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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10月24日电（记者聂翠蓉）据美国

科学促进会网站近日报道，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和西班

牙巴塞罗那科学技术研究所（BIST）科学家组成的国际

研究团队，首次用激光成功拍摄出含4个原子的分子在9

飞秒内化学反应动态过程。这一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

最新研究将为科学家提供有力工具，以观察化学、生物学

和物理学等领域不同类型的反应过程和分子变化。

飞秒只有一千万亿分之一秒，许多化学反应都发

生在飞秒的瞬间，此前没有办法测量出飞秒过程中的

分子变化。而用激光记录飞秒内分子变化，最早由堪

萨斯州立大学物理学家林绮东（音译）和同事提出，并

在 2012年首次用激光拍摄出含两个原子的氧分子动态

分解过程。而拍摄更大的分子需要用到更强的激光，

经过近 5 年的漫长研究，林绮东团队终于与 BIST 光学

研究所延斯·比格尔特团队携手攻克了这一挑战，拍摄

出含 4 个原子的乙炔分子（两个碳原子和两个氢原子）

化学键断裂过程。

该国际团队通过一种中红外激光诱导电子衍射

（LIED）的技术，利用分子内部自有的电子为分子拍照，

获得了乙炔内化学键断开过程的连拍图片。他们向乙

炔分子施加一束强激光，激活分子内一个电子离开，启

动乙炔分子发生分解反应，最后为这一发生在 9飞秒内

的分子变化连续拍摄出多张图片。“这是首次实时观察

到 9飞秒内的分子分解过程。”

研究团队还通过所获得的连拍照片，精确测算出

乙炔分子内新化学键的长短。林绮东解释道，乙炔分

子内有 4 个原子，分子结构内含多个化学键，借助飞秒

激光工具，研究人员能测出化学键的断裂位置和先后

顺序，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控制化学反应过程。

激光首拍9飞秒内分子分解过程
有 助 于 更 好 理 解 和 控 制 化 学 反 应

科技日报北京 10 月 24
日电（记者房琳琳）据《自然》

杂志近日报道，美国国家航空

航天局（NASA）开普勒空间望

远镜在最近的一次 K2 任务

中，又发现了87颗绕红矮星的

“宜居行星”候选者，其中有 63

颗小于海王星，还有几颗可能

比地球还小，5 颗已确认处在

其所围绕红矮星的“宜居区”。

银河系中绝大多数的恒

星比太阳更小、更冷，它们被

称为红矮星。加州理工学院

天文物理学家考特尼·德瑞兴

说：“在 30光年内的红矮星超

过 250 颗”，因其比类日恒星

散发的热量更少，所以它们

的行星既不太靠近红矮星，

也离得不太远，大概是太阳

系中位于金星和火星轨道之

间的区域。这类行星的运行

速度也更快，其中一些绕恒

星轨道只需要几个星期就能

完成一周，开普勒观测仪器

很容易检测到它们明暗交替

带来的信号变化。

2013 年 5 月 15 日 ，开 普

勒空间望远镜由于反应轮故

障，无法设定望远镜方向，因

此被迫停止搜寻系外类地行

星任务。2013 年 8 月 18 日，

NASA 表示无法修复并启动

K2 任务，让望远镜在地球公

转的黄道平面上借助太阳光

子产生的作用力调整姿态，仍

能继续执行观测任务。2015

年7月24日，天文学家确认，发

现首颗位于“宜居带”上体积最

接近地球大小的行星（代号为

“开普勒-452b”），这是人类在

寻找另一颗地球的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

聚焦红矮星群体部分客观原因来自 K2任务自身的

有限性，天文学家每 3个月左右跟随“开普勒”转动观察

视野，虽然如此频繁跨越天域的观察带来一定挑战，但同

时也带给天文学家考察更多天体的机会，“每隔一段时间

就能研究一套全新的恒星也很有趣。”德瑞兴如是说。

行星科学家认为，德瑞兴的研究为未来寻找地球大

小行星的任务铺平了道路。据了解，NASA 明年 12 月

份将发射一颗以此为观测目标的过境行星测量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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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10月24日电（记者姜靖）据美国太

空网站报道，美国私营企业轨道科学公司制造的“天鹅

座”货运飞船 10月 23日抵达国际空间站，这是“天鹅座”

飞船第六次为空间站运送物资，其运载火箭是继2014年

上一次发射升空数秒后爆炸事故以来首次执行任务。

“天鹅座”货运飞船 10月 17日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升

空，23日 7时 28分，在美国宇航员凯特·鲁宾斯协助下，

日本宇航员大西卓哉操纵长约 17.6米的机械臂将它“抓

住”。接下来，位于休斯顿的NASA任务控制中心的飞行

控制人员将通过遥控机械臂，将飞船安装到空间站“和

谐”号节点舱上，飞船将在那里停留约1个月时间。

10月 20日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发射场发射的俄

罗斯“联盟号”飞船，于 10 月 21 日先期到达国际空间

站。NASA 官方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天鹅座’飞船的

发射一再被推迟，尽管该飞船比‘联盟号’发射早，但任

务管理人员决定让其在轨道上多待些时间，从而让‘联

盟号’先到达空间站。”

此次“天鹅座”飞船向空间站运送了总重约 2300千

克的食品和科学实验设备等物资。此外，在飞船 11 月

18 日完成送货任务脱离空间站后，在进入地球大气层

之前还将进行“飞船火焰实验”，研究一些材料在微重

力环境下的燃烧情况。

“天鹅座”飞船与国际空间站成功对接
紧随“联盟号”载人飞船执行第六次货运补给任务

俄罗斯国家研究型工艺技术大学的工程师们开

始着手为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研制基本粒子

衰变箱结构，这种结构将构成新实验“探索隐藏粒子”

装置的主要部分。研制新实验装置的是一个国际团

队，包括来自 16 个国家的 41 个科研组织。俄罗斯国

家研究型工艺技术大学 2015年加入此项目。

欧核子中心目前正在为开展该新实验做准备，目

的在于探索 3种可能存在的新型基本粒子，将这些粒

子引入基本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有助于描述暗物质

的存在及宇宙中反物质的缺乏。

校长阿列夫京娜·切尔尼科娃说，该大学工程师的

任务是建立衰变箱的最佳模型，并设计出若干结构、材

质和内压大小均不同的衰变箱构造方案。因为衰变箱

内可能会产生新粒子，而这正是实验的主要部分。

衰变箱是一个带有内外蒙皮的锥形管，长 45米、

高 10 米，由数百个网格组成，每个网格有 6 个内表

面。为了建模，工程师们进行了一系列计算和实验，

并根据实验结果选定了作为材料的钢及铝合金品牌，

以及实验装置结构的最佳尺寸和几何形状。

该实验有一系列的标准和限制，要求在确保结构

足够牢固的同时，要最大限度地减轻制作衰变箱的材

料重量。另一位校长谢尔盖·阿尔布尔介绍说，这将

有助于在记录出现的基本粒子时降低干扰。

目前，工作组正在研究各种方案，模拟它在各种状态

下的工作状况，预计将于2019年前完成。研究人员计划

在2022年前正式启动衰变箱，并开始收集统计数据。

俄将为欧核中心研制衰变箱
助实验装置探索新型基本粒子

俄罗斯国家研究型工艺技术大学启动了一项创

新项目，在高效节能和其他改善性能的钢铁基础上研

发新型独特材料，以用于从航天技术到体育器材等许

多现代行业中。

为落实这一项目，该大学邀请了世界金属玻璃领

域和过冷状态合金领域的主要专家——日本东北大

学原校长井上明久教授。井上明久是位杰出学者，他

领导着不久前建立的“高效节能材料”实验室。

该大学的年轻学者团体将在他的领导下，在钢铁

的基础上制造新型合金。这种合金是一种超强金属

玻璃，具有高强度和弹力，而且耐磨、抗腐蚀、抗辐

射。该合金主要用于制造微型马达零件、电站变频器

零部件和在腐蚀性环境下运转的设备保护镀层。

该大学实验室所研究的合金材料成本低，与同类

产品相比，他们的材料强度、硬度、耐磨度都相当高，

因此工业企业对此表现出极大兴趣。预计首批超强

金属玻璃将于 2021年投产。

众所周知，像发动机、变电站一类的电器所造成的

电力损耗，占世界电力消费总量的 3.5%。因自身物理

化学特性，目前大多数电子设备中所采用的磁钢，无助

于大幅降低电力损耗。考虑到对电力的需求增长，而

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正趋于枯竭，因此实验室的另一个

重要工作方向，是研发新材料以大幅降低电力消耗。

（本栏目稿件来源：“卫星”新闻通讯社）

俄启动创新项目研发新型材料

超强金属玻璃计划2021年投产

■创新连线·俄罗斯

日本筑波大学生命环境科学研究教授张振亚在生物质能与水环境领域取得众多专利，已有200多篇论文，曾在1999年获得海外百名优秀博士称号。张振亚教
授已指导和培养了200多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其中中国留学生占80%。图为张振亚教授向记者讲解培养水中块状藻类，这种藻类不但能处理污泥、改善水质，还可
生产饲料和石油，应用前景广阔。 本报驻日本记者 陈超摄

随着科技日新月异地发展，在各种高科技设备和

产品的“加持”下，现代人的生活看起来更加舒适、惬

意，但也要承受很多不好的后果：手机银行木马、监控

摄像头组成的僵尸网络以及无人机攻击，都是悬在我

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俄罗斯卫星网在近日

报道中，列出了生活中一些潜在的威胁，有些威胁我

们可能毫无察觉。

银行木马持续扩散

卡巴斯基实验室（Kaspersky Lab）是全球四大软件

保护解决方案提供商之一。该公司宣称，银行木马将

持续成为用户最主要的金融风险，与在线银行和银行

应用有关的木马诈骗将持续扩散。

卡巴斯基公司发布的 2016 年第二季度网络威胁

报告指出，在第二季度，该公司的产品已经发现了大

约 27403 个手机银行木马，其中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的

用户最容易受其攻击。木马病毒可以控制银行的手

机应用程序、手机短信服务（SMS）和手机呼叫。在这

些木马病毒的帮助下，黑客能将受害者账户上的钱转

入自己的账户。

这些程序会神不知、鬼不觉地覆盖 100 多个合法

银行和金融应用的界面，将用户的钱挪走。不仅在线

银行客户需要小心，最近，提款机也成为网络犯罪分

子觊觎的对象。

今年 8 月份，黑客攻击了曼谷和其他 5 个省的 21

台 NCR 公司销售的 ATM 提款机，盗取了 1200万泰铢

（折合 37.8 万美元）。8 月 24 日，泰国政府储蓄银行

（GSB）宣布，关闭全国约 3300 台 ATM 提款机（共有

7000 台）。泰国警方经调查发现，网络罪犯通过恶意

软件感染了多台 ATM 提款机。泰国当局表示，攻击

者在 ATM 上安装恶意软件使机器与银行网络断开，

从 ATM 盗取巨款而不被发现。

汽车联网面临风险

汽车连上互联网看似很酷，也很方便。但一旦联

网，另一个潜在威胁也冒了出来：黑客可以远程访问

汽车的系统并对其进行控制。去年，两名安全研究人

员查理·米勒和克里斯·瓦拉塞克证明，这一威胁是真

实存在的。他们两人历时一年，研发出了一套可以攻

破切诺基 2014款吉普的工具，而且可以通过无线网络

实施攻击。

他们的攻击顺序是先把冷风和显示器打开，然

后更换显示内容，接下来开始播放大音量音乐，逐

步 实 现 对 汽 车 本 体 的 控 制—— 开 启 雨 刷 、关 掉 引

擎。为了从车主那里偷钱，犯罪分子也能阻止汽车

联网。

网络摄像暗藏危机

用户安装在家里观察宠物情况的最简单的监控

摄像机也面临被攻击的风险，黑客可以借此对电子门

锁和其他高科技设备进行控制。

最常见的情况是，把智能设备变成僵尸网络的一

部分。僵尸网络包含很多软件主体，这些软件被远程

控制，常被用于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攻击。DDoS

攻击指借助于客户/服务器技术，将多个计算机联合

起来作为攻击平台，对一个或多个目标发动 DDoS 攻

击，从而成倍提高拒绝服务攻击的威力。

视频摄像头是最不受保护的设备，容易成为黑客

攻击的目标。据称，大量通过互联网成功入侵的闭路

电视摄像头，正在“干掉”全球各地的计算机。美国安

全组织 Sucuri在调查一起针对传统珠宝店的网络攻击

时，发现了一个由 2.5万台设备组成的强大僵尸网络。

该商店网站在遭到每秒 35000次 HTTP垃圾请求

的攻击之后下线。当 Sucuri 尝试阻止这次网络海啸

时，该僵尸网络现身，向商店网站倾倒出了每秒超过

50000 个 HTTP 请求。安全人员对数据包进行调查后

发现，所有数据包都来自与互联网相连的闭路电视摄

像头，黑客入侵了这些设备以攻击其它系统。尽管闭

路电视僵尸网络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此次事件仍是

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

而且，联网的设备不仅被用于攻击，也被用于做

其他坏事，如发送垃圾邮件等。另外，摄像机、路由器

甚至智能冰箱，都能成为僵尸网络的一部分。为此，

专家建议用户经常对设备的固件和防火墙进行升级

并使用更复杂的密码。

网络恐怖主义威胁

网络恐怖主义一般是对基础设施发动攻击，它也

是目前最有代表性的网络威胁之一，如此前的震网病

毒（Stuxnet）。震网病毒由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制造而

成，主要目的是破坏伊朗的核项目。

该病毒于 2010 年 6 月首次被检测出来，是第一个

专门定向攻击真实世界中基础（能源）设施的“蠕虫”

病毒，比如核电站、水坝、国家电网等。作为世界上首

个网络。“超级破坏性武器”，它已经感染了全球超过

45000个网络。伊朗遭到的攻击最为严重，60%的个人

电脑感染了这种病毒。计算机安防专家认为，该病毒

是有史以来最高端的“蠕虫”病毒。

除此之外，还有无人机也容易被黑客“劫持”发起

攻击。当然，我们周围究竟存在哪些威胁并没有详细

列表，实际上，任何联网系统都能被黑客攻击用于其

私人目的。所以，网络安全问题应该引起广泛重视。

银 行 木 马 、僵 尸 网 络 、无 人 机 攻 击 ……

现 代 网 络 威 胁 无 处 不 在
本报记者 刘 霞 综合外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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