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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今日视点
◎本报记者 张梦然

科技日报北京8月 20日电 （记者

刘霞）德国莱布尼兹大学光子研究所所

长迈克尔·库士领导的团队，首次让量

子信息和传统数据“搭乘”同一光纤通

道成功传输。这意味着在理论上，未来

的量子互联网可使用现有基础设施。

相关论文发表于《科学进展》杂志。

目前，大多数关于构建量子互联网

的研究都认为，需要为量子数据提供单

独的基础设施或专用通道，以避免传统

数据的干扰。但最新研究表明，以纠缠

光子形式出现的量子数据和以激光脉

冲形式发送的传统数据可共享相同的

基础设施，为更有效地实现量子通信铺

平了道路。

光纤电缆由细玻璃或塑料纤维组

成，以红外光脉冲的形式，通过不同的

颜色通道传输数据，每个颜色通道对应

特定波长的光。研究人员此前证明，量

子数据可通过标准光纤电缆传输。但

纠缠光子的这种纠缠状态非常脆弱，很

容易因为噪声或其他信号（例如共享同

一光纤通道的其他数据）的干扰而出现

退相干。退相干会使量子比特失去量

子态，导致数据丢失。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库士团队使

用电—光相位调制技术，来精确调整

激光脉冲的频率，使其与纠缠光子的

颜色相匹配。如此一来，量子数据和

传统数据能够在相同的颜色通道中传

输，而不会破坏纠缠光子所携带的量

子信息。

研究人员表示，最新研究是将传统

互联网与量子互联网相结合的重要一

步，有助释放光纤电缆中的其他颜色通

道，传输更多数据。

量子信息和传统数据实现同一光纤传输

近日，意大利科学家透露他们发现

了第一个“月球洞穴”，推动月球科研和

人类探月计划都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

步。这个熔岩管洞穴可能被选为月球

基地，它可为人类提供庇护所，躲避恶

劣的月球表面气候，还能支持人类对月

球的长期探索。

有专家畅想：未来月球居民可在

3D 打印的房屋里生活，或者穿着时尚

太空服在激光切割出的球场上踢足

球。“月球城”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

第一批定居者如何在月球上安营扎寨，

以及那里可能拥有什么样的设施？

想要“宜居”需克服多重困难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正

致力于实现 10 年内在月球南部地区建

立“阿尔忒弥斯大本营”。为实现这一

目 标 ，NASA 计 划 让 机 组 人 员 搭 载

SpaceX飞船，降落到月球南极地区。

NASA 目前还在考虑“月球城”的

宏观设计，首先需要提上日程的，就是

保护人类免受致癌的宇宙射线和严酷

温度的伤害。

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天文学副

教授丹尼尔·布朗博士指出，月球上的条

件非常恶劣。没有能够维持生命的大气

层，而且温度走极端化——从类似液氮

的极冷，到高于地球上水沸点的极热。

因此，“月球城”需要一个可加压的

环境，以拥有可供人类呼吸的大气；同

时也要有足够的隔热性能，以维持稳定

舒适的温度。

英国贡希利地面站空间工程总监

马修·科斯比认为，“月球城”应分阶段

建设，类似于国际空间站的搭建。确保

人类生存和机器人持续工作的“必需区

域”，要包括一个生活区、基本的交通设

施和可靠的发电基础设施（例如一大组

太阳能电池板）。

科斯比表示，一旦这些基础设施部

署到月面上，将由“人力与机器人混合”

的设备进行组装，而不是单靠其中一种

去完成搭建。月面上许多工作，可由机

器人完成，仅在某些时候需要人类给予

支持。

人类最需要的，是拥有足够保护的

生活区。

就地取材还是从“地”搬运

生活区的设施，至少要包括床、厕

所、实验室以及用于防止骨骼和肌肉萎

缩的运动器材。

但是，这座建筑由什么构成呢？

其中一种选择是月球风化层，即月

球的土壤。月壤具有特殊的反射特性，

可充当抵御辐射粒子、热量和太空岩石

的屏障。

至于该怎么利用这些月球风化层，

以及其他一些支撑性和辅助性材料从

哪来，科学家已进行了大量研究。目前

的方案是：要么将风化层用作 3D 打印

的材料来源，要么在地球上制造好直接

送往月球。目前 NASA 的想法是，最好

避免将大量地球材料（如砖块和钢桁

架）带上月球，因为运输起来非常昂贵。

另一种选择就是在地下居住，比如

将天然洞穴适当改造。这可能是更切

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但也不是没有缺

点。就最新发现洞穴而言，需要在月球

表面下降 100 多米才能抵达洞穴，这在

地球上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月球

上，人们还要身着宇航服、携带设备下

降，还要用到特殊的起重机和卷扬机。

人们还比较关心食物供应问题。

目前，空间站上的宇航员吃的是经过重

新水化和加热的小袋中的食物，这些食

物当然是在地球上准备的。但由于月

球宇航员会在太空中度过更长的时间，

很可能要在月球上“种食物”。

以目前的技术水平，“月球菜单”上

的食物可以包括由牛肉细胞培育的人

造牛排，以及从月球风化层中生长出来

的可食用植物。

当基础设施以及人类的吃和住得

到解决，栖息地就可以逐渐增添一些

“非必需”元素，最终变成一个繁华的

“月球城”——拥有太空港、娱乐场所，

甚至还有足球场。

NASA建设计划一再推迟

航天机构普遍对在月球南部地区

建“城”感兴趣，因为那里有丰富的水资

源，还是水冰的形式。它可成为第一批

月球“探险者”的饮用水来源，还可帮助

冷却设备，或分解产生用于燃料的氢气

和呼吸所需的氧气。

美国密西西比大学空间法教授米

歇尔·汉隆解释说，人类要想在月球上

成功生存下来，最重要因素就是水。人

们需要水来滋养自己，还要进一步加工

和分解水冰，产生的氢气可以让仪器和

机械设施在没有阳光直射的情况下也

能运行。

对于月球南部这一选址以及接下

来的取水、改建等一系列计划，NASA

原本志在必得。该机构的意图是由他

们建立第一个“月球城”，但与此相关的

“阿尔忒弥斯计划”却由于暴露出的技

术问题和隐患而一再推迟。

尽管 NASA表示，该计划将于 2026

年 9 月实现，其绕月球轨道运行的空间

站也已在地面建造。但技术挑战的现

实如一道难以逾越的坎儿，人们普遍不

看好其进度表。

英国思克莱德大学空间技术工程

师马尔科姆·麦克唐纳预计，NASA 重

返月球不会在 2028 年之前实现，直到

2030 年代，人们才会认真考虑建立“月

球城”。

未 来“ 月 球 城 ”怎 么 建

科技日报北京8月 20日电 （记者

刘霞）韩国科学家在二硒化钯等固体材

料内发现了一些“暗”电子，此前科学家

借助光谱学分析材料特性时，没有检测

到这些“漏网之鱼”。这些“暗”电子的

发现或有助更好地理解高温超导体的

行为，解开材料科学领域的其他谜团。

相关论文发表于新一期《自然·物理学》

杂志。

材料的大部分特性，如导电或反射

光的难易程度，都由其中电子的运动决

定。可确定这些特性的光谱学原理是：

让光照射在材料上，分析反射光的光

谱，以揭示哪些频率的光被吸收或反

射，从而洞悉物质的特性。但有些简单

原子和分子的电子不会全部出现在光

谱内，这些所谓的“暗”电子仍能影响材

料的物理性质。

当某些电子具有与其他电子完全

不同的能量，且能相互干扰和抵消时，

就会变身为“暗”电子。科学家此前认

为，这些“暗”电子在固体材料内并不存

在，但最新研究推翻了这一观点。

延世大学研究团队首先在二硒化

钯晶体内发现了“暗”电子。该晶体由

一个钯原子和四个硒原子组成，拥有

两种重复的原子模式，硒原子彼此之

间轻轻旋转。当团队使用光谱学测量

这种晶体时，发现所得光谱存在标准

理 论 无 法 预 测 的 空 白 ，这 表 明 存 在

“暗”电子。

该晶体内原子存在两种重复模式

意味着，来自不同元素的电子彼此之间

可相互干扰。研究团队随后也在铅钙

钛矿和铋铜超导体等具有类似结构的

材料内发现了“暗”电子。

固 体 材 料 内 发 现“ 暗 ”电 子

科技日报北京8月 20日电 （记者

张佳欣）据最新一期《自然·微生物学》

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美国马萨

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领导的国际团

队确定了一种使香蕉患上枯萎病的真

菌分子机制，为开发对抗相关病原体的

新方法打开了大门，或可大大减少香蕉

枯萎病的传播。

世界上曾经出口最多的香蕉是格

罗斯米歇尔香蕉，但在 20世纪 50年代，

一种名为香蕉枯萎病的植物“杀手”使

其灭绝。香蕉枯萎病由一种名为 Foc

TR4 的尖孢镰刀菌引起。这种真菌从

根部进入植物，占据其维管束系统，阻

碍水分和养分流向果实，导致植物枯

萎，最终死亡。

如今，商店里最常见的香蕉是卡文

迪许香蕉，属于小果野芭蕉品种。根据

英国皇家植物园的数据，全球几乎所有

的出口香蕉都来自这一品种。

卡文迪许香蕉经特殊培育，目的是

抵御曾导致格罗斯米歇尔香蕉灭绝的

枯萎病细菌。然而，20 世纪 90 年代又

出现了一次枯萎病暴发，自此，卡文迪

许香蕉也不再“免疫”。

研究人员发现，尖孢镰刀菌并非

单一物种，而是一个“复合种”，有数

百个不同的变种，专门感染不同的植

物宿主。这些变种是由菌株特异性

的附属基因和共用的核心基因组决

定的。

破 坏 卡 文 迪 许 香 蕉 的 病 原 体

TR4 并非由摧毁格罗斯米歇尔香蕉

的病原体进化而来。TR4 的基因组

含有一些与一氧化氮生成有关的附

属基因，这似乎是 TR4 致病性的关键

因素。

研 究 人 员 将 来 自 世 界 各 地 的 36

种镰刀菌菌株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导

致当前暴发的菌株使用了产生一氧化

氮的基因来攻击宿主香蕉。研究团队

确定，如果控制一氧化氮产生的两个

基因被敲除，Foc TR4 的毒性会大大

降低。

香蕉枯萎病的真菌分子机制确定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20日电 （记

者张梦然）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

学院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机械生物学研

究所联合发现一种唤醒休眠神经干细

胞的新方法，为自闭症、学习障碍和脑

瘫等神经发育障碍提供了潜在的新疗

法。发表在《科学进展》上的这项研究

表明，名为星形胶质细胞的神经细胞

对于唤醒大脑中休眠的神经干细胞至

关重要。

在成年哺乳动物大脑中，大多数

神经干细胞处于休眠状态。但一旦收

到特定激活信号被唤醒，它们就会产

生新的神经元，帮助大脑修复和生长。

神经干细胞的激活问题与衰老性

认知衰退和神经发育障碍息息相关。

神经发育障碍影响全球约 5%的儿童

和青少年，导致认知、沟通、适应行为

和心理运动能力受损。

为了研究这种激活，研究团队将

目光转向了果蝇。与哺乳动物类似，

果蝇的神经干细胞在被唤醒之前一直

处于休眠状态。团队使用放大倍数为

10 倍的超分辨率显微镜，检查了果蝇

休眠神经干细胞的标志性微小纤维结

构。这些细微结构的直径约为 1.5 微

米，一种特定类型的 Formin 蛋白可激

活这些细丝并使其组装。

团 队 观 察 到 ，星 形 胶 质 细 胞 会

释放一种名为“折叠原肠胚形成”或

“Fog”的信号蛋白，这种蛋白会引发

连锁反应，包括激活 Formin 蛋白通

路 来 控 制 肌 动 蛋 白 丝 的 运 动 。 最

终，这些过程会唤醒神经干细胞，使

其脱离休眠状态。然后它们开始分

裂，产生有助于大脑修复和发育的

新神经元。

随后，神经干细胞中的受体蛋白

GPCR，会对星形胶质细胞分泌的 Fog

作出反应，激活控制神经干细胞中肌

动蛋白丝形成的信号通路。GPCR 蛋

白家族已成为治疗各种人类疾病的主

要药物靶点——34%的经美国食品和

药物管理局批准的药物针对该蛋白家

族。而此次了解该信号通路如何控制

神经干细胞再激活，有望为利用现有

药物治疗神经发育障碍提供一种潜在

策略。

神经干细胞是一种特殊的、能自

我更新的细胞。在成年人中，大多数

神经干细胞处于休眠状态。长期以

来，科研人员都在摸索唤醒这些休眠

干细胞的方法。此次，他们将目光投

向了小小的果蝇，找到了激活休眠神

经干细胞中标志性微小纤维结构的

关键——一种特定类型的蛋白。再

继续追溯，则可以发现，我们已经熟

悉的 GPCR 蛋白家族也在其中扮演

角色。这意味着现有的药物或许就

能发挥作用。如果成年人的大脑也

能“再生”，神经系统疾病也就有了治

愈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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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8月 20日电 （记

者张梦然）《自 然·人 类 行 为》19 日

发表的一项基于日本 97602 人数据

并结合机器学习算法的研究显示，

拥有电子游戏机并参与游戏，可能

会对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但时

间不宜过长。

通常认为，电子游戏会对心理健

康产生负面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已经

将游戏障碍列为一种健康问题。但关

于电子游戏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

大多数现有科学证据并没有在二者之

间建立起强有力的关联。

由于 2020 年至 2022 年游戏机短

缺，日本的零售商用抽签的方式为

消费者提供两种不同的游戏机。日

本大学研究团队此次利用这种随机

分配评估了电子游戏对压力和生活

满 意 度 的 影 响 。 他 们 调 查 了 97602

人（其 中 8192 人 参 与 了 游 戏 机 抽

签），他 们 的 年 龄 在 10—69 岁 。 调

查收集了受访者是否参与抽奖、拥

有游戏机的情况、游戏偏好、心理健

康、生活满意度以及社会人口学特

征等信息。

团队采用一种专为推断调查数

据 因 果 关 系 而 设 计 的 机 器 学 习 算

法，发现拥有一台游戏机和在其中

一台游戏机上玩游戏，都会改善心

理健康。但每天玩游戏超过 3 小时

的人不再获得同等益处。研究还发

现，拥有游戏机能提高生活满意度，

减少心理痛苦。

研究人员表示，这一发现还凸显

了屏幕使用时间对心理健康的复杂

影响。

适度玩电游或有益心理健康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20日电 （记

者刘霞）美国西奈山伊坎医学院科学

家在前列腺癌患者的血液内检测出

一些新型 RNA，其被包裹在名为“细

胞外囊泡”的纳米颗粒内。当癌症存

在时，这些分子会发生变化，这表明

它们有可能成为检测前列腺癌的生

物标志物或治疗靶标。相关论文发

表于最新一期《细胞外囊泡杂志》在

线版。

研究团队将这些 RNA 分子命名

为“EV-UGR”（细胞外囊泡相关未注

释 基 因 组 区）。 未 注 释 基 因 组 区

（UGR）通常被称为人类基因组的“暗

物质”，对控制基因开关及遗传指令如

何转化为蛋白质至关重要。

细胞外囊泡和外泌体是微小的纳

米颗粒，仅为人头发丝宽度的千分之

一，由细胞分泌到血液和尿液等生物

流体中。研究团队发现，细胞外囊泡

携带一些以前未被识别的 RNA 暗物

质小片段。

为识别出这些新型 RNA，研究团

队使用下一代小 RNA 测序技术快速

分析了人体组织和液体样本。他们还

开发了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液体活检

方法，并创建了从血液和尿液中分离

微小细胞外囊泡的工具。结果显示，

在癌症存在的情况下，血液 EV-UGR

会发生变化。这表明，医生们或许可

通过简单的非侵入性液体检测，诊断

前列腺癌。

前列腺癌患者血液内检出新型RNA

这幅艺术图展示了NASA的“阿尔忒弥斯大本营”可能的样子。
本文图片来源：NASA官网

NASA曾设想在月球上建造一条铁路，利用漂浮机器人沿着柔性轨道运送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