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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今日视点
◎本报记者 张佳欣

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19日电 （记

者刘霞）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研究

人员成功创建出首个可操控的机械量

子比特，其能以稳态、振动或两者叠加

的状态保存信息。研究人员表示，机械

量子比特“寿命”更长，为探测引力波等

其他量子比特无法检测的微弱力场开

辟了新途径。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

期《科学》杂志。

研究人员表示，传统量子比特存在

寿命（量子相干时间）短、易出错等问

题，限制了它们的实际应用。于是，他

们将目光投向机械量子比特。

为制造出机械量子比特，研究人员

巧妙设计出一个双组件系统。他们首

先在一个 400 微米厚的蓝宝石晶体上

放置了一个微小的氮化铝圆顶，这一机

械谐振器能对振荡电压作出响应，在材

料中产生振动，为实现长相干时间提供

了可能。然后，他们将配备微型天线的

超导量子比特固定在相似的蓝宝石晶

体上。

随 后 ，他 们 将 两 个 晶 体 堆 叠 起

来 ，并 调 节 超 导 量 子 比 特 的 振 荡 电

流，使其频率与机械振子的频率略微

不同，导致超导量子比特的量子态与

机械振子的量子态轻微融合，且融合

态的能量不会均匀分布。他们将融

合系统的两个最低能态隔离出来，作

为 量 子 比 特 的 0 和 1，最 终 得 到 了 一

个相干时间长于其他类型量子比特

的机械量子比特。

研究人员计划使用不同材料来延

长机械量子比特的相干时间，并且希望

通过执行基本的逻辑运算来测试其在

实际计算应用中的性能。

不过，研究人员也坦言，这一机械

量子比特的保真度仅为 60%，而目前量

子比特的最高保真度超过 99%。

首个可操控机械量子比特创建

近年来，服役超期近 10 年的国际

空间站可谓命运多舛。尽管预计要到

2031 年才正式结束使命，但目前，越来

越多的迹象显示，它正饱受老化问题困

扰，陷入日益危险的境地，很有可能要

提前“退休”。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16

日报道称，国际空间站漏气危机近日

有加剧迹象，导致舱内压力和空气流

失 。 美 国 国 家 航 空 航 天 局（NASA）

和 俄 罗 斯 联 邦 航 天 局（ROSCOS-

MOS）已 要 求 宇 航 员 紧 急 对 泄 漏 区

域“ 打 补 丁 ”。 NASA 专 家 团 队 忧 心

忡忡，担心国际空间站将出现灾难性

故 障 ，甚 至 面 临 解 体 风 险 。 10 月 底

就有外媒消息称，NASA 已开始准备

紧急撤离。但另一方面，美俄双方专

家对泄漏问题的严重性意见不合，加

剧了紧张氛围。

漏 气 隐 患 深 又 重 ，
修复之路阻且长

国际空间站自 2000 年起由俄罗斯

和美国分别负责，相互连接的舱段则共

同维护，以确保舱内压力稳定并充满可

供呼吸的气体。然而，近年来，国际空

间 站 面 临 着 一 个 持 续 5 年 的“ 顽

疾”——漏气，这一情况近日正在加剧。

据 NASA 监察长办公室今年 9 月

发布的一份报告，由于长期漏气，国际

空间站有 50 处“令人担忧的隐患”和 4

处裂缝。报告指出，每天有超过正常标

准 0.9 千克—1.1 千克的气体泄漏。最

严重的漏气率出现在今年 4 月，当时空

间站每天损失约 1.68千克的气体。

报 告 称 ，这 些 漏 气 问 题 最 早 于

2019 年 9 月被发现，源头位于俄罗斯

“星辰”号服务模块的一个隧道中，该隧

道连接着一个对接端口和模块的主体

部分，以及空间站的其他部分。这个区

域主要用来存放计划在大气层中焚烧

的垃圾，正是这个区域出现了持续漏气

现象。

NASA 在对空间站的内部风险评

估中，将泄漏区域的风险评为最高，达

到满分 5 分，并用“灾难性”来形容国际

空间站潜在的泄漏情况。14 日，NASA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疑似裂缝“非

常小，肉眼看不见，且附近有支架和管

道，使得诊断工具难以进入这些区域”，

从而加剧了危机。

《科学美国人》杂志援引美国科罗

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航空航天工程教

授大卫·克劳斯的话称，漏气问题难以

解决，因为空间站体积庞大，空气量也

很大，要想隔离出一个小小的漏气点非

常困难。此外，空间站走廊内堆满了大

量设备、货物和杂物，使得大部分船体

很难从内部接近，进一步增加了修复漏

气点的难度。

美 俄 专 家 析 原 因 ，
各执一词难定论

CNN 报 道 称 ，美 国 和 俄 罗 斯 的

技术团队对造成问题的具体原因意

见不一。

俄罗斯专家认为，空间站上的振动

（可能是由储能系统等机械系统引起

的）给墙体带来了压力，导致“应力疲

劳”，即一种相对温和的力量在长时间

内开始使金属开裂和磨损，直至丧失功

能的现象。

而据国际空间站咨询委员会主席

鲍勃·卡巴纳称，NASA 认为情况更为

复杂，涉及机械应力、环境暴露以及“残

余应力”，或是转移舱所用材料制造过

程中可能存在缺陷等多个因素。

据 9 月发布的报告，服务舱转移

隧道泄漏不会对空间站的结构完整性

造成直接风险，目前也不担心会对整

体结构造成长期影响。美俄双方同

意，如果泄漏速率达到“无法维持”的

水平，则可能需要永久关闭问题区域，

但双方尚未就如何确切定义“无法维

持”达成一致。

合 作 裂 痕 显 端 倪 ，
未来发展待破局

美国“每日银河”网站指出，国际空

间站本是太空合作的象征，如今正面临

一场令人不寒而栗的危机。当前分歧

凸显出，美俄两国航天局之间的合作氛

围日趋紧张。这场泄漏危机出现在国

际空间站即将停止运行之际。尽管

NASA已承诺让空间站运行至 2030年，

但俄罗斯航天局已表示可能在 2028 年

之前撤出，这给双方合作关系的未来带

来了不确定性。

NASA 正争分夺秒地推进向商业

空间站的无缝过渡，计划在 2026 年向

包括“蓝色起源”和 SpaceX 支持的 Vast

公司在内的企业抛出橄榄枝，授予其价

值不菲的合同。但人们仍担心，这些平

台能否及时接过国际空间站的接力棒，

填补其留下的空缺。

与此同时，“星辰”号模块泄漏问题

仍在持续，国际空间站上的国际合作也

出现裂痕，这使得空间站的未来命运悬

而未决，亟待两国从技术和外交层面快

速破解。

尽管面临分歧，美俄双方正在合作

监测泄漏情况并试图找出问题的根源，

共同应对挑战。NASA 方面指令宇航

员在“星辰”号转移隧道启用时，封闭通

往俄罗斯部分的通道。同时，作为预防

措施，NASA还在 SpaceX载人“龙”飞船

上增设了“托盘座位”。该座位位于飞

船货物装载区上方，由泡沫制成，特别

为搭乘俄罗斯“联盟”号飞船前往空间

站的 NASA宇航员预留。

载人“龙”飞船在设计时可以搭载

7 名宇航员，但因为安全原因，投入使

用时只设置了 4 个正式座位，用于搭载

执行 Crew-9 任务的两名宇航员以及

之前因波音飞船故障而被迫滞留太空

多月的两名美国宇航员。

漏气危机加剧，国际空间站命运多舛

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19日电 （记

者刘霞）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理工

学院科学家研发出一项新技术，成功

将部分塑料转化为肥皂、洗涤剂、润滑

剂等多种实用产品。这一成果发表于

19 日出版的最新一期《自然·可持续

性》杂志。

研究团队采用的方法并不复杂：加

热塑料并将其分解。他们首先将塑料

加热至 343℃—399℃，随后将其置于由

该团队自主研发的反应器中。反应器

会将塑料分解成各种化合物，留下油、

气和残留固体混合物。

研究团队表示，该方法的关键是分

解构成塑料的聚丙烯和聚乙烯分子，他

们做到了这一点。在这一过程中，产生

的残留固体微乎其微，气体则可以被捕

获并用作燃料。而最让他们兴奋的是，

他们可以改变油的功能或化学性质，并

将得到的新分子转化为肥皂、洗涤剂、

润滑剂和其他产品。整个过程耗时不

到一天，而且全程实现了温室气体零排

放，为解决全球塑料污染难题提供了切

实可行的方案。

联合国网站提供的数据触目惊心：

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多达 4.3 亿吨，相

当于每天有 2000 辆装满塑料的垃圾车

倾倒在海洋、河流和湖泊中。联合国预

计，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到 2060 年，

塑料污染将增加两倍。但令人沮丧的

是，目前全球只有不到 9%的塑料得到

回收。

研究团队坦言，虽然他们找到了分

解塑料的方法，但如何将这一技术规模

化、连续化，并实现成本效益最大化，仍

然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部分塑料可转化为多种实用产品

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19日电 （记

者张梦然）《自然·通讯》杂志 19 日发

表的一项研究显示，鸡心蛤演化出了

类似光缆中光纤束般的结构。这些

类似窗户的结构能让阳光照射到生

活在它们壳里的共生藻，同时阻挡有

害的紫外线辐射。这或许代表了对

拥有类似光纤束结构生物体的首个

观测结果。

鸡心蛤（一种心形软体动物）和大

砗磲都属于双壳类（带铰链壳的一类

软体动物）动物，两者都演化出了与藻

类互利的关系。这些藻类生活在它们

的壳内，需要阳光进行光合作用并向

双壳类动物提供营养。大砗磲会打开

壳让阳光照进来，这时它们的柔软内

部也会向捕食者和太阳紫外线辐射敞

开。而鸡心蛤的壳一直关闭，它们的

共生藻会通过另一种之前并不明确的

机制获得阳光。

美国杜克大学研究团队此次分析

了鸡心蛤的外壳碎片，并利用一个检

测不同波长光强的设备测量了有多少

阳光能穿透它们的壳。透明的壳窗由

名为文石（一种碳酸钙晶型）的物质组

成，能将阳光投射到壳内部的微型透

镜上，这些透镜能对光进行散射、压缩

和过滤。这能优化藻类获得的有用光

的量，同时减少有害的紫外线辐射暴

露。由于这些鸡心蛤的壳窗能以这种

方式传输光线，团队将该结构比作光

纤束。

鸡心蛤外壳的这种独特窗结构或

对生物体本身具有很多益处，也许还能

启发科学家模仿这种可实现高效光传

输的自然适应，开发出新型生物材料。

鸡心蛤演化出类光纤束“壳窗”结构

自然光下的
鸡心蛤（上排）和
从内部照亮的透
明壳窗，形状有
小三角、条纹和
马赛克等。

图片来源：
美国杜克大学

机械量子比特实验系统。
图片来源：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国际空间站
由国际空间机构
联盟运营维护并
提供所需部件，
该联盟主要成员
为美国、俄罗斯、
欧洲、日本和加
拿大空间机构。

图片来源：
NASA官网

科技日报北京11月 19日电 （记者张
梦然）最新一期《自然·通讯》杂志上发表了

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科学家利用

单细胞生物的遗传基因创造出一种多能干

细胞，并使这些干细胞完全发育成小鼠，成

功重写了“生命剧本”。这项研究揭示了人

类与单细胞生物共享一个早于动物的共同

祖先，从而重新定义了人们对干细胞遗传

起源的理解，并为探索遗传工具进化的多

功能性提供了全新视角。

在这项看似科幻小说般的实验中，包括

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在内的国际团队利

用了一种在领鞭毛虫中发现的特定基因，成

功创建了干细胞，并进一步利用这些干细胞

培育出了活生生的小鼠。领鞭毛虫是一种

与动物有亲缘关系的单细胞生物，其基因组

中包含类似于驱动哺乳动物干细胞多能性

的 Sox 基因版本。这一发现颠覆了长久以

来认为关键基因仅在动物体内进化的观点。

团队指出，能够使用源于近亲的分子工

具成功培育出小鼠，标志着在接近 10 亿年

的进化历程中，某些功能展现出了惊人的连

续性。而对于干细胞形成至关重要的基因，

可能早在干细胞本身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

团队此次尝试将来源于领鞭毛虫的

Sox 基因导入小鼠细胞中，以此替代原有

的 Sox2 基因，成功实现了细胞向多能干细

胞状态的转化。为了测试实际效果，团队

将它们注入了正在发育的小鼠胚胎内。结

果显示，这些嵌合小鼠不仅存活下来，而且

展现出了一系列供体胚胎及实验室诱导干

细胞的显著特征，如黑色毛发斑点和黑色

眼睛，表现出古老基因扮演的核心角色。

该研究的意义远远超出进化生物学领

域，还可能开启再生医学的新篇章——科

学家或许可以开发出更为高效的干细胞疗

法，改善细胞重编程技术，为治疗疾病或修

复受损组织开辟新途径。

看到两种老鼠的对比照片，着实让人

有汗毛倒竖的感觉。来自单细胞生物领鞭

毛虫的特定基因，在小鼠身上得到了如此

明显的表达。而且，这黑色眼睛的小鼠，是

通过领鞭毛虫的遗传工具“构建”出来的！

看似在进化树上已经分道扬镳许久，但单

细胞生物基因依然能与哺乳动物细胞融

合，甚至在哺乳动物体内扮演核心角色。

这两只小鼠，给了我们关于生物起源的新

思考，让我们重新认识基因的延续性，也让

我们看到了干细胞疗法的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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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据美国

趣味工程网站 18 日报道，在近日于韩

国庆尚北道举行的第 22 届尚州柿饼

马拉松赛上，由韩国科学技术院开发

的四足步行机器人“RAIBO2”耗时 4

小时 19分 52秒，完成了全程 42.195公

里的马拉松。这是全球首款完成全程

马拉松的四足机器人，证明了其在复

杂城市环境中稳定执行交付和巡逻等

任务的能力。

该马拉松赛在 14 公里和 28 公里

处，均有 50 米的海拔提升。为了让

“RAIBO2”应对这些挑战，团队使用

强化学习算法，开发出一种行走控制

器，并利用 RaiSim 应用程序，模拟了

斜坡、楼梯和结冰道路等复杂地形，对

“RAIBO2”进行训练。

步行涉及力量与动作之间复杂的

相互作用。当机器人的脚触地时，每一

步都会产生强大的冲击力。这些反复的

冲击会产生振动和应力，损坏机器人的

机械部件。因此，步行机器人必须采用

高度复杂的系统，才能承受与地面接触

时频繁撞击产生的周期性振动。而

“RAIBO2”的关节设计极具创新性，能

巧妙利用下坡时产生的能量，提高整体

行走效率，也弥补了上坡时消耗的能量。

未来“RAIBO2”还将添加自动导

航功能，在监视和灾害管理方面大显

身手。

四足机器人完成全程马拉松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佳欣）美国

耶鲁大学医学院研究人员近日在《公

共科学图书馆·综合》杂志上发表的一

项新研究表明，生活在空气污染较严

重地区的人患湿疹的可能性更大。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湿疹的全

球发病率不断上升，这表明环境因素可

能是导致湿疹发病率上升的原因之

一。在这项新研究中，研究人员使用了

来自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全民健康研

究项目”的数据，该项目涵盖了数十万

名美国成年人。新研究纳入了 286862

名参与者，这些参与者的人口统计信息

和电子健康记录等数据均可用。

总 体 而 言 ，有 12695 名 参 与 者

（4.4%）被诊断出患有湿疹。排除吸烟

因素，研究人员发现，湿疹患者更可能

居住在空气中细颗粒物（PM2.5）浓度

较高的区域。在他们居住的区域内，

空气PM2.5平均浓度每增加10微克/立

方米，人们患湿疹的可能性就会翻倍，

甚至更高。

研究人员得出结论，以 PM2.5 衡

量的空气污染加剧，可能会影响湿疹

的发病风险，这很可能是通过影响免

疫系统进而导致的。

湿 疹 或 与 空 气 污 染 有 关

完成全程马拉松比赛后，“RAI-
BO2”的成绩出现在照片墙上。

图片来源：韩国科学技术院

左边为嵌合型老鼠，眼睛是黑色的，毛
皮上有黑色斑点，这是由来自领鞭毛虫Sox
基因的干细胞产生的。右边野生型老鼠眼
睛是红色的，毛皮是白色的。

图片来源：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