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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10 月 14

日报道，中美科学家携手合作，为未来的电子

设备研发出一类名为拓扑绝缘体（TI）的电导

体。该研究团队报告称，他们在一个超高真空

腔内，分别在砷化镓（GaAs）粗糙和光滑的表

面，种植出了两类拓扑绝缘体材料，并对它们

输送电子的能力进行了评估。相关研究发表

在最新一期的美国物理联合会学术期刊《AIP

Advances》上。

拓扑绝缘体是一种具有新奇量子特性的

物质状态，为近几年来物理学的重要科学前沿

之一。从理论上分析，这类材料的内部是一个

绝缘体，会阻碍电荷的流动；但其表面则像一

个非常高效的电导体，使电子不会偏离其行进

方向。

该研究的通讯作者、北京大学量子材料科

学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健（音译）表示：

“拓扑绝缘体所拥有的这种属性使其能在未来

用于超高速、能量不散逸的计算机内，这种计算

机内的大量信息将被量子通道内的电子所运

载，避免目前计算机中电子散射导致的芯片过

热、数据流被破坏以及操作速度减慢的困扰。”

研究人员以半导体工业广泛使用的材料

砷化镓作为基座，制造出了两类拓扑绝缘体材

料：碲化铋、碲化锑。

该研究的联合作者、阿肯色州纳米材料科

学和工程研究所纳米技术学家蒂莫西·摩根

说：“电子传导能力更强的高质量拓扑绝缘体

薄膜在更光滑的表面基座上被种植出来，这对

我们来说是一个意外之喜，一般来说，粗糙的

点会为薄膜的生长提供定位点，而光滑的表面

则不会。新发现表明，我们需要对实验中涉及

到的生长机制进行更深入的调查。”

该研究的主要作者、俄亥俄州立大学电子

和计算机工程学院的博士后曾兆权（音译）表

示，他们已经证明，能够在工业标准的基座上

种植出高质量的拓扑绝缘体材料，接下来，他

们打算用其设计并制造出某些基本的设备，以

便检查它们在进行电子开关和光电探测方面

的表现。 （刘霞）

中美科学家在光滑基座上种出拓扑绝缘体
可用于未来超高速、能量不散逸计算机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拉蒙特—多尔蒂地球观测站的一项

新研究发现，在全球持续变暖的情况下，地球

上的风雨带向北推移，这可能致使中东、美国

西部和亚马逊河流域等地区更为干燥少雨，

同时使得亚洲季风带和非洲的赤道地带更加

多雨。该研究结果刊登在最新一期的美国

《国家科学院学报》上。

历史上的北移

哥伦比亚大学的气候科学家华莱士·布

勒克说，研究预测，约 1.5 万年前最后一个冰

河时代地球开始变暖。由于北大西洋开始更

有力地翻滚，使得北极海冰融化，制造了与南

半球南极洲周围海冰扩展相反的温度。两极

之间的温度梯度似乎已经将热带雨带和中纬

度急流北推，重新以两个频段分配了地球上

环绕的水。

从树木年轮、极地冰芯、洞穴信息到湖海

沉积物，研究人员收集到世界各地的气候数

据，并推测，从大约 1.4万年到 1.27万年前，当

北半球升温，风雨带向北移动。

那时，在热带雨带的南部边缘，玻利维

亚安第斯山脉 Tauca 湖近乎干涸，而在巴西

东部的河流慢慢变成涓涓细流，在同一地

区雨养的石笋停止生长。在中纬度地区，

急流向北前进可能造成了 Lisan 湖下沉，其

是约旦—死海裂谷区的前体，连同几个在

美国西部的史前湖泊也一样，包括今天犹

他州的邦纳维尔湖。

同时，热带降雨向北迁移再填装了委内

瑞拉卡里亚科盆地、东非维多利亚湖和坦噶

尼喀湖一些河流的消耗，中国葫芦洞的石笋

长得更大了。在此期间，亚洲季风变得更强，

该证据显示在格陵兰岛的冰芯里。

间或向南逆转

从大约 1300年到 1850年，该过程反向进

行。研究人员推测，北欧从中世纪时代的相

对温暖过渡到较冷即所谓的小冰期。

气候记录显示，北大西洋的海洋环流放

缓及海冰扩张。与此同时，亚洲季风降雨量

下降，从而导致一系列干旱，致使柬埔寨古代

高棉文明、中国的明朝衰落，以及现今的越

南、缅甸和泰国王国的崩溃。

在南半球新西兰南阿尔卑斯山的冰川重

建扩展表明，在中世纪中纬度地区可能更冷，

这支持了在两半球之间刮风下雨模式变更温

度对照的观点。

每年地球上的风雨带发生类似的迁移。

在北方的夏季，随着更多的大洲吸收太阳的

能量，北半球南部的升温，热带雨带和中纬度

的急流向北推移。当冬天北半球变冷，风雨

带向南恢复原状。

有时候，风雨带重置要较长的时间。在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热带的雨带南移，由于空气污

染致使北半球冷却，这被认为给非洲萨赫勒地

区带来了毁灭性的干旱。热带雨带自从恢复以

来会向北移动。研究人员说，最近在叙利亚、美

国西部和巴西东北部会有许多干旱。

北方变暖更甚

今天，随着北极海冰再次消退，以及北半

球升温的速度超过南方，历史可能重演。布

勒克说：“如果曾在冰川消退期发生的各种变

化出现在今天，将有非常大的冲击。”

在研究中，至少有一个气候模型显示，当

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和温度变暖，热带雨带北

移。从事建模工作并支持作者假设的华盛顿

大学大气科学家达根·瑞森说：“参看这些古

记录真的很重要。这些变化是巨大的，就像

我们对于全球变暖的预期。”

研究人员承认，他们的假说有一些漏

洞。在过去，海冰覆盖的变化驱动两个半球

之间的温度梯度，而今天迅速上升的工业碳

排放量要负一定的责任。到目前为止，还没

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海洋环流在北大西洋增

加或在亚洲各地的季风降雨加强。尽管有推

测认为，燃烧化石燃料所产生的硫酸盐气溶

胶可能会遮蔽这种效应。

美国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的气候科学

家杰夫说：“当北半球的空气污染下降，气温

暖和，建立起与促使风雨带再向北移动相反

的温度。由于硫酸盐气溶胶对酸雨和健康的

影响，其可能会在未来几十年间得以清理。

因此，布勒克可能将在坚实的基础上，预测北

方变暖的速度最终大大超过南方。”

全球变暖导致风雨带北移
本报记者 华 凌 综合外电

科技日报讯 据每日科学网日前报道，消

费者一直希望拥有能弯曲的智能手机和平板

电脑，但现在的芯片、显示器等电子元件一般

由金属和无机半导体组成，因此，科学家们尝

试着用塑料（聚合物）研制出柔性电子设备，但

塑料的导电性不强。美国科学家最近提出改

进塑料半导体电学性能的理论和公式，并发表

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新研究有助于柔

性电子设备的问世。

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有三位科学家首次

发现，之前一直被认为不导电的聚合物，在某

些特定的情况下也能导电，他们因此摘得 2000

年诺贝尔化学奖的桂冠。自此，科学家们一直

希望利用聚合物难得的电学属性，制造出弯曲

后不会破碎的电子设备。

然而，在使用聚合物半导体进行实验时，

这些柔性材料展示出了“反常的输送行为”，也

就是说，电子流过系统各部分的速度并不一

致。对此，最新研究的领导者、斯坦福大学化

学工程学教授安德鲁·斯帕克微兹表示：“塑料

或聚合物能被很好地弯曲或拉伸，但在分子尺

度上，其像一碗意大利面，与各式各样的硅和

其他无机半导体结构相比，这种结构更加不一

致。这种不统一的结构对于聚合物半导体的

导电属性具有重要影响。”

斯帕克微兹和加州大学的洛德利格·诺列

加、斯坦福大学材料科学和工程学教授阿尔伯

托·塞列欧制造出了首块包含有这种分子尺度

的多相结构的理论模型，他们希望借此理解、

预测并提升半导体聚合物的导电性能。

借用这一模型，研究人员发现，聚合物半

导体不同组成部分的导电速率不一样。他们

解释称，这种速率的多样性取决于聚合物的组

成部分是像一碗意大利面一样混杂在一起，还

是即使被弯曲也仍如高速公路上的车道一样

比较平直。换句话说，这种使塑料和其他聚合

物能够弯曲的纠缠结构也削弱了其导电能力。

新模型也使人们能更好地理解聚合物半

导体的柔韧性和导电能力如何达到均衡。另

外，研究人员也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算法，告诉

科学家们如何控制制造聚合物的过程，并据此

设计出电学性能获得改善的材料。

斯帕克微兹表示：“一个能说明问题的简

单理论是好的开始。”他补充道，进一步的研究

工作将有助于科学家们最终研制出能弯曲的

智能手机和可折叠的电子阅读器。 （刘霞）

美提出改进塑料半导体性能新理论
有助于柔性电子设备的研制

科技日报多伦多 10月 14日电 （记者冯
卫东）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领导的一个国际研

究小组，在最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

发表论文称，他们发现了一个遗传增强的植物

基因调控网络，可防止油菜作物在成熟时产生

“绿色种子”。

“种子绿化”是一个长期困扰农业界的问

题，仅在北美地区每年造成的损失就接近 1.5

亿美元。

卡尔加里大学生物科学系助理教授塞缪

尔称，全加拿大油料作物的年产值为 150 亿美

元。但每年油菜籽成熟期间，不可预知的轻度

霜冻会损害作物品质，并造成严重损失。

霜冻虽不会杀死植物，但它会在种子中

“固化”绿色。发生在零下 2℃至 0℃的非致命

性霜冻，可在成熟的油菜籽中造成高达 20%的

绿色种子，而成熟的正常种子应为棕色或黑

色。成熟种子中叶绿素的存在会影响油料的

质量，产生令人不快的味道和气味，并缩短油

料的保质期。

研究人员对拟南芥的去绿化过程进行了

研究。拟南芥是研究人员常用的植物模型，其

与油菜作物具有十分紧密的亲缘性。研究人

员对产生绿色成熟种子的拟南芥“突变”植株

进行了遗传分析，并找到了种子发育及在种子

成熟过程中去除叶绿素所需的通路。

研 究 人 员 发 现 ，调 节 基 因 表 达 的 蛋 白

ABI3 是使种子去绿化的关键。ABI3 可调控

一个叶绿素退化相关基因的表达，并产生与

绿色相对应的黄色。他们还发现，即便经过

严寒处理，拟南芥中的 ABI3 高表达可使正

常 去 绿 化 的 种 子 形 成 成 熟 的 棕 黑 色 种 子 。

这也意味着，ABI3 过度表达可使植物更好

地抵御严寒。

塞缪尔表示，鉴于拟南芥与油菜籽之间的

相似性，很容易从油菜籽中分离出相同基因，

并使用转基因技术创建出一种既可抵御严寒、

又能产生成熟的棕黑色种子的油菜新品种。

实验测试证明，油菜籽中的基因工作方式与拟

南芥完全相同。

加发现可控制种子“绿化”的基因

科技日报伦敦 10月 13日电 （记者刘海
英）英国最新一项研究表明，居住在飞机噪音

较大区域的人们有较大风险罹患中风、心脏病

及循环系统疾病。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和伦敦大学国王学院

的研究人员对伦敦希斯罗机场附近360万居民

的住院和死亡数据与日夜飞机噪音数据对比，

在剔除了种族结构、道路交通噪音、空气污染等

因素的影响后，得出了上述结论。数据表明，飞

机噪音较高区域居民罹患这些疾病的风险比

安静环境中生活的居民高出10%至20%。相关

研究结果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

过去有研究表明，生活在嘈杂环境中更容

易让人患上高血压，但对于噪音与中风、心脏病

和心血管疾病的关系，目前还研究较少。这一

新研究表明，飞机噪音可能是这些疾病的一个

促进因素，但研究人员表示，还需要进行更多研

究才能建立噪音与这些疾病之间的确切联系。

“我们的研究表明，飞机噪音与心脏病和

中风等疾病有着某种联系，虽然噪音在这些疾

病的发生过程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目前还

不太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一定起着某种作

用，比如会打扰睡眠、会使人患上高血压。此

外，噪音在白天和晚间会产生不同影响，这也

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研究论文的首席作者、

帝国理工学院的安娜·汉塞尔博士说。

研究论文的另一位作者保罗·艾略特教授

也表示：“根据这一研究还不能肯定地说是飞

机噪音导致了这一地区居民患心脏病和中风

风险增高，或许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饮食习

惯、吸烟、缺少锻炼等不良生活方式以及高血

压、糖尿病等疾病的影响等。”

飞机噪音或增加患心血管疾病风险

新华社东京10月15日电 （记者蓝建中）

日本研究人员在美国最新一期《发育细胞》杂

志的网络版上报告说，婴儿脑内的神经传导物

质血清素对神经回路的发育发挥了如同“开

关”一样的作用。血清素浓度发生变化后，神

经回路即开始发育。

日本金泽大学、东京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

员发现，早产的实验鼠处理胡须触觉信息的神

经回路开始发育的时间比正常实验鼠要早。

研究小组检查了这些早产实验鼠的脑脊髓液，

发现血清素在其出生 5 天后开始急剧减少。

研究人员随后提高了早产实验鼠的血清素浓

度，发现其神经回路不再继续发育。

研究小组还发现，处理视觉信息的神经回

路也存在相同的机制。血清素浓度降低，神经

回路就开始发育。血清素浓度提高，神经回路

停止发育。

研究小组带头人、金泽大学教授河崎洋志

说：“这一发现弄清了出生和脑发育机制的部分

内容，有助于了解早产为何会导致发育障碍。”

日研究发现神经回路发育的开关
空客第二架A350XWB测试飞机顺利完成首飞

10月14日，空客第二架A350XWB测试飞机在法国图卢兹布拉尼亚克机场起飞。
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空客）公司14日发表新闻公报说，空客第二架A350XWB宽体飞机于当地时间14日在法国图卢兹完成首次测

试飞行。
A350XWB宽体飞机是空客推出的全新双通道远程宽体客机，汇集了最新空气动力学原理、设计和先进的技术，燃油效率更高。这一新型

飞机目前已获全球725架确认订单。 新华社发（空客通联照片）

倭黑猩猩
会像人一样安慰同伴
新华社华盛顿 10 月 14 日电 （记者

林小春）安慰痛苦的同伴并非是人类独有

的社会技能。一项针对人类的灵长类近

亲——倭黑猩猩的研究表明，它们也会通

过触摸、亲吻、拥抱等行为来抚慰痛苦中

的同伴。

倭黑猩猩的基因与人类极其相似，且

情感丰富。美国埃默里大学的研究人员利

用录像研究刚果（金）一个森林保护区内的

一组幼年倭黑猩猩的日常生活，结果发现

倭黑猩猩在情感发展方面与人类表现出

“惊人的相似性”。

研究人员在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

学报》上报告说，一些幼年倭黑猩猩能有效

控制自身的痛苦。例如，当它们输掉一场

战斗之后，会迅速摆脱负面情绪，并主动通

过触摸、亲吻、拥抱等行为去安抚仍处于痛

苦中的同伴。

研究人员还发现，幼年倭黑猩猩表现

出的社会能力还与“家庭”有关。一般来

说，由母亲抚养的倭黑猩猩能更有效地克

制自己的情绪，更懂得关心同伴。而由人

类抚养的“孤儿”倭黑猩猩则较难控制自己

的情绪。

参与研究的埃默里大学博士弗兰斯·
德瓦尔说：“那些‘孤儿’倭黑猩猩显得非常

沮丧，在战斗失败后要大叫好几分钟，而由

母亲扶养的幼年倭黑猩猩几秒钟后就会重

新振作起来。”

德瓦尔指出，长期以来，对动物情感

问题的研究一直不够深入，但研究动物

情感有助于从进化学角度了解人类的情

感控制机制以及情感发展与社会之间的

关系。

非 洲 象 认 手 势 能 力
或 与 2 岁 婴 儿 相 当
新华社哈拉雷10月15日电 （记者许

林贵 王悦）科研人员最近在津巴布韦开展

的一项实验发现，非洲象天生懂得人类的

手势含义，其识别手势的能力或与 2 岁婴

儿相当。

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在

最新一期美国《现代生物学》期刊上报告

说，他们在津巴布韦维多利亚大瀑布国家

公园内花 3个月对 11头非洲象进行了一项

有趣的实验：在大象面前摆放两个完全一

样的水桶，并且在大象不知情的前提下向

其中一个桶里放食物。然后让人站在两个

水桶之间，手指向有食物的桶，看大象是否

能读懂手势找到食物。

实验结果令人振奋——在手势指引

下，大象通过“一次性”选择找到食物的几

率是 67％，一岁大的小象如此找到食物的

几率更是高达 70％。如果不给出手势，大

象经“一次性”选择找到食物的几率就降至

50％以下。科研人员因此认为，非洲象识

别“手势”的能力与 2岁婴儿相当。

圣安德鲁斯大学研究人员理查德·伯

恩说，除家养犬外，很难找到跟非洲象一样

不经训练就能如此“善解人意”的哺乳动

物，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早在 4000 年前就

有大象给人类干活的例子。虽然大象很难

被完全驯化为家畜，但大象在某种程度上

能看懂人的意图。

世卫公布两例
新型冠状病毒死亡病例
新华社日内瓦10月14日电 （记者吴

陈 刘美辰）世界卫生组织 14 日发布公告

称，该组织又收到两例来自沙特阿拉伯的

中东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新型冠状

病毒）确诊病例报告，两名患者均已死亡，

使自 2012年 9月至今因感染该新型冠状病

毒死亡的人数增至 60人，而全球确诊病例

达到 138例。

世卫组织称，两名患者均为男性，年龄

分别为 55岁和 78岁，来自利雅得地区。他

们于 9月底发病，10月初死亡。据报告，两

人均未同已知确诊病例有过接触。

世卫组织鼓励所有成员国继续对严重

急性呼吸系统感染进行监控并仔细检查任

何异常病例。近期从中东地区返回的旅行

者如出现严重急性呼吸系统感染，应对其

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检测。

世卫组织再次提醒医疗卫生机构系统

实施防控感染的重要性。世卫组织说，向

疑似或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患提供

治疗的医疗卫生机构，应采取适当措施减

少病毒向其他病患、医疗工作者和访客传

播的风险。

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世卫组织于

7 月初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召集了紧急委

员会。在 9月 25日委员会最近一次的会议

上，与会专家再次重申，根据现有信息以及

风险评估，目前疫情尚未构成国际关注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