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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今日视点
◎本报记者 张梦然

在《科学前沿》近期发表的一篇创

新性文章中，全球科学家联合展示了如

何通过保护地球表面的一小部分，来保

护地球的生物多样性。这项计划经济

实惠且可行，将使人们能够保护最濒危

的物种免于灭绝，为地球上的野生动植

物提供保障。

地球上大多数稀有物种要么分布

范围非常狭窄，要么密度非常低，或者

两者兼而有之。研究团队此次聚焦于

对稀有物种的分析，进而发现：如果人

们能保住大约 1.2%的地球表面，就可

能阻止地球“第六次生物大灭绝”。

地 球 已 历 经 5 次
“生物大灭绝”

地球生命已历经 5 次由极端自然

现 象 引 起 的 生 物 大 规 模 灭 绝 事 件 。

2022 年初，许多专家发出警告：第六次

大灭绝危机可能正在发生。

而这一次，完全是由人类活动造

成的。

美国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和法

国巴黎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生物学

家曾在《生物学评论》杂志上发表研究

报告，对这一持续灭绝事件的证据进

行了全面评估。研究指出，物种灭绝

率的急剧增加和许多动植物种群数量

的下降，是有据可查的。据估计，自

1500 年以来，地球可能已经失去了其

200 万种已知物种的 7.5%—13%，即惊

人的 15 万—26 万种物种。

不幸的是，随着“科学否认”在现代

社会的一系列问题上站稳脚跟，很多人

否认第六次灭绝发生的可能；还有人将

其视为一种新的自然进化轨迹；一些人

甚至偏激地认为，生物多样性的定义应

符合人类的利益。

但利益由谁来定义？夏威夷大学

马诺阿分校教授罗伯特·考伊强调说：

“人类是唯一能够大规模操纵生物圈的

物种。相比其它动物，我们也是唯一能

对未来和地球生物多样性有意识作出

选择的物种。”

为应对危机，各种保护举措已开始

并取得了成功。但这些举措并不能涵

盖所有物种，似乎也很难扭转物种灭绝

的总体趋势。

识别出最关键“保护
要务区”

为了实现保护目标，2018—2023年

期间，又有 12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得到

保护。但这些新的保护区是否有效地

保护了关键生物多样性？

科学家首先利用 6 层全球生物多

样性数据，绘制了一份覆盖范围广阔

的地图。通过将这些层数据、现有保

护区地图以及部分土地覆盖分析相结

合，再利用卫星图像识别稀有和濒危

物种的剩余栖息地，科学家第一次识

别出目前最关键、未受保护的生物多

样性区域。

他们将这些区域称为“保护要务

区”。这份全球蓝图则可以帮助各个

国家和地区在更局部的层面上规划

保护工作。

“保护要务区”包括 16825 个地点，

覆盖约 1.64 亿公顷土地。是 4700 多种

濒危物种的家园。这些物种位于世界

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但又受到威胁的

生态系统中，不仅包括依赖大型完整栖

息地的哺乳动物和鸟类，如菲律宾的塔

玛拉和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的西里

伯斯冠猕猴，还包括分布范围有限的两

栖动物和珍稀植物物种。

这些“保护要务区”，其实非常接近

目前已在受保护的区域，这意味着它们

很容易被纳入现有保护区，或较容易找

到其他保护濒危物种的方法。如果得

到充分保护，可防止目前能预测到的所

有灭绝事件。

为后代留下充满活力
的地球

科学家没有忽略计算这种保护的

成本。他们利用 14 年来数百个土地保

护项目的数据，并考虑到所征用土地的

类型和数量以及特定国家的经济因素，

建立了成本估算模型。这些数字是近

似值，因为存在多种土地购买或长期租

赁方案（每种方案的成本不同）。原住

民、对“保护要务区”具有管辖权的社区

和其他民间社会成员，需共同决定哪种

方案最适合。

研究估计，在未来 5 年内，保护热

带地区的“保护要务区”每年将花费约

340亿美元。这不到美国 GDP的 0.2%，

不到全球化石燃料行业年度补贴的

9%，也只是采矿和农林业每年收入的

一小部分。

保护野生动植物也是遏制和扭转

气候危机的关键。保护生物多样性意

味着保护地球的森林覆盖率。森林是

碳汇：通过保护富含碳、野生动植物丰

富的森林地区，既保护了濒危物种，也

保护了人类。

正如项目团队科学家所言：人们将

为子孙后代留下什么？最重要的是：一

个健康、充满活力的地球。

专 家 认 为 ——

保住1.2%土地 就能阻止“第六次生物大灭绝”

科技日报北京7月18日电（记者刘
霞）据美国趣味科学网站17日报道，韩国

机械与材料研究所（KIMM）科学家使用

一种新型薄膜材料，成功研制出100英寸

纳米透明屏幕（NTS）。该屏幕纤薄如人

的头发丝，能够以丰富的色彩和清晰的光

线显示图像细节。科学家希望这项研究

未来能够带来更物美价廉的透明电视。

研究团队指出，该透明屏幕除了外

观轻薄且可以弯曲外，用户也可以根据

需求调整其透明度：透明度最低时，屏

幕能够显示出最精确的细节。该屏幕

对光也有很强的反射能力，当强大的投

影仪发出的光束照射屏幕上时，会产生

清晰的图像。

研究人员表示，该NTS采用卷对卷

工艺制造而成，其中薄膜用二氧化钛微

粒处理。这些二氧化钛纳米粒子不仅让

NTS经久耐用，还提高了薄膜的光学质

量，这意味着投影到其上的图像仍能保

持清晰。该薄膜还层叠有一种名为聚合

物分散液晶（PDLC）膜的晶体聚合物，

向晶体施加电场可以调整PDLC的透明

度。当用户想要在屏幕上看到更多细节

时，屏幕会变得更不透明。

研究人员补充说，购买传统 OLED

（有机发光二极管）屏幕的费用为1亿韩

元（约7.2万美元），但新屏幕的价格仅为

前者的十分之一。因为新屏幕的制造过

程相对简单。而且，新屏幕对高温或低

温都具有很强的耐受性，这意味着其既

可以在室内使用，也可以在室外使用。

研究人员结合纳米材料、纳米制造

技术和现有信息科学技术，研制出了

NTS。未来他们将不断提高 NTS 的质

量，推动透明屏幕的普及。

100 英 寸 纳 米 透 明 屏 幕 面 世
价格仅为传统 OLED屏的十分之一

科技日报北京7月18日电 （记者

张梦然）《科学报告》18 日发表的一项

研究介绍了一种神经网络工具，能最

多提前 5 分钟预测海上异常巨大的神

秘海洋波浪——“疯狗浪”的产生。这

种海浪此前被认为是“不可预测”的。

该工具能用于为船舶和近海平台提供

预警，让在这些场所工作的人员能够

寻求庇护、执行紧急停机，或采取机动

措施把即将到来的巨浪影响最小化。

“疯狗浪”是一种比普通海浪高数

倍的巨型海浪，其随机出现，形成原因

目前尚无定论，发生前往往也没有明

显征兆。即使对经验丰富、水性绝佳

的人来说，突如其来的“疯狗浪”也非

常危险。

美 国 马 里 兰 大 学 团 队 开 发 的 这

个工具由一个神经网络构成，该网络

经过训练可区分海洋波浪有无后继

“疯狗浪”。团队用于训练该神经网

络的数据库中，包含了美国和太平洋

岛 屿 海 岸 附 近 172 个 浮 标 的 1400 万

段 30 分钟的海面高程测量样本。他

们使用这个神经网络工具，利用来自

相 同 浮 标 的 4 万 个 海 面 高 程 测 量 构

成的另一个数据集来预测“疯狗浪”

的出现。

团队发现，他们的神经网络工具

能正确预测 75%在未来 1 分钟内出现

的“疯狗浪”和 73%在未来 5 分钟内出

现的“疯狗浪”。这一工具还能以 75%

的准确率，预测未来 1 分钟内出现在

未包含于训练数据集中的两个浮标附

近的“疯狗浪”，这表明该工具可在新

地点展开预测。

通过结合水深、风速和波浪位置

数据，团队表示可以进一步改进该神

经网络工具预测的准确性和提前预警

的时间，未来还可预测将至浪的高度

或可能出现的时间。

打 破“ 不 可 预 测 ”传 说 ——

神经网络工具可提前预警海洋神秘巨浪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18日电 （记

者张梦然）德国亥姆霍兹-德累斯顿-

罗森多夫中心、开姆尼茨工业大学、德

累斯顿工业大学和于利希工业中心联

合团队合作开发出一种超材料，材料

中的圆柱域不仅可存储单个比特，还

可存储整个比特序列。发表在最新

《先进电子材料》的这一成果，为研发

新型数据存储器和传感器、神经网络

的磁性变体铺平道路。

圆柱域在物理学上是薄磁层中的

一种微小圆柱形区域。它的自旋（即

在材料中产生磁矩的电子固有角动

量）指向一个特定方向，会产生与其余

部分不同的磁化强度。这在自旋电子

学领域有巨大应用价值。

而畴壁是相关应用中又一个关键

概念，它是磁性材料中相邻磁畴之间

的过渡区域。在当前试图实现的磁存

储技术中，精确控制畴壁中的自旋结

构至关重要，因为它的顺时针或逆时

针方向可直接用于编码比特。目前的

硬盘轨道宽度为 30—40 纳米，比特长

度为 15—20 纳米，在邮票大小的表面

上可容纳大约 1TB数据。团队试图通

过将存储扩展到三维，来克服这种数

据密度限制。

磁性多层结构是控制畴壁内自旋

结构的一种有潜力的方法。团队此次

使用了钴和铂交替层块，由钌层隔开，

并将它们沉积在硅晶片上。由此产生

的超材料，是合成的反铁磁体。它的

特点是垂直磁化结构，其中相邻的层

块具有相反的磁化方向，从而使整体

磁化呈现净中性。

新系统的巧妙之处在于，人们可

专门控制层的厚度，从而控制它们的

磁性。这使研究团队能调整合成反铁

磁体的磁性行为，使整个比特序列都

可存储在尺寸仅为 100 纳米左右的微

小圆柱域，而不像以往仅仅单个比特。

该成果开辟了一个很有前景的应

用方向：人们将以可控、快速和节能的

方式，沿着这些磁性数据高速公路进

行信息传输。

本文的新材料之所以别具潜力，

是因为它属于一种磁性多层结构，可

以通过组合不同的材料和层厚来调整

磁能。这就让科学家能自如控制合成

反铁磁体的磁性。其不仅仅为更高效

数据存储提供了新概念，还将在磁电

子学中发挥潜力，譬如开发出全新磁

阻传感器或自旋电子的元件。而未来

的神经网络，同样需要复杂的磁性纳

米体，从而实现像人脑一样处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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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德国波

鸿鲁尔大学和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的

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新型催化剂，能

够促进将氨转化为氢气和肥料前体

亚硝酸盐的化学反应。相关研究论

文发表于最新一期《德国应用化学》

杂志。

此前，生产氢气和生产肥料分属

于不同的化学过程。研究人员解释

说，氢气的生产通常是通过电解水实

现的，而为了实现可持续性，这个过程

需要依赖可再生能源。此外，氢气的

运输方式主要有液态和气态两种，但

氢气只有在-253℃的极低温度或高

压下才会变成液体，因此其运输难度

相对较大。替代方案是在生产现场

将 氢 气 转 化 为 氨（NH3），因 为 氨

在-33℃时即可液化，而且其能量密

度高，更便于运输。使用时，科学家

通过反向哈伯-博施反应，将氨转化

为氮气和氢气。

由于氮气的化学键非常牢固，所

以氨很容易转化为氮气，却很难转化

为亚硝酸盐。研究人员面临的挑战

是找到一种合适的催化剂。经过实

验，他们证明多金属催化剂适用于这

一目的。

研究人员结合反向哈伯-博施反

应与水的二次电解，使用气体扩散电

极，并在该反应中添加了多金属催化

剂。结果显示，氨和水发生反应时，产

生亚硝酸盐和氢气。该反应可将 87%

的转移电子用于转化成亚硝酸盐，而

且这一过程中氢气产量会加倍。亚硝

酸盐可以进一步加工成肥料。

该研究首次证明这两个化学过

程可以在实验室规模上结合使用，

但要实现工业规模生产，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

新催化剂能使氢气和化肥同步产出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18日电 （记

者张佳欣）美国布列根和妇女医院领

导的一项新研究发现，睡眠时间不规

律与患糖尿病的风险增加有关。其

中，睡眠时间不规律的人患糖尿病的

风险比同龄人高出 34%。研究认为，

保持稳定的睡眠有助于预防 2 型糖

尿病。相关论文 17 日发表在《糖尿

病护理》杂志上。

2 型 糖 尿 病 影 响 着 全 球 近 5 亿

人，是导致死亡和残疾的十大主要原

因之一。到 2050 年，2 型糖尿病患者

数 量 预 计 将 增 加 一 倍 多 ，达 到 13

亿。这种形势凸显了糖尿病预防策

略创新的必要性。

这项新研究分析了英国生物库

研究中超过 84000 名参与者的加速度

计（一种监测运动的手表类设备）数

据，以调查睡眠与 2 型糖尿病之间可

能的联系。参与者的平均年龄为 62

岁，最初没有糖尿病。他们连续 7 个

晚上佩戴加速度计。研究人员对参

与者进行了大约 7.5 年的随访，主要

通过医疗记录来跟踪糖尿病的发展

情况。

研究人员发现，在调整了一系列

风险因素后，睡眠时间越不规律，糖

尿病风险越高。这种关联在睡眠时

间较长、糖尿病多基因风险评分较低

的个体中更为明显。

数据显示，与睡眠模式有规律的

参与者相比，睡眠不规律的参与者

（即每日睡眠持续时间平均变化超过

60 分钟）患糖尿病的风险高出 34%。

不规律睡眠增加患糖尿病风险

研究人员解释实验原理。
图片来源：物理学家组织网

保护1.22%的土地将有助于拯救最濒危的物种免于灭绝。
图片来源：《科学前沿》

纳米透明屏幕能清晰显示图像细
节。 图片来源：美国趣味科学网站

科技日报北京7月 18日电 （记者

刘霞）借助大型强子对撞机（LHC）上紧

凑缪子线圈（CMS）合作组和超环面仪

器实验（ATLAS）合作组独立测得的 15

个 不 同 的 结 果 ，欧 洲 核 子 研 究 中 心

（CERN）科学家获得了迄今最精确顶

夸克质量值。研究团队指出，新的顶夸

克质量值将能够改进粒子物理学标准

模型的计算，帮助科学家们更好地理解

希格斯玻色子性质的量子修正等问

题。相关研究发表于近日《物理评论快

报》杂志。

科学家认为，夸克是一种不能再分

割的基本粒子。目前已知的夸克包括上

夸克、下夸克、粲夸克、奇异夸克、底夸克

和顶夸克 6 种，其中顶夸克是已知最重

的基本粒子，也是寿命最短的粒子之一。

顶夸克于 1995 年首次发现，估计

其质量介于 151GeV/c2（GeV 为十亿电

子伏特）到 197GeV/c2 之间。自此，科

学家一直在积累更多数据，希望获得更

精确的顶夸克质量值。科学家认为，尽

可能深入地了解顶夸克的质量，有助于

更好地测试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此

外，科学家对宇宙稳定性的认识也取决

于对希格斯玻色子和顶夸克质量的综

合认知。

CMS合作组和 ATLAS合作组迄今

已汇集了 15 个不同的顶夸克质量测量

结果。在最新研究中，英国格拉斯哥大

学马克·欧文教授领导的团队，结合这

15 次测量结果，获得了迄今最精确顶

夸克质量值：172.52±0.33GeV/c2，总

不确定度为 0.33GeV，比此前最精确测

量值还精确 31%。

欧文指出，顶夸克很有趣，其质量

是质子的 184 倍，几乎和金原子一样

重。精确测量其质量可以为科学家提

供关键信息。

迄今最精确顶夸克质量值测得
有 助 改 进 粒 子 物 理 学 标 准 模 型 计 算

ATLAS探测器。
图片来源：ATLAS实验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