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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2月 26日电 （记者

刘霞）来自英国、荷兰和意大利的科学

家成功测量了质量极小物体的引力，为

探索量子引力理论开辟了道路。理解

量子引力有助科学家解开一些宇宙谜

团，如宇宙如何开始，黑洞内部发生了

什么，甚至可能为统一描述和揭示所

有力的统一场论提供线索。相关论文

发表于 23日出版的《科学进展》杂志。

相对论与量子力学是现代物理学

两大支柱，催生出计算机、手机、激光、

原子弹等重大应用。但这两大理论体

系间存在矛盾，如何用新理论将其统一

起来，是爱因斯坦等科学家近百年来的

夙愿。量子引力旨在结合广义相对论

与量子力学，为当前物理学尚未解决的

问题提供答案。

在最新研究中，南安普顿大学、莱

顿大学以及意大利光子与纳米技术研

究所的科学家携手，使用悬浮磁铁检

测技术，成功探测到一个微小粒子的

微弱引力。这个粒子足够小，接近量

子范畴。

科研团队使用了称为“阱”的超导

设备、带磁场的高灵敏探测器，以及先

进的振动隔离设备。在高于绝对零度

（约-273℃）百分之一度的冷冻温度

下，他们通过将一个 0.43毫克的微小粒

子悬浮，测量到了其微弱的拉力，仅为

30aN（阿牛顿，1aN等于 10-18牛顿）。

论文第一作者、南安普顿大学的蒂

姆·富克斯表示，一个世纪以来，科学家

一直试图理解引力和量子力学是如何

协同工作的，但均未获得成功。现在，

他们在极小质量微粒上成功测得引力

信号，离上述目标更近了一步。

南安普顿大学物理学教授亨德里

克·乌布利希指出，这些结果为科学

家在更小的物体和力之间开展实验

打开了大门。他们正在突破科学的

界限，有望获得关于引力和量子力学

的新发现。

极小质量物体的引力成功测得
有 助 进 一 步 探 索 量 子 引 力 理 论

塑料废弃物及其他垃圾正在淹没世

界各地的海滩。令人惊讶的是，寄居蟹

已经适应了这一环境，并开始“换房”。

最近，发表在《整体环境科学》上的一项

研究首次发现，这种行为在全球范围内

都存在，现在大多数陆生寄居蟹物种正

在使用瓶盖、灯泡、塑料杯等垃圾作为它

们的外壳。

波兰生物学家分析了科学文献和在

线视频，发现了 386 个甲壳类动物以垃

圾作为“庇护所”的实例。这些视频展示

了全球发现的16种寄居蟹中的10种，横

跨从非洲到中美洲的热带地区。

“我们刚刚证实，世界各地的寄居蟹

都在使用人造材料作为自己的家。”该研

究主要作者、波兰生物学家祖赞娜·雅吉

洛说。

研究论文作者表示：“塑料是海洋废

物中最普遍的元素，会对野生动物造成

有害影响。”

一生都在为“房子”奔波

找“房子”并非易事。寄居蟹在一生

中要做许多具有挑战性的决定，这需要

高级的认知能力。尽管对寄居蟹大脑的

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但科学家已初步

发现它们与其它蟹类的区别。据西班牙

《国家报》网站报道，它们的空间感知和

探索能力更强。强大的记忆力使它们能

够回忆起壳的特征，这能为它们节省时

间和精力。

与大多数蟹类不同，寄居蟹出生时

身体柔软。它们生活在壳中，以此抵御

捕食者，对抗水流和保持湿润。选择最

好的壳对寄居蟹来说至关重要，但它们

是怎么做到的呢？

首先，寄居蟹会用眼睛评估贝壳，收

集有关贝壳类型、大小和颜色的信息；然

后，它们用腿和钳子探索贝壳的内部和外

部，确保大小合适；随着自身长大，它们会

丢弃原来的壳，寻找更大的壳来寄居。

寄居蟹之间也存在“换房”的连锁反

应。为了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壳，寄居

蟹会按大小排列，依次与其它寄居蟹交

换外壳，就像跳蚤市场一样。研究还证

实，它们能够记住以前栖息的“房子”。

天然贝壳缺乏或导致“换房”

寄居蟹为何用垃圾建造“住房”仍然

是一个悬而未解的问题。一种可能性

是，天然贝壳的缺乏以及水生栖息地中

越来越普遍的塑料垃圾迫使它们这么

做。绿色和平组织估计，1980年至 2020

年间，塑料产量激增900%，每年超过5亿

吨。许多塑料最终进入垃圾填埋场而不

是被回收。

研究人员认为，寄居蟹每 12—18个

月换一次壳，所以需要努力寻找天然的

保护来源。由于腹足动物数量减少，它

们选择海蜗牛壳作为“住房”的可能性也

会减少。

研究团队还发现，携带更重的天然

贝壳需要更多能量，而塑料相对较轻，其

气味有助于吸引伴侣。2021 年的一项

研究发现，寄居蟹似乎会被塑料释放的

化学物质所吸引。

数据还表明，85%的寄居蟹在“换

房”时选择了塑料，通常是白色或黑色瓶

盖；其余为金属、玻璃以及这两种材料的

组合，各占5%左右。

人造“房子”对进化影
响尚不明确

然而，塑料“房子”对寄居蟹来说可能

是危险的。与天然贝壳相比，塑料废物往

往更亮，并且可能与背景形成更鲜明的对

比，使寄居蟹更容易受到捕食者的攻击。

此外，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报道，

2019年，科学家在印度洋上偏远的澳大

利亚领土科科斯群岛海岸发现了4.14亿

件垃圾。他们分析了这些废物对该地区

寄居蟹的影响，发现超过 50万只寄居蟹

爬进瓶子等物品中，被卡住并死亡。

美国《史密森尼》杂志网站报道，

2021年，研究人员发现废弃轮胎也会导

致类似结果。报道称，寄居蟹会从废弃

的贝壳爬进废弃的轮胎中，以寻求庇护

或食物。然而，它们最终却因为无法逃

脱轮胎内部的弯曲壁而饿死。

美国趣味科学网也在报道中指出，

几千年来，人类通过驯化过程有意改变

了动物的行为。自然动物种群中任何意

外的行为变化都可能令人担忧。塑料污

染只是人们改变环境的方式之一，这是

迄今为止报道最多的海洋环境污染。动

物行为也受到其他形式污染的影响，包

括微塑料、药物、光和噪音，以及气候变

化引起的气温上升和海洋酸化。

虽然调查寄居蟹对塑料废物的使

用，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人类对环

境造成的某些影响及带来的后果，但它

并没有表明动物将如何适应人类世。在

这个时代，人类活动一直在发生变化，对

地球产生了重大影响。

研究人员表示，人造“房子”为寄居

蟹铺设了新的进化轨道，还是说它们是

人类世生态和进化的“陷阱”，值得人们

深思。

环 境 污 染 促 使 动 物 改 变 行 为

寄居蟹学会用垃圾作壳为“家”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约 30 年

前，科学家在苔藓虫体内发现了一类

独特的抗癌分子，但一直未能在实验

室合成这些分子。历经十多年探索，

美国科学家将创新性化学策略与最新

的小分子结构测定技术相结合，首次

在实验室合成了其中 8 种抗癌分子。

这项研究还有望合成出更多有治疗潜

力的新分子。相关论文发表于 22 日出

版的《科学》杂志。

苔 藓 虫 科 是 一 类 在 热 带 水 域 发

现的海洋无脊椎动物，被认为是潜在

的 新 药 来 源 。 约 30 年 前 ，科 学 家 曾

在苔藓虫体内发现过一类独特的抗

癌分子。此后，许多从苔藓虫体内分

离出的分子被当成新型抗癌剂进行

了研究。

论文通讯作者、耶鲁大学文理学

院化学教授西斯·赫尔曾表示，这些由

氧化环和氮原子组成的分子，吸引了

全世界有机化学家的兴趣。他们希望

在实验室从头开始重建这些结构。但

这些分子的结构密集且连接复杂，使

得在实验室合成它们几乎是不可能完

成的任务。

约 10 年前，赫尔曾团队就开始对

这些分子进行研究，对其结构和化学

反应性有了深入了解，为最新研究奠

定了基础。

他 们 的 新 方 法 涉 及 3 个 关 键 步

骤。首先，研究团队避免了在反应过

程中形成一种反应性杂环（吲哚），因

为杂环含有两种或多种元素，具有反

应性，会使反应过程出现问题；随后，

他们使用氧化光环化方法来构建分子

中的一些键，其中一个光环化过程涉

及杂环与分子氧的反应；最后，研究团

队借助最新的微晶电子衍射分析来帮

助可视化分子的结构。实验结果表

明，借助最新方法，他们成功合成了 8

种具有治疗潜力的新分子。

研 究 人 员 表 示 ，未 来 ，他 们 有 望

利用该方法合成出更多有用的化学

物质。

苔藓虫抗癌分子首次在实验室合成

科技日报北京 2月 26日电 （记

者张梦然）韩国蔚山国立科学技术研

究所团队开发了一种可实时识别人类

情绪的突破性技术，有望彻底改变各

个行业，提供基于情感服务的下一代

可穿戴系统。相关论文发表在最新一

期《科学进展》杂志上。

长期以来，由于情绪和感觉的抽

象性和模糊性，理解并准确提取情感

信息一直是个挑战。为解决这一问

题，研究团队开发了一种多模态人类

情感识别系统。该系统结合了语言和

非语言表达数据，以有效利用全面的

情感信息。

该系统的核心是个性化皮肤集

成面部界面（PSiFI）系统，具有首创的

双向摩擦应变和振动传感器，可同时

感应并收集语言与非语言表达数据，

再通过无线数据传输，实现实时情绪

识别。

该技术基于“摩擦充电”现象，即

物体在摩擦时分离成正电荷和负电

荷，而且系统不需要外部电源或复杂

的测量设备来识别数据。

研究团队成功整合了对面部肌肉

变形和声带振动的检测，通过实验收

集了面部肌肉变形和声音等多模态数

据。在最少的训练下，该系统表现出

很高的准确性。同时也确保了可穿戴

性和便利性。该系统还能应用于 VR

环境，可应用于“数字礼宾”、智能家

居、私人电影院和智能办公室。

研究人员表示，这项成果显示了

在下一代可穿戴系统中使用情感的

潜力，而情感正是人类信息表达的最

复杂形式之一。有了这个系统，只需

几个学习步骤就可实现实时情绪识

别，而无需以往复杂的测量设备。这

为未来的便携式情感识别设备和下

一代基于情感的数字平台服务带来

了可能性。

如文中所说，情感是人类信息的

复杂形式。如歌中所唱：“笑，就歌

颂；一皱眉头就心痛。”情绪可以通过

面部表情和声音来展现，于是这套能

够检测面部肌肉变形和声带振动的

系统闪亮登场，化身“知己”，成为能

体察我们心境变化的贴心“人”。人

们的愉悦和烦闷都能被识别，系统可

以根据人们的心境变化采取不同对

策，给出符合人们喜好的选项，提供

熨帖服务。不过，有时人类也会伪装

心情，不知道这种系统能否识别“皮

笑肉不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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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首尔 2月 25日电 （记

者薛严）韩国政府近日表示 2024 年内

将 制 订“2050 中 长 期 核 电 事 业 路 线

图”。2022 年下半年以来，韩国政府

为扶持核电产业发展，不断出台多项

政策，并将在此基础上继续加大支持

力度。

一是加大金融援助。为挽救因长

期订单不足而陷入资金困难的核电企

业，韩国政府拟提供 3.3万亿韩元规模

的核电订单和 1 万亿韩元规模的特别

金融援助。一方面通过正式合同稳定

企业经营，另一方面用预支款项缓解

企业现金流压力。

二是引导扩大投资。韩国政府表

示，将修改《税收特例限制法》施行令，

把核电制造设施投资或研究开发费用

纳入税收优惠对象。另外，韩国政府

计划将对“大型核电制造技术”的投资

金额列为税额抵扣对象，还将扩大“小

型模块核电（SMR）制造技术”的范

围，从而促使企业加大投资力度。

三 是 夯 实 核 电 产 业 研 究 基 础 。

韩国政府计划在未来 5 年内向核能

相关技术研发领域投入 4 万亿韩元

以上资金。

四是在合适地区降低核能经济准

入门槛。韩国政府计划在庆尚南道逐

步放开之前考虑环保因素设立的限制

开发区，允许企业对地区战略产业进

行投资，包括在国防产业中心城市昌

原市建设“国防与核相关产业融合工

业园区”等。除昌原市外，庆尚南道巨

济市目前也在建设“企业创新园区”。

韩国政府希望促成两个城市建设核能

相关产业带，并为其提供放宽土地限

制、简化审批流程、减免税收、财政支

援等政策手段。

韩拟订中长期核电发展计划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发布消息

称，在“联盟 MS-25”号飞船发射之

前，国际空间站进行了轨道校正，升高

了 3 千米，以确保定于今年春天进行

的“联盟 MS-25”号载人飞船的发射

和“联盟 MS-24”号的返回着陆。

俄航天集团报告说，与国际空间

站俄罗斯段“星辰”号服务舱对接的

“进步 MS-26”号货运飞船的发动机

在 2月 24日 3时 21分（莫斯科时间）启

动。根据飞行控制中心的初步数据，

其工作超过 1050 秒。最终，空间站轨

道的平均高度升高了 3.04 千米，达到

418.72千米。

“联盟 MS-25”号载人飞船计划

于 3 月 21 日由“联盟 2.1a”运载火箭

从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主要

乘员包括俄罗斯宇航员奥列格·诺维

茨基、白俄罗斯宇航员玛丽娜·瓦西

列夫斯卡娅和美国宇航员特蕾西·戴

森。“联盟 MS-24”号计划于 4 月 2 日

返回地球。

目前在国际空间站工作的有俄罗

斯宇航员奥列格·科诺年科、尼古拉·
丘布和康斯坦丁·鲍里索夫，美国宇航

员贾斯敏·莫赫贝里和洛拉尔·奥哈

拉，欧洲空间局宇航员安德烈亚斯·莫

根森以及日本宇航员古川聪。

国际空间站在其全部飞行过程

中，共对轨道高度进行了 354 次校正，

其中 200 次使用“进步”号飞船的发动

机进行。

（本栏目图文来源：俄罗斯卫星通
讯社 编辑整理：本报驻俄罗斯记者董
映璧）

国际空间站轨道升高3千米

科技聚焦

Sora让人喜忧交加
OpenAI 公司推出了最新人工智

能（AI）模型——文本—视频程序 So-

ra。这款工具可根据简单的文本描

述，生成类似好莱坞电影般的逼真而

又充满想象力的视频。外媒文章中指

出，对 Sora 的到来人们可能“既爱又

怕”。不少科学家认为它将进一步推

动技术进步。但也有人担心，Sora 会

被别有用心之人用来制造深度伪造视

频，加剧错误和虚假信息的泛滥。

前沿探索

重要化合物或揭示生命起源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研究团队在实

验室中成功合成了一种对生物体至关

重要的化合物——泛酰巯基乙胺。这

一发现表明，该化合物可能在地球早

期就已存在，并在生命诞生之初发挥

了关键作用。

超低噪声系统实现室温量子
“光学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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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争鸣

首位脑机接口设备植入者能用
意念控制鼠标

埃隆·马斯克 20 日在社交媒体 X

上表示，首位植入“神经连接”公司大

脑芯片的人类患者似乎已完全康复，

其成功地利用意念控制了电脑鼠标。

该公司上个月成功地在第一位人类患

者身上植入了芯片。目前，该技术控

制或增强人类认知和行为的能力，引

发了深刻的伦理问题。

科技轶闻

配乐“电影”将大脑活动可视化
复杂的神经元数据可以转换成视

听格式？没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团

队甚至将其转换成为带有配乐的“电

影”来方便人们探索，并帮助解释大脑

执行某些行为时发生的状况。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国 际 要 闻 回 顾
（2月20日—2月26日）

寄居蟹使用垃圾碎片代替天然贝壳作“住房”。 图片来源：西班牙《国家报》网站

量子实验艺术图。
图片来源：南安普顿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