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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园地科普园地
◎本报记者 张梦然

今日视点今日视点
◎本报记者 刘 霞

科技日报北京 10月 11日电 （记

者张佳欣）如果想看到高分辨率物体，

例如细胞中的纳米级结构，就必须使用

高功率且昂贵的超分辨率显微镜。试

想，如果让物体膨胀变大，那观察可能

就会变得更容易。据最新一期《自然·
方法》杂志报道，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

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在成像前先让组

织 膨 胀 的 方 法 ，最 高 可 将 其 扩 大 20

倍。这种简单且廉价的方法可能为几

乎所有生物学实验室实现纳米成像铺

平道路。

该技术实现的分辨率约为20纳米，

科学家可以看到细胞内的细胞器以及蛋

白质簇。20倍的膨胀效果让科学家“踏

入”了生物分子发挥作用的微观世界，因

为生命的构成单元是纳米级物质。

膨 胀 显 微 成 像 技 术 发 明 于 2015

年。该技术需要将组织嵌入到一种吸

水聚合物中，并分解将组织结合在一起

的蛋白质。当加入水时，凝胶会膨胀，

将生物分子彼此拉开。该技术的原始

版本可以将组织膨大约 4倍。2017 年，

该研究团队实现了总体 20 倍的膨胀，

但过程十分复杂。

在这项新研究中，研究人员只用

一 个 步 骤 就 实 现 了 20 倍 的 膨 胀 。

其 秘 诀 就 在 于，找到并优化了一种由

N,N-二 甲 基 丙 烯 酰 胺 和 丙 烯 酸 钠

组 成 的 凝 胶 。 它 具 有 极 强 吸 水 性 ，

又 具 备 机 械 稳 定 性 ，在 膨胀 20 倍时

不会破裂。

借助这一技术，研究人员能够拍摄

到脑细胞内部许多微小的结构，包括负

责神经元通信的突触纳米柱的结构。

在癌细胞的研究中，还拍摄到了帮助细

胞维持结构并在细胞分裂中发挥重要

作用的微管，以及线粒体和单个核孔复

合体的组织结构。

让 细 胞 组 织 膨 胀 后 再 观 察

新显微成像法分辨率可达20纳米

研究人员发明了膨胀显微成像技
术。这是他们利用这种新技术创建的
大脑海马体神经元图像。

图片来源：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德国物理学家威廉·康拉德·伦琴

发现 X 射线、英国微生物学家亚历山

大·弗莱明发现盘尼西林……科学史

上，偶然发现并不鲜见。科学家在孜孜

不倦地追求某个预期目标时，却在不经

意间有了其他科学发现。

这种“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

柳成荫”的故事不断在科学舞台上演。

清洁制氢制出3D石墨烯

自 2004 年惊艳亮相以来，石墨烯

一直被誉为“神奇材料”，诸多特性使其

在清洁能源应用领域展现出巨大潜

力。但美国加州 Lyten公司将其应用于

电池制造领域却纯属无心之举。

据 The cool down 网站今年稍早

时间报道，最初，Lyten公司的开发人员

只是希望探究一个问题：是否在不产生

排放的情况下，将甲烷和其他温室气体

转化为清洁的氢气？

结果，他们不仅成功制造出清洁氢

气，而且获得了大量固体碳。刚开始，

他们不知道这些碳究竟是什么，也不知

道如何处理它们。但当他们在显微镜

下仔细观察时，惊奇地发现这是一种

3D石墨烯的变体。

石墨烯原本是二维材料，就像“一

张薄纸”，主要与位于其边缘的物质相

互作用。但他们的研究意外地发现了

一种“揉皱”并使其“变身”为 3D 石墨烯

的方法。这种方法为石墨烯创造了更

多边缘和“折痕”，使其能更好地与其他

物质相互作用。

这项研究为石墨烯的应用开辟了

更多可能性，其中最为重要的用途之一

是研制锂硫电池。他们期望研制出一

种能量密度为锂离子电池两倍以上且

重量减轻 40%以上的锂硫电池。

酒精误用开出“绣球花”

由孙立成教授领衔的西湖大学人

工光合作用与太阳能燃料中心研究团

队，成功合成出可用于电解水制氢的非

贵金属催化剂——CAPist-L1。发表在

今年 8 月《自然》杂志的该项研究显示，

这种新型催化材料浸在碱性水中，在安

培级电流密度下稳定工作超过 19000

小时后，表面仍能源源不断产生气泡，

其催化效率和稳定性远超其他公开报

道的催化剂。

据孙立成介绍，此次发现纯属偶

然。一次，团队成员在利用浸泡法制备

镍铁基 OER 催化剂时，误将乙醇（酒

精）当作去离子水使用，结果发现在泡

沫镍上长出来的催化剂 OER 性能极

好。电镜观测结果显示，这一催化剂如

同花朵般层层叠叠，因此获得了一个浪

漫的名字：“绣球花”。

基于“绣球花”良好的催化表现，研

究团队深入开展理论探索，并不断优

化制备方案，成功开发出一种新型催

化剂制备工艺，即向溶液中人为加入

不溶纳米颗粒，在常温、常压条件下通

过简单浸泡法，一步合成出非贵金属

催化剂——CAPist-L1。

科研团队历经数年探索，一次意外

成就了神奇“助攻”。科研探索中，偶然

与必然彼此交错，撞击出创新火花。

忘插电源收获空气发电机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

姚军教授领导的团队，找到了一种从空

气中捕获连续电力的方法。

该项目的初衷是创建一个湿度传

感器。不过，在实验过程中，一名学生

忘记了插上电源。

研究团队随后意外地发现，直径仅

为人头发丝千分之一的微型管阵列，在

没有外加电源的情况下产生了电信号。

在此基础上，他们研制出一款空气

动力发电机系统。简而言之，新装置由

导电聚合物的薄片制成，薄片上有直径

小于 100 纳米的微孔。薄片位于玻璃

基板之上。空气中的水分子天然携带

负电荷离子。当水分子撞击纳米孔顶

部并使这些离子脱落时，就会产生电荷

梯度，然后被薄膜上下的电极捕获，从

而“发电”。

目前该团队仍在继续进行这一研

究，他们研制出的空气动力设备只有指

甲盖那么小，产生的微小电流仅能照亮

LED屏幕的单个像素，但它为从空气中

收集电力的更大项目奠定了基础。

科学发现中“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故事

从空气中捕获电力（艺术图）。
图片来源：The cool down网站

CAPist-L1 材料呈现多孔的透气
结构。 图片来源：西湖大学

制出清洁氢气的同时发现3D石墨
烯（显微镜图）。图片来源：Lyten公司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霞）据美国趣

味工程网站近日报道，日本东北大学

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家，成功开

发出一款新人工智能（AI）模型 GN-

NOpt。该模型能以与量子模拟相同

的精度预测材料的光学性质，但速度

能快 100 万倍。研究团队表示，这一

重要进展有望加速光伏和量子材料的

研发步伐。

推进太阳能电池、光子集成电路以

及量子计算等领域的发展，离不开对材

料光学特性的深入了解。但现有的实

验方法，如激光测试，受到光波波长范

围的限制。而模拟计算成本高昂，且需

要满足严格的标准。因此，科学家一直

在寻找替代方法，以快速预测不同材料

的光学性质。

此 前 ，图 形 神 经 网 络（GNN）机

器学习模型已经问世。这种模型通

过将原子表示为图形中的节点，原子

键表示为图形的边，可形象地表示分

子和材料。但 GNN 在捕捉晶体复杂

结构之间的细微差别方面存在困难，

这限制了它在预测材料特性方面的

广泛应用。

新 AI 模型则另辟蹊径，以材料的

晶体结构为输入，能在极短时间内，以

惊人的准确性，在更宽的光频率范围内

预测材料的光学特性。一旦科学家掌

握某种光学性质，就可借助相关公式，

推导出其他光学性质。

新 AI 模型成功的秘诀在于“集成

嵌入”技术。这项技术赋予了 AI 从多

种数据集中学习的能力，使其变得更加

精确且通用。

研究团队称，他们的新 AI 模型能

够准确预测晶体结构的光学性质，为广

泛应用打开了大门，特别是为先进太阳

能电池和量子材料的筛选提供了强有

力的支持。他们计划创建包含各种材

料特性（如力学和磁性）的综合数据库，

以进一步扩展该 AI模型的功能。

AI新模型快速预测材料光学性质

未来的中央处理器（艺术图）。
图片来源：美国趣味工程网站

英国剑桥大学地球科学系雷萨·马

丁斯博士曾提出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

“生命起源所需的关键物质究竟从何而

来？如果我们能够解开这一谜题，或

许就能为地球上生命的出现提供线

索，甚至揭示其他星球上生命存在的

可能性。”

现在，剑桥大学和伦敦帝国学院的

研究人员正致力于解答这个问题。他

们利用陨石中锌的独特化学指纹，试图

揭开地球上挥发性物质的起源之谜。

所谓挥发性物质，是在相对较低温度下

会变成蒸气的元素或化合物，包括在

生 物 体 中 发 现 的 6 种 最 常 见 元 素 以

及水。而陨石中发现的锌，具有独特

的成分，可用于确定地球挥发性物质的

来源。

这项研究并不容易，因为地球上的

锌，其来源要追溯到太阳系的不同区

域。但经过分析，科学家取得了令人振

奋的进展。他们发现，未熔化的小行星

可能是地球上存在足够化合物以支持

生命起源的关键。

这些小天体在吸积过程中形成，即

年轻恒星周围的尘埃粒子逐渐聚集，最

终形成了更大的天体。然而，并非所有

的小行星都经历了相同的命运。早期

形成的星子由于暴露于高水平的放射

性环境中，熔化并失去了大部分挥发性

物质。相比之下，一些后来形成的小行

星逃过了这样的高温熔化过程，从而保

留了更多的挥发性成分。

通过分析多种不同来源的陨石样

本中的锌含量，科学家构建了一个模

型，模拟了地球在其长达数千万年的吸

积期内如何积累锌的过程。结果表明，

尽管那些经历熔化的星子，提供了大约

10%的锌。剩下的大部分锌，则来自于

那些未经熔化、富含挥发性元素的小行

星残余物。

这项发现不仅有助于人们理解地

球上生命的化学基础，还可能成为探索

火星及其他外星世界是否存在生命的

有力工具。因为相似的条件和过程，

也可能发生在其他年轻的行星系统

中。当人们在寻找宇宙中其他可能孕

育生命的行星时，了解这些挥发性物

质是如何被输送到行星表面的知识将

至关重要。

生命成分是如何来到地球的

一颗来自熔
融行星核心的铁
陨石（左）和一颗
来自原始未熔融
行星的球粒陨石
（右）。

图片来源：
英国剑桥大学

科 技 日 报 北 京 10 月 11 日 电
（记者张梦然）据最新一期《先进功

能材料》杂志报道，美国塔夫茨大学

团队受《蜘蛛侠》中手腕射出蛛网的

科幻场景启发，发明了一种能够发

射类似蛛丝的技术。

这项技术利用了从蚕蛾茧中提

取的丝素蛋白，经过煮沸处理后分

解成基本蛋白质成分。当这种丝素

蛋白溶液通过细孔针挤出，并与特

定添加剂混合时，会在接触空气后

迅速凝固，形成一种具有强大黏附

力和抗拉强度的纤维。

在 稍 早 时 间 的 一 次 实 验 中 ，研

究团队意外发现，当使用丙酮清洁

玻 璃 器 皿 时 ，底 部 出 现 了 网 状 物

质 。 这 一 偶 然 现 象 帮 助 解 决 了 复

制 蜘 蛛 丝 过 程 中 遇 到 的 一 些 工 程

挑 战 。 丝 素 蛋 白 溶 液 在 接 触 到 乙

醇 或 丙 酮 等 有 机 溶 剂 时 会 缓 慢 固

化成半固体水凝胶，但加入多巴胺

作为黏合剂成分后，固化过程变得

非 常 快 速 。 多 巴 胺 的 作 用 机 制 类

似 于 海 洋 生 物 藤 壶 所 使 用 的 化 学

反应，能促进纤维牢固地黏附于各

种表面。

为 了 进 一 步 优 化 纤 维 性 能 ，团

队 将 多 巴 胺 添 加 到 丝 素 蛋 白 溶 液

中 ，这 有 助 于 加 速 液 体 向 固 体 转

变 的 过 程 。 通 过 同 轴 针 头 注 射 ，

细 丝 溶 液 被 一 层 丙 酮 包 围 ，在 空

中 即 刻 引 发 凝 固 。 随 着 丙 酮 蒸

发 ，形 成 的 纤 维 便 可 立 即 附 着 于

接 触 物 体 上 。 此 外 ，他 们 还 引 入

了 壳 聚 糖（源 自 昆 虫 外 骨 骼）将 纤

维 的 抗 拉 强 度 提 高 至 原 来 的 200

倍 ，用 硼 酸 盐 缓 冲 剂 让 黏 附 性 增

强 约 18 倍 。

最 终 制 得 的 纤 维 直 径 范 围 广

泛，从比人类头发丝还细到接近半

毫 米 不 等 ，取 决 于 所 用 针 头 的 尺

寸。该装置产生的纤维展现出惊人

的承重能力，甚至能够提起超过自

重 80 倍的物体。为验证这一点，团

队 成 功 展 示 了 从 大 约 12 厘 米 远 的

距离，使用这种纤维提起蚕茧、钢螺

栓、漂浮于水面的实验室试管、部分

埋藏于沙中的手术刀及木块等多种

物品。

大 自 然 里 蜘 蛛 吐 丝 的 现 象 ，为

科幻电影《蜘蛛侠》里的神奇桥段带

来灵感，也激发了全球观众的无限

遐想。这部电影令人脑洞大开的想

象力，又进一步启发了科学家去研

制具有超强黏附力、承重力和拉伸

弹性的纤维材料，从而让科幻般的

场景变成现实。这种从自然现象到

科幻电影，再到科学研究的过程，就

像一场奇妙的接力赛，充分展示了

人类思维的无限创造力和科学探索

的巨大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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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世界自

然基金会（WWF）于 10月 10日发布了

新的“地球生命力指数”评估报告。报

告指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受监测

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暴跌了 73%，人类

活动是主要原因。

“地球生命力指数”基于 5000 多

种哺乳动物、鸟类、两栖动物、爬行

动物和鱼类的 35000 个种群的数据，

揭示了全球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的变

动趋势。报告追踪的是大量物种的

丰 度 趋 势 ，而 非 单 个 动 物 的 数 量 。

结果显示，自 1970 年以来，受监测的

野生动物种群数量下降 73%。其中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等生物多样性

丰富的地区，动物种群数量减少最

为显著。

报告显示，淡水物种的数量下降

幅度最大，其次是陆地和海洋脊椎动

物。报告成员称，人类活动已导致了

约 40%的海洋生物消失。

报告指出，栖息地退化和丧失是

野生动物面临的最大威胁，其次是过

度开发、外来物种入侵和疾病。此

外，气候变化，以及污染等威胁也不

容忽视。

不过，《自然》杂志发表的一些研

究认为，WWF 的评估方法可能存在

偏差，这可能导致动物种群数量下降

的程度被高估。

“地球生命力指数”评估报告显示：

野生动物种群锐减，人类活动是主因

科技日报讯 （记 者刘霞）美 国

科学家在人们常用的牙刷和淋浴喷

头 上 ，发 现 了 600 多 种 能 够 感 染 细

菌 的 病 毒 ，其 中 不 乏 许 多 未 被 人

类 发 现 的“ 新 面 孔 ”。 研 究 团 队 表

示 ，这 些 病 毒 对 人 类 并 无 害 处 。

通 过 深 入 探 究 它 们 的“ 性 格 ”，或

许能找到杀死耐药细菌的新方法。

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微生物

组前沿》杂志。

人 们 使 用 的 牙 刷 和 淋 浴 喷 头

上，布满了来自口腔和水源的细菌，

但科学家对这些细菌的了解却十分

有限。为揭开它们的“神秘面纱”，

美国西北大学科学家对美国居民使

用 过 的 92 个 淋 浴 喷 头 和 36 把 牙 刷

进行了采样。通过对拭子样本进行

DNA 测 序 ，他 们 发 现 了 600 多 种 已

知 会 感 染 细 菌 的 病 毒—— 噬 菌 体 。

其中大多数噬菌体来自牙刷，对人

类并无威胁。

研究人员表示，这些噬菌体很可

能存在于家里任何潮湿的表面，比如

水槽、冰箱内等。

噬菌体通常会“劫持”细菌，复制

自身，并在细菌“脱身”时杀死它。噬

菌体也可整合到细菌的基因组内，改

变细菌的行为方式。对噬菌体进行

基因工程改造，可用于在抗生素失效

时杀死耐药细菌。最新研究发现了

众多的新噬菌体，有望为应对抗生素

耐药性开辟新途径。

牙刷和淋浴喷头上发现 600多种噬菌体

杀死耐药细菌或有新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