多流行的移动消息服务

使用端-端加密，这种加密方法使任何

人，包括通信系统提供商、电信提供商、

互联网提供商或黑客，都无法访问发送

者和接收者之间传输的信息。

普通计算机甚至超级计算机需要

数百万年时间才能侵入并访问受端-

端加密保护的数据，但大规模量子计算

机能在几分钟内破解加密且访问加密

信息。

研究人员表示，新加密工具将有

助于提高端-端加密的安全性，可应

用于使用端-端加密的各种移动应用

程序和在线交易，是一种可用于增强

现有系统对抗量子计算机攻击的实用

算法。

大规模量子计算机可能在未来 10

年成为现实，其或许会威胁到目前部署

的加密系统的安全。此前的经验表明，

更新现有在线系统内部署的加密算法

可能需要 10 年或更长时间。这意味着

人们需要紧急开始更新现有网络安全

基础设施，确保系统在即将到来的量子

威胁出现之前得到保护。

目前，研究团队正在构建一个完整

的量子安全密钥透明协议，以部署于加

密应用内。

迄今最高效量子安全加密算法出现

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15日电 （记

者张梦然 刘霞）英国剑桥大学团队开

发了一种漂浮的太阳能装置，可在世界

任何地方将受污染的水转化为清洁的

氢燃料和纯净水。该装置可在资源有

限或离网环境中发挥作用，因为它可与

任何开放水源配合使用，并且不需要任

何外部电源。研究结果发表在新一期

《自然·水》杂志上。

该装置的灵感来自光合作用。研

究人员表示，太阳能驱动的水分解，即

水分子被分解为氢气和氧气，需要从

完全纯净的水开始，因为任何污染物

都会损害催化剂或导致不必要的化学

副反应。但在偏远或发展中地区，清

洁水相对稀缺，而且水净化所需的基

础设施也不容易获得，水分解极其困

难。如果能使用受污染的水展开工

作，则可同时解决两个问题：它可分解

水来制造清洁燃料，同时制造出清洁

的饮用水。

研 究 人 员 将 光 催 化 剂 沉 积 在 纳

米 结 构 的 碳 网 上 ，该 碳 网 是 光 和 热

的 良 好 吸 收 体 ，光 催 化 剂 用 来 产 生

水 蒸 气 。 多 孔 碳 网 经 过 防 水 处 理 ，

既 可 帮 助 光 催 化 剂 漂 浮 ，又 可 使 其

远离下面的水，这样污染物就不会干

扰其功能。

团队在浮动装置顶部使用了紫外

线吸收层，通过水分解生产氢气。太阳

光谱中的其余光传输到设备底部，使水

蒸发。

研究人员称，他们模仿了植物叶子

的蒸腾过程，通过这一方式可更好地

利用光获得蒸汽来生产氢气。新装置

对污染物的耐受性非常好，而且浮动

设计允许基材在非常浑浊或泥泞的水

中工作。

漂浮太阳能装置同时产生清洁水和氢

eSRRF和 SRRF的超分
辨率重建图像是从 1000
帧高密度波动数据获得
的，这些数据是根据实验
稀疏发射器数据集在计算
机中创建的。

图片来源：《自然·方
法》

过 去 12 个 月 是
1850年有气候记录以来
最热的一年。全球约有
73亿人暴露在受全球变
暖严重影响的温度下至
少10天，其中四分之一
的人在过去12个月里遭
遇危险的极端高温。

极端高温影响了包
括美国得克萨斯州在内
的一些地方。图为野外
工作人员正在高温环境
里大量饮水。

图片来源：《自然》
网站

漂浮太阳能装置
可在世界任何地方将
受污染的水或海水转
化为清洁的氢燃料和
纯净水。

图片来源：《自
然·水》杂志

科技日报北京11月 15日电 （记

者张梦然）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和一家美国初创公司的研究人员使用

最新激光扫描技术，首次成功打印出

一只机械手，其中包含由不同聚合物

制成的骨骼、韧带和肌腱。这项新技

术使一次性 3D 打印具有弹性的特种

塑料成为可能，为柔性机器人结构的

生产开辟了全新路径。该研究发表在

最新一期《自然》杂志上。

3D 打印技术以前仅限于快速固

化塑料，但现在也适用于慢速固化塑

料。研究人员此次使用各种优质材料

一次性 3D打印出复杂、更耐用的机械

手，其使用的新技术让柔软弹性的特

点与刚性材料很容易地结合在一起。

研究人员可根据需要用它来创建精致

的结构和带有空腔的零件。

这是科学家利用缓慢固化的硫醇

烯聚合物，首次成功一次性打印出一

只机械人手。硫醇烯聚合物具有非常

好的弹性，弯曲后恢复到原始状态的

速度比聚丙烯酸酯快得多。此外，硫

醇烯的硬度也可很好地进行微调，以

满足柔性机器人的要求。由软材料制

成的机器人比传统的金属机器人更具

优势。这是由于它们柔软的身体，在

与人类一起工作时伤害人类和自身受

损的风险均较小，也更适合处理易碎

物品。

为适应慢固化聚合物的使用，团

队添加了 3D激光扫描仪，可即时检查

每个打印层是否有表面不规则之处。

这一反馈机制可在打印下一层时通过

实时精确的计算，对材料进行调整，从

而精确补偿材料的不足。

科技来源于想象，想象力则是推

动人类走向物种最顶端的原动力。软

体机器人的自由度其实就是想象力付

诸现实的实例。它可以根据人们的需

求自由变化，有着极高的灵活性以及

与生俱来的高度适应性。毫无疑问，

一只拥有骨骼、韧带和肌腱的机械手，

在与人类互动方面将更具安全优势，

也将在生物工程、救灾救援、医疗领域

有着很大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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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机械手示意图。
图片来源：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科技日报北京11月 15日电 （记

者张梦然）据最新一期《科学·转化医

学》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人

员开发了一种纳米纤维修复贴片，其

中包含一种受张力激活的抗炎药物，

可用于纤维环（椎间盘软中心周围的

坚韧环）损伤的修复。

在椎间盘损伤的山羊模型中，贴

片有助于防止椎间盘退行性变化，这种

退化通常在损伤治疗不及时时发生。

新贴片可帮助预防复发性和疼痛性椎

间盘突出症，这可能会影响约25%接受

显微椎间盘切除术的患者。显微椎间

盘切除术通过手术去除突出物质以缓

解疼痛，但并不能修复椎间盘的损伤。

如果不进行修复，损伤和伴随的炎症会

导致椎间盘进一步退化。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团队创造了

一 种 纳 米 纤 维 张 力 激 活 修 复 贴 片

（TARP），其中嵌入了美国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批准的抗炎生物药物阿那

白滞素，这种药物可用于治疗纤维环

损伤。TARP 提供损伤的物理闭合，

并与该部位的新胶原材料整合，而阿

那白滞素则响应脊柱正常运动产生的

张力从 TARP中释放出来。

研究人员发现，针对患有急性颈

椎损伤的山羊，一个月的TARP治疗可

防止进一步破坏椎间盘稳定性的损伤。

抗炎脊髓贴片可修复椎间盘突出

照片显示缝合线穿过十字瓣环
切开术的拐角，以及TARP沿缝合线推
进，以固定交叉撕裂伤处的每个角并
确保其在整个损伤的中央位置。

图片来源：研究团队/《科学·转化
医学》

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韩国研究财团、韩国国家科学技术研究会于11
月 9 日—12 日在韩国京畿道国立果川科学馆共同举办“2023 韩国科学技术大
展”，展会包括韩国近年优秀研究成果展示、论坛、研讨会、大众科学演讲等。

图为科技展开幕式上机器人音乐指挥和儿童合唱团合作表演。
本报驻韩国记者 薛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