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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今日视点
◎本报记者 张佳欣

科普园地科普园地

科技日报北京2月 20日电 （记者

刘霞）在量子力学领域，科学家一直难

以在室温下观测和控制量子现象，尤其

是在大尺度上。据瑞士洛桑联邦理工

学院官网报道，该校科学家开发出一种

超低噪声系统，在室温下实现了量子

“光学压缩”。这项开创性研究有助科

学家理解如何创建大而复杂的量子

态。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自然》

杂志。

一般而言，科学家更容易在接近绝

对零度的环境下检测到量子效应，但这

一极低温度要求制约了量子技术的实

际应用。

在最新研究中，研究团队创建了一

个超低噪声光学机械系统。这是一种

光和机械运动相互连接的装置。该系

统使他们能够高精度地研究和操纵光

影响运动的物体。室温的主要问题是

热噪声，它会扰乱微妙的量子动力学。

为最大限度减少这种情况，研究人员用

到了专门的反射镜——腔镜，其能在有

限的空间内来回反射光线，有效地“捕

获”光线，并增强其与系统中机械元件

的相互作用。

系统另一关键部件是一个 4 毫米

的鼓状装置，即机械振荡器，它可与腔

内的光相互作用。该装置设计精巧，尺

寸相对较大，能与环境噪声隔离开来，

使科学家能在室温下检测到微妙的量

子现象。

研究团队可在不需要极低温度的

情况下，有效地控制和观察宏观系统中

的量子现象。这将有助于扩大量子光

学机械系统的使用范围，在宏观尺度上

开展量子测量和量子力学实验。

研究人员表示，他们新开发的系统

可能会催生新型混合量子系统。在这

种系统中，机械鼓可与不同物体，如被

捕获的原子云，发生强烈的相互作用。

超低噪声系统实现室温量子“光学压缩”
有 助 理 解 如 何 创 建 大 而 复 杂 的 量 子 态

也许几十年后，当宇航员登陆火星

时，他们需要新的联系方式，无论是彼

此之间的交流，还是与周围设备的联

系，或是与地球任务控制中心进行通

信。遥远星球上的宇航员更希望能与

地球上的亲人进行视频聊天，通话质量

清晰且无延迟。

但是，在火星连接地球上的 WiFi

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地球距离火星实

在是太遥远了。人们或许需要另一种

策略。欧洲空间局（ESA）系统工程师

克莱尔·帕菲特表示，建立良好的通信

基础设施对于人类完成火星任务至关

重要。

太空旅行的未来发展必然伴随着

更好的通信方式的出现。那么，火星上

可能有互联网吗？

“精心编排的舞蹈”
连接地火通信

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副主

席杨宇光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人类在本世纪是不可能殖民火星

的，但有必要在这里建立永久驻留基

地。基于这一前提，才要在火星上建立

互联网。

不过，在人们搭建火星互联网之

前，首先要了解火星上现有的通信方式

是如何运作的。

据美国《科学新闻》杂志网站介绍，

地球与火星的许多通信都是通过火星中

继网络进行的。目前，在火星轨道上运

行的 5 个探测器组成了这个网络，它向

火星地面任务发送指令，并从它们那里

接收科学数据。这5个探测器是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火星勘测轨道

飞行器、火星大气与挥发物演化探测器、

火星奥德赛探测器和ESA的火星快车和

微量气体轨道飞行器。NASA将其描述

为“一支精心编排的舞蹈”。

ESA 目前正在探讨“火星通信和导

航基础设施”概念。如果继续推进，该

项目将强化目前的中继网络，并开发一

套与通信和导航相关的有效载荷，可搭

载在任何前往火星的飞行器上。一旦

部署到轨道上，这些有效载荷将充当节

点，在火星上提供无线通信。它们也可

留在那里，供未来的任务使用。

太空激光通信是关键技术

虽然传统的无线电频率足以满足低

数据速率，但使用激光链路可在同一时

间帧内传输10到100倍的数据。由于光

波的频率更高，是无线电波的数十万倍，

可容纳更多的信息。因此，这种类型的

光信号正是空间通信的发展方向。

“激光通信是太空宽带所需的关键技

术。”杨宇光介绍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

用激光光束进行信息传输的通信技术，属

于电磁波的一种。相对于传统的无线电

波通信，激光通信具有许多优势。”

具体而言，激光通信的光波短，具

有很高的频率，因此能实现更高的数据

传输速率。激光通信也能将光的能量

高度集中在一个小的空间范围内，通信

时所需的能量相对较低，有助于降低通

信系统的能耗。激光束发散角小，使通

信信号能更准确地传输到目标地点。

此外，相对于无线电波，激光通信在大

气层以外的真空环境中受到的干扰较

少，表现更为稳定。

NASA 的“普赛克”号航天器于去

年 10 月升空，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

引入深空光通信（DSOC）系统，测试激

光通信的可行性。DSOC 不仅代表着

深空通信能力的增强，而且代表着范式

的转变，有望彻底改变深空任务。

去年 11 月中旬，“普赛克”号航天

器从 1600 万公里的距离向地球发送了

数据。12 月，它从 3100 万公里外发送

了一段可爱猫咪的视频。这是 NASA

首次使用激光从深空传输视频。

ESA 也在探索长距离光通信。一

项名为 ScyLight 的项目正在支持光学

和量子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以实现安

全、快速的太空数据通信。

搭建火星互联网的构想

杨宇光向记者描述了其构想：未

来，如果想在火星上网，那么应该在地

球轨道和火星轨道上分别设有一个大

型中继站。两个中继站之间可使用激

光通信，而中继站与地球和火星之间则

分别使用无线电通信。

杨宇光表示，当太阳运行到地球和

火星之间时，由于太阳的电磁波谱很

宽，必然会对地火通信产生干扰。届

时，在日地拉格朗日 L4、L5 点设置两个

中继站，可规避太阳遮挡的问题。

去年 6 月，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的托

比亚斯·普范策尔特和大卫·贝姆巴赫

提出，围绕火星运行的卫星群可为这颗

红色星球提供分支互联网。

拟 议 中 的 火 星 网 络 将 类 似 于 太

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运营的“星

链”系统。在地球上，通过卫星覆盖

宽 带 互 联 网 和 移 动 电 话 的 成 本 很

高。但在火星上，这样的系统可能比

在地球上建立一个庞大的网络更便

宜、更容易。

普范策尔特和贝姆巴赫利用边缘

计算推导出，由 81 颗围绕火星的低轨

卫星组成的星座足以覆盖整个火星。

它们将提供一个本地通信系统，成为地

球互联网的延伸。

太空通联新设想：在火星搭建互联网

当前的通信基
础设施无法满足未
来 火 星 居 民 的 需
求。太空旅行的未
来发展必然伴随着
更好的通信方式的
出现。那么，未来
火星可能有互联网
吗？

图片来源：美
国《科学新闻》网站

科技日报北京2月 20日电 （记者

刘霞）很长时间以来，干细胞移植一直

被视为是最有前途的新型医学疗法之

一。但据英国《新科学家》杂志网站 19

日报道，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科学家开展

的一项新研究发现，再生医学研究实验

室培育的试验性干细胞中，超过 1/5 存

在致癌突变。相关论文刊发于新一期

《自然·生物技术》杂志。

最新研究负责人尼希姆·本韦尼斯

蒂等人之前的研究表明，实验室中生长

的干细胞偶尔会携带致癌突变。为洞

悉这些致癌突变有多常见，该团队重新

分析了之前的研究，这些研究调查了世

界各地大学使用的 146 种不同干细胞

的基因。结果发现，22%的样本中，至

少存在一个可能会导致癌症突变的基

因。其中最常见的是 p53 基因，该基因

内的突变与许多人类肿瘤有关。

这些干细胞是“多能干细胞”，这意味

着它们与发育中的胚胎内的干细胞相似，

有可能繁殖并发育成不同类型的身体组

织。研究人员通常从体外受精过程中产

生的废弃胚胎中提取这些干细胞，或者从

成年人身上提取皮肤细胞，并给予某些化

学信号分子后获得这些干细胞。他们希

望这些干细胞能发育成心脏、肾脏等身体

组织的细胞，然后将生成的细胞植入人体

内，以替换受损或患病的器官。

本韦尼斯蒂强调，他们的发现并不

意味着这些干细胞不能被用于治疗，但

需要采取措施确保不会将癌细胞移植

到人体内。作为预防措施，应该让细胞

在培养皿中保存的时间尽可能短，因为

每次细胞分裂都有机会出现新突变。

细胞一旦出现突变，会更快繁殖。

研究发现超1/5试验性干细胞存在致癌突变

科技日报北京2月 20日电 （记者

张佳欣）大约 3.75 亿年前，长相滑稽的

提塔利克鱼利用一种新颖的适应环境

的方式冒险上了岸：有裂片的鳍推动它

在陆地上“行走”，喉咙里的气囊让它能

在空气中“呼吸”。提塔利克鱼实际上

有鳃，而且被认为是已知最早的四足动

物的共同祖先。在数亿年的时间里，四

足动物衍生出无数物种，包括智人。那

么，如果人类是从鱼进化而来的，为什

么没有鳃呢？据美国趣味科学网 18 日

报道，人类之所以用肺而不用鳃呼吸，

与进化过程中的自然选择有关。

其中一个解释是，鳃需要保持潮

湿才能有效工作，因此，它仅适用于水

生动物。鳃有很大的表面积和数以千

计的微小血管，使氧气很容易进入血

液。美国蒙大拿州立大学的进化生物

学家克里斯·奥尔根表示，当水从鳃

上通过时，氧气会吸收进来，二氧化

碳则会扩散出去。如果陆地动物有

鳃，这些鳃会很快干涸，这不是高效

的呼吸方式。

另一个解释是因为肺对于陆地生

活具有显著优势。当鱼类祖先仍在水

生环境中生活时，它们除了鳃之外，已

经拥有了肺。因为只有有肺的鱼才能

上 岸 到 达 陆 地 ，并 在 陆 地 上 存 活 下

来。现有证据表明，早期肺先是进化

成蜥蜴那样的简单肺，然后进化成哺

乳动物特有的细分肺。值得注意的

是，哺乳动物进化出了横膈膜，这可能

要追溯到 3 亿年前。

相反，无用的结构往往会消失。随

着时间的推移，鳃逐渐退化，到大约

3.15 亿年前的石炭纪，鳃最终在陆地生

活的动物体内完全消失。大约在那时，

第一批爬行动物以及第一批鸟类和哺

乳动物的祖先开始进化。

原始鱼类竟然有肺，这点令人惊

讶。虽然鳃擅长从水中提取氧气，但它

们提供的氧气量较少，不适合体型较大

需要更多氧气的动物。此外，季节变化

也会影响水中的氧气量。因此，鱼类气

囊（原始的肺）允许其吸入水面上方的

空气，以补充氧气摄入量。

其实，人类并没有进化到完全失

去早期的鳃。人类胚胎有一个生理特

征 ：类 似 鳃 的 被 称 为 咽 弓 的 微 小 褶

皱。虽然它们不是真正的鳃，但绝对

是早期鳃的“遗迹”。在整个胚胎发育

过程中，咽弓成为下巴、喉咙和耳朵的

一部分。没有咽弓，动物的头部就不

能形成。水生的、用鳃呼吸的物种在

胚胎发育中同样存在这种结构。不同

的是，这种结构是否在不同动物中进

化成了真正的鳃。

如果祖先是鱼类，人类为何没有鳃

科技日报北京 2月 20日电 （记

者张梦然）法国波尔多大学和法国国

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

螺旋形镜片，可在不同光线条件下的

不同距离处保持清晰的焦点。新镜片

的工作原理与视力矫正渐进镜片非常

相似，但没有这些镜片通常出现的扭

曲现象。该成果可帮助推进隐形眼镜

技术、白内障眼内植入物和微型成像

系统的开发。研究论文发表在新一期

《光学》杂志上。

这种新镜片被称为螺旋屈光镜

片。螺旋特征的排列方式可产生许多

独立的焦点，就像在一个镜头中集成

多个镜头一样。其可使光线旋转，就

像水流入下水道一样。这种现象被称

为光学涡流，可让镜片在不同的距离

提供清晰的焦点。

研究人员利用先进的数字加工

技术，以高精度塑造独特的螺旋设

计，从而制造出这款镜片。然后，他

们使用镜头对字母“E”进行成像来

验证该镜片，就像验光师的照明板上

使用的那样。

研究人员观察到，无论使用何种

光圈，图像质量始终令人满意。他们

还发现，通过调整拓扑电荷可改变光

学涡流。使用镜片的志愿者报告说，

在各种距离和照明条件下，视力都有

明显改善。

除了眼科应用之外，这种镜片的

简单设计还可用于改善紧凑型成像

系统。它将简化这些系统的设计和

功能，同时还提供一种无需额外光学

元件即可在不同深度成像的方法。

这些功能与镜头的多焦点特性相结

合，成为高级成像应用中深度感知的

强大工具。

研究人员表示，这种新镜片可在

不断变化的照明条件下显著改善人们

的视野深度。这项技术的未来发展将

会带来可穿戴设备、无人机及自动驾

驶汽车遥感系统的进步，使这些设备

更加可靠和高效。

眼镜的作用是改变成像的焦点，

让光线能够正确聚焦在视网膜上，从

而矫正视力。此次法国研究人员发明

的螺旋形镜片，可产生许多独立的焦

点，在不同光线、不同距离下都能保证

成像的清晰。这样一来，我们真能拥

有一双“慧眼”，看得明明白白，真真切

切。螺旋形镜片也是跨学科的产物，

医学与光学融合，通过先进制造将设

计概念落地为现实。这种镜片不仅可

以用于视力矫正，更可用于可穿戴设

备、小型成像系统等，还有许多潜力有

待进一步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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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英国利

物浦大学科学家发现了一种能快速传

导锂离子的固体材料。这种新型电解

质有望用于研制可持续电池。相关论

文发表在新一期《科学》杂志上。

研究团队使用协同计算和人工智

能（AI）等变革性的方法，设计并在实

验室中合成出这一新材料。随后，他

们确定了新材料的结构，并将其置于

电池内，展示了其性能。

电解液是锂离子电池的“血液”，

在电池正负极之间起到传导离子的作

用，是锂离子电池获得高电压、高比能

的关键。但目前液体电解质是锂离子

电池在安全性和能量密度上限方面出

现短板的最核心因素。而最新电解质

材料由无毒的稀土元素组成，拥有足

够高的锂离子电导率，可取代液体电

解质，从而提高锂离子电池的安全性

和能量密度。

研究团队表示，由于新材料结构

特殊，它能以不同于液体电解质的方

式工作。利物浦大学化学系马特·罗

塞因斯基教授称，新材料性能比那些

只能为离子提供狭窄空间的固体更优

异，其结构改变了以前对高性能固态

电解质的理解。

研究团队强调，很多科学家正在

使用 AI工具搜寻新材料，AI正在改变

材料研发的范式。由于 AI 工具独立

工作，因此会以各种方式重新创建它

们所训练的内容，生成的新材料可能

与已知材料非常相似。

在最新研究中，他们借助 AI工具

寻找能将不同材料区分出来的成分和

结构差异，并评估这些差异对材料性能

的影响。这一颠覆性设计方法为发现

更多高性能固体材料提供了新途径。

新型固体材料能快速传导锂离子

科技日报北京 2月 20日电 （记

者张梦然）受变色龙变色能力的启发，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

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可持续技术，可

用单一墨水 3D 打印多种动态颜色。

该研究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杂志上。

通过设计新的化学物质和印刷工

艺，研究人员可动态调节结构颜色，产

生以前不可能实现的颜色梯度。在这

项研究中，团队提出了一种紫外线辅

助墨水写入 3D 打印方法。该方法能

够通过调节光来控制专门设计的交联

聚合物，从而在打印过程中改变结构

颜色。

研究人员表示，与来自吸收光的

化学颜料或染料的传统颜色不同，许

多生物系统中丰富的结构颜色，来自

干扰可见光的纳米纹理表面。这使得

它们看起来更加充满活力，并且更具

可持续性。

研究人员实现了在可见光波长范

围内产生从深蓝色到橙色的结构色。

不同于常规要使用多种不同的颜料来

实现颜色渐变，团队仅使用单一墨水

并修改打印方式就能创建颜色渐变。

受变色龙启发的多色3D打印技术出现

受变色龙变色能力的启发，研究
人员开发了一种动态且可持续的变色
墨水。图为研究团队创建的 3D 打印
变色龙插图。

图片来源：伊利诺伊大学厄巴
纳-香槟分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