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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张佳欣）奥地利

因斯布鲁克大学研究团队在旋转的二

维超固体中首次观察到量子涡旋，这为

长期寻找的无旋超流体流入超固体的

现象提供了确切证据，标志着调制量子

物质研究迈出了一大步。相关成果发

表在最新一期《自然》杂志上。

超固体是一种近年来才被验证的

新型量子物质状态，它同时具备超流体

和固体的特性。这种独特的物质状态可

在极低温的偶极量子气体中人工生成。

物质同时展现固体和超流体的属

性似乎违背直觉。然而，量子力学原理

允许这样的状态存在。尽管科学家已

经通过直接成像技术展示了构成超固

体中的“固体”特性的晶体排列，但其超

流体特性则更为隐秘。科学家一直在

探索超流体现象的不同方面，但是证明

超流体核心特征之一——量子涡旋的

存在却异常困难。

此次，研究团队结合理论模型与前

沿实验，在偶极超固体中成功创造了涡

旋并对其进行了观察。他们确认了超流

动性的一个关键缺失环节，即系统对旋

转作出响应时表现为量子涡旋的出现。

首次在超固体中观测到的小尺度量子涡

旋呈现出与之前预期不同的特性。

2021年，该团队利用极冷的铒原子

气体创造了首个长寿命的二维超固体。

在新研究中，他们基于理论指导，采用高

精技术，借助磁场温和地搅动超固体。

因为液体不具备刚性旋转的能力，因此

这种搅拌促成了量子涡旋的生成，这是

超流体动力学的一个显著标志。

这项历时接近一年的实验，揭示了

超固体中涡旋动态与非调制量子流体

之间的显著区别，同时也为理解这些奇

异量子态中超流体和固体特性如何共

存及互动提供了新的视角。

超固体旋转时呈现“量子涡旋”

人脑必定蕴藏着某些独特于其它

动物大脑的“秘密武器”。这赋予了人

类规划未来、享受填字游戏、讲述讽刺

笑话等非凡能力，使人类在万物中独树

一帜。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人脑如此

与众不同呢？英国《自然》杂志网站在

近日的报道中指出，历经数年探索，集

结来自细胞图谱、大脑类器官等研究获

得的海量数据，科学家终于部分揭开了

这一古老问题的“神秘面纱”。

体积与重量至关重要

与其它灵长类动物的大脑相比，人

脑的一个独特之处是体积大。人脑的

体积比黑猩猩、大猩猩以及许多已灭绝

的人类“近亲”的大脑大 3倍以上。

一般而言，大多数动物大脑的大小

与其体型大小密切相关，但人类打破了

这一常规。研究显示，相对于体型大

小，人脑是所有脊椎动物中最大的。与

体型相当的动物相比，人脑的重量几乎

是它们“预期大脑”重量的 7 倍，而老鼠

大脑仅为同样体型动物“预期大脑”重

量的一半左右。

进化促使人脑变大，但不同区域的

进化程度并不均衡，有些区域会变大更

多。其中，皮层区域尤为突出。这一区

域负责执行计划、推理、语言等众多人

类擅长的行为。此外，大脑后部神经元

密集的小脑区域，与运动和规划息息相

关，这个区域也变大了很多。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同一大脑区

域，在不同物种大脑中的占比也不一

样。例如，黑猩猩的前额叶皮层结构与

人类的颇为相似，但人脑前额叶皮层结

构所占空间却远超黑猩猩。

更关键的是，人脑中神经元的数量

也与其它动物存在极大差异：人脑的神

经元数量约为小鼠大脑的 1000 倍，是

猕猴的 13.5倍。

然而，大脑的大小与神经元的数量

并不能完全揭示人脑为何如此独特，因

为大脑外观和发育过程与人类迥然不

同的乌鸦和乌鸦科的其他成员，也具有

学习或记忆能力。

精细构造有“独特配方”

近 5 年来，科学家凭借先进的编目

技术，对单个细胞内表达的基因进行了

前所未有的细致探索，揭示了大脑内多

种细胞类型的精细构造，从而发现了人

脑的“独特配方”。

去年年底，科学家分别发布了迄今

最完整的小鼠与人大脑细胞类型图

谱。美国艾伦脑科学研究所科学家在

《自然》杂志发表论文，宣布他们成功编

目了整个小鼠大脑内的细胞，发现了

5300 种不同的细胞类型。而由荷兰乌

得勒支大学医学中心神经科学家金伯

莉·希莱蒂领导的科研团队，则揭示了

来自 100 个人脑区域的 3300 多种不同

类型的细胞。

科学家表示，人脑确实存在一些独

特的细胞类型，例如人类视觉皮层中特

有的几种神经元。但总体而言，人脑的

细胞类型与其它物种的细胞类型并无

太大差异。

在此基础上，人脑与其它动物大脑

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大脑某些区域细胞类

型的相对比例，以及这些细胞表达基因的

不同方式。换句话说，人脑与其它动物大

脑的不同之处并不在于“成分”本身，而是

这些“成分”的分布位置和组合方式。

以人类和小鼠的大脑皮层为例，这

两个区域都负责处理听觉信息。然而，

小鼠大脑皮层中兴奋性神经元的比例

更高；而人类大脑皮层则含有更多非神

经元细胞，如星形胶质细胞、少突胶质

细胞和小胶质细胞。此外，即便是同样

的细胞类型，在不同物种中也可能呈现

出不同形态。

中间神经元数量庞大

科学家认为，神经元之间形成的错

综复杂的网络，可能是赋予人脑多种不

同功能和独特专长的重要因素。

2022 年，《科学》杂志刊发论文，深

入比较了从小鼠、猕猴和人类大脑皮层

采集的样本中 2000 多个脑细胞之间的

160 万个连接。结果显示，人类拥有一

个更庞大的中间神经元网络，其中间神

经元的数量是小鼠的2.5倍，且人类中间

神经元之间连接的数量是小鼠的10倍。

这类中间神经元在神经系统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它们通过抑制或减弱

神经元的活动和兴奋性，巧妙地调节着

神经系统的功能活动。

如此庞大的中间神经元网络，或许

可以延长近期事件在神经元网络中的保

存时间，从而让“记忆”更长久地留存。

缓慢发育成就无限可能

在探索大脑奥秘的征途中，科学家

还发现人脑与其它物种大脑之间一个

令人深思的差异——“踩刹车”机制。

大脑发育的速度因物种而异，但人

脑的发育过程尤为漫长。例如，小鼠大

脑在其寿命 5%时就已发育完全；猕猴

和黑猩猩在其寿命的三分之一时大脑

发育完全。但人脑需要约 30 年光阴，

来生长、成熟并精心织就内部的连接网

络，这几乎占据人类平均寿命的一半。

科学家认为，这种缓慢的发育节奏

为人脑的生长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在

这段漫长的岁月中，大脑能够孕育出更

多的神经元，培育出更为丰富和复杂的

连接。同时，这也让大脑有了更多时间

来适应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

人 脑 为 何 如 此 与 众 不 同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佳欣）美国约

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科学家研发出一种

新型变色透明水凝胶。它在蓝光下会

呈现绿色荧光，从而使医生能在手术后

确认是否已将其完全清除。这一创新

能减少手术并发症，提高白内障手术和

其他眼科手术的安全性和效率。相关

论文刊登在最新一期《白内障与屈光手

术》杂志封面上。

白内障是一种导致眼球晶状体混

浊、视力下降的疾病。在白内障手术中，

医生会摘除混浊的晶状体，并用人工晶状

体进行替换。手术中要注射一种透明的

水凝胶，以保持眼睛发胀并保护角膜。如

果这种凝胶清除不彻底，可能会导致眼压

升高、疼痛，甚至长期视力丧失。

科学家之前曾尝试使用染色剂给

凝胶染色，使其在蓝光下更容易被看

到。但有时染料会从凝胶中泄漏出来，

扩散到眼睛中，这使医生很难区分手术

凝胶和分散的染料。

新型凝胶含有荧光素和透明质酸，

并将荧光染料与形成凝胶的聚合物进

行了化学结合。在手术光线下，凝胶看

起来是透明的。手术结束后，医生切换

到蓝光时，凝胶就会发出绿光，确保医

生能看到微小的凝胶残留痕迹。

这种凝胶的另一个主要优点在于，

其成分对眼睛是安全的，并且已经在临

床中使用。目前，该成果已提交了临时

专利申请。

发绿光的透明水凝胶研制成功
能保护角膜且便于眼科手术后彻底清除

与实验数据叠加的量子涡旋模拟。
图片来源：奥地利因斯布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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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动物大脑的大小与其体型大小密切相关，但人类打破了这一常规。研
究显示，相对于体型大小，人脑是所有脊椎动物中最大的。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7日电 （记者张
梦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与意大

利罗马第二大学的研究团队共同研发了

一种新型合成基因。这些合成基因的功

能与活细胞中基因类似，能够通过一系

列级联序列构建细胞内的结构，就像使

用模块化单元搭积木那样，实现自组装

结 构 的 逐 块 构 建 。 该 成 果 发 表 在 最 新

《自然·通讯》期刊上，其意味着利用相同

的构建单元，可以构建多种不同的结构，

并且这些结构可以轻松拆解并重组为其

他形式。

这项研究利用分子自组装指令的时间

顺序来扩展生物分子材料复杂度，而非单

纯增加携带这些指令的分子数量。这揭示

了一种可能性，即仅需调整控制组装时间

顺序的元素，就能从一组有限的构建块中，

“进化”出不同的材料。该方法正是模仿了

复杂生物体的发展过程。

研 究 团 队 采 用 了 由 多 条 合 成 DNA

链组成的“DNA 瓦片”作为构建单元，然

后在含有数百万个这类瓦片的溶液中，

使它们相互作用形成微米级别的管状结

构。这些结构的形成，需要特定的 RNA

分 子 作 为 触 发 器 。 此 外 ，不 同 类 型 的

RNA 触发分子，还能促使已形成的结构

发 生 分 解 。 通 过 对 不 同 合 成 基 因 的 编

程，团队能够精确控制 DNA 结构的形成

与溶解时间。

通过连接这些合成基因，团队构建了

一个类似于控制果蝇身体部位形成的合

成基因级联系统。这个系统还能够管理

这些结构在特定时刻的组成特性。

通过协调这些信号，人们能够赋予相

同组件不同的功能，进而创造出从相同组

分自发演化的材料。这项研究为合成生物

学带来了新的突破，也为医疗和生物领域

开辟出新的应用场景。

在生物学的殿堂里，合成生物学正

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

本文的研究为这一领域添上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科学家开发出的全新合成基因

技术，能够像拼装乐高积木一样，在细胞

内部搭建出各式各样的微观结构，不仅

展 示 了 人 类 对 生 命 本 质 操 控 能 力 的 飞

跃，也预示着材料科学与生物医学领域

的无限可能。它让我们看到了未来智能

材料、药物递送系统乃至组织工程等多

个领域的广阔前景。可以想象，一个更

加精彩纷呈的生命科技时代正在等待着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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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团队对一系列合成基因进行编
程，以形成或分解简单的合成结构。

图片来源：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意大利罗马第二大学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美国佐

治亚大学科学家开展的一项最新研究

表明，除了能降低胆固醇、保持大脑健

康 并 改 善 心 理 健 康 外 ，欧 米 伽 -3

（ω-3）和欧米伽-6（ω-6）脂肪酸还

有助于预防多种癌症。相关论文发表

于新一期《国际癌症杂志》。

ω-3 和ω-6 脂肪酸对人类健康

至关重要。它们存在于多脂鱼类、坚

果、菜籽油内。之前的研究表明，补充

ω-3 可降低患高胆固醇以及心脏病

的风险。

在最新研究中，团队对 25 万人的

数据进行了长达 10 年的跟踪调查。

在此期间，有近 3 万参与者患上了某

种形式的癌症。

研究显示，人体内ω-3 和ω-6

脂肪酸水平越高，患癌风险越低。具

体来说，除消化道癌症整体发病率较

低外，ω-3 脂肪酸水平较高的参与者

结肠癌、胃癌和肺癌的发病率也较

低。而ω-6 脂肪酸水平高的参与者，

罹患脑癌、恶性黑色素瘤、膀胱癌等

14种不同癌症的风险也较低。

不过也有研究发现，高ω-3 水平

可能与略高的前列腺癌风险有关。

两种脂肪酸有助预防多种癌症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梦然）《通

讯·地球与环境》杂志最新发表的一项

分析显示，2019 年至 2023 年，私人航

空 业 的 二 氧 化 碳 年 排 放 量 增 加 了

46%。分析表明，经常使用私人航空

的某些个人，一年产生的二氧化碳或

是普通人的近 500倍。

私人航空属于高度能源密集型行

业，然而，全球私人航空业的真实规模

以及其产生的排放量却一直没有确切

数据。

瑞典林奈大学团队分析了 2019

年至 2023 年间，25993 架注册私人飞

机（公务喷气机类型）的 18655789 次

飞行的航班数据。这些数据可代表私

人航空业的绝大部分业务。

团队随后将各种型号飞机的燃

油 消 耗 率 与 飞 行 时 长 和 轨 迹 相 结

合，计算出了每次航班的二氧化碳

排 放 量 。 他 们 发 现 ，这 些 航 班 在

2023 年 共 计 产 生 1560 万 吨 直 接 排

放 的 二 氧 化 碳 ，比 2019 年 增 加 了

46% ，相 当 于 2023 年 民 航 总 排 放 量

的约 1.8%。

报告称，大型国际活动与私人航

班大量增加有关，比如 2022 年足联世

界杯与 1846 次私人航班产生的 1.47

万吨二氧化碳有关。而排放量最大的

前几名，在 2023年每人约产生 2400吨

二氧化碳。这是 2020 年普通个人平

均排放量（相当于 4.5 吨二氧化碳）的

近 500倍。

私人航空业碳排放量飙升
11 月 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唐

纳德·特朗普，祝贺他当选美国总统。

中美关系何去何从，两国人民十分关

心，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当今世界需要

总体稳定的中美关系，中美两国能否正

确相处事关人类前途命运，是必须回答

好的世纪之问。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

出，历史昭示我们，中美合则两利、斗则

俱伤。一个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

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社

会期待。

中美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和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关系是世界

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世界多极

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

化等时代特征，使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

更为广泛的意义和影响。中美关系不仅

关乎两国人民的福祉，也直接影响全球

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的繁

荣，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关键变量。当

前世界百年变局深刻演进，国际形势变

乱交织，人类社会休戚相关、福祸相依，

各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应该为实现共

赢、多赢凝聚最大共识。这是中国看待

世界和中美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大国要

有大国的样子，要有大国的胸怀和担当，

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应该为世界和平承

担责任，为各国发展创造机会，为全球提

供公共产品，为世界团结发挥积极作用，

成为世界和平的稳定源和共同发展的推

进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美关系对

全球至关重要，双方都无法独自应对全

球性挑战，两国携手才会做得更好。

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选

择题，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中

美两个大国不能不打交道，改变对方的

想法不切实际，冲突对抗的后果更是谁

都不能承受。中美两国历史文化、社会

制度、发展道路不同，这是客观现实。但

是，只要双方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完全可以超越分歧，找到两个

大国正确相处之道。这既是对中美关系

半个多世纪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对大

国交往规律的把握。具体而言，相互尊

重是前提，因为两国社会制度和政治体

制不同，只有尊重和认可差异，两国交往

才可持续；和平共处是底线，像中美这样

的两个大国，发生冲突对抗后果不堪设

想；合作共赢是目标，中美经济互补性远

大于竞争性，中美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

利共赢，中美携起手来，可以办成很多有

利于两国、有利于世界的大事。美方有

识之士也认为，美中拥有更具建设性的

关系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美中关系好起

来应是两国关系唯一的发展方向。

中国不搞所谓的“大国竞争”，战略

意图光明磊落，那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把实

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出发点，

坚定不移把改革开放进行下去，推动建

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对美政策保

持着高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始终把中

美关系放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这

个大背景下来思考和谋划，维护好中美

关系的终极目的就是增进两国人民福

祉，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大

国担当。双方应正确看待对方内外政

策和战略意图，确立对话而非对抗、双

赢而非零和的交往基调。中美关系不

应该是你输我赢、你兴我衰的零和博

弈，中美各自取得成功对彼此是机遇而

非挑战。宽广的地球完全容得下中美

各自发展、共同繁荣。分歧矛盾不可避

免，但只要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

歧，拓展互利合作，就会让消极因素越

减越少，积极因素越积越多，中美关系

良性互动的空间也会越变越大。

中美关系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

顺的，还有不少风险挑战需要共同应

对。面向未来，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

行，以积极理性的态度看待中国和中国

发展，视彼此的发展为机遇而不是挑

战，让两国成为对方发展的助力而不是

阻力，共同走出一条新时期中美正确相

处之道，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把握中美关系发展的正确航向
◎新华社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