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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梦然）英国

《物理世界》杂志 12 月 7 日公布 2023 年

度十大突破，范围从天文学、医学物理

学研究到量子科学、原子物理学等。

在 活 体 组 织 内 生 长 电 极 、“ 数 字

桥”恢复脊髓损伤患者行走两项医疗

相关成果入选此次榜单。瑞典科学

家开发了一种直接在活体组织内创

建电子电路的方法，将神经组织与电

子设备连接，提供了一种研究神经系

统复杂电信号或调节神经回路以治

疗疾病的方法。另一组瑞士研究团

队在患者大脑和脊髓之间开发了一

座“数字桥梁”，脊髓损伤的患者在植

入手术后，重新获得对腿部运动的直

接控制。

基础物理方面，中微子探测质子结

构、反物质的重力探索、时间的双缝演

示成果入选。美国和加拿大团队展示

了如何从塑料靶散射的中微子中，收集

有关质子内部结构的信息，进一步阐明

中微子如何与物质相互作用。欧核中

心的 ALPHA-g 实验则首次直接观察

到反氢原子对重力的反应与物质大致

相同，为标准模型之外的新物理学打开

了大门。英国团队演示了杨氏双缝时

间干涉，可应用于信号处理和通信或光

计算的光开关。

天文学研究中，在玻色—爱因斯

坦凝聚体（BEC）中模拟膨胀宇宙、早

期星系改变宇宙“铁证”入选。德国、

西班牙和比利时团队使用 BEC 模拟

了膨胀的宇宙及其内部的量子场，让

人们了解真实的宇宙是如何变成今天

的样子的。另一组科学家利用詹姆

斯·韦布太空望远镜找到了令人信服

的证据，证明早期星系导致了早期宇

宙的再电离。

材料学领域，首个原子 X 射线图

像、材料中的超音速裂纹入选。美国团

队利用同步加速器 X 射线对单个原子

进行成像，能探测到极低水平的有毒物

质。以色列团队则发现某些材料中的

裂纹传播速度可超过声速，这一结果与

之前的实验结果和基于经典理论的预

测相矛盾。

此外，大规模量子网络的构建模块

亦入选。奥地利和法国团队建造了一

个量子中继器，并使用它通过标准电信

光纤在 50 公里的距离上传输量子信

息，从而展示了所有单个系统中长距离

量子网络的关键功能。

《物理世界》揭晓2023年度十大突破

将近年末，回望 2023 年，人类向木

星、月球、小行星等天体派出了“使者”，

以进一步揭示其“庐山真面目”；詹姆斯·
韦布空间望远镜为宇宙拍摄了前所未有

的高清图像，向人们展现了宇宙的广袤

无垠和绚丽多姿；关于伽马射线爆发等

在内的一些宇宙奥秘也在科学家的不懈

追求下，展露出部分“真容”。

韦布照片展示星空大美

自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开始发

回照片以来，它拍摄的很多图像令世人

惊艳，向人们展示了宇宙的斑斓色彩。

今年，韦布空间望远镜拍摄了令人

惊奇的环状星云的新图像。图像显示，

整个星云被一层氧气包围，当恒星发出

的光经过时，这层氧气让该星云发出绿

光。环状星云距地球约 2600 光年，位

于天琴座方向，是一颗垂死恒星喷出外

层形成尘埃和气体的产物。这张图像

揭示了一颗恒星生命的最后篇章，也可

看成太阳未来命运的预演，有助进一步

了解太阳系的未来。

土星显然是太阳系中最“上镜”的

行星。今年 6月 30日，美国国家航空航

天局公布了一张由韦布空间望远镜的

近红外相机拍摄的土星照片，揭示了土

星在其他波长下看不到的精细结构。

英仙座分子云中一颗年轻恒星释

放出令人惊叹的星际激流，形成 Her-

big-Haro 211 天体。原恒星和刚刚诞

生几万年的“婴儿”太阳类似，韦布对

Herbig-Haro 211的高分辨率近红外观

察和相关光谱分析能让人们一窥太阳

系的演化历程。

向宇宙派出更多“使者”

2023年，科学家向宇宙派出了很多

“使者”。

今年 4 月，欧洲空间局向木星发射

了木星冰月探测器（JUICE）。按照计

划 ，JUICE 将 经 过 8 年 太 空 旅 行 ，于

2031年抵达木星系统。届时，它将对木

星及其周围的 3 颗冰卫星（木卫二、木

卫三和木卫四）开展探测，研究木星的

大气层和磁场、冰卫星表面的冰壳，以

及化合物成分，并探寻冰卫星存在生命

的可能。

月球可谓宇宙探索领域的超级“网

红”。今年 8月，印度的“月船 3号”在月

球南极着陆，这是第一艘在月球南极附

近着陆的航天器。着陆器和火星车运

行了一个月球日（相当于地球上的两

周），然后在月夜的严寒中“丧生”。它

在月球上收集的数据尚未分析和发布，

但该任务的目标是在南极附近寻找水

源，这可能对未来几十年的载人任务甚

至永久月球基地的建设至关重要。

10月 13日，NASA和太空探索技术

公 司 SpaceX 共 同 发 射 了“ 普 赛 克 ”

（Psyche）航天器以探测同名的金属小行

星。该探测器预计将于2029年8月抵达

目的地，总计飞行里程可达 35 亿公里。

探测器将围绕小行星运行26个月，并通

过扫描来分析其重力、磁性和成分。

“普赛克”小行星主要由金属构成，

而非像许多其他小行星那样由岩石构

成，因此可能是人们近距离观察行星中

心的最佳机会，有助研究人员更好地了

解地球核心的组成部分。

突破与希望交织

今年探索宇宙奥秘的科学家也收

获了不少高光时刻。

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牵

头的国际合作组科学家，利用我国高海

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精确测量了迄

今最亮伽马暴 GRB221009A 的高能辐

射能谱，并据此获得了对伽马暴的全新

认知，为检验爱因斯坦相对论适用范

围、探索暗物质候选粒子等前沿研究提

供了重要信息。

今年 3 月，天文学家在水星轨道上

发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神秘尘埃环。

此前人们只知道在地球和金星的轨道

上有这样的尘埃环，这些尘埃在行星引

力的影响下聚集在一起。但人们认为

水星太小，离太阳太近，强烈的太阳风

和太阳磁场会将尘埃卷走，因此不可能

会出现此类尘埃环。2018年 10月 20日

发射的贝皮·科伦坡探测器预计 2025

年 12月 5日抵达水星轨道，届时其将分

析水星的结构、内部动力、磁场产生及

其与太阳和太阳风的相互作用。

宇宙探索并非总是一片坦途。今

年 4月，SpaceX 的星舰开启了首次太空

之旅，但整个旅程只持续了 4 分钟便轰

然解体，化为一团大火球。今年 11 月，

星舰再接再厉，迎来二次试飞，但仍以

爆炸告终。尽管如此，SpaceX 称这两

次测试都取得了部分成功。如果星舰

要在未来几年将宇航员和货物运送到

月球，持续的测试不可或缺。

（本文图片来源：《新科学家》网站）

回 望 2023：宇 宙 探 索 不 停 歇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佳欣）据英国

《新科学家》网站 12月 6日报道，美国太

空军正准备第 7 次发射 X-37B 太空飞

机。已发布的少量信息表明，这将是这

架无人驾驶的太空飞机迄今为止最高

和最长的飞行。

在前 6次飞行任务中，X-37B 在太

空中度过了 3774 天，其中最后一次在

轨任务持续了 908 天，是 6 次任务中持

续时间最长的。在前 5 次飞行中，这架

飞机由“阿特拉斯 5”号火箭发射。第 6

次飞行则使用的是美国太空探索技术

公司（SpaceX）的“猎鹰 9”号火箭。

于 10 日进行的发射将搭载猎鹰重

型火箭，这枚火箭的威力大约是“阿特

拉斯 5”号和“猎鹰 9”号的 3倍。太空军

的一份声明称，这架太空飞机将在新的

轨道条件下运行，可能是 X-37B 迄今

为止最高和最长的飞行。

美国政府没有透露之前任务的确

切轨道参数。太空军发言人劳拉·麦克

安德鲁斯表示，从历史上看，X-37B 每

次任务都扩大了飞行器的飞行包线（飞

机的速度和高度限制原则）。可以肯定

的是，这次任务也会如此。

之前每次飞行都保持在近地轨道，

距离地表不到 1000 公里。但猎鹰重型

火箭能够将航天器运送到更远的地方，

甚至到达太阳系的最远端。太空军和

SpaceX 均未提供有关此次任务计划轨

道的任何具体信息。

此次任务计划进行几项机密和非

机密的科学实验。非机密实验包括测

试太空辐射对各种材料和种子的影

响，机密实验则包括太空军在其声明

中所说的“空间域感知技术实验”。空

间域感知通常包括监测卫星和轨道飞

行器，以确保它们不会撞到彼此或地

球，但目前尚不清楚此次任务将测试

哪些技术。

美太空飞机将进行迄今最高最长飞行

科技聚焦

人造细胞可在内部产生多种蛋白质
德国和瑞士团队在使用合成材

料合成人造细胞方面实现突破。这

些细胞通过一种被称为生物催化聚

合 诱 导 自 组 装（BioPISA）的 过 程 制

造，代表了合成生物学领域的重大

进步。

新理论统一爱因斯坦引力与量子力学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物理学家发表

的两篇论文中提出了一种惊人的理

论，该理论统一了引力和量子力学，同

时保留了爱因斯坦的经典时空概念。

这一“经典引力的后量子理论”表明时

空可能是经典的，也就是说，根本不受

量子理论的支配。

技术刷新

AI仅用17天独自创建41种新材料
最新的由人工智能（AI）驱动的平

台 GNoME（材料探索图形网络），已

可以自行发现和合成新无机化合物，

包括发现了超 220 万个稳定结构、17

天便独自创建了 41 种新材料，其速度

和精确性均远超人类。

超声波技术实现无创“读脑”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研究人员开发

的功能性超声技术可以成为一种“在

线”脑机接口（BMI）的基础，这种 BMI

可以读取大脑活动，通过用机器学习

编程的解码器破译其含义，从而控制

一台延时极短、可准确预测运动的计

算机。

前沿探索

蛋白质折叠的细胞密码破解
人们通常认为，疾病是由异物（细

菌或病毒）入侵人体引起的，但影响人

类的数百种疾病，其实是由细胞蛋白

质生成错误引起的。美国团队最近利

用尖端技术，破解了基于碳水化合物

的代码，该代码控制某些蛋白质的正

常形状，而正常的蛋白质形状才能使

人体保持健康。

“最”案现场

迄今最多逻辑量子比特计算机问世
美国波士顿量子计算初创公司

QuEra 建造的新型量子计算机拥有迄

今数量最多的逻辑量子比特——达到

48 个，是此前逻辑量子比特数量的 10

倍多。这一成果向构建出实用量子计

算机迈出了重要一步。

科技轶闻

人体器官可以“未老先知”
美 国 科 学 家 首 次 提 出 了 一 种

新方法分析人体器官的老化，其可

更 好 地 预 测 疾 病 风 险 和 老 龄 化 影

响 。 这 项 对 逾 5000 人 的 调 查 分 析

显 示 ，其 中 近 20% 的 人 表 现 出 某 一

器官明显加速老化，这表明可能存

在器官特异性疾病，或增加其死亡

风险。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国 际 要 闻 回 顾
（12月 4日—12月 10日）

““星舰星舰””发射发射

科技日报北京12月 10日电（记

者刘霞）美国两个科研团队在7日出版

的《科学》杂志上分别刊文称，他们首

次让单个的分子处于量子纠缠状态。

在这种奇怪的状态下，分子之间即使

相距遥远也能同时相互关联、相互作

用。研究团队指出，这项研究为很多

应用奠定了基础，包括构建更好的量

子计算机、量子模拟器和传感器等。

实现可控的量子纠缠面临诸多挑

战，此前科学家从未让单个分子发生量

子纠缠。研究人员指出，与原子相比，分

子具有更多量子自由度，可以新方式相

互作用，这使它们特别适合用于某些量

子信息处理和复杂材料的量子模拟。但

分子非常复杂，自由度难以把控，因此让

单个分子发生量子纠缠极为困难。

在最新研究中，普林斯顿大学物

理学助理教授劳伦斯·丘克等人选择

了一种具有极性的分子，用激光将其

冷却到超低温，然后使用一套激光束

系统“光镊”撷取单个分子，由此可以

创建由一个一个的分子组成的阵列，

如孤立的分子对和无缺陷的分子串。

接下来，他们将量子比特编码为

分子的非旋转和旋转状态，并证明这

些分子量子比特仍然相干（叠加）。另

外，他们使用一系列微波脉冲，使单个

的分子以相干方式相互纠缠，并让这

种纠缠持续了一定时间，实现了两个

纠缠分子的双量子比特门，后者是通

用数字量子计算和复杂材料模拟的基

石。哈佛大学科学家开展的类似实验

也证明了这一点。

研究团队指出，这种分子阵列有

望成为很多量子研究领域的新平台，

如模拟量子多体系统以发现材料的新

磁性等。

量子信息技术是目前炙手可热的前

沿科学领域，相关研究进展层出不穷。

多个量子比特的相干操纵和纠缠态制

备，是发展可扩展量子信息技术，特别是

量子计算的最核心指标。量子计算实现

的必要条件包括可扩展、可初始化、长相

干等。其中，可扩展性即增加量子比特

数目，可实现大规模量子计算；而长相干

时间即量子态保持量子相干，能用于逻

辑运算。此前，科学家已实现多个光量

子比特超纠缠态的实验制备，让单个分

子处于量子纠缠状态，有望为量子信息

技术研究带来新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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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佳欣）英国

国家气象局 12 月 8 日预测，2024 年

可能是全球平均地表温度比工业化

前时代高出 1.5℃以上的第一年。这

是英国气象局首次预测一年内气温

有可能暂时超过 1.5℃，暂时超过并

不意味着违反了《巴黎协定》。2015

年，来自世界各地的官员在巴黎举

行的会议上同意努力防止全球气温

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但超过

1.5℃的第一年肯定会是气候历史上

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根据预测，2024 年有 27%的可能

比 1850—1900 年 的 平 均 气 温 高 出

1.5℃。但这一可能性或比 27%更高，

因 为 2023 年 的 气 温 超 出 预 期 。 在

2023 年之前的 10 年里，全球平均地

表温度一直在英国气象局年初预测

的范围内。但对于创纪录的 2023 年，

与工业化前相比 1—10 月的平均升

温 为 1.4℃ ，高 于 2022 年 底 预 测 的

1.1℃—1.3℃。

部分原因可能是目前的厄尔尼诺

现象比预期的更强。在厄尔尼诺期

间，不断变化的风将温暖的海水传播

到整个太平洋，暂时使大气变暖。此

外，2022 年汤加水下火山的喷发还向

平流层注入了大量水蒸气，具有变暖

效应。更重要的是，南半球的气温比

预期的要高，原因尚不完全清楚。

只从单月气温而不是年份来看，

有记录以来第一次超过 1.5℃限制的

月份是 2016 年 1 月，当时正值最后一

次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随后的一个

月更加温暖，异常升温 1.64℃，是迄今

为止最热的月份。然而，今年 11 月可

能会超过这一数字。

根据短时数据，今年早些时候，11

月 17日是比工业化前升温超过 2℃限

制的第一天。根据目前趋势，预计长

期平均气温在本世纪 40 年代左右升

温将超过 2℃限制。

2024年全球升温或首破1.5℃

科技日报讯（记者冯志文）12月6

日，南非 2023 年度科学论坛在比勒陀

利亚开幕，中国驻南非大使馆科技处获

得南非2023年度科学外交奖。在颁奖

仪式上，南非科创部副总司长丹·杜特

伊特说：“我们相信科学无国界。在过

去的一年，中国大使馆科技处做出了变

革性的工作，领导并实施了中南青年科

学家交流项目、中南联合研究项目等，

促进了中南科技合作。”

中国驻南非大使馆科技处获南非2023年度科学外交奖

南非高等教育、科创部部长布莱德·恩齐曼迪（左一）和南非高等教育和科创
部总司长菲利普·姆吉瓦拉（右一）亲自为中国大使馆科技公参沈龙（中）颁奖。

本报驻南非记者 冯志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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