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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园地科普园地
◎本报记者 张梦然

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28日电 （记

者刘霞）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研究团

队首次利用光镊技术，捕获了拥有 14

个价电子的单个铒原子。他们认为，未

来可利用铒复杂的电子结构，深入探索

粒子之间更加细微的相互作用，开发出

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量子科学实验。

相关论文发表在 26 日出版的《物理评

论快报》上。

光镊利用紧密聚焦的激光束来操

控小到单个原子的微观物体。与光学

晶格相比，光镊技术可以更大的自由度

和自定义的几何形状，实时重置原子的

排列方式。

团队透露，此前利用光镊技术只能

“擒获”那些拥有一两个价电子的简单

原子，最新进展为研究拥有多个价的复

杂电子提供了一种全新方法。

除了成功捕获铒原子外，团队还

开发出了利用铒不同内部状态的成

像方法。通过诱导不同波长的荧光，

他们实现了两种独特的成像技术：一

种是利用蓝色光谱实现的超快群体

分辨成像技术，这是光镊物理学领域

的一项新技术；另一种是利用黄色光

谱实现的几乎可以无损观察物体的

成像技术。

在这些进展的基础上，新成像方法

为研究量子系统开辟了新途径。科学

家将能在不干扰原子量子态的情况下，

密切监测原子的行为。而且，由于观测

速度足够慢，他们还能对系统进行连续

探测。

14个价电子的单个铒原子“捕获”

图为铒原子冷却装置的一部分。
激光器发出的光用于捕获铒原子。
图片来源：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

本月初发布的《2024 中国英文科

技期刊海外媒体传播影响力报告》显

示：《大气科学进展（英文）》（Advances

in Atmospheric Sciences，简称 AAS）在

百强榜单和地球科学榜单分列第三和

第一。

《大气科学进展（英文）》和大学

科、综合学科期刊一起排在前十，我深

切感到中国主办的英文科技期刊迎来

了最好的发展时机，也不禁感念中国

大气领域先驱者 40 年前决定办刊是

多么正确。

1984 年，《大气科学进展（英文）》

创刊。主编陶诗言院士是曾因参与准

确预报长江流域特大洪水而受到国务

院嘉奖的著名天气动力学家。他邀请

后来获得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的叶笃

正院士撰写了创刊词并明确了期刊初

衷——“便于国际同行全面了解中国大

气科学的发展，促进科技合作和交流”。

扎根中国、胸怀寰宇，从一开始就

烙进刊物的学术传承基因。

加强国际交流，与国际
同行携手共进

中国大气科学界在上世纪 80 年代

重返国际气象学与大气科学学会（IA-

MAS），一代代中国大气人在国际学术

舞台崭露头角。中国 IAMAS 主席担任

《大气科学进展（英文）》共同主编之一

已成惯例。

期刊每四年出版一次 IAMAS 国家

报告，系统回顾中国大气科学各个学科

取得的进展。专刊成了国内外科学家

了解中国大气科学最新研究成果的窗

口，也是广大学子学习大气科学的最新

教材。

2015 年，有 1000 多名全球会员的

IAMAS 主动提出与期刊合作，双方很

快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填补了 IAMAS

成立 100 多年来没有关联学术期刊的

空白。

期刊以稳步提升的影响因子、日益

显著的国际影响力得到了 IAMAS 的全

面认可，并通过与 IAMAS 共同组织专

刊等方式提升了期刊国际知名度。

出版范式创新，引领
全球重点议题讨论

《大气科学进展（英文）》增开“新闻

与观点”栏目，邀请顶尖科学家点评国

际热点。2022 年汤加火山剧烈喷发，

我们立即邀请专家估算了本次火山爆

发的可能气候影响，发表了观点文章，

并制作了关于火山与气候问题的“快问

快答”科普小视频，在国内外反响热

烈。文章被包括 Science 以及 Nature 系

列刊物引用，取得了良好的学术影响和

社会效益。

新增的“展望”栏目由于其前瞻性

而广受关注。副主编在处理法国青年

科学家 Florent Brient 的来稿时，意识

到这个工作的创新性和引领性，建议开

设展望栏目来匹配这篇文章，并作为封

面文章重点推荐。该文对模式使用前

景的建议引发了全球气候模式科学家

的思考和讨论。被评为《大气科学进展

（英文）》年度优秀论文。

重视基础研究，确保
原创成果精准呈现

《大气科学进展（英文）》并不一味

追逐热点，也关注难度大、反馈慢的基

础研究。例如罗德海教授发表的非线

性多尺度相互作用理论，被国际大气学

术界认为是有开创性的工作，并因此邀

请他在一个重要的国际大会上作主旨

报告。国际学者作关于阻塞研究的报

告时也多次提到这一理论。

优质的出版服务促成了全球海洋

热含量年度报告每年均在《大气科学进

展（英文）》上抢先发表。七年来，年度

报告作者从只有中国团队，发展到中、

美、法、意等多国十几个科研团队；内容

也从热含量扩展到海表温度、盐度、层

结、温度不均匀性等多个指标。七年

来，该数据集已被累计超过 45 份国际

综合评估报告引用，CCTV、《华盛顿邮

报》等国内外主流媒体和 Nature都先后

予以报道。

期刊 2023 年 JCR 影响因子在学科

中位列前 8%，近五年来刊发了 41 个国

家和地区的文章，可以说很好地完成了

创刊先驱对我们的期许。

大气是流动的，开放和合作是永远

的主流。我相信，开放、进取的《大气科

学进展（英文）》会成为一本经得起时间

考验的国际期刊。

（作者系《大气科学进展（英文）》共
同主编，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特
聘教授）

《大气科学进展（英文）》：扎根中国 胸怀寰宇

2024 年 10 月《大气科学进展(英
文)》封面。

图片来源：《大气科学进展（英文）》
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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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大气科学研究包括观测、模

拟、分析和理论多个方面。大气

没有国界，学术期刊是各国科学

家 交 流 科 学 研 究 的 重 要 平 台 。

1984 年，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

究所和中国“国际气象学和大气

科学协会（IAMAS）”委员会共同

创办了《大气科学进展（英文）》

（AAS）。

AAS 的 一 个 特 色 是 联 合 办

刊 。 2005 年 我 国 在 北 京 举 办 国

际 气 象 学 与 大 气 科 学 学 会（IA-

MAS）大 会 。 诺 贝 尔 奖 获 得 者

Syukuro Manabe（真 锅 淑 郎）、英

国 皇 家 学 会 会 士 Brian Hoskins

（布瑞恩·霍西金斯）、美国科学

院 院 士 Robert Dickinson（罗 伯

特·迪 金 森）等 诸 多 朋 友 参 会 。

AAS 及 时 出 版 会 议 专 刊 ，引 起

IAMAS 等 国 际 科 学 组 织 的 关

注。期刊 2015 年成为 IAMAS 合

作期刊，同年成为中国气象学会

期 刊 。 期 刊 的 主 编 由 国 内 外 著

名科学家联合担任，由十国百位

编委把关学术质量。

创刊 40 年来，AAS 见证了中

国大气科学的崛起与国际交流，致

力于推动全球大气科学发展，成为

一本优秀的国际大气科学期刊。

希望 AAS 越办越好，为全球学术

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点评人：吴国雄，中国科学院
院士，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28日电 （记

者张梦然）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等机

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突破性的显微

镜方法，能够以细胞级分辨率对完整的

小鼠大脑进行详细的三维 RNA 分析。

发表在最新一期《科学》杂志上的这种

名为 TRISCO 的新方法，有可能改变

人们对正常和疾病状态下大脑功能的

理解。

尽 管 RNA 分 析 取 得 了 巨 大 进

步 ，但 将 RNA 数 据 与 其 所 在 空 间 背

景联系起来一直是一个难题，尤其是

在完整的三维组织体积中。但此次，

利用 TRISCO 方法，研究人员可对整

个 小 鼠 大 脑 进 行 三 维 RNA 成 像 ，而

无需像以前那样将大脑切成薄片。

这 项 研 究 最 多 同 时 分 析 了 3 种

不 同 的 RNA 分 子 。 研 究 人 员 下 一

步 计 划 是 使 用 多 重 RNA 分 析 技 术 ，

将 可 研 究 的 RNA 分 子 数 量 进 一 步

扩 大 到 大 约 100 个 。 这 样 就 可 以 提

供有关大脑功能和疾病状态的更多

更详细信息。

TRISCO 方法为深入了解大脑的

复杂性开辟了新途径，进而可促进开

发各种脑部疾病的新疗法。其不仅

适用于研究完整的小鼠大脑，还可用

于 研 究 更 大 的 大 脑 ，例 如 豚 鼠 的 大

脑，以及对肾脏、心脏和肺等各种组

织展开分析。

新成像法能对大脑进行三维RNA分析

一棵植物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把种

子最多能抛出多远？30 厘米还是 40

厘米？

大出所料的是，一种名为喷瓜的植

物，能以每秒 20 米的速度，把它的种子

喷出 10米开外。

几个世纪以来，喷瓜以其神秘的种

子喷射能力吸引了无数科学家的目

光。这种奇特的植物在成熟时，会以惊

人的速度和力量将种子喷射出去，仿佛

微型火箭发射一般。但直到最近，英国

牛津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的科学家才

揭开了喷瓜种子传播的奥秘。

原来，喷瓜的秘密在于它的高压系

统。在种子传播前的几周内，果实内部

会积累大量的粘液，使得内部压力逐渐

升高。这种高压环境为喷射种子提供

了强大动力。与此同时，部分液体会被

转移到茎部，使茎变得更强壮。这不仅

有助于果实调整到一个理想的发射角

度（大约 45°），还能确保在喷射种子

时有足够的支撑力。

当一切准备就绪，喷射的瞬间就到

来了。在最初的几百微秒内，茎尖会迅

速反冲，导致果实向相反方向旋转。这

种快速反冲增加了种子的初速度。由于

果实内部压力的逐渐下降和果实的不断

旋转，每个种子的出口速度和发射角度

都会有所不同。最初的种子会飞得最

远，而后续的种子则会逐渐落在更近的

地方。这种可变的发射模式确保了种子

在母株周围广泛而均匀地分布，覆盖 2

至10米的范围。

科学家通过数学模型，模拟了不

同参数的变化，发现喷瓜的种子喷射

机制经过了精细的优化。如果茎部过

粗或过硬，种子会几乎水平发射，分布

范围狭窄；如果果实内部压力过高，种

子会垂直喷射，也无法远离母株。正

是这种微妙的平衡，确保了喷瓜种子

的最佳散布效果，从而提高了植物的

繁殖成功率。

这项有趣的研究，不仅解开了喷瓜

种子传播的谜团，还为仿生工程和材料

科学提供了新的灵感。例如，可以借鉴

喷瓜的高压喷射机制，设计出高效的药

物输送系统，如喷射纳米颗粒的微胶

囊，实现快速、定向的药物释放。

喷瓜的故事也告诉我们，自然界中

充满了令人惊叹的智慧，人们不仅能揭

开这些自然之谜，还能从中获得启发，

推动技术进步。

喷瓜如何把种子喷出10米开外？

小鼠大脑图像。
图片来源：美国《科学》杂志

喷瓜。图片来源：英国牛津大学

科技日报北京11月 28日电 （记者张
佳欣）英国牛津大学团队研发出一种新型

的生物相容性液滴电子装置。这种新型传

感器能够以“离子语言”与细胞直接交流，

记录心脏发出的电信号。其不仅能复制许

多传统电子设备的功能，甚至在某些方面

实现了超越，为未来的生物工程和生物医

学应用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该成果 28 日

发表在《科学》杂志上。

这项创新技术属于离子电子学的一个分

支。它模仿大脑的工作方式，利用钠离子、钾

离子和钙离子等带电粒子来传递信息。与传

统的基于电力的电子设备不同，离子电子装

置通过离子传递信息，有望实现生物相容性

好、能耗低且信号传输精度高的系统设计，例

如用于药物递送的精准控制系统。

此前大多数离子电子装置与人体软组

织的整合都有待改善。鉴于此，研究团队

开发出了一种由生物相容性水凝胶液滴组

成的多功能离子电子装置。这些液滴可在

特定条件下组装并连接起来，形成能导引

离子流动的通道，类似于电子半导体的作

用机制。通过这种方式，团队成功创建了

多种液滴电子组件，如二极管、晶体管、逻

辑门和存储单元，其性能显著优于现有的

软质离子电子装置，甚至可与硬质基体内

的同类装置相匹敌。

该装置能与细胞建立连接，记录细胞

产生的生物电信号。团队展示了如何利用

这种技术制造生物相容性传感器。该传感

器能准确捕捉到培养皿中人类心脏细胞发

出的电信号。这是首次成功制造出能感知

和响应细胞功能变化的实验室生物传感

器，标志着向开发更复杂、能在体内检测器

官异常并通过智能药物递送来作出反应的

生物装置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独特的离子信号传输机制，突破了传

统电子装置与生物体兼容性的限制。可以

预见，其不仅为检测、给药技术带来革新，

也会为神经形态计算、生物-非生物界面

及能量存储技术的发展打开了新视野。而

随着研究和技术进一步优化，这类生物相

容性液滴装置，有望成为连接生物学世界

与电子世界的桥梁，开启全新的治疗和诊

断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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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离子和阴离子选择性水凝胶分别是
p型和n型电子半导体的离子型对应物。

图片来源：英国牛津大学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佳欣）乌贼

和章鱼通过喷射水流获得前进的推

力。受此启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与

丹麦生物制药公司诺和诺德联合研发

出一种可吞服胶囊，能直接将药物释

放到胃壁或其他消化器官内。这款胶

囊可用于递送 RNA药物，或为通常需

注射的药物（如胰岛素等）提供一种替

代给药方式。相关论文发表于新一期

《自然》杂志。

由 大 型 蛋 白 质 或 RNA 构 成 的

药物通常不能口服，因为它们在消

化道中容易被分解。对此一般是将

药物封装在小型胶囊中，在到达消

化道后，利用小针头或微针阵列来

输送药物。

研究人员此次探索了无需针头的

给药方法。他们构思了两种模拟乌贼

和章鱼喷射动作的方法，即使用压缩

二氧化碳或紧密盘绕的弹簧来产生推

力，挤压液体药物。碳水化合物触发

器保持气体或弹簧处于压缩状态，当

暴露于湿润或酸性环境（如胃内环境）

时，触发器会溶解。此时，气体或弹簧

就会膨胀，将一股药水从胶囊中喷射

出来。

研究人员设计了两款胶囊，使其

能靶向消化道的不同部位。一款具有

平坦底部和高圆顶，可放在胃壁等表

面上，并将药物向下喷射到组织中。

这款胶囊大小与蓝莓相当，可输送 80

微升药物。

另一款为管状，可对准食道或小

肠等长管状器官，药物向侧壁而非向

下喷射。这款胶囊由金属和塑料制

成，可输送 200 微升药物，在释放药物

后，能够通过消化道排出。

在动物实验中，研究人员利用这

些胶囊输送胰岛素、GLP-1 受体激动

剂，以及短干扰 RNA药物。

仿生胶囊将药物直接泵入胃肠道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佳欣）深吸

一口气，缓缓呼出……人们通过放慢

呼吸就能调节情绪。据新一期《自然·
神经科学》杂志报道，美国索尔克生物

研究所团队发现一条特定的大脑回

路，或能解释这一现象。

团队认为，大脑额叶皮层可能与

控制自动呼吸的脑干区域存在某种

联系。他们通过初步实验发现：前扣

带皮层额叶区域的神经元与脑桥中

间的脑干区域相连，进而与下方的延

髓相连。

团队记录了小鼠在不同行为和情

绪状态下的大脑活动。他们使用光遗

传学技术，在不同情境下打开或关闭

这一回路，并观察小鼠的呼吸和行为

变化。结果显示，当皮层与脑桥之间

的连接被激活时，小鼠表现得更加平

静，呼吸也更加缓慢；而在诱发焦虑的

情境中，这种通信减少，呼吸频率增

加。此外，人为激活这一回路可减缓

小鼠的呼吸并减少焦虑迹象，而关闭

这一回路则会导致呼吸频率上升和焦

虑加剧。

这一发现表明，前扣带皮层－脑

桥－延髓回路在呼吸速率与行为和情

绪状态的自主协调中起着关键作用。

大脑更高级的部分与脑干中较低级的

呼吸中心之间的这种联系，使人们能将

呼吸与当前的行为和情绪状态相协调。

控 制 呼 吸 的 脑 回 路 发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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