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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短讯

科技日报讯 据《新科学家》杂志网络版近

日报道，世界上最精准的计时器原子钟又添了

一个新功能：科学家可将它用作量子模拟器，

来研究磁体内部电子的量子行为，以更深入地

了解量子世界的奥秘。相关论文发表在近日

出版的《科学》杂志上。

物理学中有许多难以解答的问题，因为

它们的基本行为受错综复杂的量子力学规则

支配，比如电子之间的量子相互作用产生的

磁性，就很难进行计算机模拟。目前，固体内

部电子的行为可以利用冷却到高于绝对零度

（零下 273.15℃）万亿分之几摄氏度的原子进

行物理建模，其比电子本身更大、更容易操

控，是开展实验的理想工具。但这种手段面

临的主要障碍是，超低温条件在实验室中不

太容易实现。

现在，美国天体物理联合实验室的理论家

安娜·玛丽亚·雷伊和她的研究团队，在实验中

偶然发现了一种可以在高出几个量级的温度

条件下模拟量子行为的方法——利用原子钟。

原子钟是通过一组原子在两个不同能级

之间的跃迁来计时的。该研究小组原本只是

研究锶原子钟。当激光将能量泵入时，锶原

子就会以一定的频率在基态和激发态之间振

荡，也就是原子钟计时的“节拍”。为了增强

原子钟的信号，研究人员尝试着增加原子的

数量，但这反而降低了计时的精度，因为原子

间的相互作用有时候会改变能量跃迁的“钟

摆”节律。

从数学角度来说，这些原子的行为很像磁

性材料中的电子的表现。电子有自旋特性，可

以直观地用箭头朝上（自旋向上）和箭头朝下

（自旋向下）来描述。在一个磁体中，由于电子

之间的量子相互作用，所有的自旋都是指向同

一个方向的，不过人们对这种量子相互作用仍

知之甚少。

雷伊说，处于基态的锶原子可被用来模拟

自旋向下的电子，处于激发态的原子则代表自

旋向上的电子。追踪这些原子间相互作用的

出现及其细节，有望为揭示磁体中电子的量子

相互作用的性质提供线索。最重要的是，与通

常构建的模拟电子行为的原子网络不同，原子

钟可以在高于绝对零度百万分之几摄氏度这

一相对温和的温度条件下工作。

没有参与这项研究的哈佛大学的米哈伊

尔·卢金评论说：“这项研究可以为自旋系统的

量子动力学带来基本的新见解。”这对于原子

钟也是好消息，他补充说，了解原子如何相互

作用，有助于打造更加准确的计时器。

（陈丹）

原子钟可模拟研究磁体内部电子的量子行为
为自旋系统的量子动力学带来新见解

这个夏季，天气异常让全球很多地方的

人始料不及，英国等地在经历持续高温“烤”

验时，俄罗斯一些地区却在接受“水”的洗

礼。中国也经历“热与水”的双重考验，许多

地区地质灾害频发。

极端天气频繁出现，全球多地陷入“热”与

“水”。尽管目前专家对造成这种现象的成因

解释不一，但很明显的是，如果极端天气持续，

受影响地区民众就不得不加强防范，各国政府

也需寻找更合理的措施应对未来极端天气。

高温洪水致人财损失

热浪来袭，全球多地气温直逼历史最

高。今年 6 月底 7 月初，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等多地连续数日最高

气温超 46 摄氏度。最热的加州“死亡谷”地

区气温高达 53.3 摄氏度，这也是“死亡谷”自

1994年以来的最高气温。中国南方多地同样

被高温侵袭。一向夏季凉爽惬意的瑞士，今

年也遭遇 30年来最热的 7月。

持续高温大大增加了公众健康风险。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这次热浪侵袭中，有数

十人因高温住院，受影响地区高温已致死至

少 6 人。

英国的夏天通常较为清凉，最高气温即

使达到 30 摄氏度也不会持续太久。今年的

反常高温让许多习惯了凉爽气候的英国人感

到不适，医院收治的中暑和皮肤晒伤患者不

断增多。

当一些地区经受高温酷暑时，一向少雨

的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 8 月初却遭洪水侵

袭，数十人死亡，大批民众无家可归。近期，

俄罗斯远东、乌拉尔地区和伏尔加河流域也

发生了严重洪灾，其中 5 个地区进入紧急状

态。俄总统普京 10 日说，严重洪灾已造成超

过 30亿美元的损失。

“地球一直在变暖”

夏季还没结束，就有那么多人因高温等

极端天气失去生命。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

理局代理局长凯瑟琳·沙利文说：“从整体上

看，我们的地球一直在变暖。”

什么原因导致异常高温天气——是温室

气体排放？是厄尔尼诺现象？

世界气象组织专家卡洛琳·艾希勒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尽管多个地区遭遇高

温，但不能因为这些个案而完全认定气候变

化是造成炎热天气的原因，不过可以肯定的

是，人类活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炎热天气出

现的可能性。

据世界气象组织 7 月发布的报告，2001

年至 2010 年，是自 1850 年有现代测量数据以

来最热的 10年，这 10年全球地表和海面平均

温度约为 14.47摄氏度。然而这期间，厄尔尼

诺和拉尼娜现象并不特别活跃，厄尔尼诺和

拉尼娜等气候现象并非造成今年夏季炎热天

气的因素。

而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所长汉斯

—约阿希姆·舍尔恩胡伯则认为，今年夏天，

北半球多地持续高温与气候变化相关，且热

浪今后可能更多、更强烈。

近年来，频发的热浪、干旱、飓风和风暴

越来越容易让人联想到全球变暖等问题。耶

鲁大学气候变化问题专家安东尼·莱塞罗维

茨认为，出于严谨，科学家一般不会轻易将极

端天气与气候变化联系得过于紧密，但气候

变化的确可能让日常天气状况恶化。

多方措施应对极端天气

高温难耐，洪水无情。这促使人类积极

找寻应对之策。

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发出警报，敦促人们

注意防暑降温，包括避免日晒，尽量减少户外

活动，尽量待在空调房中，多喝水。中国的一

些企业则选择给员工放“带薪高温假”。

英国已建议卫生医疗系统，对那些易受

热浪影响的高风险人群给予特别关注。奥地

利甚至提出了一整套适应气候变化的战略，

其中包括：农业用水智能化，调整人、畜保护

方案等预防性措施，以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夏季容易多发突发性暴雨，“城市型洪

水”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日本防灾系统研

究所所长山本武彦指出：“强烈的暴风雨会突

然袭来，因此迅速寻找避雨的地方是最基本

的措施。”

山本武彦认为，下午 1 点到 4 点之间，是

最容易发生突发性暴雨的时间段。遇到突发

性暴雨不要慌张，要进入建筑物内，最好是二

楼以上的地方避雨。不管是上班还是休息

日，都要沉着冷静，注意避免事故，这才是上

策。

面对极端天气，人类还可以作出很多努

力，应对、减缓气候变化，进行减灾防灾。正

如奥地利环境部长贝拉科维奇所说：“对于气

候变化应早做准备，现在我们做得越少，将来

付出代价就会越大。”

（执笔记者：张家伟 采访记者：林小春
王昭 刘石磊 郭洋）

全球多地热浪与洪水肆虐
新华社记者

本周焦点

未来20年粒子物理学研究展望
在过去两年中，物理学家在理解宇宙基

本法则方面取得了非凡进步，但在有关宇宙

性质的很多方面依然觉得困惑。日前在美国

物理协会组织的斯诺马斯夏季研究会上，物

理学家们提出了一个粒子物理学未来研究工

作的 20 年展望，研究框架意图追寻隐藏在物

质、能量、空间与时间背后的秘密。

一周之“首”

首次在自然界中找到立方氮化硼
上一周，国际矿物学协会正式承认了一种

新的矿物——立方氮化硼，其由美国、中国和

德国的地质学家组成的国际研究团队于 2009

年在自然界中找到，并被命名为 qingsongite。

而在此前，该矿物只能在实验室中合成。而立

方氮化硼是一种重要的技术材料，硬度可媲美

钻石，常被用作磨料和刀具材料。

本周争鸣

是否需要H7N9病毒实验引争议

多位全球知名禽流感研究专家 7 日在两

大顶尖学术期刊《科学》与《自然》上发公开

信，提议启动制造致病性与传播能力更强的

H7N9 禽流感病毒实验，以全面评估其变异

以及在人类中大流行的潜在风险。该公开

信在科学界引起争议。一些专家对这种试

图增强禽流感实验透明性的做法表示欢迎，

但也有专家批评称这种研究很危险。而美

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表示将加强对 H7N9

实验的监督。

一周技术刷新

IBM发布全新的编程架构
IBM 公司发布了一款全新的编程架构，

其与传统的软件迥然不同，是专门为一类分

布式、高互联的并行处理的大尺度认知计算

系统而研发的一编程模式。这种芯片或许

能为模拟大脑的感知、行为和思维的智能传

感网络铺平道路，科学家们希望在这一芯片

的基础上，设计出能感知和思考甚至比人脑

更智能的机器。而该技术一旦成功，统治计

算机结构至今的冯·诺依曼体系将会彻底被

颠覆。

二维半导体存在普适吸光规律
美国能源部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的科学家利用超薄半导体砷化铟薄膜进行

的实验首次证明，所有的二维半导体，包括

受 太 阳 能 薄 膜 和 光 电 器 件 行 业 青 睐 的

Ⅲ-Ⅴ族化合物半导体，都有一个通用的吸

收 光 子 的 量 子 单 位——“AQ”。 该 结 果 加

深了对于强量子限制效应下的电子—光子

相互作用的基本认识，也为了解如何使二

维半导体拓展出新奇的光子和光电应用提

供了独特视角。

前沿探索

天文学家直接拍摄到太阳系外“第二木星”
直接成像原则上是观察系外行星的最重要

的方式，但该方法实际上是对技术的巨大挑

战。而日本国立天文台等研究团队在太阳系

外、距地球约60光年附近新发现一颗行星，采用

的就是对其直接成像的方法。该行星现已被称

之为“第二木星”，据比较可能是有史以来所有

直接确认的行星当中最小也是最暗的一个。

脊髓损伤小鼠的免疫功能被成功恢复
脊髓损伤的人往往免疫功能也受到损伤，

这使他们更易被感染。这些人的免疫力遭到抑

制的原因不明，但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开展的

一项最新研究显示，一种被称为自主神经反射

异常的疾病可以引起免疫抑制。借助该发现，

脊髓损伤小鼠的免疫功能有可能得到恢复。

“最”案现场

世界最小“蒙娜丽莎”30微米宽
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研究人员利用纳米

化学技术在世界最小的“画布”做出了达·芬

奇的名画“蒙娜丽莎”，画布表面只有约 30 微

米宽，约为人发丝的 1/3 宽度。制作出这幅

“迷你丽莎”是为了证明该技术能在微观尺度

随意改变表面分子浓度，而一般要在亚微米

尺度产生化学浓度的渐变非常困难。该成果

在纳米设备制造中有很大应用潜力。

奇观轶闻

英模拟实验称外星飞船或多次造访地球
英国爱丁堡大学两位科学家通过电脑

模拟证明，如果地外文明的居民有能力从一

颗行星前往另一颗行星，他们能够在短时间

内——只需要 1000 万年便可探索整个银河

系，而如果利用恒星的引力场加速，他们的飞

船便能够以十分之一光速的速度飞行。因此

他们有可能已多次造访我们的地球，但旨在

收集信息，而不是进行接触。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一周国际要闻
（8月5日—8月11日）

科技日报讯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

道，美国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领导多机构团

队的科学家研究发现，城市污染排放物会“跋

涉”几英里的路程，最终与森林的排放物相混

合，形成二次有机气溶胶，从而向空气中增添

了新的含碳粒子，对空气质量、能见度、人体健

康以及气候变化产生影响。

二次有机气溶胶是通过气体和预先存在

于大气中的颗粒之间复杂的物理和化学作用

形成。对此，需要特别注意，因为在大气中颗

粒总质量的 30%到 90%是有机或含碳的。科学

家正在努力描述大气中碳的不同来源，它们是

如何互相混合并反应，以及其如何对气候产生

影响。而准确理解这些粒子如何形成将有助

于科学家和决策者了解和预测未来全球气候

变化。

该研究采用集合碳气溶胶和辐射效应研

究（CARES）实地调查来收集数据。在 CARES

中，研究人员领导了为期一个月的密集实地考

察研究，如排放的废气、野火和农业燃烧源排

放等各种来源的气溶胶粒子和气体的影响。

利用收集到的数据，该研究团队对加利福尼亚

州萨克拉门托市区排放与内华达山脉森林自

然排放的气体混合物进行了评估。

研究人员使用美国能源部先进的大气检

测设备，通过空中 22 个研究用飞机每天进行

地面和机载的测量。此次抽检显示，萨克拉门

托市上空污染的空气流动到几英里之外，当其

与树木的排放物混合之后，产生高浓度的二次

有机气溶胶。

该研究的主要作者、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

室大气科学家约翰·西隆博士说：“这个过程是

人类活动导致的结果，还没有引起更多人的重

视。城市被污染的空气排放和树木的排放混

合形成有机气溶胶的水平高于预期，这可能会

影响我们如何看待未来的气候变化。”

科学家计划进一步研究和建立模型来衡量

有机气溶胶对气候的影响，并将其研究结果纳

入到全球的研究模型之中，以便更好地了解在

区域和全球层面上，其可能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该研究结果发表在近期《大气化学与物理

学》上。 （华凌）

城市污染气体可与森林排放物反应
生成的二次有机气溶胶影响气候变化

多巴胺与记忆力密切相关
新华社东京 8月 10日电 （记者蓝建

中 报道员靳晋）多巴胺是一种神经递质，

脑内多巴胺缺乏，就会出现震颤、僵直、运

动迟缓等帕金森氏症症状。日本一项最新

研究发现，多巴胺不仅会影响身体活动性，

对于记忆力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京都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美国

《神经元》杂志网络版上发表了研究论文。

他们认为，这一研究成果部分解释了为何

帕金森氏症患者及抑郁症患者常会并发认

知障碍，这将有助于对患者开展治疗。

研究人员利用猕猴进行实验，先让猕

猴注视目标图形，然后让猕猴从一组图形

中选出目标图形，如果选对就给猕猴喝苹

果汁作为奖励。观察发现，接下来如果给

猕猴展示目标图形，由于会联想到苹果汁

奖励，它脑内分泌多巴胺的神经细胞活动

会增强，而在提示无关图形时，则没有明显

变化。

他们还发现，这类与记忆力有明显关

联的神经细胞增强活动，只在大脑的特定

部位出现，而其他部位分泌多巴胺的神经

细胞，只在需要促进“行动欲望”时活动才

会增强。研究小组由此认为，提高行动欲

望和提高记忆力的多巴胺神经细胞分布在

脑内的不同区域。人类大脑结构与猕猴类

似，应该也有类似现象。

白 蚁“ 烽 火 ”传 军 情
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德国研究人员

日前报告说，他们弄清了一种非洲大白蚁传

递信息的机制。为将警报等信息传递给到

远处觅食的同伴，这种白蚁采用了类似于中

国古代战争中“烽火传军情”的方式。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草原上，经常

可以看到一些高达数米的土堆。这些土堆

并非天然形成，而是白蚁建造的巢穴，俗称

蚁冢。在地面之下，白蚁还以蚁冢为中心，

修筑出一条条通向觅食处的通道。

此前有研究表明，每当蚁冢受到土豚

等掠夺者侵犯时，看守蚁冢的白蚁就会用

头反复敲击地面发出一种振动信号，好像

敲鼓一样。沿通道外出觅食的白蚁收到警

报后会迅速撤回蚁冢，援助同伴。

“我们的研究着重关注白蚁个体怎样

向地面发出信号，这种信号怎样随距离递

减以及它的传播速度有多快，”这项研究的

论文作者、德国波鸿－鲁尔大学的沃尔夫

冈·基什内尔说。

研究人员以一种生活在南非的大白蚁

为对象，他们掀开了这种白蚁的一处蚁冢，

并用高速摄像机记录白蚁发出警报的过程。

研究人员发现，危险来临时，白蚁以

大 约 每 秒 11 次 的 频 率 用 头 快 速 敲 击 地

面发出警报，然而白蚁发出的单个敲击

信号随传播距离递减，约 40 厘米后就减

弱到其他白蚁无法接收到的程度。为了

使 信 号 继 续 传 播 给 在 数 米 外 觅 食 的 同

伴，接到警报的白蚁自身也会发出敲击

信号作为回应，直到每个同伴都接到警

报为止。

研究人员解释说，白蚁长距离传递信

息的过程采用了信号放大机制，这与中国

古代战争中，士兵在烽火台上点燃烟火传

递军情的方式类似。通过这种方式，不断

被其他白蚁重新放大的警报信号以每秒约

1.3米的速度向远方传播。

这项研究发表在新一期英国《实验生

物学杂志》上。

8月10日，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的乐高玩具展上，观众在观看乐高积木拼插出的作品。当日，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乐高爱
好者俱乐部举行一年一度的乐高玩具展。展出作品的精巧设计让前来参观的观众叹为观止。 新华社发（钱军摄）

极端天气再袭奥地利
新华社维也纳 8月 11日电 （记者刘

钢）刚刚经历了持续大面积酷暑的奥地利

中东部地区，10 日夜又遭遇强对流天气，

伴随着冰雹的强降雨以及洪水和泥石流

给当地造成了巨大损失。

据奥地利媒体 11日报道，暴雨和冰雹

10 日夜袭击了奥地利中部施泰尔马克州

的东部地区，有些地区的冰雹甚至有鸡蛋

大小，受灾农作物面积达 5000 多公顷，其

中包括水果、玉米和粮食作物等，初步估

计损失超过 400万欧元。

暴雨还在部分地区引发了洪水和泥

石流，将一些道路冲毁。10 日晚，一辆旅

游大客车被暴雨困在山路途中，幸而救

援人员及时赶到，将车上人员救出。38

名乘客中只有两人受了点轻伤，但大客

车 被 随 后 而 来 的 泥 石 流 和 倒 下 树 木 冲

撞，损坏严重。

在奥地利东部的布尔根兰州，暴雨和冰

雹摧毁了1500公顷玉米、大豆、南瓜地和葡萄

园。猛烈的降雨还造成不少居民家中进水。

在奥地利东北部的上奥州，也有 1000

多公顷农田遭受雹灾。

奥地利冰雹保险公司 10 日发表报告

说，前几周是持续高温，接着又是这场大

范围的猛烈雹灾，今年极端天气对奥地利

农业的损害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