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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本报驻德国记者 李 山

国际战“疫”行动

科技日报特拉维夫1月17日电（记者胡
定坤）日前，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称，该国至

少发现 20 例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 BA.2 变

体的感染者，该变体相比奥密克戎原始毒株

突变数量更多，引起了部分专家的担忧。

无独有偶，近日，多个跟踪新冠病毒进

化情况的研究人员在社交媒体警告，奥密

克 戎 毒 株 BA.2 变 体 正 在 多 个 国 家 兴 风 作

浪，甚至开始逐步替代更早出现的 BA.1 变

体。这种“内卷”显示，BA.2 变体可能具有

更强的传染性。

根据各国上传到 GISAID 平台的新冠病

毒基因组数据，2021 年 12 月中旬前，BA.2 变

体还非常罕见，但此后数量迅速上升。在丹

麦，从去年 12月 30日至今年 1月 2日，BA.2变

体占该国上传新冠病毒样本总数的比例从

14.1% 增 长 到 30% ，而 BA.1 变 体 占 比 则 从

76.6%下降到 65.1%；在印度，从去年 12 月 30

日到今年 1 月 5 日，BA.2 占比从 12.1%上升到

46.38% ，BA.1 变 体 占 比 则 从 58% 下 降 到

37.68%。此外，英国、菲律宾、加拿大、德国等

全球数十个国家均已发现 BA.2变体的存在。

根据我国广东省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研

究人员 1 月 3 日发表在《中国疾控周刊》上的

相 关 文 章 ，全 球 最 早 的 BA.2 变 体 样 本 于

2021 年 11 月 27 日在南非发现，12 月 28 日，

广东省疾控中心发现一名境外输入病例感

染了 BA.2 变体，基因测序分析认为，该变体

有 67 个核苷酸变异位点，在蛋白质水平上有

49 个氨基酸突变位点和 9 个氨基酸缺失。

而 BA.1 变体蛋白质水平上共有约 50 处变

异，相对 BA.2 变体略少。

值得注意的是，BA.1变体在 PCR 检测中

会出现刺突蛋白基因脱靶，这是其区别于“德

尔塔”等毒株的重要特征，因此较容易被发

现。但 BA.2 变体基因组并不具备导致刺突

蛋白基因脱靶的特征性缺失，PCR 检测难以

区分该变体与其他毒株，需要基因测序等更

复杂耗时的手段才能明确，因此 BA.2 变体也

被称作“隐身奥密克戎”。

事实上，奥密克戎毒株还有一个 BA.3 变

体，但数量很少，全球仅发现 33 例样本。目

前，以色列等国科研人员正在紧密追踪奥密

克戎毒株 BA.2 变体的传播，其传染性和致病

性特点仍在研究之中。

奥密克戎也“内卷”“隐身变体”在作祟

近日，汉诺威大学丁飞教授领导的科研

团队以第一名的身份成功入选德国科学基金

会（DFG）的大基础设施项目——“量子通信

开发环境”。已在半导体量子光源领域取得

原创性成就的丁飞教授及其团队正积极拓展

量子通信领域的研究。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

专访时，这位不到 40 岁的“学科带头人”表达

了为中德学术合作搭建桥梁的希望。

量子通信大基础设施
的项目负责人

丁飞介绍说：“我们这次获批的项目属于

DFG 每两年左右公开招标的大基础设施项

目。这次的主题是‘量子通信开发环境’，资

助总额 930万欧元，目标是在全德国范围内支

持四个团队进行量子通信领域的相关研究。

经过多轮评审，我领导的汉诺威大学团队成

功入选并最终排名第一。”

2021 年 DFG 重点资助两个大基础设施

项目，一个是自旋量子光学显微镜，另一个是

量子通讯开发基础环境。丁飞说：“我们的项

目属于后者，其目标是建设一个量子通信技

术测试开发中心。作为一个开放的基础开发

环境，学界以及工业界关于量子通讯的创新

想法，都可以在这个基础设施上来验证和测

试。目前我们已经与德国国家标准技术局

（PTB）开展合作，当然也欢迎更多的研究者，

包括中国的研究者加入我们。”

谈到为什么能够作为负责人之一获得

DFG 的大基础设施项目时，丁飞表示：“DFG

在科研资助方面主要关注科研项目本身，考

察其是否有前沿创新性。大项目一般都公开

招标并进行国际评审。成名的科学家当然有

优势，但年轻科学家通过一个优秀的想法也

有可能得到资助。在过去的这些年中，我们

与德国物理学界和各个基金会建立了深度的

合作并赢得了良好的信任。”

丁飞进一步解释说：“这个项目与此前获

得的欧盟研究理事会资助的项目，以及德国

联邦教研部资助的‘下萨克森量子链路’项目

有关，我们近几年的工作已经初步验证了项

目的可行性。目前我们正在建设下萨克森州

的第一条量子光纤链路，将在两个城市（汉诺

威和 PTB 所在的布伦瑞克）之间长约 73 公里

的时频传输光纤上进行相关研究。”

从原创不断拓展的科
研道路

关于自己的科研道路，丁飞谈道：“2006

年，我作为首批中科院—马普学会联合培养

博士生，赴德国斯图加特的马普固体物理所

学习，并入职诺贝尔奖得主克劳斯·冯·克利

青教授的研究部门，研究使用分子束外延技

术来生长高品质半导体量子点。随着研究的

深入，我发现除了学习怎么去生长这些新材

料，还必须学会用尖端的技术去研究、表征这

些材料。经过教授的推荐，我访问了荷兰代

尔夫特理工大学，跟随瓦尔·兹威勒教授学习

量子光学表征技术。虽然在那里的时间不到

一年，但我第一次接触到磁场光学、量子光学

等技术，这对我后来的学术发展非常重要。”

丁飞接着介绍说：“2008 年，我跟随德国

莱布尼茨奖得主、国家工程院院士奥利弗·G·
施密特教授从斯图加特的马普所转到德累斯

顿的莱布尼茨固态及材料研究所。我和几位

同事一起摸索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实验方

向，主要是用外加的机械力来调节纳米结构

的一些性质。我们首次提出外加应力调整薄

膜半导体材料的量子光学性质，使其可以应

用于单光子以及纠缠光子光源。2010 年，我

入选了欧盟的玛丽·居里学者项目，在瑞士苏

黎世的 IBM 实验室做了两年的博士后研究。

当时的课题是光学微腔中的玻色—爱因斯坦

凝聚现象，这个项目让我对光学微腔有了初

步的认识。”

谈 到 人 生 中 关 键 的 转 折 点 ，丁 飞 说 ：

“2012年，莱布尼茨固态及材料研究所给我提

供了一个组建自己研究团队的机会，我决定

回到学术界并重拾半导体量子光源研究。这

个也是当年入学中科院半导体所时与陈涌海

老师立下的目标。我的团队在过去几年中获

得了一些有趣的结果。这一创新研究使得我

们从半导体材料‘跨界’到量子光学、甚至是

量子通信领域，并衍生出了几个欧盟以及德

国的大型研究项目。很多国际科研团队开始

利用类似的技术进行相关研究。”

支持与中国开展科研
合作

丁飞认为，优秀的研究成果、丰富的基金

申请经历、广泛的人脉关系对于年轻学者的学

术发展非常重要。而谈到更广泛的国际科技

合作，丁飞表示：“在量子技术领域，中美两国

处于领先位置，而欧洲尤其是德国紧随其后。

近年来，德国通过大力投资取得了很多进展，

在许多领域具有独特的优势。我认为科学研

究，尤其是基础研究，公开透明的国际合作非

常重要。我们积极开展与中国的科研合作，希

望量子技术发展呈现百家争鸣的态势。”

在国际科研合作环境正发生变化之际，

丁飞公开表示热烈欢迎中国学生。他强调

说：“不仅仅是我，我身边的很多德国教授，也

都反对美国拒签部分中国留学生的行为。在

我看来，中国留学生是素质最高、最勤奋、最

努力的科研人员之一，很多人真正把科研当

作自己终生奋斗的事业。我的科研团队热烈

欢迎优秀的中国留学生。目前为止，我合作

过的中国籍博士以及博士后中的好几位佼佼

者已成长为教授，我也希望与他们一起为中

德学术合作搭建桥梁。”

为中德量子技术合作搭建桥梁
——专访汉诺威大学丁飞教授

莱布尼茨汉诺威大
学纳米物理讲席教授，
兼留德中国物理学者学
会主席丁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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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德国政府高度重视量子技术的发展，通过德国科学基金会以及德国联邦教研部的
基金大力资助相关研究。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科技日报北京1月 17日电 （记者刘霞）
据美国《每日科学》杂志网站近日报道，美国

杜克大学的计算机工程师和放射科医生开发

了一个新型人工智能（AI）平台，可分析乳房

X 光扫描数据中的潜在癌性病变，以确定患

者是否应该接受侵入性活检。与之前类似系

统不同的是，该人工平台能够准确解释并展

示其是如何得出结论的，有助医疗工作者更

好地做出决策。

能够读取医学图像的工程 AI 是一个巨

大的行业。目前，科学家们已经开发出数千

种 独 立 算 法 ，美 国 食 品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

（FDA）已经批准其中 100 多种用于临床。然

而，无论是读取 MRI、CT还是乳房 X光扫描，

很少有平台使用超过 1000张图像的验证数据

集或包含人口统计信息。信息缺乏，加上有

些 AI 系统在实际使用中失败，比如系统无法

对来自多个不同设备的图像进行识别等，导

致许多医生质疑 AI 在高风险医疗决策中的

应用。

在最新研究中，科学家们利用从杜克大

学卫生系统 484 名患者身上采集的 1136 张图

像对新 AI 进行了训练。他们首先教 AI 发现

可疑病变，忽略所有健康组织和其他无关数

据，然后请放射科医生仔细标记图像，教 AI

关注病变边缘，即潜在肿瘤与健康周围组织

的交界处，并将这些边缘与已知癌性和良性

结果的图像边缘进行比较。训练完成后，他

们对 AI 进行了测试。虽然它并没有超越人

类放射科医生，但它和其他“黑匣子”计算机

模型一样出色。当新的 AI 出错时，使用它的

人将能够认识到它是错误的，以及它出错的

原因。

最新研究负责人、杜克大学放射学教授

约瑟夫·洛说：“我们最新研究出来的算法不

仅能工作，还能解释并说明它们基于什么得

出相关结论。它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培训平

台，教学生如何阅读乳腺摄影图像；还可以帮

助人口稀少地区那些不经常看乳房 X 光扫描

的医生作出更好的医疗决定。”

首个能解释结果的AI乳腺癌诊断系统面世

科技日报北京1月17日电（实习记者张
佳欣）瑞士苏黎世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实

验室中展示了地核和地幔交界处常见的一种

矿物——布氏岩是如何很好得传导热量的。

实验结果表明，地球内部热量的消散速度可

能会比之前想象得更快。研究结果发表在近

日的《地球与行星科学快报》上。

地球的进化伴随着冷却：45 亿年前，年

轻的地球表面普遍存在极端温度，它被一

片深厚的岩浆海洋所覆盖。在数百万年的

时 间 里 ，地 球 表 面 冷 却 形 成 了 脆 弱 的 地

壳。然而，地球内部散发出的巨大热能引

发了地幔对流、板块构造和火山活动等动

态过程。

然而，地球冷却的速度有多快，以及这种

持续的冷却可能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使上述的

热驱动过程停止，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回

答。一个可能的答案在于形成地核和地幔边

界的矿物的热导率。

在地核和地幔交界处，地幔的黏性岩石

与地球外核炽热的铁镍熔体直接接触。两层

之间的温度梯度十分“陡峭”，因此这里可能

有较大的热传导。边界层主要由矿物布氏岩

形成。然而，科学家很难估计这种矿物从地

核到地幔传导了多少热量，因为实验验证非

常困难。

现在，研究人员已经开发出一种复杂

的测量系统，能在实验室中测量布氏岩在

地 球 内 部 一 般 压 力 和 温 度 条 件 下 的 热 导

率。他们发现，布氏岩的导热系数大约是

假设的 1.5 倍。这表明从地核到地幔的热

传导也比之前认为的要高。更大的热流反

过 来 会 增 加 地 幔 对 流 ，加 速 地 球 的 冷 却 。

这可能会导致由地幔对流运动保持的板块

构造减速，速度比研究人员根据之前的热

传导值预期的要快。

研究还表明，地幔的快速冷却将改变地

核和地幔边界的稳定矿物相。冷却后，布氏

岩变成后钙钛矿相的矿物。但研究人员估

计，一旦后钙钛矿出现在核幔交界处并开始

占据主导地位，地幔的冷却速度确实可能会

进一步加快，因为这种矿物的导热效率比布

氏岩更高。

研究人员表示，这一结果可能会让我们

对地球动力学的演化有一个新视角。它表

明，地球和其他岩石行星如水星和火星一

样，正在冷却和变得不活跃的速度比预期的

要快得多。

研究称地球内部冷却速度快于预期

科技日报北京 1月 17日电 （记者张
梦然）美国罗格斯大学领导的团队在探究

生物学中最深刻的未解问题之一时，发现

了可能导致古代地球原始汤中生命起源的

蛋白质结构。该研究近日发表在《科学进

展》杂志上。

研究人员探索了原始生命如何起源于

我们星球上的简单非生命材料，他们得出

结论，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都需要从太阳或

热液喷口等来源收集和使用能量。

用分子术语来说，这意味着转移电子

的能力对生命至关重要。由于电子转移的

最佳元素是金属，并且大多数生物活动都

是由蛋白质进行的，因此研究人员决定探

索两者的结合，即结合金属的蛋白质。

他们比较了所有现有的与金属结合的

蛋白质结构，以建立任何共同特征，前提是

这些共同特征存在于祖先蛋白质中，并且

经过多样化和传承，创造了我们今天看到

的众多蛋白质。

蛋白质结构的进化需要了解新折叠是

如何从先前存在的折叠中产生的，因此研

究人员设计了一种计算方法，发现目前存

在的绝大多数金属结合蛋白都有些相似，

无论它们结合的金属类型如何。

研究主要作者、罗格斯大学新不伦瑞

克分校生物化学和微生物学系教授雅娜·
布罗姆伯格表示，现有蛋白质的金属结合

核心确实都相似，尽管蛋白质本身可能不

相似。这些金属结合核心通常由重复的子

结构组成，有点像乐高积木。奇怪的是，这

些子结构也存在于蛋白质的其他区域，而

不仅仅是金属结合核心。观察表明，这些

子结构的重排可能有一个或少数共同祖

先，并产生了目前可用的全部蛋白质及其

功能，亦即人类所知道的生命。

布罗姆伯格说，“我们对生命如何在这

个星球上产生信息知之甚少，而我们的工

作提供了以前无法获得的解释。这种解

释或有助于我们在其他行星和行星体上

寻找生命。我们对特定结构构件的发现

也可能影响未来合成生物学工作——科

学家的目标正是重构出具有特异性的活性

蛋白质”。

生命起源最初的蛋白质是什么样？科

学家一直试图解开这一谜题。人类这种生

物，总是喜欢刨根问底，想知道最初的最

初，一切是怎么开始。宇宙起源，生命起

源，都是复杂而宏大的课题，需要一代代人

为之努力，去拼一张不知何时能露出真容

的拼图。罗格斯大学研究团队此前尝试找

出最早的代谢蛋白，这次他们通过计算，来

反推最早的蛋白质折叠大概是什么样子。

正如他们所说，找到蛋白质关键结构，或可

对未来产生影响，将合成生物学工作推向

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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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实习记者张佳欣）据近

日发表在《今日材料化学》杂志上的研究，

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和寺崎生物医

学创新研究所科学家组成的合作团队已设

计出了一种应对癌症药物副作用的方法。

他们开发以植物为基础的“毛状纳米晶

体”，可去除血液中多余的化疗药物。这一

方案或对癌症治疗方案产生重大影响。

毛状纤维素纳米晶是一种从植物细胞

壁的主要成分发展而来的纳米颗粒，经过

改 造 ，其 两 端 都 有 大 量 的 聚 合 物 链“ 毛

发”。这些毛发大大提高了纳米晶体的潜

在药物捕获能力，显著超过了传统的纳米

粒子和其他材料。

为了生产能够捕获化疗药物的毛状纤

维素纳米晶体，研究人员对针叶木浆中的

纤维素纤维进行了化学处理，并在毛发上

赋予负电荷，使它们在血液中发现的带电

分子面前保持稳定。而传统纳米粒子暴露

在血液中时，其电荷可能会变得惰性或减

少，从而限制了它可以结合到的正电荷药

物分子的数量。

科学家们已尝试了许多方法从血液中

去除不必要的化疗药物，特别是广泛使用

的药物阿霉素（DOX），但效果有待提升。

研究人员此次在人血清中测试了纳米晶体

的结合功效后发现，每克毛状纤维素纳米

晶体可从血清中有效去除超过 6000 毫克

的 DOX。与现有的其他方法相比，这意味

着 DOX捕获量增加了两到三个数量级。

此外，DOX的捕获是在加入纳米晶体

后立即发生的，并且纳米晶体对全血中的

红细胞和人脐细胞的生长没有毒性或有害

影响。除了从体内去除多余的化疗药物

外，毛状纤维素纳米晶体还可从体内去除

其他物质，如毒素和成瘾药物。实验还证

明了纳米晶体在其他分离应用中的有效

性，例如从电子废物中回收有价值的元素。

“毛状纳米晶体”可减少癌症药物副作用

据“俄罗斯航天系统”公司新闻处消

息，该公司已取得利用最新光子技术建

立太空垃圾监测系统的专利权。新监测

系统可借助地上光学望远镜对太空垃圾

进行观测，拟利用三条顺序连接的信息

通道并采用视角扩大技术建造光电监测

系统。

为提高获取数据质量和消除干扰，系

统将采用目前用于记录微弱信号的光子计

数方法。运用类似技术有助于观测系统寻

找、识别、鉴定、测量太空垃圾大小并计算

即使是小尺寸碎块的运动轨迹。

据专家估计，目前已有超过 1.7亿块尺

寸小于 1厘米的太空垃圾碎块在继续围绕

地球旋转，对所发射的太空飞行器构成严

重威胁。

俄拟用光子技术建太空垃圾监测系统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总裁罗戈津表示，

俄正在积极部署“球体”多卫星轨道星座项

目，未来每年可发射50至75枚运载火箭。

罗戈津表示，通过为英国“一网”公司

发射通信卫星，俄航天工业已经具备单次

将数十颗卫星送入轨道的能力。

目前“球体”多卫星轨道星座项目获得

了政府资金支持。2022 年，俄计划将向太

空部署大约 380 颗卫星，含 7 颗“快车”卫

星、4颗“快车-RV”卫星、12颗用于互联网

宽度连接的“斯基泰人”卫星、264 颗用于

物联网的“马拉松”卫星。此外，“球体”项

目还包括 2 颗“亚马尔”通信卫星、3 颗“检

阅”地球遥感卫星、84 颗“金雕-O”和“金

雕 -VD”光 学 观 测 卫 星 以 及 12 颗“ 金

雕-O”和“金雕-XLP”雷达卫星。

专家预计，俄“球体”系统将与国外的

“星链”系统、“一网”系统展开竞争。

（本栏目稿件来源：俄罗斯卫星通讯
社 整编：本报驻俄罗斯记者董映璧）

俄推动“球体”多卫星轨道星座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