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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多伦多 11月 16日电 （记者冯
卫东）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迈克·斯沃尔特

教授领导的一个国际团队在最新一期《科学》

期刊上报告说，他们在室温下使脆弱的量子存

储态维持了创纪录的 39 分钟，从而将此前在

硅基系统中编码信息“量子比特”25 秒最长持

续时间提高了近 100 倍，克服了超高速量子计

算机研究的一大障碍。

斯沃尔特称，此项研究成果开启了量子信

息在室温下实现真正长时存储的可能性。在

常规计算机中，数据“比特”只能存为 1或 0；而

在量子计算机中，量子比特则可存为同时处于

1 和 0 的叠加态，因此能同时执行多次计算。

但量子比特的问题在于其不稳定性，器件通常

会在不到一秒的时间里“失忆”。

在《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中，目前还没有

量子比特持续时间的记录。此前的非官方纪

录是，固态系统中最长时间为 25 秒，深冷温度

下的最长纪录为 3分钟。

在 该 项 新 实 验 中 ，研 究 人 员 将 信 息 编

码 入 保 持 在 纯 硅 片 中 的 磷 原 子 核 中 ，将 其

冷 却 到 接 近 绝 对 零 度 的 -269℃ ，然 后 利 用

磁 场 脉 冲 倾 斜 原 子 核 的 自 旋 方 向 ，创 造 出

叠加态。当研究人员将系统温度提升到室

温 25℃时，叠加态维持了 39 分钟。更重要

的是，研究人员发现，他们可以随着系统温

度的上升和回落到绝对零度对量子比特进

行 操 纵 。 在 深 冷 条 件 下 ，该 量 子 存 储 系 统

可维持 3 个小时。

参与研究的英国牛津大学材料系教授斯

蒂芬妮·西蒙斯表示，通常测量系统均会引入

噪声，但他们已确认该系统基本没有噪声。不

过，在进行大规模量子计算前，仍有许多障碍

需要克服。首先，这种内存器件需要用高纯硅

制作，以避免磁同位素对原子核自旋的干扰；

其次，该实验中磷离子 100 亿次自旋都处于相

同的量子态。而要运行计算，物理学家还需将

不同的量子比特置于不同的状态，并控制其耦

合和相互作用。

量子研究领域的专家认为，在一个可测量

系统中，能维持如此长时间的相干态是该研究

的重大成就，而且从实验观点看，对样品进行

重复加热和冷却也没有发生问题，也是相当了

不起的。更重要的是，该项研究表明，对硅材

料的投资仍有巨大的工程潜力可挖。

加科学家刷新量子存储世界纪录
室温下使量子存储态维持了创纪录的39分钟

看过好莱坞电影《X 战警》的人都会对

“金刚狼”这一角色印象深刻，这位变种人

的两只前臂可以伸出无比坚硬的利爪，并

且拥有超强的自愈能力。现在，这种“超能

力”被赋予了实验鼠。据每日科技（daily-

tech）网站近日报道，美国科学家发现，原

本被设计为发展出肿瘤的幼年转基因小鼠

非但没有患上癌症，反而变得体型巨大、毛

发深长，定期修剪的指甲也会很快重新长

出来。而这一切都只因为小鼠携带了一种

名 为 Lin28 的 基 因 ，该 基 因 表 达 为 蛋 白 质

Lin28a。

Lin28a通常只在发育的胚胎中产生，在

成体中丧失活性，由于其与干细胞的功能

以 及 癌 症 有 关 ，因 而 颇 受 科 学 家 的 关 注 。

发表在 11 月 7 日《细胞》杂志上的这项最新

研究表明，这种蛋白质可以提高组织的修

复能力——即使是在成体中。实验中的转基

因小鼠终生都可以产生 Lin28a，它们的毛发

以快于正常的速度在生长，耳朵上的刺伤也

几乎完全愈合了。

“这个基因的微小变化能够对一个复

杂的组织再生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令我们

非常震惊。”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得克萨

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细胞生物学家朱浩

（音译）说。

利用胚胎基因来重启细胞，这在以前

的研究中并不鲜见。该领域最重大的突破

就 是 培 育 出 诱 导 多 能 干 细 胞（iPS 细

胞）——通过激活一组基因，得到的细胞能

够 重 返 类 胚 胎 状 态 。 但 这 项 最 新 研 究 显

示，这种去老化的改变不仅可以出现在培

养细胞中，也能出现在机体已发育成熟的

组织内。这说明，老化的组织也有可能恢

复年轻状态。

“你的身体知道自己处于哪个年龄，这种

认知是通过基因来调节的。”朱浩说，“这一点

有遗传调节器来控制。我们无法知道所有的

调节器，但我认为 Lin28a就是其中之一。”

不 过 ，并 非 所 有 经 研 究 人 员 用

Lin28a 测 试 过 的 组 织 都 能 获 得 额 外 的 愈

合 能 力 ，比 如 心 脏 的 再 生 能 力 就 没 有 得

到 提 升 。 另 外 ，一 旦 幼 鼠 进 入 青 年 期 ，

修 剪 过 的 指 甲 尖 没 有 再 长 回 来 ，但 其 毛

发 以 及 耳 朵 的 软 骨 和 结 缔 组 织 仍 在 继

续 加 速 再 生 。

“有时候会行不通，这一点更有趣，因

为它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密

歇 根 大 学 的 丹 尼 尔·戈 德 曼 说 ，他 研 究 过

Lin28a 在 斑 马 鱼 视 网 膜 再 生 过 程 中 的 作

用。他怀疑，有些组织，比如心脏，可能拥

有抵抗进入重启模式的机制。

尤其令人好奇的是，Lin28a 是如何重置

一个细胞的生物年龄的？科学家们研究得最

多的是这种蛋白质对名为 let-7的 RNA分子

的影响，let-7 能够限制细胞增殖、促进成

熟。但朱浩和他的同事发现，Lin28a 也会影

响细胞的新陈代谢。

研究报告的另一位作者、波士顿儿童

医院的细胞生物学家吴世昌（音译）说，事

实 上 ，这 种 自 愈 效 应 涉 及 到 新 陈 代 谢 ，这

才 是 最 令 人 惊 讶 的 结 果 。“大 多 数 生 物 学

家会觉得，需要一个特殊的因子来制造愈

合的路径，但代谢是每个细胞都具有的。”

他说。

吴世昌同时表示，这种想法距离实际医

疗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大部分药物瞄准

的是细胞表面的酶或者受体，而 Lin28a 两者

都不是，它是一种位于细胞核内的 RNA 结

合蛋白，常规药物很难以它作为标靶。此外，

Lin28a 对细胞有多种影响，目前还不清楚应

该以哪一种影响为着力点。

实验鼠变成了“金刚狼”
——一种基因可加速成体组织的再生修复

本报记者 陈 丹 综合外电

本周焦点

迄今最宏观波粒二象性观察实验获得成
功

维也纳大学完成了迄今最宏观的波粒二

象性观察实验，打破了量子叠加态的原有观

察纪录：一个可观察到波动性的行为的巨大

分子，包含超过 800 个原子，由大约 5000 个质

子、5000个中子和 5000个电子构成。

波粒二象性是量子力学的核心概念之

一，但宏观物体因为质量过大而无法观察到

微小的波动性，那么，其具体能达到多大呢？

科学家们创建的卟啉核全氟烷基链的树样分

子 回 答 了 这 个 问 题 ，其 名 称 为 C284.H190.

F320.N4.S12，其刷新了波粒二象性的分子大

小原有纪录，被认为在波粒二象性的检测以

及对宏观物体的量子叠加观察两方面，均作

出了极为显著的进步。

“最”案现场

世界最长寿生物507岁
一只叫做 Ming（明）的深海圆蛤被认为

是迄今世界上最长寿的生物，达到 507 岁，但

已为科学壮烈献身。这只圆蛤是从北大西洋

海底捕捞到的，科学家一度错误地计算了它

的年龄，实际上它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

后 7 年就出生了。英国班戈大学研究人员在

撬壳分析时，这只圆蛤的生命迹象渐渐消失

了，但对其的研究将有助于揭晓生物的长寿

之谜。

本周擂台

3D打印技术：金属枪与肝脏薄片
继 3D 打印塑料枪支引发广泛争议后，美

国得克萨斯州一家仪器公司宣布用金属粉末

成功制造并测试了世界上第一支 3D 打印金

属枪。目前枪械专家已使用该枪试射 50发子

弹，射击距离超过 27米，且多次击中靶心。其

问世将改变人们对 3D 打印产品精确或强度

不够的既有印象，但也再次引发了关于这项

技术安全性的拷问。

而美国 Organovo 公司日前使用 3D 生物

打印技术，打印出了部分肝脏，研究结果表

明，他们制造出的肝脏薄片的功能上逼近人

体肝脏，可部分替代人体测试。其有望加速

新药研发进展，并为科学家们最终在实验室

培育出完整且可供移植的肝脏带来希望。

一周技术刷新

更为安全高效电动汽车无线充电技术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开

发出一种将固定电源转换成无线接收机的发

射功率技术，其体积小、功能多，目前在最高

效率下，能量传输功率可达到 0.5 千瓦，研发

人员的目标范围是 0.5 千瓦到 50 千瓦。为高

速公路上经过的电动车建立安全且高效的

“无线充电站”的目标或可更近一步。

利用电磁场“隐身”物体技术获成功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电气与计算机工程系

的研究人员利用电磁场原理，在实际应用中

首次验证了一种稀薄、可扩展和适应于不同

物体类型及大小的新型“隐身”技术的有效

性。除在军事领域外，这种隐形技术还可用

于“消除”障碍物，并可以改变隐形对象的信

号，使其显得更大、更小或转移。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转化效率可达50%
太阳能如果想同化石燃料竞争，就需要

更便宜高效的材料做“帮手”。美国科学家

们在最新研究中发现，以一种新式钙钛矿

（CaTiO3）为原料的太阳能电池的转化效率

或可高达 50%，为目前市场上太阳能电池转

化效率的 2 倍，能大幅降低太阳能电池的使

用成本，但钙钛矿的储量不充足可能会是个

问题。

前沿探索

部分坍塌的量子比特可以恢复状态
在同一时间处于两种不同状态是量子比

特的一个显著特点，测量量子比特会导致这

种叠加态崩溃，使其塌缩成一个单一态。这

个测量过程以及由此造成的量子比特坍塌似

乎是不可逆转的。但牛津大学的一个团队的

实验证明，有一种方法叫“自旋回声”，可以原

则上完美地恢复部分坍塌的单个量子比特的

状态。该成果可用于量子系统中的质量控

制。

阻断DNA复制可抑制抗药性细菌生长
近来抗药性细菌的增加成为大众健康的

严重威胁，人们需要新的治疗手段来应对这

类细菌的感染。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找到了一

种新的毒素，能够通过阻断 DNA 复制机能来

抑制细菌的生长。该发现为开发下代抗生素

奠定了基础。

奇观轶闻

1亿年前的“古海水”什么样
不用“穿越”也能直接测定古代海洋吗？

有别于以往的间接确定，科学家们日前成功

从北美大西洋海岸切萨皮克湾火山口沉积物

中，直接抽取出 1亿至 1.4亿年前的“古海水”，

分析揭示其盐度要比现代海洋高出两倍左

右。该研究结果或将对古代海洋学中存在的

不少争论和假说起到重要影响。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一周国际要闻
（11月11日—11月17日）

科技日报讯 据《自然》杂志网站近日报

道，研究人员近日在美国神经科学学会举行的

年会上报告说，他们研制出了一台名为 Har-

moni 的深部脑刺激（DBS）植入设备，首次能

够在进行电刺激的同时，监测大脑内部的电反

应和化学反应。该设备已经在大鼠和猪等实

验动物身上进行了测试。

深部脑刺激技术长期以来被用于治疗运

动障碍，但现在已迅速发展为针对包括抑郁

症、抽动秽语综合征、强迫症甚至老年痴呆症

等神经疾病的一种实验性疗法。尽管相关治

疗取得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成果，但关于植入大

脑深部的刺激设备所传递的电脉冲是如何影

响神经回路和改变患者行为的，科学家所知并

不多。现在，这个深部脑刺激设备原型或许能

够提供一些答案。

“这是我们此前在人类身上无法真正获取

的新数据。”未参与这项研究的凯斯西储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师卡梅伦·麦金太尔说。

该团队希望，这个设备能够确定大脑中哪

些电信号和化学信号与一些症状的存在和严

重性实时相关，比如帕金森氏症患者所经历的

震颤。这些信息有助于揭示脑深部刺激在何

处和如何发挥其对大脑的治疗性影响，以及为

什么有时候会失败。

Harmoni 是基于现有深部脑刺激技术的

电子记录能力研发而成的，其增添了应用于动

物研究的化学传感技术。该设备采用一种被

称为快速扫描循环伏安的方法，在大脑内施加

一个局部电压变化，将电子短暂拉离特定的神

经递质，从而产生可以测量的电流。神经递质

是大脑中激活或抑制神经元的化学物质，每个

神经递质分子生成的电化学签名不同，每隔

10 毫秒，就可以根据签名来识别神经递质并

估测它的浓度。

研究团队已经利用大鼠和猪对 Harmoni

系统的一部分进行了测试。手术中，他们先通

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找到对植入部位的

电脉冲作出响应的大脑区域，然后在此插入化

学和电子传感器，就能够合成一幅显示神经元

如何受激并释放出何种神经递质作为响应的

图像。

动物实验的初步结果表明，通过刺激底丘

脑核，Harmoni能够测量出大脑尾状核中神经

递质多巴胺水平的上升。而这正是建议用深

部脑刺激法治疗帕金森氏病采用的机制之

一。该设备的人体试验也在逐步推进中。但

研究项目负责人、梅奥医学中心的神经外科医

生肯德尔·李表示，这项研究还处于早期阶段，

他们正设法让记录电极更耐用，同时让设备更

加小型化，以便能够植入患者体内。

研究的合作者、孟菲斯大学神经科学家查

尔斯·布拉哈强调，还需要深入了解大脑的健

康和紊乱状态分别用何种电化学签名来描述，

以及如何刺激大脑才能使其保持健康模式。

（陈丹）

美开发出实时追踪脑信号的植入设备

“转基因”纳豆
有望治疗钩虫感染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16日电（记者林

小春）美国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廉价的疗

法：用转基因益生菌发酵而成的纳豆来治疗

钩虫感染。动物实验已表明其安全有效。

钩虫是一种嗜血性肠道寄生虫，可使感

染者出现贫血等症状，感染钩虫的儿童还会

营养不良、体智发育迟缓等。世卫组织统

计，包括中国在内全球有约 7.4亿人感染钩

虫。目前治疗人类钩虫感染的药物，最初是

为治疗牲畜肠道寄生虫而研发的，效果不是

特别理想，而且在非洲、东南亚一些地方还

出现了抗药性问题，改进疗法已迫在眉睫。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拉菲·阿

罗恩教授与项目科学家胡燕博士等人发

现，用于害虫生物防治但对人体安全的苏

云 金 杆 菌（BT）会 产 生 一 种 晶 体 蛋 白

Cry5B，在动物实验中具有非常好的抗钩

虫效果。他们将相关基因植入一种益生

菌中，转基因的益生菌也会在发酵过程中

生产 Cry5B蛋白。

胡燕对新华社记者说，这种益生菌叫

做纳豆枯草芽孢杆菌，日本人用它来发酵

黄豆制作传统食物纳豆，这种转基因菌和

由它发酵的纳豆对人类和动物是完全无

害的，而且成本较低。

研究人员把感染钩虫的仓鼠分成两

组各 6 只进行实验，一组喂食“转基因”纳

豆，另一组喂食没有改造的纳豆作为对照

组。治疗 5 天后发现，吃“转基因”纳豆的

仓鼠体内钩虫全部清除干净，而对照组仓

鼠体内平均有 40到 50条钩虫。

下一步，研究人员将测试这种益生菌对

其他肠道寄生虫的疗效。如果治疗效果得

到进一步验证，将开始进行人体临床试验。

11月13日，一只乌鸦停在斯里兰卡科伦坡一家餐馆的餐椅上。科伦坡是南亚岛国斯
里兰卡的首都和最大的城市。这里独特的自然环境以及长期以来人们对大自然和动物的
热爱，使之成为动物的天堂、人与动物共处的和谐家园。街头、海滨、公园、饭店等地到处
都可以见到各种野生动物的身影。 新华社记者 李鹏摄

据新华社东京11月17日电（记者蓝建中）

颅咽管瘤是一种发生于脑内深部的常见先天性

肿瘤。虽然它是良性肿瘤，但是如果体积达到一

定程度，就会导致失明和认知能力降低。日本大

阪市立大学的研究小组开发出了一种新手术方

法，通过切开耳后的骨骼来摘除颅咽管瘤，成功

地将10年后的复发率控制在15％以下。

自 1999 年以来，研究小组对 16 名颅咽管

瘤患者进行了手术，其中 15 人的肿瘤几乎全

被摘除，并发症的发病率也非常低，10 年间的

无复发率达到 86.5％。

研究小组带头人、大阪市立大学教授大畑

建治说：“希望将其作为安全且复发率低的手

术方法加以普及，以帮助更多患者。”

这一成果的论文已经刊登在新一期的《神

经外科学杂志》网络版上。

新手术法可摘除脑部深处肿瘤

新华社华盛顿 11月 15日电 （记者林小
春）如果你需要眼角膜移植来改善视力，也许

不用太过担心捐赠者的年龄。美国《眼科学》

杂志 15 日发表的一项新研究表明，来自 71 岁

捐赠者的角膜在移植 10 年后，其健康程度与

来自 35岁捐赠者的角膜大体相似。

美国国家眼科研究所资助发起的这项研

究共分析了 663 名接受角膜移植手术的患者，

结果发现，移植的角膜来自 12 岁至 65 岁和 66

岁至 75 岁两个年龄段捐赠者的患者，手术后

10年的移植成功率类似，分别为 77％与 71％。

目前，绝大部分角膜捐赠者的年龄介于34岁

至71岁之间。新研究表明，来自这一年龄段捐赠

者的角膜移植手术10年后的成功率为75％。

不过当把研究的人群按年龄进一步细分

时，研究人员确实发现了些许差别：移植的角膜

来自12岁至33岁捐赠者的患者，手术后10年的

移植成功率升至96％；来自72岁至75岁捐献者

的患者，手术后10年的移植成功率降至62％。

但研究负责人之一、辛辛那提大学爱德华·
霍华德教授依然认为，总体而言，年老的和年轻

的角膜组织在移植效果上大体相似，“我们的研

究支持将角膜捐赠的年龄扩展至65岁以上”。

美国国家眼科研究所表示，医生们做角膜移

植手术通常选择来自年轻捐赠者的角膜，有些医

生甚至设置了严格的捐赠年龄上限，50岁以上的

就拒绝使用。这项研究于2000年启动，那时多数

医生不愿意接受来自65岁以上捐赠者的角膜。

眼角膜移植效果或与捐赠者年龄关系不大

小行星或可成为
“天然太空飞船”

新华社莫斯科电（记者韩梁）俄罗斯

科学家 14日说，小行星今后可能成为人类

太空探索和旅行的“新型交通工具”。

俄罗斯赫鲁尼切夫国家航天研究和

生产中心设计和研究局负责人谢尔盖·安

东年科说，绕地球轨道运转的小行星约有

1 万颗。一些小行星距离地球相当近，飞

抵这些小行星比飞抵月球更容易，它们有

望成为人类的“天然太空飞船”。

安东年科建议，可以先在小行星上建

立永久基地，继而把它们打造为前往火星

和木星的太空飞船。一些小行星定期靠

近地球，比月球离地球的距离还近，人类

可以轻易登陆这些小型天体。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生物物理学

研究所所长安德烈·德格曼奇认为，人类在小

行星建立基地、生存、继而前往其他行星并非

不可能。首先，小行星绕轨运动可以产生重

力。其次，可以在小行星上创建封闭循环生

态系统，为人类生存创造条件。第三，一些小

行星绕火星和木星的椭圆形轨道运转，人类

可以搭乘这些“太空飞船”，前往宇宙深处。

德格曼奇说，美国有意在今后数年启

动以小行星为目标的载人飞行。不过，与

其瞄准小行星的矿产资源，不如先研究它

们的内部构造。科学界迄今尚未获得小

行星地表构成的一手数据。

了解小行星构造后，更长远愿景是

“星际拓荒”，探索人类在包括火星在内的

行星上生存繁衍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