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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园地科普园地

今日视点今日视点
◎本报驻俄罗斯记者 董映璧

创新连线·俄罗斯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1日电 （记者

刘霞）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6 月 28 日报

道，美国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

（LLNL）表示，该机构科学家成功研制

出了在太空飞行中分辨率最高的伽马

射线传感器——高纯度锗（HPGe）伽马

射线传感器。这一创新性技术将极大

地提升科学家对小行星等天体的研究

和探测能力。

该传感器是 LLNL 与约翰斯·霍普

金斯大学科学家合作研发的大型伽马射

线光谱仪（GRS）的重要组成部分。去年

10月13日，GRS已随美国太空探索技术

公司“猎鹰”重型火箭携带的“普赛克”探

测器进入太空。作为人类首个拜访太阳

系最大金属小行星“普赛克”的“使者”，

该探测器肩负着重要的科学使命。

发射后的测试结果显示，HPGe 伽

马射线传感器的分辨率高达 2.1千电子

伏，远超该实验室 2004 年为水星任务

“信使”号探测器所研制的伽马射线传

感器，后者的分辨率为 5千电子伏。

研究人员表示，在实验室实现高分

辨率固然令人欣慰，但真正令人惊叹的

是在发射和严苛的太空飞行条件下保

持这种分辨率。更高分辨率的伽马射

线传感器可帮助“普赛克”探测器更好

地识别同名小行星表面的化学元素。

“普赛克”探测器目前距离地球约

4亿公里。它将在长达 6年的旅途中行

进 32 亿公里。“普赛克”小行星以金属

为主，被认为是太阳系发展早期物质碰

撞产生的残余。对“普赛克”的探索将

使科学家能够“真正访问行星内核”，为

揭示行星内部世界奥秘提供前所未有

的机会。

飞行中分辨率最高伽马射线传感器制成
有助提升对小行星等天体的研究和探测能力

维 克 托·彼 得 洛 维 奇·伊 万 诺 夫

是俄罗斯知名人士、法学博士，20 世

纪 90 年代曾与普京一起在圣彼得堡

市政府工作，后任俄总统办公厅副主

任、总统顾问等职，是俄罗斯联邦国

家一级顾问，2018 年起担任俄罗斯之

家国际科技合作协会（以下简称“俄

罗斯之家”）主席。

伊 万 诺 夫 曾 在 不 久 前 访 问 过 中

国。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他

坦诚地分享了访华的印象。

记者：您能否简要介绍一下俄罗

斯之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伊万诺夫：实 际 上 ，俄 罗 斯 之 家

是苏联解体后苏联科技部的继承者，

成立于 1992 年，创始单位包括俄罗斯

科学院、俄罗斯科学与高等教育部、

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是一个以代

表俄罗斯联邦国际科技领域权益为

宗旨的国家级协会。

俄 罗 斯 之 家 的 主 要 任 务 是 在 推

广 俄 罗 斯 技 术 和 转 移 、协 助 保 护 俄

罗 斯 企 业 在 国 外 的 知 识 产 权 、科 技

项 目 引 资 、国 际 科 技 合 作 教 育 项 目

的 筹 备 组 织 等 方 面 ，与 外 国 建 立 长

期合作机制。

俄罗斯之家活动遍及全球，其中

包括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

金砖国家、东盟、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等。俄罗斯之家利用自身的基础设

施和商业渠道，为俄罗斯出口导向型

企业提供国际科技合作保障和支持，

为国家机构拓展出口业务提供支持。

记者：您 到 访 过 中 国 ，能 否 谈 谈

您对中国之行特别是在教育和科技

领域的具体印象？

伊万诺夫：我 访 问 过 中 国 很 多

次，最近一年就访问过 3 次。第一次

访问中国还是在 1995 年，访问的是上

海市。那时，上海市的浦东还是一片

沙地。如今，浦东早已是一片科技与

工业非常发达的现代化新区。

今年 5 月，普京总统访问哈尔滨

期间，我也在哈尔滨出差。我看到哈

尔滨这座北方城市的建设像浦东的

发展一样正在加速迈进。

其 实 ，自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中 国 的

建 设 和 发 展 速 度 都 像 浦 东 一 样 快 。

毋庸置疑，这与中国大力发展教育、

科 技 息 息 相 关 。 再 比 如 ，近 年 来 中

国 电 动 汽 车 产 业 爆 发 式 发 展 ，是 中

国 业 界 科 技 创 新 的 巨 大 成 功 ，令 人

印象深刻。

记者：在 访 华 的 过 程 中 ，有 没 有

让您印象深刻的中俄合作项目？

伊万诺夫：众 所 周 知 ，俄 中 科 技

合 作 历 史 悠 久 。 就 拿 近 几 年 来 说 ，

2020—2021 年两国互办了“中俄科技

创新年”，还有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

员会科技合作分委会、中俄创新对话

等 完 整 的 政 府 间 科 技 创 新 合 作 框

架。双方的交流合作愈发密切，合作

机制日益灵活，科技产业关联更加紧

密。比如，俄中双方还共同推进提升

北斗和格洛纳斯系统兼容服务性能

等航空航天、卫星导航、通信与信息

技术等领域的战略协作。

6 月 12 日 ，普 京 总 统 签 署 法 令 ，

批准了俄罗斯与中国签订的关于共

建国际月球科研站的合作协议。目

前，包括沙特阿拉伯、南非等在内的

12 个国家和航天组织将参加国际月

球科研站联合项目。

记者：您能否介绍一下俄罗斯近

年来在基础科学和应用技术领域的

主要成果？

伊万诺夫：俄罗斯基础科学研究

实力雄厚，水平高，应用技术成果也

非常丰富。比如，莫斯科杜布纳联合

原子核研究所正在建设基于超导粒

子加速器的离子对撞机“尼卡”。科

学家将利用“尼卡”在实验室条件下

重建宇宙大爆炸后最初时刻的特殊

物 质 夸 克 -胶 子 的 状 态 。 世 界 30 个

国家的科学家参与了项目建设，项目

汇集的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共 130

余家，其中 36 家来自俄罗斯。“尼卡”

离子对撞机国际研究项目将于 2025

年展开。

新冠疫情期间，俄罗斯加马列亚

流行病与微生物学国家研究中心研

发的“卫星”疫苗是世界上最早推出

的新冠疫苗之一。“卫星”疫苗不仅得

到了大多数人的称赞，而且也挽救了

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最近，加马列亚流行病与微生物

学国家研究中心又成功测试了可防

治所有类型癌症的疫苗。该疫苗类

似新冠疫苗，是在基质核糖核酸技术

的基础上研发出来的。这是俄罗斯

生物科学的重大突破。

记者：关于中俄科技合作未来愿

景，您有什么好的合作项目和建议？

伊万诺夫：每 次 访 问 中 国 ，处 处

能感受到两国伙伴对合作和推进共

建项目的极大热情和信心。5 月我访

问哈尔滨期间，俄罗斯之家与哈尔滨

新区签署了中俄“未来”经贸科技合

作中心协议。双方企业家参加了开

幕式，并讨论了今后该中心的主要合

作方向。

双方正在研究设计一种“未来产

业 ”，对 现 有 工 业 体 系 进 行 全 新 改

造。主要包括在基础运输设施中大

量使用聚合物复合材料；利用微生物

和泥炭土壤处理技术恢复和提高土

壤肥力，保障农业产业绿色生态循环

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利用黑龙江

流域生物资源的巨大潜力开展水产

养殖；氢能源基础设施和数字能源管

理系统等。我们希望以中俄“未来”

经贸科技合作中心为基础，在哈尔滨

新区建成“未来产业”创新解决方案

科技工业园。

“ 中 国 科 技 创 新 令 人 印 象 深 刻 ”
——访俄罗斯之家国际科技合作协会主席伊万诺夫博士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佳欣）据最新

一期《自然·物理》杂志报道，一支国际

研究团队成功利用声波引导水上物体

绕过障碍物。这种创新性方法为生物

医学应用，如非侵入性输送靶向药物开

辟了新途径。

2018 年 ，阿 瑟·阿 斯 金 因 发 明 了

“光镊”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

一种可操纵微观粒子的激光束。瑞士

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工程学院波浪工程

实验室负责人罗曼·弗勒里表示，“光

镊”的工作原理是创造一个光“热点”来

捕获粒子，就像一个球掉进洞里那样。

但如果附近有其他物体，这个洞就很难

形成和移动。

在实验中，研究人员使用一种名

为波动量造形的技术，只需要确定物

体位置，就能通过声波对其进行操控，

这就像一种“声镊”。他们不是捕捉物

体，而是轻轻推动物体，就像用冰球杆

引导冰球那样，研究人员用声波来引

导漂浮的乒乓球绕过水上赛道中设置

的障碍。

乒乓球漂浮在一个大水箱中，通

过上方相机确定它们的位置。水箱

两端的扬声器阵列发出可听见的声

波，引导乒乓球沿预定路径移动，同

时利用麦克风阵列“监听”反馈，这被

称为散射矩阵。这个散射矩阵与相

机的位置数据相结合，使研究人员能

实时计算声波在推动乒乓球时的最

佳动量。

弗勒里表示，这种方法基于动量

守恒原理，不仅可用于移动球形物体，

还可以用于控制旋转、移动更复杂的

物体。

研究人员还将障碍物设为移动的，

以增加系统的不确定性。结果显示，这

种技术也能发挥良好作用。

研究人员表示，在生物医学应用

中，声波是一种无害的非侵入性工具，

比如用声波来帮助在体内特定位置释

放药物，因此新技术特别有助将药物直

接输送到肿瘤。

此外，在生物分析或组织工程应

用中，这种技术可以用超声波移动细

胞，可减少因触碰细胞造成的损害或

污染。

声波阵列用“声镊”精准移动物体
为 非 侵 入 性 输 送 靶 向 药 开 辟 新 途 径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1日电 （记者

张佳欣）月球和地球上的时间一样吗？

如果不同，需要统一吗？据英国《新科

学家》网站 6 月 28 日报道，美国国家航

空航天局（NASA）最新计算表明，月球

表面时间比地球表面时间每个地球日

快 57.5微秒。在人类月球探索中，这一

差异可能至关重要。

NASA 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谢丽

尔·格兰林表示，地球上的基础设施如

GPS，其时间精度已达到微秒级别。若

想在月球上更准确导航或着陆，时间精

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美国白宫指示 NASA 与其他政府

部门合作，在 2026 年底前制定“协调月

球时”（LTC）。NASA 喷气推进实验室

团队致力于研究这个问题，并已经有了

答案。

正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广义

相对论所假设的那样，月球上的引力

只有地球的六分之一，所以时间在月

球上流逝得更快，这是时间膨胀的结

果。团队计算了地球和月球上以太阳

系中心为基准的时间流，结果表明，月

球表面时间比地球表面时间每天快

57.5 微秒，这意味着在 50 年的时间里，

月球上的宇航员要比地球上的人老一

秒左右。

此前关于月球时间的研究也得出

类似结论。今年 2 月，另一项研究通过

分析两个天体轨道，计算出月球表面时

间比地球快了 56 微秒。格兰林认为，

多个研究结果其实有助于更加精确地

制定 LTC。

月球时间的定义将由包括国际计

量局和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在内的多个

机 构 来 定 义 ，部 分 讨 论 将 于 8 月 进

行。另外，月球时间的定义还需设定

一个起始日期。自该日期起，月球上

的秒数将与地球进行精确同步，正如

人类同意将国际原子时（基于原子钟

测量）的起始日期定于地球上的 1977

年 1 月 1 日一样。

月球和地球上的时间一样吗

最新研究显示，月球表面时间比地球表面时间每个地球日快57.5微秒。
图片来源：英国《新科学家》网站

科技日报北京7月 1日电 （记者

张梦然）《自然·医学》1 日发表的一篇

论文，报道了神经义肢接口的最新突

破，其能让仿生腿完全响应人体神经

系统，在临床试验中，改善了截肢人士

的行走控制，让他们恢复了“仿生行

走”。这一结果表明，即使只恢复部分

神经信号传导，或也足以实现神经义

肢功能的临床相关改善。

人体为了让其肢体在其活动范围

内活动，肌肉会以成对的主动肌-拮

抗肌发挥作用，这反过来能将本体感

受信号传给中枢神经系统，给人体提

供四肢位置和运动的意识。不过，手

术截肢会导致截肢位置的神经-肌肉

架构严重受损形成残肢。残肢断开的

肌肉会被包住，形成充足的软组织垫

层作为义肢接受腔，这会破坏自然肌

肉动力学和本体感受。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团队研发的神

经义肢接口，通过手术将成对的主动

肌-拮抗肌与感知电极相连。这些成

对的动态肌肉在残肢内通过手术构

建，作为腿部截肢人士的神经义肢控

制和本体感受来源。具体来说，这个

接口能将患者的神经控制信息传给一

个外部义肢，并进一步将义肢位置和

运动感受传回给使用者，恢复其本体

自然感觉。

团队随后在临床试验中测试这种

仿生义肢的效果，试验共有 14 名单侧

膝下截肢的受试者，其中 7 人有神经

义肢接口。与没有接口的膝下截肢人

士的行走速度相比，这些受试者的行

走速度提升了 41%，与未截肢人群的

行走速度相当。此外，他们的行走表

现在真实世界环境中也非常好，这些

环境包括斜坡、台阶和被堵住的小路。

团队表示，他们的研究结果或可

用于指导今后的重建技术，这类重建

技术的目标是恢复截肢或运动瘫痪人

士对人体行动的神经控制。

大脑和人体有一套精妙的合作系

统，发出信号，传导信号，接收信号，做

出行动，一切都在瞬息之间。这套强

大的信息联通网络，有赖于神经细胞

的配合无间。但是，很多神经，一旦遭

到损害，便无法复原。截肢人士即使

佩戴义肢，断掉的神经网络还是残

缺。此次，科研人员从神经系统入手，

让截肢人士的神经控制信息通过接口

传给义肢，修复神经通路。这样一来，

佩戴神经义肢的患者能走得更好。重

新掌控身体，能给他们带来更高的生

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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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佳欣）近年

来，不少父母都会随身携带“哄娃神

器”，如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每当

孩子闹别扭，就播放他们喜欢的卡通

片，或者让他们玩游戏，以安抚他们的

情绪。那么，这种方式对孩子在未来

生活中情绪调节有什么影响呢？匈牙

利和加拿大的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调查

发现，用“哄娃神器”安抚发脾气的孩

子，将导致他们无法学会情绪调节。

研究论文发表在最近的《儿童和青少

年精神病学前沿》杂志上。

“ 哄 娃 神 器 ”也 可 称 为“ 电 子 奶

嘴”。论文资深作者、加拿大舍布鲁克

大学研究员卡罗琳·菲茨帕特里克解

释说，利用这种“哄娃神器”是一种阻

止孩子发脾气的简单方法，而且在短

期内非常有效。然而从长远来看，这

种做法几乎没什么好处。

为了检验他们的论点，研究团队

在 2020 年进行了初步评估，并在一年

后进行了后续跟踪调查。300 多名

2—5 岁儿童的父母完成了一份评估

儿童和父母媒体使用情况的问卷。

研究人员发现，当父母更频繁地

利用数码设备安抚孩子情绪时，一年

后，孩子们在愤怒和沮丧情绪的管理

能力方面表现得更差。在后续评估

中，那些因为经历了负面情绪而频繁

地接受“电子奶嘴”安抚的儿童，自我

控制力的表现也很糟糕。

研究人员指出，发脾气是无法通

过电子设备治愈的，孩子们必须学会

如何管理自己的负面情绪。在这个学

习过程中，孩子需要父母，而不是数字

设备来帮助他们学会管理情绪。

“哄娃神器”或影响孩子情绪调节

俄 罗 斯 量 子 中 心 共 同 创 建 人 、

俄 国 家 原 子 能 集 团 总 裁 顾 问 鲁 斯

兰·尤努索夫称，俄罗斯计划到 2030

年研制出超过 100 量子比特的量子

计算机。

尤努索夫表示，去年底俄在不同

平台上呈现了 20—25 量子比特，今年

应呈现 50 量子比特，“科研人员知道

如何走向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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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计划研制超100量子比特的计算机

俄罗斯加马列亚流行病学和微生

物学国家研究中心计划 2025 年中期

开始进行癌症疫苗临床研究。

目前研究人员正在开展小鼠临床

前研究框架内的疫苗测试，首次测试

是在患黑色素瘤的小鼠身上进行的。

当小鼠免疫系统启动时，研究人员发

现，接种和未接种疫苗小鼠的肿瘤大

小存在着很大差异。那些接种疫苗的

小鼠活着，而未接种的小鼠在第 19 天

至第 22 天，记录到了死亡结果。这表

明，疫苗能将患黑色素瘤动物的寿命

延长 1—2倍。

这项技术如果能够开发成功，将

为非小细胞肺癌、胰腺癌、黑色素瘤和

某些类型肾癌患者带来新希望。

俄拟于2025年开展癌症疫苗临床研究

俄罗斯之家国际科技合作协会主
席伊万诺夫博士。

本报记者 董映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