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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今日视点
◎本报驻法国记者 李宏策

科技日报北京 10月 16日电 （记

者刘霞）英国科学家开发出一种能在

宽频率范围传输多个数据流的新技

术 ，将 无 线 数 据 的 传 输 速 度 提 升 至

938 吉 比 特/秒 。 这 一 速 度 是 当 前 英

国 5G 手 机 网 络 平 均 速 度 的 9000 多

倍 ，也 是 多 路 复 用 数 据 传 输 的 新 纪

录。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光波

技术》杂志。

在音乐会、体育比赛等大型活动

中，以及繁忙的火车站等场所，无线信

号的需求量极大，但这也常常导致移动

电话网络瘫痪。主要原因在于，5G 网

络运行的带宽有限。目前，各国分配给

5G 网络的频率大多在 6 千兆赫以下，

且频率范围相对较窄。

为了突破这一瓶颈，伦敦大学学

院科学家将无线电波和光波结合，在

比以往同类实验更宽的频率范围——

从 5 千 兆 赫 到 150 千 兆 赫 内 传 输 数

据。实验结果显示，无线数据的传输

速度高达 938 吉比特/秒，相当于每秒

能 下 载 超 过 20 部 平 均 长 度 的 电 影 。

这一超高传输速度有望催生更多应用

程序，也能确保大多数人获得足够带

宽传输流媒体数据。

研究团队解释说，目前科学家通常

借助数—模转换器通过空气以无线电

波发送 1 和 0，但这些设备在更高频率

下很难工作。他们另辟蹊径，将该技术

用于较低频率范围，并将另一种激光技

术用于较高频率范围。两者结合创建

了一个数据宽带，这些数据可被集成到

下一代智能手机的硬件，从而实现超高

速数据传输。

这项技术不仅创下多路复用数据

传输纪录，对无线通信的未来也至关

重要。

研究团队表示，在更宽频率范围

分发信号，就像把当前狭窄而拥挤的

5G 网络通道变成“高速公路”。他们

目前正与智能手机制造商和网络运营

商协商，希望未来的 6G 网络能应用此

项技术。

多路复用无线传输速度创纪录

虽然面临诸多现实挑战，但女性

在参与理科领域研究中已取得明显进

展。第 18 届“法国青年女科学家奖”

获得者陈笑闻认为，女性在科研工作

中并没有任何劣势，她也身体力行支

持更多女性投身科研。

2024 年欧莱雅—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法国青年女科学家奖”于近日在法

国科学院举行，主题为“世界需要科

学，科学需要女性”，共评选出 35 位法

国本土及海外地区、从事多种学科研

究的青年科学家，其中包括来自中国

的科研人员陈笑闻。

评审团由 40 多位法国科学院院

士组成，代表了同行评审科学评估的

最高水平。该奖项旨在表彰在法国从

事科研工作的青年女性研究人员，赋

能充满潜力的青年女科学家，加速其

职业发展。

获奖女性展现卓越研究能力

获 奖 者 就 职 于 各 大 公 共 科 研 机

构 ，在 生 物 、物 理 、化 学 、数 学 、计 算

机 科 学 、工 程 学 以 及 地 球 与 空 间 科

学 等 单 个 或 多 个 领 域 ，展 现 出 卓 越

的科研能力。她们代表了法国在科

学 领 域 的 卓 越 成 就 ，通 过 她 们 研 究

发 现 的 新 知 识 ，推 动 更 公 平 和 更 可

持续的未来。

来自中国的获奖者陈笑闻，目前

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下属的巴

黎高等师范学院物理实验室担任博

士后研究员，因研究通过统计物理模

型更好地理解小鼠的社会行为而获

此殊荣。

陈 笑 闻 博 士 通 过 统 计 推 断 与 统

计 物 理 方 法 ，对 包 括 生 物 神 经 系 统

与集群动物的社群行为等多个不同

生物系统中的涌现现象、信息传播、

自 组 织 与 控 制 有 广 泛 且 深 刻 的 研

究 ，为 量 化 生 物 研 究 提 供 了 新 思 路

和新方法。

在理论方面，她将广义主方程运

用于相互作用系统的统计推断上，证

明了在固定稳态分布的前提下调整

动力学模型的可能性，并提供了实际

操作方法，系统性地延伸了统计推断

在生物物理及复杂系统研究中的应

用范畴。

科研之路不乏优秀女性

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专访中，陈

笑闻谈到，她在学生时代便对天体物

理等理科产生了浓厚兴趣，中学时期

阅读的《时间简史》等书籍更是给她打

开了科学殿堂的大门。在家人和老师

的大力支持下，陈笑闻选择了物理专

业，并最终投身生物物理学。

“我通过构建数学和物理模型来

研究小鼠的社会行为，分析它们的互

动如何引发复杂的集体行为。”谈及

科 研 事 业 ，陈 笑 闻 分 享 道 ，“ 科 学 事

业 不 仅 充 满 了 探 索 未 知 的 挑 战 ，也

肩负着为人类共同命运作出贡献的

责 任 ，这 是 我 生 命 中 的 两 大 重 要 驱

动力。我也很喜欢不断学习和创造

的过程。此外，我很享受这份事业带

来的集体归属感：全世界的科学家都

对探索和理解这个世界有着共同的

热情。”

今年 4 月，陈笑闻参与组织了一

个面向年轻科学工作者的物理学国际

会议，并有意增加了女性在会议中发

挥的作用。在 34 位受邀报告人中，有

20 位女性。作为组织方，陈笑闻在问

答环节还优先请女性提问和回答。与

会的青年学生和学者，尤其是女性硕

士生、博士生深受鼓舞。有学生会后

表示，“尤其高兴看到这么多女性发表

演讲”。

陈笑闻对科技日报记者表示，在

求学和科研之路上，女性虽然是少数，

但总有优秀的师姐和女科学家作为榜

样，激励她不断向前。“路漫漫其修远

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句话带给陈

笑闻以力量。面对各种困难，她说，

“‘太初有为’，只要大胆去做，就能有

所收获”。

助力女性打破性别壁垒

目前，女性仅占法国大学理科专

业 学 生 总 数 的 43% 。 更 令 人 忧 虑 的

是，法国 2024 年获得数学博士学位的

女性比例仅为 22%。

2024 年“法国青年女科学家奖”评

审团主席、法国科学院院长阿兰·菲舍

尔在颁奖致辞中指出：“目前，获得理

学博士学位的女性比例仍严重不足。

这一现实背后揭示了诸多不平等，尤

其在数学和物理学等领域，性别差距

更为显著，原因在于根深蒂固的刻板

印象。我们必须打破这些壁垒，鼓励

女性从小就接触理工学科。法国科学

院非常自豪能携手欧莱雅—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法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共同

应对这一现实挑战。”

目 前 ，女 性 在 科 学 领 域 的 从 业

比 例 依 然 较 低 。 在 法 国 ，女 性 科 研

人 员 仅 占 29% ，而 全 球 这 一 比 例 也

不过 31.7%。

“女性在追求更高职业生涯的道

路上充满了挑战。对于女性科学家来

说，困难则更加突出。在某些似乎仍

然由男性主导的领域，她们不仅要面

对根深蒂固的偏见，还常常在职业生

涯中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博士或博士

后研究阶段对于鼓励她们坚持科研事

业至关重要。”欧莱雅企业基金会董事

亚历山德拉·帕尔特在致辞中这样说

道，“我们不仅表彰这些女性在科学领

域的卓越成就，也希望赋予她们塑造

未来的力量。”

科学研究赋予女性塑造未来的力量
中国科学家陈笑闻荣膺第 18 届“法国青年女科学家奖”

科技日报北京 10月 16日电 （记

者张梦然）据《自然·通讯》15 日发表

的生态学论文，科学家在东太平洋海

隆的热液喷口发现了动物生命。该研

究为人们理解深海复杂生境（物种或

物种群体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提供

了新的认知。

东太平洋海隆是一个火山活跃脊，

位于两个构造板块在海底的交界处。

东太平洋海隆有无数个热液喷口，即地

壳下海水与岩浆相遇处形成的海底裂

口。此前研究曾关注过在喷口周围生

活的海底生物，但这个海底地壳下是否

存在动物生命，比如管状蠕虫和贻贝，

一直有待探索。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和荷兰皇家海

洋研究所的科学家此次搭乘施密特海

洋研究所的“福龙二号”科考船，利用

远程操控工具“SuB-astian”，多次下潜

到东太平洋隆起 2515 米深处的一个热

液喷口。当该工具的机械臂将海底地

壳暴露出来时，科学家们发现了温暖、

充满液体的空腔，里面栖息着之前只

在海底发现过的多个物种，包括大型

管状蠕虫、蠕虫和蜗牛这类会移动的

动物。

研究人员认为，海底群落的幼虫可

能居住在海底之下的这些栖息地，这表

明海底与海底之下的生态系统之间存

在复杂连接。

在地壳海底之下发现动物栖息地，

虽然其范围尚不可知，但提升了预防未

来潜在环境变化的紧迫性。

海底 2500 米热液喷口发现动物生命

科技日报北京 10月 16日电 （记

者张佳欣）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科学

家 开 发 出 一 项 新 技 术 ，使 用 厚 度 仅

1.2 微 米 的 超 薄 二 氯 化 铌 氧 化 物

（NbOCl2）薄片来产生量子计算所需

的纠缠光子对，有望将关键组件的尺

寸缩小至原来的千分之一。这一成

果代表着范德华力堆叠技术应用的

新 方 向 。 相 关 论 文 14 日 发 表 在《自

然·光子学》上。

研究人员解释说，与需要超低温

度的电子量子比特相比，以光子作为

量子比特在室温下即可运行，具有独

特优势。当光子以纠缠对形式产生

时，可以保持量子态，能以更快速度同

时执行多项计算。然而，使用光子的

最大障碍之一是难以产生足够多的纠

缠光子对，尤其是在使用较薄材料的

情况下。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研究团队使用

了具有特殊光学性质的 NbOCl2 材料。

他们将两片超薄材料堆叠在一起，并使

它们的晶粒垂直对齐，成功创建了纠缠

光子对，且无需额外同步设备。这为开

发可扩展且高效的量子光子系统带来

了可能，有望将量子技术直接集成到基

于芯片的平台中。

范 德 华 力 工 程 是 一 种 通 过 堆 叠

二维材料来调整材料特性的技术，已

被用于从超导到分数量子反常霍尔

效应等各种应用。该研究成功的关

键在于创新了堆叠技术，将两片超薄

NbOCl2 以 垂 直 角 度 堆 叠 ，从 而 实 现

了 偏 振 纠 缠—— 这 是 量 子 计 算 的 一

项 基 本 要 求 。 据 团 队 介 绍 ，几 十 年

来，偏振纠缠光子对一直是量子光学

实验的基础，但通常需要使用更大、

更笨重的材料。通过范德华力工程，

可以无需这些大型装置就能产生偏

振纠缠光子。

通过堆叠材料薄片，研究团队生成

了具有高度量子相干性的光子对。他

们测量了偏振纠缠态的保真度为 86%，

这表明范德华力工程方法可能是创建

量子纠缠态，将量子光子器件直接集成

到芯片中的可靠途径。

范德华力工程的这一应用不仅可

能对量子计算产生影响，还可能对安全

通信和其他量子技术产生深远影响。

如果将量子元件缩小至目前的千分之

一，有望带来更加紧凑、可扩展且节能

的量子系统。

范德华力堆叠技术造出纠缠光子对
有 望 将 量 子 计 算 组 件 缩 小 至 原 来 的 1/1000

科技日报北京10月 16日电 （记

者张梦然）加拿大西奈医疗中心团队

发现，人类早期发育中的一个关键过

程 是 由 一 种 能 在 基 因 组 中 移 动 的

DNA 片段——转座子来调控。新研

究揭示了所谓的“自私 DNA”实际上

在人类早期发育过程中扮演重要角

色，这与过去认为它们只为了自我复

制的观点大相径庭。研究成果于 15

日发表在《发育细胞》上。

之 前 ，科 学 家 往 往 将 转 座 子 比

作病毒，认为它们侵入人体细胞只

为自我繁殖。此次，团队特别关注

了 一 种 名 为 LINE-1 的 转 座 子 。

LINE-1 占据了大约 20%的人体遗传

物质，这些 LINE-1 可以自我复制并

在基因组中移动，有时会插入新的

位置。但因为这种行为会干扰正常

的基因功能，所以它们一直被称作

“自私 DNA”。

长期以来，科学界普遍认为这类

DNA 大部分是有害的，可能导致多种

疾病，包括血友病、神经系统疾病和癌

症等。但现在团队观察到，在人类早

期胚胎阶段，有大量 LINE-1 的 RNA

信息分子存在。RNA 是从活跃基因

区域转录而来的信息载体，这意味着

在这个重要的发育时期，LINE-1 是

活跃的。

当团队尝试抑制人类胚胎干细

胞（ESC）中的 LINE-1 表达时，这些

细胞竟开始表现出倒退现象，回到了

只有 8 个细胞组成的更早阶段。进

一步实验显示，LINE-1 的 RNA 分子

在细胞核内部形成了支架结构，帮助

将携带关键基因的 19 号染色体定位

到细胞核内，从而促进胚胎向后续阶

段发展。

最令人惊讶的是，LINE-1 在此

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进了胚

胎 的 正 确 发 育 。 这 一 发 现 强 调 了

LINE-1 在人类生命初期成长中的重

要作用。

这项基础性科学发现不仅对生育

治疗领域意义重大，还为利用干细胞

进行再生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人们一直以为，转座子是为了自

我复制而“劫持”了细胞，有扰乱基因

组成结构的可能性。所以，它虽然被

当成了“工具”，却并没有被“正名”。

此次的新发现扭转了这一看法。其

实，像这样的研究也意味着进化学领

域还有许多未知等待我们去探索，不

仅是关于人类的发育，还包括这些基

因组元素的真正作用——随着真相的

揭示，它们的影响将更加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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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10月 16日电 （记

者张梦然）大约 41000 年前，地球磁场

在名为“拉尚漂移”的事件期间短暂翻

转。现在，丹麦技术大学和德国地球

科学研究中心科学家利用欧洲空间局

Swarm 任务及其他来源的数据，创建

了“拉尚漂移”的有声可视化版本。他

们绘制了事件期间地球磁力线的运动

情况，并创建了立体声版本，人们可以

在视频中听到这些声音。

地磁场保护着地球免受来自外

太空的宇宙射线（高能带电粒子流，

如来自太阳的带电粒子流）的攻击，

随着地球磁场减弱，越来越多宇宙射

线会进入大气层。在大约 41000 年

前的“拉尚漂移”期间，地球磁场显著

减弱——至少降至当前强度的 5%，

这使得更多宇宙射线能够到达地球

大气层。

此次生成的音景（声音的环境）是

通过录制自然界的声音，如木头吱吱

作响和岩石落下的声音制作的，将它

们混合成熟悉而又陌生、像来自外星

的声音。用数据转换声音的过程类似

于根据乐谱创作音乐。

地球磁场声音是利用 Swarm 数据

制作的磁场声化的第一个版本，最初

是通过在哥本哈根一个公共广场设置

的 32个扬声器系统播放的。

听！4.1万年前地球磁极翻转的声音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美国阿

贡国家实验室科学家开发出一种名

为“甲烷捕集厌氧消化”（MAAD）的

新技术，能将高浓度有机废水转化为

可持续航空燃料（SAF），未来有望将

航空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大幅削减

70%。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美

国化学会期刊《可持续化学与工程》

杂志。

在 最 新 研 究 中 ，研 究 团 队 以 啤

酒 厂 和 奶 牛 场 的 富 碳 废 水 作 为 原

料 ，借 助 其 开 发 的 MAAD 技 术 ，不

仅将有机碳从这些高浓度废物流中

去除，还为航空业制造出了低碳可

持续燃料。

厌氧消化是一种将生物质转化

为甲烷，再转化为生物燃料的成熟

技术。MAAD 技术专注于生产挥发

性脂肪酸（如丁酸，这些脂肪酸可以

升 级 为 SAF）和 乳 酸 。 团 队 还 开 发

出 一 种 电 化 学 分 离 方 法 ，来 提 高

MAAD 的效率，从而提高了脂肪酸

的浓度和产量，并降低了生产成本

和毒性。

团队模拟了 3 种可能的从废水

到 SAF 的转化路径，并将其与化石燃

料生产的传统喷气燃料进行比较。

结果显示，与传统喷气燃料生产过程

相比，这种废水—SAF 途径显著减少

了碳排放。

废水能转化为可持续航空燃料

左图 35位科学家荣获2024年“法国青年女科学家奖”。 右图 中国科研人员陈笑闻。 本报驻法国记者 李宏策摄

海底 2500米处的巨型管状蠕虫。
图片来源：施密特海洋研究所

大约 41000 年前，地球磁场在所
谓的“拉尚漂移”期间短暂翻转。

图片来源：每日科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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