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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短讯

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 4月 10 日电 （记者常丽
君）最近，一个由英国、意大利等多国大学研究

人员组成的国际小组通过详细的数学论证，证

明量子关联冻结现象普遍存在，也就是说，它

与检测方法无关。他们还据此发现，在特定条

件下利用一种球形重新定相隧道，不仅能防止

退相干，或许还能逆转退相干。相关论文将发

表在最近的《自然·科学报告》上。

一个量子系统不可避免地会与环境相互作

用，从而导致退相干，物理学家一直在寻找控制退

相干的方法。过去几年中，他们发现某些量子关

联可以“冻结”在恒定状态，并在有干扰的环境中

保持稳定，为抵抗退相干提供了一种潜在的保护

机制。但迄今为止，量子冻结只是特定条件下的

单个案例，其潜在的保护效应未能充分利用。

总体来看，大量对量子关联的研究都集

中在纠缠上，而这只是量子关联的一种特殊

类型。普遍认为，纠缠可以被认为是处于一

个纯态的两个系统之间的量子关联。事实

上，量子纠缠只代表量子关联中的极小一部

分，因为并非所有状态都是纯态。

当两个系统处在一个有干扰的环境，通常

会变成混合态，一部分混合态是非纠缠的。因

此，这些系统之间的量子关联不一定为纠缠，

而是表现为一种更普遍的形式，称为失协型量

子关联。由于现实中的量子系统通常都包含

混合态，所以失协型关联比纠缠更普遍，虽然

人们还不太了解它。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报道，研究人员用冗长

的数学描述进行了论证。他们的结果也证明

了，以往发现的冻结并非数学上的偶然，失协

型量子关联显出的冻结效应是一种真实的物

理现象，这种现象在纠缠中则很难看到。这也

表明，失协型量子关联比量子纠缠的抗干扰性

更强。比如，量子纠缠遇到干扰时，可能突然

消失，而失协型关联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从这种意义上说，可以把冻结认为是一种

抗干扰的极稳固的形式，理论上允许操作任何

量子协议而完全不受干扰影响。这种保护对

未来量子技术的发展极具吸引力，包括通讯、

计算、传感和计量。

研究人员还发现，对于某些混合态，球形

量子控制隧道能逆转其退相干效应。这对量

子技术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量子纠错中。

可以把隧道理解为使受了干扰影响的量子比

特“重新聚集”。

在物理和生物学中，持久相干都是很有用

的资源。英国诺丁汉大学格拉多·埃德索说：

“目前我们正在研究多种动态干扰情况下，保

持冻结或近冻结量子特征的条件。”

“量子冻结现象”具有普遍性
对未来量子技术的发展包括通讯、计算、传感和计量具有重要价值

全球物种的多样化犹如活生生呈现的

“生命图书馆”,而当越来越多的物种濒临灭

绝，就像在熊熊大火中付之一炬的图书馆亟

待救助。那么，在这种紧要关头，应该从中抢

救出哪些书籍更值得呢？

“生命图书馆”在燃烧

渡渡鸟（Dodo），一种仅产于印度洋毛里

求斯岛上不会飞的鸟，它站着有 1 米高，以水

果为食。这种鸟在被人类发现后仅仅 200 年

的时间里，由于人类的捕杀和活动影响于

1681 年在地球上消失了，堪称是除恐龙之外

最著名的已灭绝动物之一。

地球上的鸟类和兽类物种在 1600 年至

1800年间灭绝 25种；1800年至 1950年灭绝了

78 种。曾经生活在地球上的冰岛大海雀、北

美旅鸽、南非斑驴、澳洲袋狼、直隶猕猴、高鼻

羚羊、台湾云豹、中国犀牛、南极狼等物种已

不复存在。白暨、苏门答腊虎、北部白犀牛、

奥里诺科鳄鱼、小嘴狐猴等动物也濒临灭绝。

2009年，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一项发

表在《澳大利亚生物资源研究》杂志上名为

《澳大利亚和世界生物物种数量》的报告称，

科学家完成了世界上首次对所有已知物种的

登记造册工作。根据这项综合性研究，由于

栖息地遭到破坏、全球气候变化和其他因素，

世界上大约 10%的已知物种面临灭绝危险。

同年 11月 5日，据《新科学家》杂志报道，

瑞士格朗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汇编的濒危物种

红色名单指出，17291种物种开始重蹈渡渡鸟

覆辙，各类生命均受到影响。列入红色名单

的包括已知 21%的哺乳动物（如西部低地大

猩猩）、已知两栖类动物的 30%、已知鸟类的

12%、爬虫类动物的 28%、淡水鱼的 37%、无脊

椎动物的 35%，以及 70%的植物都册上有名。

在世界范围内，生物物种正以前所未有

的速度消失，而其中有一些物种已灭绝。据

统计，全球每天有 75 个物种灭绝，每小时有 3

个物种灭绝。

如何最大限度保护

一株植物枯萎，一只动物死亡，有时并不

仅仅意味着单个生命有机体的消失，也许凑

巧是整个此类物种的灭绝。1987年 6月 6日，

最后一只黑海雀死去后，这种南美洲特有的

雀科鸣鸟就此灭绝——在地球上永远永远地

消失了。

昆士兰大学、CEED 首席研究员约瑟夫·
班纳特博士说：“全球物种灭绝危机越来越严

重，而保护资金却少得不足以阻止生物多样

性的下降，这就像着了火的图书馆，我们必须

尽可能多的拯救珍贵信息。”

他说：“如果我们必须做出选择，是保护一

些罕见的‘老书籍’，还是保护较大数目较小的

书籍，其可能包含的信息比古书籍要少呢？”

班纳特解释说，高度不同的物种很少有

近亲，它们的血统已经被孤立在生命之树数

百万年。例如鸭嘴兽就是澳大利亚的“罕见

古书”，它的祖先在 1.6 亿年至 2 亿年之前从

其他哺乳动物中分流出来。

当不同的物种从其他物种分离出来，还

含有独特的基因，这可能在未来会被证明对

生态系统的健康非常重要，甚至可以促进医

学发展。例如，银杏是一种古老的和在遗传

学上截然不同的物种，曾一度濒临灭绝，但现

在被传统医学采用。

他说：“因此失去更多不同的物种，类似于

失去了罕见的古籍，可能意味着这种遗传信息

随着数百万年的进化丢失。但当这些物种得

到昂贵的维护，这可能意味着花钱去救一个或

两个物种，而不是五或十个其他物种。”

为了解决这一困境，研究人员萌生开发

出一种计算机程序，以预测可以用既定数量

的资金拯救多少物种和遗传多样性。

班纳特博士说，该技术将有助于澳大利

亚和新西兰这样的国家尽可能多的保护物种

和基因多样性。因为曾有研究表明，澳大利

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特有珍稀物种宝库之一，

独有物种的数量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其中

87%的哺乳动物物种和 93%的爬行动物物种

是独有的，在其他地区并无分布。

引进成本效益方法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澳大利亚

ARC 环境决策卓越中心（CEED）的环境科学

家开发出一种保护广泛受威胁物种的成本效

益方法，包括保护可能比较昂贵的罕见古老

物种，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最新一期的《物种

保护》上。

这项新技术有助于最大限度地保护物种

和遗传多样性，有助于解决全球面临的保护

管理进退两难的困境：是否要拯救更多的最

近的和更常见的物种，或者更少、独特而可能

保护代价高昂的古老物种。

该方案涉及依据不同的标准对每一个物

种排名，包括它受到的威胁如何、保护的成

本，以及独特的基因是什么。班纳特博士说，

“计划将把新西兰 700 个最受威胁的物种作

为案例研究。在这项研究中，将提高拯救珍

稀物种的重要性，所以越独特的基因，其排名

越高。”

该团队发现最好的解决方案是把钱花在

一些不同的物种上，如果一个独特的物种付

出高昂的代价被保存，那将显著减少物种的

总数和遗传多样性。

班纳特博士说：“使用这个程序，我们

找到了一个平衡，可以保护最大数量的不

同物种，同时在给定的预算内最大保护遗传

多样性。好消息是我们最佳的解决方案，是

在预算内仍能达到对 95%大多数物种和 95%

的遗传多样性进行保护。这意味着，优先选

择遗传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是可行的，这

两方面的生物多样性没有冲突。虽然我们

不得不谨慎的在其中进行物种选择，而回

报是值得的。”

该项目的主管休米·波森汉教授指出：

“对物种的优先级选择性保护能够促使政府

研究、环保组织和社区保护机构制定计划，最

终将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来确保澳大利亚所有

的物种。”

“生命图书馆”失火，哪些“书籍”要先救？
——如何拯救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亡的生物物种

本报记者 华 凌

科技日报北京 4月 10 日电 （记者王小
龙）美国一位高级官员当地时间周四表示，如

果不增加研发投入并更快地找到制造新式武

器装备的方法，美军将逐渐丧失其在高技术领

域中的传统优势。

此前，美国五角大楼公布了一项计划，旨

在精简其官僚体制，利用私营部门的技术突破

和研发实力，来应对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美军

在军事科技领域丧失优势的担忧。

五角大楼武器装备采购主管弗兰克·肯德

尔在这份报告中写道，这些措施反映了“对我

们技术优势面临风险的巨大关切。”他说，美国

潜在的对手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挑战美国自

冷战以来在常规军事领域内的主导能力。这

些挑战源于无人机、微型计算机等新兴技术，

因为与过去相比，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更容易

进入这些领域并取得优势。

这位官员描述说，在未来战场上美国潜在

的对手极有可能对美军在空中和海洋上的传

统优势形成压制。美军指挥官也已经开始对

其陈旧的防空和反舰导弹系统表现出担忧。

目前，其他国家都在致力于打造具有生物识别

能力的精确制导导弹和火炮，开发新式自动武

器装备以及为应对新型网络战争。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在一次记

者会上表示，通过一个创新就能让美国军事力

量在天空或海洋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日子已经

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不得不加快对商业

技术的整合。”他说。

这项改革举措呼吁缩减官僚机制，吸引

更多技术娴熟的工人负责武器的设计和生

产，这样或许可以加快技术进步的速度。沃

克说，这意味着将要在原有系统中增加更多

的“模块”或插件，其中包括新的传感器或其

他改良设备。

尽管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会让情况有

所缓解，但肯德尔还是认为，关键是要舍得在

研发和吸引人才方面花钱，只有这样才能维持

美军在这一方面的优势地位。他说：“最终具

备决定性意义的将是我们进行现代化装备的

速度、投入的资金以及参与人员的素质和能

力。”如果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研发“我们

将不具备未来的武器系统”。

他认为，美国国会强加于整个联邦政府

的、潜在的自动预算削减方案可能会严重破坏

许多重要的研究。在此期间，其他国家正在对

新型武器进行投资。

肯德尔还说：“时间是无法失而复得的。

如果现在不做这样的研究，终有一天还得被迫

从头做起，而且要耗费更多的时间。”

美担心在尖端军事科技领域失去优势

美国政府最近禁止其企业向中国出口与

超级计算机相关的技术。但美国专家 9 日指

出，有关限制措施对美国公司不利，甚至反而

可能促使中国加速发展自己的芯片技术，长期

来看对中国芯片生产企业有利。

这一限制措施主要针对与天河－1A 和天

河二号相关的 4 家中国机构，包括国防科学技

术大学。天河二号是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

机，其运算速度比第二名美国的“泰坦”几乎快

一倍。天河二号的互连网络、操作系统、前端

处理器以及软件等都由中国自主研发，但还使

用着英特尔的两种微处理器。

美国超级计算机专家、田纳西大学教授杰

克·唐加拉对新华社记者说，这一限令意味着

英特尔将不能再向中国出口超级计算机部件，

不过对中国而言不一定是坏事。

唐加拉说：“美国政府试图遏制高性能计

算机在中国的发展，但禁令很有可能会加速

‘中国设计’芯片的研制。”

美国伯克利劳伦斯国家实验所副主任霍

斯特·西蒙持有类似看法。他对《华尔街日报》

说，中国将有更大动力来开发自主技术，而美

国制造公司将被认为不再那么可靠，甚至有可

能无法满足海外订单。

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发言人查克·马洛

伊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对这一限令

表示不解。他说，天河－1A 和天河二号使用

的 是 英 特 尔 的 至 强（Xeon）处 理 器 和 Xeon

Phi 协处理器，而这不是超级计算机专用的芯

片，它们是非常普遍的产品，全世界的电脑商

店都可以买到。但既然“美国政府得出了自己

的结论”，该公司就必须“遵守美国法律”。

谈起对英特尔的影响，马洛伊强调，英特

尔在中国有许多客户，有很多工厂，还有研究

中心，上述限令影响的只有 4 家中国机构，是

“一个很窄小的方面”。

该限令包含在美国商务部今年 2月发布在

联邦政府网站的一份公告中，但直到本周才由

VR WORLD 网站率先捅出相关消息。该网

站在报道中反问，谁将是这一限令的赢家和输

家呢？目前来看，中国的 4 家机构以及天河超

级计算机可能是输家，但也只是短期之内，因

为中国接下来会加速芯片技术的发展。英特

尔是更大的输家，然后就是美国自己了，“美国

将会失去在中国高端高性能计算方面的那一

点点影响，这不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天河二号 2013 年为中国夺得运算速度最

快的超级计算机称号并保持至今。为夺回领

先地位，美国先后宣布将建造 3台超级计算机，

其计算速度远超天河二号。这些超级计算机

计划于 2017 年至 2018 年陆续建造完成，在那

之前，没有超级计算机可以挑战天河二号。

美遏制中国超算发展能否如愿
新华社记者 林小春

科技日报多伦多 4月 9日电 （记者冯卫
东）加拿大研究人员称，今年夏天将在温哥华

对一种可关闭亨廷顿氏症致病基因的突破性

药物进行测试，这是亨廷顿氏症基因药物首次

进入人体临床试验。

领导该项实验工作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

学医学遗传学教授布莱尔·莱维特博士表示，

“我们即将对亨廷顿氏症开展基因静默的人体

临床试验，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感到对这种疾

病拥有了某些可产生重大影响的东西。”

亨廷顿氏症是一种遗传性神经退行性疾

病，由单基因突变导致亨廷顿蛋白异常所引

起。患者病发时会无法控制四肢，就像手舞足

蹈一样，并伴随有精神症状和痴呆，最后因吞

咽、呼吸困难等原因死亡。

即将进行的人体临床试验将使用莱维特博

士开发的一种新的超灵敏测试方法，该方法允

许科学家测量患者脑脊液中的突变蛋白。该研

究成果发表在最新一期的《临床研究期刊》上。

研究人员发现，突变蛋白水平在带有其他

疾病的患者身上会更高，突变蛋白的浓度也预

示着患者运动和认知问题的严重程度。

在临床试验中，科学家将使用最新测试方法

监测药物对降低患者脑中突变蛋白的效果。这

种药物由美国加州伊西斯（Isis）制药公司研发，将

被施用于患者的脑脊液以关闭突变基因。

亨廷顿氏症基因药物将进入临床试验

欧盟出新规
严管移植用人体组织和细胞

新华社布鲁塞尔4月9日电 （记

者张晓茹）欧盟委员会 9 日宣布批准

两项有关移植用人体组织和细胞管理

的新规定，以确保符合欧盟质量和安

全标准，保护接受移植的患者权益。

第一项规定主要针对欧盟内部人

体组织和细胞的管理。最重要的一项

内容是，针对供移植的人体组织和器

官建立包含其主要特征和信息的“单

一欧洲代码”，确保欧盟范围内流通的

所有人体组织和细胞都有统一标识。

这样便于追踪人体组织和细胞捐赠者

和接受者的全部信息。

如果出现安全警报，这一标识将

有助于所有接受来自同一个捐赠者的

组织和细胞的患者都能被追查到并根

据需要接受治疗。这一举措同时还可

确保那些尚未使用的有问题组织和细

胞不会被继续使用。

第二项规定主要针对欧盟以外来

源的移植用人体组织和细胞。具体内

容包括保证捐赠者和接受者的信息可

追溯，进口的移植用人体组织和细胞

必须供指定接受者移植而不能用于他

人等，并确保这些人体组织和细胞符

合欧盟的安全和质量标准。各成员国

应充分了解第三国供应商的情况，并

在需要时与欧盟委员会和其他欧盟成

员国分享相关信息，这有助于保障接

受人体组织和细胞移植的患者安全。

欧盟委员会强调，各成员国相关

机构应严格执行新规要求，并且鼓励

成员国采取更加严格的监管措施。

72％英国人
担忧个人信息安全
新华社伦敦4月9日电 （记者张

家伟）英国尤戈夫调查公司最新发布

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问卷调

查的英国成年人中，72％的人对网上

个人信息安全表示担忧。

尤戈夫是一家市场调研和数据分

析公司，这次就个人信息安全对超过

2000名英国成年人进行了问卷调查。

从结果看，多数受访者在使用各

类网上服务时，会在其中登记自己的

姓名、住址等敏感信息。他们普遍较

关注自己的电子邮件、网络存储的文

件和照片以及聊天信息等被盗用。

根据调查结果，32％的受访者愿

意支付一定费用来保护自己的网上个

人信息：其中 15％的人愿意每个月为

此花费 1英镑（约合 9元人民币）；另有

4％的人甚至愿意每月花费10英镑。

这次发布的调查结果还显示，经

过斯诺登事件的持续发酵，人们的网

络信息安全意识正不断提高，尤其是

此前一些大机构和名人的网站和账

户被黑客破解，盗取大量私密信息，

让普通网民对网络安全隐忧加深。

英国政府在网络信息安全方面

的措施目前还主要针对机构和企业

等，此前已专门设置了一项为期 5 年

的网络安全项目，通过开设免费网上

培训课程等方式来帮助英国企业提

高防范网络攻击的能力。在个人网

络信息保护方面，还有待更多新措施

的出台。

新发现有望推动
低副作用糖尿病药研发

新华社伦敦4月9日电 （记者张
家伟）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在英国《自

然·医学》最新一期上发表报告说，他

们的研究揭示了治疗Ⅱ型糖尿病常用

药物二甲双胍的作用机理，有助于研

发副作用更低的新一代糖尿病药物。

这项研究由来自英国帝国理工学

院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研究人员合

作完成。据他们介绍，全球有大约 3.5

亿成年人患有Ⅱ型糖尿病，二甲双胍

是最常用的治疗药物。但这种药物的

准确作用机理还一直不为医学界所了

解。有观点认为，药物能直接作用在

肝脏上来实现疗效。

但 新 研 究 显 示 ，这 种 观 点 并 不

对。研究人员让实验鼠服药并进行

观察，发现药物进入它们身体后，肠

道会感知药物的存在并向脑部发出

信号，脑部随后再“指示”肝脏减少血

糖的产生。

由于二甲双胍具有副作用，包括

恶心和腹泻等，参与研究的帝国理工

大学教授盖伊·拉特说，医学界未来

可根据这一发现来研发能更适应肠

道吸收的新药，从而避免许多副作用

的产生，有望为Ⅱ型糖尿病的治疗带

来新突破。
4月9日, 在加拿大温哥华，消防船在英吉利湾一带巡逻，呼吁其他船只离开。8日傍晚，在温哥华市以西的英吉利湾发生燃油泄漏事故，导

致海湾一带出现大量油污。经过一天的油污清理后，污染情况已经得到控制，但当局呼吁民众不要触碰有毒燃油。 新华社发（梁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