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国 际
W O R L D

2024 年 4 月 1 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常丽君 邮箱 clj@stdaily.com

今日视点今日视点
◎本报记者 张梦然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超新星

是正在爆发的恒星，有关其描述可追

溯到数千年前。这些事件为生命诞

生奠定了基础，但导致恒星爆发的条

件仍是未解之谜。以色列魏茨曼科

学研究所科学家利用多台望远镜，借

助 观 察 超 新 星 SN 2023ixf 所 得 的 数

据，绘制出迄今最完整的超新星爆发

过程。这一成果有助科学家进一步

揭示导致恒星生命结束并形成新事

物 的 机 制 。 相 关 论 文 发 表 于 3 月 27

日出版的《自然》杂志。

超新星非常罕见，银河系中已知的

超新星最多每世纪爆发一次，以 1 亿个

太阳的强度照亮夜空，银河系中最后一

次观测到超新星爆炸是在数百年前。

望远镜技术进步帮助科学家发现遥远

星系中的超新星，并提供了更多数据。

但一个问题始终存在：由于爆发无法预

测，科学家通常只能在爆发后“到达现

场”，从“残骸”中拼凑出信息。

SN 2023ixf的独特之处在于，在其

发出的光刚射出时，研究人员就开始密

切跟踪其动态，相当于“犯罪行为正在

发生时抵达了现场”。

团队借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

哈勃空间望远镜和“雨燕”卫星，以及

凯克望远镜等全球多台顶级望远镜，

实时目睹了这颗红超巨星在距地球

2200 万光年的风车星系中爆发，从而

创建出迄今最完整超新星爆发图像。

凯克望远镜上的宇宙网成像仪、深度

成像和多目标光谱仪，以及低分辨率

成像光谱仪都捕捉到了超新星随时间

变化的独特图像。

研究人员表示，他们绘制的是一颗

红超巨星“临终”前最后几天及死亡的

过程。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可

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导致恒星生命结

束和最终形成全新事物的机制。SN

2023ixf目前仍处于活跃状态，新数据也

不断涌现，这意味着这项研究以及针对

SN 2023ixf 的后续研究可为这些爆发

事件提供更多信息。

迄今最完整超新星爆发过程揭示
有 助 研 究 恒 星 生 命 最 终 阶 段 秘 密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霞）来自美国

和意大利等国科学家组成的国际研究

团队首次探测到黑洞“打嗝”：一个巨型

黑洞每 8.5 天会“打嗝”一次，喷出的

“嗝”来自该黑洞的吸积盘。研究团队

指出，一个不断穿越该黑洞吸积盘的较

小黑洞可能是其“打嗝”的原因。相关

研究论文 3 月 27 日发表于《科学报告》

杂志。

该巨型黑洞的“体重”为 5000 万倍

太阳质量，位于距地球 8 亿光年的星系

中心。研究显示，该黑洞每 8.5 天喷射

出一大块气体，然后再次安静下来，“打

嗝”原因在于一颗较小黑洞在其倾斜轨

道上飞来飞去，就像是大黑洞的“舞

伴”，定期将气体从吸积盘中“踢出”。

论文主要作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科学家德赫拉吉·帕沙曼表示，黑洞“打

嗝”表明，黑洞吸积盘可能是更大宇宙天

体的家园，包括其他黑洞和恒星。吸积

盘是一个围绕黑洞旋转的超热气体环。

如果他们的最新模型正确，那么“打嗝”

事件或能揭示很多极端双星群体。

2020 年 12 月，天文学家首次注意

到该巨型黑洞。当时，“超级新星全天

空自动巡天”望远镜发现，来自该黑洞

吸积盘的长时间爆发将天空中一小块

区域的亮度提高了 1000 倍。随后，国

际空间站上 X 射线望远镜提供的数据，

使科学家能对该巨型黑洞 X 射线数据

中周期性细微变化进行编目，这些变化

由黑洞“打嗝”造成。

研究团队经过分析后确定，每当较

小黑洞穿过巨型黑洞吸积盘时，巨型黑

洞就会“打嗝”，喷出更多物质。他们也

怀疑，巨型黑洞也会在一万多年后吞噬

这个“舞伴”。

研究团队表示，较小黑洞的“体重”

相当于 100 倍—10000 倍太阳质量，两

个黑洞的质量相差 5000 倍，使其成为

迄今发现的质量比最极端的双星系统

之一。未来他们将继续监测该系统，希

望借助欧洲空间局刚刚上岗的“激光干

涉仪空间天线”（LISA）探测到更多类似

系统。

“ 舞 伴 ”小 黑 洞 作 祟

巨 型 黑 洞 每 8 天 半“ 打 嗝 ”一 次

科技日报讯 （记者薛严）全球市

场调查机构 Omdia于 3月 28日公布数

据显示，2023 年全球半导体销售额达

5448亿美元，与 2022年的 5977亿美元

相比下降 9%。其中，韩国主要半导体

企业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市场地

位被美国企业压制。

Omdia表示，2023年全球半导体销

售额减少是在 2021 年、2022 年创下历

史最高增长势头之后出现的，如实体现

了半导体市场的周期性。Omdia首席

分析师克里夫认为，在新冠疫情大流行

期间，半导体需求剧增，市场出现供不

应求的情况。最近态势发生逆转，2023

年随着存储器制造企业整体业绩不振，

市场占有率排名也产生了变化。

三星电子半导体部门 2023 年销

售额为 443.74 亿美元，较 2022 年下降

33.8%，从第一位跌至第三位。另一家

韩国主要半导体企业 SK 海力士 2023

年销售额为 236.8 亿美元，较 2022 年

下降 30.6%，从第四位跌至第六位。

英特尔 2023 年销售额为 511.97 亿美

元，尽管较 2022 年减少了 15.8%，但时

隔两年从三星电子手中夺回市场第一

的位置。另一家美国半导体企业英伟

达 2023 年 销 售 额 激 增 133.6% ，达

491.61 亿美元，从 2022 年的第八位蹿

升至 2023年的第二位。

随着全球人工智能市场规模不断

扩大，英伟达在半导体市场上的表现

会更加活跃。尽管 SK 海力士在人工

智能时代所需高带宽存储器（HBM）

领域处于优势地位，但由于英伟达控

制需求端，韩国半导体企业被美企压

制的局面还将继续。

韩半导体市场地位遭美企压制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佳欣）荷兰原

子分子国立研究所科学家与来自德国、

瑞士和奥地利的伙伴合作，创造了一种

新型超材料，声波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在其中流动。它提供了一种新的机械振

动放大形式，具有改进传感器技术和信

息处理设备的潜力。这种超材料是“玻

色 子 基 塔 耶 夫 链 ”（Bosonic Kitaev

chain）的首个例子，其特殊性质源自其拓

扑材料性质。这一成果发表在3月27日

《自然》杂志上。

“基塔耶夫链”是一个理论模型，用

于描述超导材料（特别是纳米线）中电

子的物理现象。该模型因预测纳米线

末端是否存在特殊激发而闻名，即马约

拉纳零能模。2018 年，有人预测，玻色

子基塔耶夫链将展示出天然材料或超

材料一些迄今未知的行为。

玻色子基塔耶夫链实质上是一串

耦合谐振器。它是一种超材料，即具有

工程性质的合成材料。谐振器可被认

为是材料的“原子”，它们耦合在一起的

方式控制着集体超材料的行为，在这种

情况下，声波沿着链条传播。

研究人员表示，耦合器的链节必须

用特殊弹簧制成。他们借助光施加的

力在纳米机械谐振器之间创建所需的

链接，将它们耦合起来，从而创造出“光

学”弹簧。研究人员调节激光强度，可

以连接 5 个谐振器，并实现玻色子基塔

耶夫链。

研究发现，这种光学耦合会放大纳

米机械振动，声波（即通过阵列传播的

机械振动）从一端到另一端呈指数放

大，但在相反方向上振动无法传递。如

果波延迟一点（如 1/4 振荡周期），则行

为会完全相反。因此，玻色子基塔耶夫

链就像一种独特类型的定向放大器，在

信号操纵方面极具潜力，特别是在量子

技术中。

进一步研究还证明，玻色子基塔

耶夫链实际上是物质的一中新拓扑

相。正如 2018 年预测那样，研究人员

展示了超材料拓扑性质的独特实验特

征 ：如 果 链 闭 合 ，它 会 形 成 一 条“ 项

链”，放大的声波在谐振器环中不断循

环并达到极高强度，类似于激光中产

生的强光束。

玻色子基塔耶夫链的首个例子：

新型拓扑超材料以指数级放大声波

科技日报北京 3月 31日电 （记

者张佳欣）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工程师

和物理学家开发出一种新方法，首次

成功在阵列中可靠地定位单个原子，

其接近 100%的精度和可扩展性可用

于制造量子计算机，使其达到几乎为

零的故障率，提高了建造通用量子计

算机的可能性。相关研究发表在最新

一期《先进材料》杂志上。

从理论上讲，量子计算有可能解

决传统计算机永远无法解决的复杂问

题。在通用量子计算机中创建量子门

的一种方法是将单个原子放置在硅中，

冷却到极低温度以保持其量子性质稳

定，然后用电信号和磁信号来操纵它们

处理信息，就像操纵传统计算机中的二

进制晶体管来输出0或1一样。

建造量子计算机的各种方法正在

研发中，但还没有一种方法能够达到

所需的规模和低错误率。

在硅晶体中精确定位单个“杂质”

原子，从而操纵其量子特性以形成量

子比特。这种方法具有低量子比特错

误率，并以可扩展的硅微电子技术为

基础。标准方法使用磷作为杂质原

子，但由于单个磷原子的定位成功率

仅为 70%，因此该系统距建立量子计

算机所需的近零故障率仍有距离。

在本研究中，研究人员假设，砷可

能是一种比磷更可靠的材料。他们使

用一种能够识别和操纵单个原子的显

微镜，将砷原子精确地插入硅晶体

中。然后，他们重复这一过程，建立了

一个 2×2 的单砷原子阵列，可以用作

量子比特。

研究人员表示，他们能够以近乎

完美的精度将原子放置在硅中，并以

一种可以扩展的方式放置原子，这是

量子计算领域的一大进步。他们首次

展示了一种实现量子计算机所需精度

和规模的方法。

目前，研究中开发的方法需要手

动定位每个原子，一次一个，这需要几

分钟的时间。理论上，这一过程可无限

重复。但实际上，为了建造通用量子计

算机，有必要将这一过程自动化和工业

化。这意味着要创建数百万、数千万甚

至数十亿个量子比特阵列。该方法需

要与当前的半导体工艺高度兼容，并在

解决一些工程难题后加以集成。

量子计算机的研发，涉及多学科

交叉领域，材料学便是其中之一。量

子计算机用什么材料来研制，才能更

好地发挥其潜能？对此，科研人员仍

在不断尝试和探索之中。目前，超导

材料、光子材料、原子材料等都属于研

制量子计算机的候选材料。可以肯定

的是，无论采用哪种材料，其核心原则

是符合量子计算机的运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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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人工智能（AI）最受“吹捧”的

承诺之一，就是它们能够帮助人类临床

医生更精确地解读 X 光和 CT 扫描等

图像，从而作出更准确的诊断报告，增

强影像科医生的表现。

但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吗？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麻省理工学

院和斯坦福大学的合作研究表明，使用

AI 工具进行图像解读的效果，似乎因

临床医生而异。

换句话说，有益还是无用，现阶段

还是人类说了算。因为研究结果表明，

个体临床医生的差异，会以 AI 专家们

尚未完全理解的关键方式影响着人与

机器之间的互动。该分析近日发表在

《自然·医学》杂志上。

考虑医生个人因素

研究表明，在某些情况下，AI 的使

用可能会干扰放射科医生的表现，并影

响他们解释的准确性。

虽然之前的研究表明，AI 助手确

实可以提高医生的诊断表现，但这些研

究将医生视为一个整体，而没有考虑不

同医生之间的差异。在临床上，每一位

医生的判断，对患者来说都是 100%的。

相比之下，这项新研究着眼于临床

医生的个人因素——专业领域、实践年

限、之前使用 AI工具的经验，并分析这

些因素如何在人机协作中发挥作用。

研究人员分析了 AI 如何影响 140

名放射科医生在 15 项 X 射线诊断任务

中的表现，即医生需要可靠地发现图像

上的明显特征并作出准确诊断。该分

析涉及 324 名罹患 15 种病症的患者病

例。

为了确定 AI 如何影响医生发现和

正确识别问题的能力，研究人员使用先

进的计算方法来获取使用 AI和不使用

AI时的表现变化。

结果显示，AI 辅助的效果在放射

科医生之间不一致且各不相同，一些放

射科医生的表现因 AI 而提高，而另一

些医生的表现则“恶化”。

英国皇家医学院布拉瓦尼克研究

所生物医学信息学助理教授帕兰纳福·拉

普科尔确认了研究团队这一发现，并

表示“我们不应该将医生视为一个统

一的群体，只考虑 AI 对其表现的‘平

均’影响”。

不过，这一发现并不意味着应该阻

止医生和诊所采用 AI。相反，结果表

明需要更好地了解人类和 AI 如何互

动，并设计精心校准的方法来提高而不

是损害人类的表现。

AI“助手”尚难预测

鉴于影像科被认为是能得到 AI 最

大助力的临床医学领域，本次研究结果

颇具代表意义。

此次发现中值得注意的是，在放射

科，AI 以令人惊讶的方式产生着影响

人类医生的表现。

例如，与研究人员预期相反，放射

科医生有多少年的经验、他们是否专门

从事胸部放射科，以及他们之前是否使

用过AI设备等因素，并不能可靠地预测

AI工具对他们工作表现的影响。

另一项挑战普遍观点的发现是：

基线表现不佳的临床医生，并不能持

续稳定地从 AI 中得到帮助。总体而

言，无论有或没有 AI，基线表现较低的

放射科医生的表现还是较低。对于基

线表现较好的放射科医生来说也是如

此——无论有没有 AI，他们的总体表

现始终良好。

但可以肯定的是，更准确的AI提高

了放射科医生的表现，而水平一般的 AI

则会降低人类临床医生的诊断准确性。

这一发现的重要意义也在于：在临

床部署之前，必须测试和验证 AI 工具

的性能，以确保劣质 AI 不会干扰人类

临床医生的判断，从而延误患者病情。

影响临床医学未来

临床医生拥有不同水平的专业知

识、经验和决策风格，因此确保 AI能反

映这种多样性，对于有针对性地实施治

疗至关重要。个体因素及变化，应成为

确保 AI 进步的关键，而不是干扰并最

终影响诊断的因素。

有意思的是，这一发现并没有解释

AI 为何会对人类临床医生的表现产生

不同的影响，但随着 AI 对临床医学的

影响越来越深远，理解其中原因就显得

至关重要。关于这一点，AI 专家依然

在努力。

研究团队补充说，下一步，放射科

医生与 AI 的交互，应该在模拟现实场

景的实验环境中展开测试，测试结果需

要反映实际患者群体的情况。而除了

提高 AI 工具的准确性之外，培训放射

科医生去及时检测不准确的 AI、审查

并质疑 AI工具的诊断，也很重要。

换言之，在 AI帮你之前，你需要先

提高自身。

既 有 帮 助 ，也 有 干 扰

AI 能否让医生表现更好？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梦然）据《科

学报告》3 月 30 日发表的一项研究显

示，过去 40 年里英语歌的歌词变得更

简单和重复了。

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研究团

队分析了在 1980 年到 2020 年间发布

的 12000 首英语说唱、乡村音乐、流

行音乐、节奏布鲁斯和摇滚歌曲（每

类 2400 首）的歌词。他们发现，总体

而言歌词随时间推移变得更简单易

懂，歌曲中不同词汇的数量有所下

降，尤其是在说唱和摇滚歌曲中。但

他们也发现，在说唱歌曲中，3 个及

以上音节的词自 1980 年后数量有所

上升。他们认为，虽然说唱音乐中使

用了更多较长的词，但多个类别歌曲

中歌词的重复性普遍增加，使歌词整

体上变得更简单。团队推断，这一歌

词简单化的趋势，可能反映出音乐消

费的变化，如作为背景音乐播放的歌

曲越来越多。

团队还发现，随时间推移，歌词趋

向于变得更情绪化和个人化。情绪积

极和消极的词汇在说唱中的使用有所

增加，节奏布鲁斯、流行音乐和乡村音

乐中消极情绪的歌词有所增加。此

外，所有音乐类别中与愤怒相关的词

汇使用都有所增加。对在线歌词平台

Genius 上 12000 首歌词浏览量的分析

表明，较老摇滚歌曲歌词的浏览量明

显高于较新摇滚歌曲，但较新乡村歌

曲歌词的浏览量则高于较老乡村歌

曲。这可能表明摇滚听众更喜欢老歌

的歌词。

这些发现为过去 40 年间社会文

化中音乐的演变带来了新见解。

英语歌还是老的好？

1980年以来歌词变得更简单且重复
一颗小黑洞在更大黑洞吸积盘内飞越，

导致大黑洞“打嗝”。 图片来源：MIT网站

图片来源：美国国家医学院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