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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短讯

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讯 在当前的陆海空交通中，全

球定位系统（GPS）已成为必不可少的定向

导航工具。万一 GPS 失灵，那该怎么办？英

国国防科学与技术实验室（DSTL）正在研究

一种以超冷原子为基础的加速计——量子

定位系统（QPS），能前所未有地精确跟踪你

的位置。

据英国《新科学家》网站近日报道，英国

海军 2016 年将用这种量子系统把系泊舰和

航行舰分开，记录舰船位置，精确度比以往

提 高 1000 倍 。 如 果 QPS 海 上 测 试 成 功 ，将

进一步缩小用在飞机、火车、汽车甚至手机

上，为城市交通、自动驾驶车辆提供一种后

备导航工具。

GPS 会在水下失灵，所以潜艇下沉后会

失去 GPS 信号，此时要用加速计来导航，记录

每次扭身、转向，但目前的加速计并不精确。

DSTL 的内尔·斯坦菲尔德说：“目前如果没有

GPS 定位，潜艇在水面航行一天可能偏离航

线 1公里左右，而 QPS会将偏离减小到 1米。”

激光能捕获真空中的原子云，并使其冷

却到绝对零度以上不到 1度，超低温下原子会

变成一种量子态，这种量子态很容易受外力

干扰而破坏，这时用另一束激光来跟踪监测

干扰造成的任何变化，就能计算出外力大小。

由于潜艇航行时会受到海水作用而左右摇晃，

导致略微偏向，DSTL 小组希望能把这套系统

用在水下环境。

该 QPS 样机就像个 1 米长的鞋盒，一开始

只能沿一条轴线工作，加入另外两套激光器和

捕获的原子之后，就能协调三维方向的运动

了。每套激光器能给 100万个铷原子制冷。“一

旦我们掌握了第一代，就能把它们小型化用到

其他地方。”斯坦菲尔德说。他们将于 2015年 9

月先在陆地上进行实验。

目前该 QPS 尚未完成，它还不能把微小的

万有引力效果和船只运动造成的加速区分开

来。“如果潜艇通过一个水下山脉，山脉的万

有引力把它向西吸引，感觉上就像它在向东

加速。我们要有很好的万有引力地图才能把

它引导到正确方向。”伦敦帝国学院冷物质

中心的爱德华·海因德说。

除了 DSTL 小组以外，中国和澳大利亚

也在研究量子导航系统。英国法斯莱恩北

约（NATO）潜艇救援服务机构负责人、前皇

家海军潜艇驾驶员约翰·波伊斯说：“超精

导航系统能让潜艇船长睡得更好。由于潜

艇不必再担心与 GPS 失联，也会让巡航探测

更轻松。”

波伊斯认为，该技术可能产生的最大影响

是微型化以后用在未来武器上。“虽然潜艇的

位置不需要精确到几米几厘米，但导弹、炮弹

需要。”

它的应用还不止武器范围。研究小组

负责人斯蒂芬·蒂尔说：“10 到 20 年前我们

需要一个巨大的低温制冷器，但激光制冷原

子云改变了一切，下一代制冷技术可能拓展

到方方面面，从汽车到智能手机。“我们相信

它在尺寸和耗能方面都会下降到能装在仪

表板上。” （常丽君）

英国研制量子导航定位系统QPS
精确度比GPS更高 可在水下使用且偏差不超过1米

本周焦点

人类登陆器或将首度“做客”彗星
我们对彗星的探索将带回太阳系形成和

生命起源的重要信息。现在，欧空局的旗舰

项目——“罗塞塔”号彗星探测任务已开始接

近高潮。

在本月稍晚些时间，它将执行第一次与

彗星的交会；如果一切顺利，今年 8月份它将

成为史上首个绕彗星轨道运行的人造航天

器；到 11 月份，“罗塞塔”号必须找出一个合

适的地点投放菲莱着陆器，那将是人类的登

陆器首度“做客”一颗彗星。

外媒精选

首次创建出一个逼真的虚拟宇宙
天文学家现已在计算机上“从零开始”创

建一个宇宙，这是一个从宇宙大爆炸后1200万

年开始、持续130亿年的宇宙演化模型，其以前

所未有的准确度模拟出了星系的分布和组成。

准备好和外星智慧接触了吗？
SETI（搜寻地外文明计划）项目科学家

显然认为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他们一直在监

听外星智慧文明的无线电讯号、外星飞船之

间的通讯信号等，他们也试图通过地球上的

射电望远镜向遥远的星团发射信号，以告知

我们地球的位置。但包括史蒂芬·霍金在内

的其他科学家认为，这样做可能会招致敌意

群体对我们的攻击。

迄今最亮原子激光
原子激光是与激光的行为十分相似的一

种类激光相干原子束。在一项新研究中，希

腊和新加坡的研究人员已经证明，一种新的、

超高亮原子激光，可以克服基本原子激光的

限制，通量达到每秒 107个原子，这比迄今最

亮的原子激光还要明亮七倍。但目前，原子

激光还处于研制的初期阶段，仍有许多工作

要做，才能使它们走上应用之路。

一周之“首”

首次获得宇宙星系际介质三维图像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科学家利用自己设计

和建造的宇宙网络成像仪，拍摄到前所未有

的星系际介质（IGM）图像，即弥漫在整个宇

宙中连接星系的气体。此前，IGM 的结构大

多是理论推测的，新成果则有助于加深对星

系和星系间动态的认识。

一周技术刷新

石墨烯制成纳米二冲程发动机
最近，新加坡的科学家用比头发丝还要

薄六万分之一的石墨烯，造出了它的纳米版。

这种纳米发动机的原理与常规二冲程发动机

完全相同，活塞是单层原子厚的石墨烯，而激

光来做火花塞。其结实耐用、性能强劲，有望

为下一代纳米器件和纳米机器人提供动力。

美研制新型模拟计算设备
目前的计算机使用二进制逻辑，需要耗

费大量能源并使用无数晶体管。但现在，美

国科学家研制出一种新型计算体系，其能将

信息存储在周期信号的频率和相位内。这类

计算体系相对来说更像人脑，只需要耗费很

少的能源就能进行计算——能耗仅为目前数

字系统的 1%。

硅与非硅材料实现“混搭”
硅与非硅材料很难结合在一起，但美国

科学家最近展示了一种具有三维结构的纳米

线晶体管，并借助其成功将硅与非硅材料集

成到了一个集成电路中。该技术有望帮助硅

材料突破瓶颈，为更快、更稳定的电子和光子

设备的制造铺平道路。

前沿探索

太阳有个“失散多年的兄弟”
美国天文学家日前宣布已经找到太阳

“失散多年的兄弟”，这个星体和太阳形成于

同一个气体云。甚至有可能会有可支持生命

存活的行星绕行。新发现将帮助科学家们更

容易找出其他恒星的“双胞胎兄弟”，并有助

于阐释我们的太阳最初形成时的奥秘。

《盗梦空间》走进现实？
可以像影片中那样潜入他人梦境，植

入想法吗？其实并不相同，德国科学家的

最 新 研 究 是 通 过 对 大 脑 施 加 电 流 进 行 刺

激，可以让睡觉的人控制自己的梦境，做一

些清醒梦。这一研究或许是那些遭受创伤

后应激障碍（PTSD）折磨、不断做噩梦的人

的福音。

直接剪断DNA摧毁癌细胞的分子
日前，美国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一

种 由 海 洋 细 菌 产 生 的 物 质 能 够 通 过 破 坏

DNA 的方式杀灭癌细胞。其名为 lomaiviti-

cin A，先前已经被证明能杀死培养皿中的人

类肿瘤细胞，但十几年来其作用机制一直未

能揭晓，而此次新发现为低剂量化疗药物的

研发铺平了道路。

“最”案现场

迄今最清晰系外行星照片
借 助 改 进 过 的 双 子 座 行 星 成 像 仪

（GPI），科学家们拍摄到了有史以来最清晰

的系外行星照片。拍摄这张照片仅用了 1分

钟的曝光时间，同时也创下拍摄系外行星最

短曝光时间纪录。新技术将有助于科学家更

好地了解系外行星的运行规律及其年龄、质

量等信息。

奇观轶闻

实验室内，线虫增寿50%
想延缓衰老？如果能把目前对实验室线

虫进行的研究应用到人类身上，或许大有可

为。科学家日前在秀丽隐杆线虫的饮食中添

加α-酮戊二酸，可以延长它们的寿命 50%左

右。而α-酮戊二酸，这种能量代谢的中间

产物，似乎能够起到和限制饮食类似的延缓

衰老的作用。新的发现对衰老和年龄相关的

疾病来说，会带来预防和治疗的新策略。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一 周 国 际 要 闻
（5月12日—5月18日）

在 伸 手 不 见 五 指 的 房 间 里 看 到 人 或

动 物 ，在 千 米 之 外 发 现 隐 藏 在密林中的敌

人……这本是红外热像仪引以为豪的独门绝

技，而如今也有了破解之法。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报道，美国哈佛大学

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SEAS）日前开发出一

种能够在红外热成像仪前掩饰自己实际温度

的主动伪装材料。这种材料的独特性有望在

一系列军事和民用场景中获得应用，它标志

着主动伪装材料已经迈出重要一步。今后，

就算是通过红外热像仪所观察到的温度也未

必就是真的。相关研究发表在美国物理学会

开放获取期刊《物理评论 X》上。

矛与盾

近年来，红外线热成像技术获得了长

足的发展，尤其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更是

达到了让对手无处可藏的地步：不少步枪

配 备 的 热 成 像 仪 的 可 见 距 离 已 经 超 过 了

1000 米，有些坦克和装甲车的热瞄准具的

可 见 距 离 甚 至 超 过 了 3000 米 。 在 小 型 化

上，不久前美国科学家还开发出了一种只

有指甲盖大小的红外线图像传感器，由于

体积小、重量轻，它甚至能够集成到隐形眼

镜或手机当中。这让不少人惊呼如今连热

量这点隐私都保不住了。

由哈佛大学开发出的这种神奇的伪装材

料有望改变这一切。在实验中，研究人员首先

在一块金属板上刷上了这种涂层，然后通过红

外摄像机观察其被加热后的反应。当样品被

加热后最初的反应和普通材料相比并无太大

差异：60摄氏度时，涂层在红外相机下呈现蓝

绿色；70摄氏度时呈现红色和黄色；当温度达

到 74 摄氏度时，它呈现出深红色。但之后让

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随着温度的继续上升，

热辐射值却开始暴跌。当温度上升到 80摄氏

度时，涂层在红外相机中呈现蓝色，与其在被

加热到 60摄氏度时出现的颜色类似。而在实

际温度为 85 摄氏度时，它看起来竟然更冷。

此外，研究人员发现，这种神奇的效果还是可

逆的，能重复的，在尝试许多次后仍然有效。

纯与杂

该技术的关键在于一种非常薄的钒氧化

物薄膜，这种材料的特殊性在于当到达特定

温度时，它的电子会发生戏剧性变化，材料的

导电性能也会随之改变。在室温下，纯钒氧

化物是绝缘的，而温度稍稍升高后，它会与金

属一样具有导电性。在这个转化过程当中，

其光学特征也会发生变化，随着温度的变化，

发出不同颜色的光。红外伪装只是其众多技

能中的一种。

钒氧化物能从绝缘体转化为金属这一现

象，早在 1959 年就已经得到了科学家的确

认。然而，这种材料很难处理，在加热后其中

的晶体会发生膨胀，过度的应力往往会使材

料出现大量的裂纹，并最终导致样品粉碎。

新研究中，科学家们借助一项新技术，制成了

极为纯净的氧化钒薄膜，稳定性极好，从而让

上述实验成为可能。

研究人员还发现，只要在纯净的样品中

掺入杂质就能人为控制其光学特征，根据参

入物质数量和成分的不同，其光学表现也各

有不同。这就为这种材料的应用提供了极

大的想象空间。例如，在纯净的氧化钒中掺

入钨，这种涂层的转化温度就可以降低到

室温范围以内，随着温度的上升，热辐射的

伪装效果也会更加明显。

虚与实

如果在汽车上涂上这种氧化钒伪装，就

能使其像变色龙一样根据环境改变自己的红

外形象，从红外摄像机中看起来就如同隐身

了一样。其伪装效果远远超过了目前所使用

的红外伪装材料。

此外，该技术还可以用于战场上的机密

通讯，用特定的温度产生的红外反应传递信

息，该材料可被设计为运行在特定的红外波

长，让许多单独的士兵同时使用。哈佛大学

应用物理学与文顿·海斯电气工程高级研究

小组首席联合研究员费德里科·卡帕索和罗

伯特·华莱士教授预测，只需经过小小的调整

就可以将其变成一种热伪装材料或者作为一

种加密航标，让士兵在战场上确定相互的位

置和进行保密通讯。

由 于 热辐射携带热量，类似的效果可

以 用 于 建 筑 或 卫 星 的 快 速 加 热 或 散 热

上。哈佛的研究小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

发 现 了 氧 化 钒 纳 米 结 构 随 着 温 度 的 升 高

呈 现 一 种 独 特 的 可 调 节 性 ，能 用 于 抑 制

热辐射。

卡帕索说：“要人为制造这样一种具有内

三维结构的材料是极其困难的。大自然给了

我们想要的，而且是免费的。通过使用这些

大自然中的超材料并操纵它们为我所用，我

们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一个全新的工

作方向。根据这一特性我们能够设计出众多

全新的设备和应用。”

让红外热像仪成摆设
——美开发出能迷惑红外热像仪的主动伪装材料

本报记者 王小龙 综合外电

全麦面包
确实能降糖
新华社赫尔辛基5月16日电 人

们普遍相信全麦面包对降低糖尿病风

险有帮助，但其原理究竟是什么？东

芬兰大学近日公布的一项研究结果不

仅证实全麦面包确实能降低患Ⅱ型糖

尿病的风险，而且揭示了其中的机理。

研究显示，全麦小麦面包和黑麦

面包是膳食纤维的理想来源。与摄

入白面包相比，摄入黑麦面包或由酸

面种发酵的全麦小麦面包可降低受

试者的餐后血糖，而不论受试者是健

康人士还是代谢综合征患者。代谢

综合征是导致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

的风险因素。

以往一些研究表明，全麦食品可

降低患Ⅱ型糖尿病的风险，但其降糖

机理尚未得到解释。这项研究的论文

作者珍妮·拉皮认为，全麦面包中的复

合谷物纤维是在肠道内对糖代谢产生

作用的。她解释说，肠道菌群、谷物纤

维在肠道发酵产生的短链脂肪酸、谷

物纤维中的酚酸及其代谢物共同参与

了糖代谢。

萝卜基因组
主要部分获解读
新华社东京 5月 18日电 （记者

蓝建中）日本一个研究小组在新一期

英国科学杂志《DNA 研究》网络版上

报告说，他们成功解读了萝卜基因组

的主要部分。这一发现将有助于调

整萝卜的味道和颜色等，从而开发出

新品种。

萝卜是日本栽培面积最大的一种

蔬菜。虽然是一种非常普通的食物，

但由于其基因组非常复杂，所以解读

工作一直滞后。

日本东北大学、岩手大学和上总

DNA 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对日本广泛

销售的绿头萝卜进行了研究。这种萝

卜长叶子的一端呈淡绿色，水分多且

口感甜，辣味较轻。

研究人员通过相关数据对照分

析后，弄清了绿头萝卜约 5.3 亿个碱

基对中约 4 亿个碱基对的序列，并发

现了约 6.2万个基因。此外，研究小组

还确定了绿头萝卜、樱岛萝卜等 8 个

品种的萝卜体内决定相互差异的不

同碱基序列。

研究人员说，目前开发抗病害能

力强的新品种萝卜需要 5 至 10 年时

间，而利用此次成果，开发速度将出现

飞跃性提高，将来还有可能开发出集

各种萝卜优良特征于一身的新品种。

西班牙与法国合作
建设电网互联项目

5月16日，在西班牙菲格雷斯，工作
人员正在变电站施工。

由西班牙和法国两国合作建设的电
网互联项目有望在今年下半年建成并进
入测试阶段。据项目负责人介绍，该项
目是目前世界最大的采用交联聚乙烯绝
缘电缆的电压源换流器高压直流输电工
程，输电容量达到1000兆瓦。该项目建
成后将有效提高两国电力供应的安全和
效率。 新华社记者 谢海宁摄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 16日电 （记者林小
春）研究人员 16 日在美国《科学》杂志上报告

说，他们培育出世界首批“重鼠”，这些实验鼠

体内富含不具有放射性的两种重同位素。研

究人员说，这一成果帮助揭示了骨骼的形成

过程，也将有助于培育不被排异的移植用人

体组织器官。

论文第一作者、英国剑桥大学的周咏莹博

士对新华社记者说，他们在普通鼠粮中加入含

有碳－13和氮－15同位素的蛋白质成分，喂养

刚成年的雌鼠 3 周左右，培育出了“重鼠”。它

们表现得与普通实验鼠没有分别，唯一不同是

能随意吃鼠粮，因此“长得有点胖”。3周后，这

些“重鼠”被“人道毁灭”，以取出它们的身体组

织供实验使用。研究人员说，这种培育方法虽

然简单，但此前从未有人想到可以这么做。

周咏莹说，一般的物质重同位素含量极

少，如人体中碳－13 只有 1％，氮－15 则只有

0.4％，因此只能接受最简单的一维核磁共振检

测。而“重鼠”体内两种重同位素的含量介于

20％至 30％，可以用二维核磁共振“更深入地

窥探身体组织里的分子结构”，比如碳原子之

间的距离及碳原子附近有什么氮原子等。

在实验中，周咏莹等人利用“重鼠”的二维

核磁共振谱作为标准，不断改良优化成骨细胞

的培育方法，最终“这些成骨细胞制造出来的

细胞外基质和真正的骨骼在分子结构层面非

常相似”。研究人员说，他们希望利用这一成

果来培育与自然组织“实际相同”的生物组织，

供研究使用，减少实验动物的使用需求。

这一技术也有望出原子尺度也基本相同

的组织器官，从而提高移植成功率。

英培育出富含重同位素的“重鼠”
有助于培育不被排异的移植用人体组织器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