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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连线·俄罗斯

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10月22日电（记者刘霞）
据美国每日科学网站近日报道，来自德国、美

国和加拿大的科学家携手，首次证明了量子

计算机相对传统计算机的优势，其原因在于：

量子算法利用了量子物理学的非定域性。最

新研究为量子计算机的发展奠定了新基础。

传统计算机遵循经典物理学定律，建立

在二进制数字 0 与 1 的基础上，它们存储这

些数字并用于数学运算。在传统计算机的

内存单元中，每个比特（最小的信息单元）的

值只能为 1 或 0。而量子比特（qubit）能同时

既是 0 又是 1，这种所谓的“叠加”使量子计

算机一次可对多个数值进行运算，而传统计

算机必须按顺序执行这些操作。因此，从理

论上说，量子计算机能轻松快速地解决传统

计算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解决的复杂计算

问题。

为确凿证明量子计算机的优势，慕尼黑

工业大学复杂量子系统理论教授罗伯特·柯

尼希、滑铁卢大学量子计算研究所的戴维·格

塞特、IBM 公司的谢尔盖·布拉韦伊联手开发

了一个量子电路，用于解决特别“难解”的代

数问题。这一新型电路结构简单，只能在每

个量子比特上执行固定数量的运算。这种电

路被认为拥有固定深度。研究证明，他们所

用的“难解”代数问题无法采用传统固定深度

的电路来解决，因此证实了量子计算机的优

势。而且，量子算法利用了量子物理学的非

定域性。

在这项研究之前，虽然有些证据指向这

个方向，但量子计算机的优势既没有得到证

明，也没有经过实验演示。一个例子便是秀

尔算法（Shor's algorithm），它有效解决了质因

数分解问题，但它只是一个复杂理论猜想。

柯尼希说：“我们的成果表明，量子信息

处理真正带来了好处，它无需依赖未经证实

的复杂理论假设。”这项研究可以看作量子计

算机发展道路上的新里程碑，因为这种新的

量子电路结构简单，短期内，科学家可以借助

其实现量子算法。

量子计算机优势首次获确证
其算法利用了量子物理学的非定域性

“ 拉 开 窗 帘 ，让 阳 光 进 来 杀 杀 屋 里 的

灰。”这是一句常会听到，但似乎毫无道理

的话。

不过，最近发表在英国《自然》旗下开放

获取期刊《微生物组》（Microbiome）上的一项

研究报告中，科学家们证实了这个由来已久、

口耳相传的民间智慧——数据及模型显示，

让阳光透过窗子照进房间，确实可以杀死生

活在灰尘中的细菌。

家庭灰尘中细菌和真
菌多达9000种

人类大部分时间都在室内，这使得我们

不可避免地暴露在携带各种细菌、甚至是致

病菌的灰尘当中。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和科罗拉多大

学博尔德分校的生态与进化生物学研究团队

此前曾发现：人类其实每天不仅与家人朋友

生活在一起，还与成千上万的微生物共享空

间——仅家庭灰尘中所含的微生物平均达

9000种。美国大陆地区平均每个家庭的灰尘

中约含有 7000 种不同种类的细菌和约 2000

种真菌。

美国俄勒冈大学的法西米普尔博士表

示，了解人们居住建筑的特点会如何影响灰

尘的生态环境，是十分重要的调查，并且人们

有必要清楚地知道，这一相互关系对我们的

健康究竟有何影响。

鉴于此，他和其他研究人员展开了一项

分析比对实验，结果发现，在黑暗的房间中平

均有 12%的细菌存活且能够繁殖。与之形成

对比的是，有阳光照射的房间里只有 6.8%的

细菌存活，紫外线（UV）照射过的细菌中只有

6.1%仍具备繁殖能力。

日光让室内微生物与
室外相似

实验显示，黑暗中的灰尘会携带与呼

吸系统疾病密切相关的微生物种类，而这

些微生物，在暴露于日光下的灰尘中含量

却很少。

研究人员为此制作了 11个一模一样的气

候控制微型房间，来模拟实际生活中的建筑，

然后把住宅中收集的灰尘放入这些微型房

间。他们对房间的窗户进行了 3种处理，使它

们分别可以透入可见光、紫外线或无法透

光。90 天之后，研究团队从每个环境中都收

集了灰尘，并对其细菌组成、含量和繁殖能力

（活力）进行了分析。

研究人员发现，与黑暗中的灰尘相比，经

过光照的灰尘中人类皮肤来源的细菌比例较

小，室外空气来源的细菌比例较高。这可能

表明，日光会让室内灰尘的微生物组成，更类

似于户外发现的细菌群落。

更新采光方案可降低
感染风险

这项研究的通讯作者法西米普尔博士表

示，他们的最新研究支持了一个有百年历史

的民间智慧——阳光确实有杀死灰尘颗粒上

微生物的潜力，但科学家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来理解阳光使灰尘上微生物组成发生变化的

背后机理。研究人员希望随着进一步的了

解，能为像学校、办公室、医院和住宅这样的

建筑设计更优良的采光方案，以降低灰尘传

播细菌导致感染的风险。

研究人员提醒说，此次分析中使用的微

型室内环境，仅暴露于相对较窄范围的光线

剂量下。虽然实验和模型所选择的光剂量与

大部分建筑中的光剂量相似，但是仍有许多

建筑和地理特征会产生更低或更高的光剂

量，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科技日报北京10月22日电）

百年民间智慧，微生物学来佐证——

阳光真能杀死室内灰尘中细菌

本报记者 张梦然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科技日报华盛顿10月 21日电 （记者刘
海英）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研究人员在

最新一期《公共科学图书馆·生物学》期刊

上发表研究报告称，他们进行的一项小鼠

模型研究显示，雄性小鼠暴露于尼古丁会

导致其子女和孙子女出现认知缺陷。研究

人 员 认 为 ，这 一 研 究 结 果 同 样 适 用 于 人

类。他们警告那些欲为人父母者，更需注

意吸烟的危害。

吸烟对人体健康有害，无论男女，但人们

往往会对孕妇吸烟问题给予更多重视，因为

他们知道孕妇吸烟会损害子女健康。虽然男

性吸烟的比例远高于女性，但男性吸烟对后

代的影响并未受到广泛关注，人们对此类风

险也知之甚少。

此次，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研究人员将男

性吸烟对后代的影响作为研究目标。他们以

小鼠为研究对象，对暴露于尼古丁的雄性小

鼠（零代小鼠）的子女和孙子女的自发性运

动、工作记忆、注意力和逆反学习能力等情况

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零代小鼠的子女（一

代小鼠）的自发性运动行为会明显增加，而逆

反学习能力则显著下降。雄性一代小鼠在注

意力、脑单胺含量和多巴胺受体 mRNA（微核

糖核酸）表达方面也表现出明显的缺陷。对

一代小鼠的子女（二代小鼠）的检测结果显

示，一代雌性小鼠所产二代雄性小鼠的逆反

学习能力存在显著缺陷。

研究人员对零代小鼠精子的表观遗传

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暴露于尼

古丁会造成小鼠精子中的基因出现多个表

观遗传变化，其中就包括多巴胺 D2 受体基

因启动子区域的 DNA 甲基化。多巴胺 D2

基因在大脑发育和认知能力构建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研究人员认为，这很可能是吸

烟危害跨代遗传，影响后代认知能力的原

因所在。

研究人员指出，虽然该研究是在小鼠身

上完成的，但以前关于母体尼古丁暴露影响

的研究，无论是在小鼠身上，还是在人类女性

和孩子中，相关研究结果都是一致的。因此

有理由相信，此次小鼠研究的结果同样适用

于人类，人们应对吸烟这一公共健康问题予

以更多重视。

男性吸烟会影响后代认知能力

科技日报北京10月22日电 （记者张
梦然）英国《自然·地球科学》杂志 22 日在

线发表了一项天文学重磅研究：美国加州

理工学院科学家认为，火星表面之下的咸

水含有充足的分子氧来支持好氧微生物，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支持像海绵一样

的简单动物。

在地球上，好氧生物与光合作用共同

演化，光合作用提高了大气含氧量。但是

在火星上，氧气稀缺，只有光诱导的二氧化

碳分解产生了微量氧气。因此，之前人们

认为火星上的分子氧无法支持这颗红色星

球存在生命。

此次，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弗拉达·斯

塔蒙科维奇及其同事，计算了在火星表面

附近不同的压力和温度条件下，有多少分

子氧能分解在咸水里。结果发现，在火星

极地区域，分子氧的浓度特别高。

研究人员还表示，火星地下的部分咸

水可能包含足以支持好氧生命的氧。这些

发现或许也可以解释火星车所发现的氧化

岩石是如何形成的。

关于火星生命能否存在的争议从未平

息。火星曾一度被认为是“死亡星球”，但

随着人类相关探测任务的推进，红色星球

成了搜寻外星生命的重要选择之一。不

过，在火星上进行生命检测的最佳方式，迄

今还没有达成共识。稍早时间，NASA 天

体生物研究所负责人佩内洛普·波斯顿表

示，火星目前的状态是：表面几乎拥有寻找

生命时需要面对的所有挑战——干燥、辐

射、大气稀薄，因此，火星上仍然存在生命

的希望是在地下。

关于火星上有没有生命这件事，人类

可真是操碎了心。毕竟，像地球这样的绝

佳生命摇篮，人类在宇宙里兜兜转转找了

半天，也没找到第二个。我们开始研究地

球的近邻，发现火星表面之下有水，这足以

点燃我们继续寻找火星生物的激情。现

在，我们又发现咸水里还含有充足的分子

氧，能支持微生物。是的，一个又一个惊

喜。人类寻找着其他星球可能存在生命的

证据，好证明在这热闹又孤独的宇宙中，我

们不是偶然又偶然的那份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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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面临城市化的规模和速度是

前所未有的，要实现全球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有效解决社会和环境互相影响的城市和全球

健康问题，我们必须加强各学科和部门之间

的参与和协作，采用更有效的分析模式。”在

近日举办的“变化环境中的城市健康与福祉”

国际研讨会上，国际科学理事会科学专员查

尔斯·伊毕克米表示。

此会是国际科学理事会的全球科学项目

“城市健康与福祉系统科学”（简称“城市健康

项目”）执行过程中的阶段性研讨。2014 年，

中科院城市环境研究所通过全球竞争，正式

承担该项目，并成为其国际办公室驻地。“我

们与该项目的研究方向高度吻合，希望通过

为期十年的项目实施，实现预定目标，提升我

们对城市健康的科技支撑能力，促进学术交

流，扩大国际影响。”该所党委书记朱永官研

究员说。

传统问题与新挑战叠加

在应对城市健康问题的挑战时，不同城

市、地区和国家面临着不同的发展问题。

“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大城市环境污染

严重，社会阶层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家

庭收入的城乡差异逐渐增大，城市和农村

人口呈现不同特征：受二胎政策影响，未来

城市的儿童人口会增加；同时，农村人口流

向 城 市 ，空 巢 老 人 和 留 守 儿 童 问 题 凸 显 。

此外，环境污染可能造成胎儿的潜在健康

危险，高龄孕妇面临的二胎生产的风险困

境……越来越多的新问题与传统问题相结

合，中国人口在生命周期中面临着五大挑

战，即环境和儿童健康、城市化和健康、人

口政策和生育健康、老龄化、残疾。”北京大

学亚太经合组织健康科学研究院罗雅楠在

会议报告中指出。

而非洲面临的问题则截然不同。国际科

学理事会非洲地区办公室项目专家理查德·
格洛韦尔指出，非洲相关的执行计划着重解

决食品和营养安全、疾病负担、新出现和重新

出现的疾病、畜牧业在非洲社区中的作用、水

和卫生设施等主要问题。

城市健康模式：多样
性还是统一性？

应对不同的严峻形势，多样性城市规划

的倡议已相继在地方施行并取得显著成效，

如“智慧城市”“弹性城市”“宜居城市”等，但

效果却只是单一的、地域性的。

国际科学理事会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主

管曼纽尔·利蒙塔介绍了“城市健康模型”

在萨尔瓦多的应用及实践效果。他说，在

城市健康项目执行中发现，项目实施的主

要 障 碍 是 该 国 的 各 个 部 门 缺 乏 联 动 和 交

叉。于是，他们成立一个城市健康工作小

组，包括卫生部、环境和自然资源部、教育

部、文化部、司法部以及住房和城市发展部

等。小组经常开会讨论，让每个机构在实

际运行中促进城市健康项目实施。目前，

由于加强了各个部门的统筹，项目产生了

效果。

“与会专家探讨如何把这些应用于地

区尺度的模式在其他区域推广或复制。”城

市健康项目执行总监范天蓝（franz gatzwei-

ller）接受科技日报记者专访时说，他们会在

多样性规划的基础上制定健康相关的政策

原则。

“例如，中国和日本同样面临老龄化问

题，有共性问题，也有各国的特殊国情。这

就好比西医和中医的关系，西医会针对局

部问题进行有的放矢地治疗，中医则从宏

观进行调控和把握。我们在推进全球城市

健康研究过程中就是把握‘中西医’结合的

原则。”范天蓝说。

世界变化太快，城市
如何适应

在推进城市健康的过程中，我们还面临

另一个挑战——应对如此快速的变化，该如

何提高城市的韧性与适应性？

“随着城市体系的不断变化，如区块链

等的出现，我们需要建立智能系统，学习如

何应对复杂性。城市健康项目开发了一种

系统方法，它能从复杂科学中吸取经验，动

态考察社会变化，始终把握时代脉搏。”朱永

官介绍，“在全球我们有个数据中心，能够及

时监测并迅速响应和反馈，以应对我们面临

的治理挑战。”

城市健康系统研究包罗万象。“我们会建

立一个更加系统的多学科交叉平台，促进自

然和社会科学融合。”范天蓝说。

据介绍，研究人员将推广该项目系统分

析办法及实际应用，提倡建立其关键指标，

如食品安全、水和能源、教育、交通、建设基

础设施和住房、社交网络、城市规划和医疗

保健，并将其纳入所有政策决定过程，应用

综合城市治理系统有效地应对多种环境变

化带来的挑战。

让城市健康，“中西医”方法需结合
——“变化环境中的城市健康与福祉”国际研讨会综述

本报记者 陈 磊

俄罗斯国立核能研究大学莫斯科工程

物理学院与法国香槟—阿登大区南特大学

和兰斯大学的研究者合作，在量子点基础

上研发出一种微芯片，有助于发现高效激

酶抑制剂（能够降低活性的物质），这将有

望使抗癌疗法的效率提高许多倍。研究

结果发表在《科学报告》上。

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纳米工程国际实

验室主要学者、法国兰斯大学教授伊戈尔·
纳比耶夫说：“我们研发出了带量子点的芯

片，作为评估‘DNA—独立蛋白激酶’活性

以回应 DNA损害变化的荧光标记。”

目前微芯片中常用的有机染料荧光标

记，灵敏度低且不稳定。而量子点荧光半

导体纳米晶体光学属性独特，稳定性高，而

且荧光亮度创纪录。

DNA 依 赖 型 的 蛋 白 激 酶 分 子

（DNA-PKcs）在肿瘤抗药性和抗放射性形

成方面具有关键作用，是 DNA修复机制的

重要环节。据预测，DNA-PKcs 抑制剂的

研发和筛选，将提高目前相关抗肿瘤疗法

的效率。

量子点微芯片提高肿瘤疗法效率

俄罗斯科学家与斯洛文尼亚和以色列

研究人员合作，研制出一种可有效抑制肿

瘤细胞生长的铝基纳米结构。

据俄《消息报》报道，俄托木斯克国际

科学实验室研发的这种铝基纳米结构可

让肿瘤细胞完全停止生长，却不会对人体

造成伤害，并可自然排出体外。小鼠实验

显示，铝基纳米结构注入小鼠肿瘤胞外空

间 24 小时后，肿瘤细胞的生长速度和活

力就下降了 30%—37%，7 天后肿瘤完全

停止生长。

俄方科学家认为，这种技术可增强现

有抗肿瘤药物的疗效，同时可以降低药物

摄入剂量。

铝基纳米结构可抑制肿瘤细胞生长

乌拉尔联邦大学与中国西北工业大学

达成协议，联合生产用于 3D打印的钛粉。

乌拉尔联邦大学代表团近日访问了西

安，并参加了西北工业大学的 80 年校庆。

两校于2015年签署合作协议。乌拉尔联邦

大学的代表还与中方同行就联合培养硕士

研究生、替代能源、材料学和联合生产钛粉

等领域的合作举行了谈判。

（本栏目稿件来源：“卫星”新闻通讯
社 整编：本报记者 房琳琳）

中俄大学将联合生产3D打印用钛粉

10 月 19 日—21 日，
“北阁对话”第五届年会在
北京大学召开，今年的主题
是“亚欧地缘战略竞争与中
美关系”。

本次年会邀请了 12
位国外嘉宾，包括澳大利
亚前总理陆克文、美国前
常务副国务卿约翰·内格
罗蓬特等。图为年会现
场，各国政要嘉宾正在展
开热烈讨论。

本报记者 李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