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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今日视点
◎本报记者 刘 霞

创新连线·俄罗斯

科技日报北京5月 27日电 （记者

刘霞）爱因斯坦的预测又对了。英国牛

津大学科学家领导的国际团队证实爱

因斯坦关于黑洞的一个关键预测。他

们利用 X 射线数据首次证明黑洞周围

存在一个“暴跌区域”，即物质停止围绕

黑洞旋转，而直接落入的区域。此外，

他们还发现，该区域产生了银河系观测

到的最强引力。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

一期《皇家天文学会月报》。

爱因斯坦理论指出，由于粒子离黑

洞足够近，不可能遵循圆形轨道。相

反，它们会以接近光速的速度朝黑洞俯

冲。几十年来，天体物理学家一直在争

论所谓的“暴跌区域”是否可探测。

在最新研究中，研究人员利用美国

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天基核光谱望远镜

阵列和中子星内部成分探测器收集的

X 射线数据，更好地了解了黑洞产生的

力，首次确认探测到了这一“暴跌区

域”。

最新研究负责人安德鲁·穆梅里博

士表示，这是科学家首次观察到从恒星

外缘剥离的等离子体是如何最终落入

黑洞中心的。这一过程发生在距离一

万光年之外的系统中。最新发现是黑

洞研究领域的一大进展，使科学家能够

研究黑洞周围最后一个未被观测的区

域，并最终可以全面了解引力。

研究人员指出，这项研究的重点是

离地球较近的小黑洞。欧洲正在建造

“非洲毫米望远镜”，该望远镜有望观测

和拍摄银河系中心及更远的大黑洞。

穆梅里强调称，银河系中有许多黑洞，

现在人们拥有了强大的新技术，可以利

用其研究已知最强的引力场。

爱 因 斯 坦 的 预 测 又 对 了

黑洞周围存在“暴跌区域”首次证实

一个黑洞拉拽伴星的物质，形成一
个围绕黑洞旋转的物质圆盘，并最终落
入黑洞（艺术想象图）。

图片来源：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近日，新加坡航空公司一架航班在

从英国希思罗机场飞至新加坡樟宜机

场的途中，遭遇严重湍流迫降曼谷素万

那普机场。事故造成 2 人死亡，数十人

受伤。数据显示，飞行高度在数分钟内

急速下降约 2133 米，人和物体都被抛

向机舱顶部。这是该航空公司 24 年来

发生的首起致命事故。

这起罕见事件引发了人们的疑问，

对飞行造成如此严重干扰的湍流究竟是

何方“妖魔”？气候变化是否会导致更多

更强的湍流？有哪些技术可以预防严重

湍流？英国《自然》杂志网站在近日报道

中指出，气候变化可能意味着人们搭乘

飞机时会遭遇更多不稳定的气候条件，

增加潜在危险因素。

中国同济大学航空与力学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飞行器工程研究所所

长沈海军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

指出：“激光雷达、飞机上的红外远距温

度传感器等设备可以检测严重湍流。

但对乘客来说，系好安全带是确保飞行

安全的重中之重。”

晴空湍流尤其危险

人类的航空史，某种程度上说，就

是和气流较量的历史。湍流是其中一

个强大“对手”。

沈海军解释道：“湍流是指受地球

自转和季风影响，急流（环绕全球的强

大气流）、冷热不均、地势阻挡、飞机

尾流等形成的无规则变化气流。湍

流一般分为轻度、中度、重度和极重

度四类。”

《自然》报道指出，大多数航班都会

经历一定程度的湍流。当飞机起飞或

降落时，机场周围的强风可能会造成湍

流。在高空，当飞机飞过或靠近风暴云

时，风暴云中向上和向下的气流也会造

成轻度到重度的湍流。

英国雷丁大学大气研究人员保罗·
威廉姆斯解释道，山脉上空的上升气流

也会产生湍流。当空气在山脉上空吹过

时，飞机会被抬起，并可能发生颠簸。此

外，湍流也经常发生在急流边缘。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平静的海面

下可能藏有汹涌的暗流，万里晴空偶

尔也会出现强烈的扰动气流，使飞机

产 生 剧 烈 颠 簸 。航空气象学家称这

种气流为“晴空湍流”。这种湍流尤其

危险，因为现有技术很难探测其踪迹。

湍流会对飞机的飞行性能、结构载

荷、飞行安全等造成影响。美国国家气

象局表示，在极重度湍流中，飞机会“剧

烈颠簸，几乎无法控制”。威廉姆斯则

指出，严重的湍流会把人变成一枚炮

弹，对任何不系安全带的人来说，有点

像在毫无束缚的情况下坐过山车。

气候变化会影响湍流
发生频率

在去年发表于《地球物理研究快

报》杂志的一项研究中，威廉姆斯及其

同事发现，1979 年至 2020 年间，晴空

湍流的数量大幅增加。在北大西洋上

空，重度或极重度晴空湍流的发生频

率增加了 55%。世界其他地方湍流的

发生频率也有类似增加。研究团队指

出，这种增长几乎可以肯定是气候变

化的结果。

在 发 表 于《地 球 物 理 研 究 快 报》

杂 志 的 另 一 项 研 究 中 ，威 廉 姆 斯 及

其 同 事 使 用 气 候 模 型 预 测 ，随 着 全

球 气 候 变 暖 ，晴 空 湍 流 这 一 现 象 将

变 得 更 严 重 和 频 繁 。 他 们 估 计 ，严

重 湍 流 的 发 生 频 率 会 多 于 轻 度 或

中 度 湍 流 。

另 外 ，还 有 一 项 研 究 也 指 出 ，随

着气候变化，云层和山脉周围的晴空

湍流将变得更加频繁。

威廉姆斯说，尽管湍流可能会增

加，但大多数航班仍将像现在一样继续

飞行。因为湍流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必

须停止飞行，或者飞机会突然从空中坠

落。区别在此前飞行中可能会在严重

湍流中度过 10 分钟，未来可能会在其

中度过 20或 30分钟。

严重湍流能不能预测？

沈海军介绍说：“预测严重湍流的

技术包括气象数据分析、气象卫星图

像、超高频与甚高频雷达、激光雷达、飞

机上的红外远距温度传感器等。”

《自然》文章称，气象中心的研究人

员会根据从地面传感器和卫星收集的

数据来预测湍流，并将结果传递给飞行

员。在飞机上，飞行员使用雷达识别风

暴云以躲避可能的湍流。

不过，威廉姆斯认为，普通雷达无法

探测到万里无云时可能出现的晴空湍流，

激光雷达或许能助飞行员一臂之力。激

光雷达与普通雷达相似，但使用不同波长

的光。据他介绍，一些实验飞行中，激光

雷达可以看到20英里处晴空湍流。

威廉姆斯指出，激光雷达“身价”昂

贵，而且需要放在大而重的盒子里。“如

果能缩小盒子尺寸，并将其成本降下

来，它可能很快会被使用。”

沈海军强调称：“技术进步能为乘客

安全‘保驾护航’。但从旅客角度来说，

乘坐飞机时一定要全程系好安全带。”

新 加 坡 航 空 公 司 航 班 紧 急 迫 降 事 件 引 思 索

气候变化会让飞行遭遇更多更强湍流吗

左图 新加坡航空公司的航班遭遇严重湍流，机舱内一片混乱。右图 受损的厨房。 图片来源：《自然》网站

科技日报北京5月 27日电（记者

张佳欣）受蜘蛛丝启发，英国剑桥大学研

究人员开发出一种自适应且环保的传感

器制作方法。这种纤维传感器直径约为

人头发丝的 50分之一，重量极轻。无论

是手指或花瓣，都可以直接在其表面无

感印刷。这种低能耗、低排放的增强型

生物结构新方法，在医疗保健、虚拟现

实、电子纺织品以及环境监测等多个领

域具有广泛应用前景。研究结果发表在

最新一期《自然·电子》杂志上。

制造可穿戴传感器的方法有多种，

但这些方法都有局限性。受到蜘蛛丝

启发，剑桥大学团队利用 3D 打印开发

出一种制造高性能生物电子产品的新

方法。

研究人员利用 PEDOT∶PSS（一种

生物相容的导电聚合物）、透明质酸和

聚环氧乙烷，纺制出“电子蛛丝”。这种

高性能纤维是在室温下从水基溶液中

制造出来的，使研究人员能够控制纤维

的“可纺性”。随后，他们设计了一种轨

道纺丝方法，可将纤维转移到生物体表

面，甚至是微观结构上。

在包括人类指纹和蒲公英蓬松冠毛

种子头在内的表面上，研究人员进行的生

物电子纤维测试表明，“电子蛛丝”提供了

高质量传感器的性能。

与传统的高分辨率传感器相比，这

些新传感器可以在任何地方制造，且耗

能仅为普通传感器所需能量的一小部

分。当这些可修复的生物电子纤维达

到其使用寿命后，只需简单地清洗，产

生的废物不到一毫克。相比之下，一次

洗衣过程可能会产生 600 至 1500 毫克

的纤维废物。

“电子蛛丝”可制成无感传感器

受蜘蛛丝启发，研究人员开发出一
种自适应且环保的传感器新方法。

图片来源：剑桥大学

科技日报北京5月27日电（记者张
佳欣）了解衰老的生物学过程可以帮助

人们延长寿命，并在晚年保持健康。美

国伊利诺伊大学和内布拉斯加大学林

肯分校研究人员的一项研究将大脑老

化速度与饮食营养联系起来，发现了与

延缓大脑衰老有关的关键食物营养

素。研究成果发表在最新一期《NPJ

Aging》杂志上。

研究人员对100名年龄在65岁到75

岁之间的志愿者大脑进行核磁共振成像，

对照营养摄入量，探究了特定饮食和延缓

大脑衰老之间的联系。他们确定了两种

截然不同的大脑衰老类型，其中衰老速度

较慢与营养摄入有关，这种营养摄入类似

于从地中海饮食中获得的营养。

此次研究人员并不依赖志愿者报

告他们的饮食，而是分析他们的血液样

本，以寻找营养生物标记物。

结果表明，鱼类和橄榄油中的脂肪

酸，菠菜和杏仁中的维生素 E 等抗氧化

剂，以及胡萝卜和南瓜中发现的胡萝卜

素等，都在已确定的有益生物标志物之

列。在这项研究中，另一个与延缓衰老

有关的有益生物标记物是胆碱，它在蛋

黄、内脏和生大豆中的含量很高。

越来越多证据表明，营养在大脑衰

老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每一项新

研究都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大脑是如

何与身体其他部位和功能紧密相连的。

几种关键食物营养素能延缓大脑衰老

研究发现食物中有几种关键营养
素可能会延缓大脑衰老。

图片来源：《科学警报》杂志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27日电 （记

者张梦然）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

学院研究人员发现，一种新型光敏蛋

白能够利用光关闭脑细胞，这为研究

大脑功能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有效

工具。相关研究发表在最新一期的

《自然·通讯》上。

光遗传学是一种通过生物工程

改造特定细胞，使其包含能充当开关

的光敏蛋白技术。携带光遗传开关

的神经元和神经细胞，可用于研究不

同细胞如何参与各种脑回路和行为

模式。

研 究 人 员 发 现 ，一 种 特 定 的 通

道——钾通道视紫红质，可作为调节

3 种关键实验动物（鱼、蠕虫和苍蝇）

脑细胞活动的有效工具。钾通道就像

细胞膜上的小门，当暴露在光线下时，

小门就会打开，让钾离子流过，帮助平

息脑细胞活动。

钾离子对于人体细胞的电功能至

关重要，而钾通道是存在于细胞膜中

的一种特殊蛋白质。它们调节钾离子

在细胞膜上的流动，以维持各种细胞

过程，对神经冲动传递、肌肉收缩和细

胞液平衡起关键作用。

光触发时，新的钾通道让钾离子

离开神经元，从而改变跨膜电梯度。

这种超极化变化使神经元难以产生动

作电位。如果没有动作电位，神经元

与其他细胞的通信就会受到极大抑制

甚至沉默。

新成果为研究脑区间复杂相互

作用开辟了令人兴奋的途径，也为

探索神经退行性、神经发育和精神

疾病背后的病理机制提供了有前途

的方法。这些工具将为科学家提供

深入探索大脑内部机制的途径，推

动对大脑功能的全面理解，为攻克

多种脑部疾病奠定基础，以实现有

效治疗。

光遗传学 2005 年才诞生。它通

过在神经细胞中表达光敏蛋白，响

应不同波长的光刺激实现对神经功

能的调控。人类拥有了这种精准操

控大脑的工具，对神经元之间作用

的理解也更深入了。光遗传学应用

无 疑 是 神 经 科 学 研 究 的 跨 越 式 进

步。目前，科学家正在尝试利用光

遗传学手段治疗嗜睡、抑郁、恐惧、

焦虑、疼痛等各种顽疾，甚至还有尝

试治疗失明、老年痴呆和糖尿病的

项目。未来，“一束光照亮生命”将

不仅仅是个美好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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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梦然）美国

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人员创新性地利用

光遗传学方法，通过光而非电刺激肌

肉，能更精确地控制肌肉，同时显著减

少了疲劳。相关论文发表在新一期

《科学·机器人》杂志上。

通过电流刺激肌肉收缩，可帮助

恢复瘫痪患者的肢体功能。但在多

年研究后，这种假体并未广泛使用，

因为它会导致肌肉快速疲劳，而且控

制力差。

光遗传学是一种基于基因工程细

胞来表达光敏蛋白的方法。用光照

射，就能控制细胞内的活动。这种方

法此前在人类中不可行，但现在，麻省

理工学院研究人员在小鼠小腿肌肉的

胫神经附近植入了一个小型光源，将

传统功能性电刺激方法产生的肌肉力

量与光遗传学方法产生的力量进行比

较。实验中，经过基因改造的小鼠能

够表达一种视紫红质通道蛋白-2 的

光敏蛋白。

研究发现，光遗传学控制产生了

稳定的、逐渐增加的肌肉收缩，光刺激

几乎能按比例控制肌肉力量，类似于

人类大脑信号控制肌肉的方式。此

外，光遗传学控制下，肌肉接受刺激一

个多小时才会疲劳，而使用功能性电

刺激仅 15分钟，肌肉就会疲劳。

利用这些数据，研究人员创建了

数学模型，将进入系统的光量与肌肉

输出（产生多少力）联系起来，设计出

了一种闭环控制器。

目前依然需要克服的障碍是如何

将光敏蛋白更安全地输送到人体组织

中。如果成功，就能使那些因中风、截

肢、脊髓损伤而肢体控制能力受损的

人受益。

光刺激能更好控制肌肉并减少疲劳

俄罗斯第一副总理丹尼斯·曼图

罗夫表示，目前正在俄远东红星造船

厂建造的世界上最强核动力破冰船

“俄罗斯”号预计在 2030年建成。

曼图罗夫称，为了确保全年航行，

波罗的海造船厂继续建造一系列功率

60 兆瓦的核动力破冰船。“北极”号、

“西伯利亚”号和“乌拉尔”号已在北冰

洋海水域运行。计划在今年年底交付

下一艘“雅库特”号破冰船。另有 3 艘

将于 2026 年至 2030 年间加入核动力

船队。

核动力破冰船“俄罗斯”号2030年建成

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旗下的施瓦

贝控股公司称，在中国哈尔滨国际会展

中心的俄中博览会上，该公司首次展示

了用于运输和治疗新生儿的设备。

施 瓦 贝 控 股 公 司 此 次 展 示 的

BONNY 移动保育箱，用于安全移动

和运输新生儿。BONNY 装有监测体

温、心率和血氧量的传感器。此外，保

育箱还能抵御寒冷、振动和噪声。既

能在固定条件下使用，也能在长距离

医救运输途中使用。

（本栏目稿件来源：俄罗斯卫星通
讯社 编辑整理：本报驻俄罗斯记者董
映璧）

俄首次在华展示新生儿运输治疗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