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7月 5日 星期三 Tel：（010）62580617

国际 INTERNATIONAL

主编：赵路 编辑：郭爽 校对：何工劳 E-mail押lzhao＠stimes.cn

2

本报讯 一项约束质子质量的新实验发现，

这种亚原子粒子比此前认为的轻 300 亿分之

一。这比此前最佳的测试精确了 3 倍。
所有原子都包含至少 1 个质子，这意味着

测量其最简单的特征———大小、电荷和质量有
助于回答物理学领域一些大问题，包括宇宙中
含有的物质为什么比反物质更多等。

该研究背后的国际团队使用了对百万分
之一（ppt）级质量敏感的工具，这相当于能够
测量落在一架三角钢琴上的一根睫毛的质
量。

这一测量是在一个 1.5 公升的密封罐中进
行的，里面所有的空气都被泵出并冷却到接近
绝对零度。“这个容器被密封了，所以它与外部
世界没有任何关联。”德国马普学会核物理研究
所带领这项研究的 Sven Sturm 说。

一个电子束被用来轰炸密封罐内的一个塑

料目标。该团队利用一个被称为彭宁离子阱的
装置，以限制电磁场中的一个质子。该质子在磁
场中画着圈移动，通过测量其速度，该团队可以
计算其质量。

“这是非常精确的实验，他们用了非常复杂
的方法。”并未参加这一研究的 Peter Mohr 说。
Mohr 是英国科技数据委员会（CODATA）的成
员，该团队收集基础物理测量结果并定期发表
供科学界使用的标准值。

降低质子质量有助于人们让一些研究更
加精细，如旨在了解为什么宇宙中的物质量
超过反物质量的研究，欧洲核子研究委员会
ALPHA 实验项目的 Makoto Fujiwara 说，该项
目旨在寻找氢气及其反物质配对物的差异。

（冯维维）

塑料“指纹”
可当安全密钥

本报讯 细小塑料颗粒表面的微观皱纹能够被
用于制造难以复制的安全密钥。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圣文森特学院的 Derek
Breid 说，这些随机形成的皱纹很像人类的指纹。由
于每组皱纹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些粒子可被用于替
代安全卡或是指纹来识别个人身份。它们还被用于
珍贵的艺术品，这样一来人们就能确保交易的是真
的艺术品。

该技术开发者、韩国庆熙大学的 Wook Park 表
示，以这种方式制作的密钥几乎不可能克隆。他们
的方法包括在塑料颗粒上加一层薄薄的二氧化硅，
然后将其浸入乙醇中等待变干。随着颗粒变干，硅
氧层内形成的皱纹将会产生类似指纹的结构。

微弱的温度差异或是受灰尘或其他粒子影响，
都会使该结构变得独一无二。“这是一个极为混沌
的随机过程。”Breid 说，这使其他人几乎不可能准
确复制皱纹模式。通过这种方式制作皱纹比用激光
蚀刻特定的迷宫更容易，且成本更低。“不使用昂贵
的制作技术非常重要。”他说。

尽管形成这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随机的，但
Park 和团队依然研发了控制一些皱纹在哪里形成
的方式。他们将其放置在日光下使塑料颗粒的一部
分变硬，每个变硬的点会形成“决策点”，皱纹在那
里结束、弯曲或是分离。

研究人员至少能够控制其中一些参数，可以方
便地共享信息。以同样的方式控制一组粒子（例如
使其接触同样的光模式）能够用类似的决策点形成
匹配组。尽管整体的指纹仍是随机的，读取该粒子
的扫描仪将能识别决策点的位置，从而像安全卡那
样知道属于一组类似钥匙的一个密钥，也就是说，
它们可以打开同一扇门，为此它们能够在可获得特
定信息的群体间分享。

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的 Jan Genzer 对这一研
究印象深刻。“你可以对皱纹的长度和形状进行很
好的控制。”他说。

Park 和团队正在研究一个体积更小的扫描仪来
检测该模式。他们认为，在保密系统中使用能够读取
表面电子信息的导电扫描仪更加现实。 （晋楠）

科学家发现免疫细胞
完全丧失战斗力的原因

据新华社电在与病毒或癌细胞的长期对抗中，
机体免疫细胞会陷入疲劳，其中有些细胞完全丧失战
斗力且难以恢复。美国科学家最近发现了其中的原
因：免疫 T 细胞彻底耗竭与 DNA 甲基化过程有关。

T细胞是免疫系统与病毒和癌细胞等作战的主
力，它们丧失功能称为 T细胞耗竭，会使机体免疫力
下降、病原体获得优势。一些免疫疗法能鼓舞 T细胞
重新参战，但对彻底耗竭的 T细胞不起作用，导致免
疫疗法对许多患者无效，或病情缓解后复发。

美国圣祖德儿童研究医院的科学家在新一期
美国《细胞》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发现免疫 T细胞彻
底耗竭与 DNA甲基化过程有关，一种现成的癌症
化疗药物可以让 T细胞重新振作起来。

DNA甲基化是指 DNA的构成单元之一胞嘧
啶被选择性地添加甲基，这会使 DNA链条外形发
生变化，导致一些蛋白质无法正确识别 DNA，并且
还可能不正常地“开启”或“关闭”一些基因的功能。

研究人员对感染病毒或患有癌症的实验鼠进
行观察，发现 T细胞耗竭是因为它们的基因由于
DNA甲基化而被关闭，耗竭状态还会传递给下一
代 T细胞。

研究人员还发现，常用的癌症化疗药物地西他
滨能逆转 T细胞这种彻底耗竭的状态。用这种药物
治疗患癌实验鼠，再施以免疫疗法，T细胞会“原地
满血复活”，恢复战斗力并且积极增殖。

这一发现可能有助于改善免疫疗法，增强对癌症
和慢性病毒感染的疗效，对于控制艾滋病病毒等破坏
免疫系统的病原体具有特别意义。研究人员下一步将
确认人体 T细胞耗竭的机理是否与实验鼠类似。

本报讯 古罗马人建造的混凝土海墙在
2000 多年的时间里经受住了海浪的冲击。现
在，一个国际研究小组已经发现了一个关于这
种混凝土如此“长寿”的秘密———混凝土和海水
之间的化学反应形成了一种罕见的矿物质，从
而能够强化这种材料。

这项研究的负责人、美国盐湖城犹他大学
地质学家 Marie Jackson 指出，结构工程师们或
许可以利用这些见解制造更坚固、更具可持续
性的混凝土。她和同事于 7 月 3 日在《美国矿物
学家》杂志上报告了他们的发现。

现代混凝土使用的是一种水和波特兰水泥
（一种主要由石灰石和黏土制成的细粉）的混合
物将小石块粘在一起。但它在几十年内就会降
解，尤其是在恶劣的海洋环境中。

而与波特兰水泥不同，罗马混凝土使用了
一种火山灰和石灰的混合物，从而将岩石碎块
结合在一起。公元 1 世纪的罗马作家兼海军将
领老普林尼曾这样描述水下混凝土的结构———
它变成了“一块单个的石头，海浪也无法将它摧
毁，并且每天都更强大”。这激起了 Jackson 的兴
趣。“对我来说，问题是，这些材料是如何变成岩
石的？”她说。

研究人员报告说，古罗马水泥成分包括火
山灰和石灰石等，它们被放入木制模子中，再放
入海里构成建筑。

在早期的研究工作中，Jackson 及其同事报
告了罗马混凝土的一些不同寻常的化学成分，
比如一种叫做铝雪花钙石的稀有矿物的存在。
而在这项新研究中，科学家将从意大利波佐利
港古罗马时代遗留下来的水泥建筑中采集的混
凝土样本送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劳伦斯·伯克利
国家实验室。在这里，研究人员利用 X 射线同
步加速器———“先进光源”绘制出了样品中的矿
物质位置。

研究人员最终发现了一种叫做钙十字沸石
的硅酸盐矿物，这种矿物在火山岩中很常见，而
铝雪花钙石晶体正是伴随其一起生长的。当海
水冲刷混凝土使其变得更加具有碱性后，铝雪
花钙石似乎便从钙十字沸石中长大了。

“这在地球上是非常罕见的。”Jackson 说。
这种结晶只有在像冰岛苏特西火山这样的地
方才会出现。随着铝雪花钙石的生长，它可能
会增强混凝土的坚固性，因为其长片状的晶
体使得材料在受压时能够更加弯曲而不是粉
碎。

研究人员指出，关键是，古罗马水泥在接触
海水后，海水会溶解火山灰中的一些成分，再在
这些空隙中慢慢形成新的矿物，如含铝雪花钙
石。这些矿物不仅强度高，还将原有建筑连成了
更牢固的整体。因此，这样的建筑可以在海浪的
拍打中“每天都变得更强”。

比利时根特大学材料工程师 Nele De Belie
说，现代的混凝土制造商可以向古罗马人学习。
她和同事使用煤燃烧过程中产生的粉煤灰等材
料赋予混凝土“自我修复”的特性———在这些材
料形成后，它们就会闭合裂缝。粉煤灰与罗马人
在混合物中使用的火山灰类似。

Jackson 一直致力于在实验室中重现罗马
人的混凝土配方，她同时还是内华达州一家水
泥公司的顾问，该公司正在利用来自美国西部
的火山灰研制这种混凝土结构。

Jackson 说：“我并不是说这将成为日常基
础设施中使用的混凝土。但是对于像海墙这样
的材料，我们可以用罗马人的方式来研究石灰
和火山灰材料的混合物。”她说：“罗马人可能已
经通过研究火山喷发的灰烬如何在持久的岩石
中结晶获得了自己的想法。”

研究人员说，现在可以在实验室中合成含

铝雪花钙石，但是要将这种矿物分散融入到现
代水泥之中还很困难，而古罗马水泥与海水的
反应要耗费很多年时间，难以在实用中推广。他
们今后将进一步探索如何模仿这种反应机制，
研发出性能更好的水泥。 （赵熙熙）

动态

科学家破解古罗马水泥不倒之谜
或因化学反应形成罕见矿物质所致

今天的蛙类可能要感谢曾经导致恐龙灭绝
的地球灾难。

一项新研究表明，今天地球上存在的 88%
的蛙类与距今 6600 万年前扫灭地球上绝大多
数陆地生物的行星撞击有关。几乎 10 个该类两
栖动物中就有 9 个是生物大灭绝中幸存下来的
三个世系的后代。它们均来自白垩系与古近系
的交汇点（正式名称是 KT 界限），而这正是灾
难发生之时。

科学家认为，它们的第一个幸存者可能通
过钻入地下躲过了行星的袭击。随后则是树栖
蛙类带头探索可获得的栖息生态位。

而此前的研究表明，蛙类进化时间比这早
3500 万年，而且与恐龙大灾难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知道除了少数鸟类物种以外，生物大
灭绝事件让绝大多数恐龙灭绝，随后蛙类生物
多样性爆发，并成为陆地动物的优势类群。”该
研究共同作者、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的 David Hillis 说，“随着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
生命群体，可以发现类似的模式，事实证明蛙类

也是如此。”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David Wake 表示，

早期蛙类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随着开花植物
在地球上蔓延，蛙类可以适应在树上生活。“蛙
类开始在树上栖息，这使得该物种在南美洲尤
其呈现出极大的放射状分布。”

该团队表示，树木是蛙类理想的栖息地，这不
仅是因为它们为其提供了躲避地面捕食者的避难
所，而且还给它们提供了丰富的昆虫作为食物。

Hillis、Wake 和中国中山大学教授张鹏等
分析了 44 个蛙类家族 156 个蛙类物种的遗传

数据得出这一结论。
今天的蛙类超过 6700 个已知物种，它们正

日益受到栖息地破坏、人口增加以及气候变化
的威胁。

“这些蛙类能够度过劫难与运气有关，可能
因为它们在地下，或是可以在地下停留相当长
的时间。”Wake 说，“这也为生物大灭绝提供了
引人注目的积极一面：它们为新物种提供了生
态机遇。等到下一次大灭绝，生命将会再次崛
起。但它会朝着哪个方向崛起，我们现在无从知
晓。” （冯维维）

恐龙灭绝
蛙类崛起

科学此刻姻 姻

图片来源：DavidA. Northcott/Getty

质子比想象更轻

科学家创造出
“桌面上的太阳风暴”

据新华社电 当超高速带电粒子流从太阳
表面喷出，它们产生的磁场急速变化，会干扰
地球无线电通信并带来绚丽的极光。科学家
最近在实验室模拟出了这种“太阳风暴”。

“太阳风暴”其实是一种湍流现象，即流
体的快速复杂运动。勺子搅动的咖啡、奔腾
的洪水、使飞机颠簸的气流都属于湍流。运
动的带电粒子会产生磁场，粒子的复杂运动
使磁场呈现湍流的特征。许多剧烈的天文事
件中都有磁场湍流，如太阳风和太阳耀斑
等。

印度塔塔基础研究所和葡萄牙里斯本大
学等机构的科学家合作，用超强激光脉冲轰
击炽热致密的等离子体，创造出了磁场湍流，
与卫星观测到的太阳风磁场湍流相似。

研究小组在英国《自然·通讯》杂志上报告
说，在起初的一万亿分之一秒里，这种磁场湍流
由电子主导；随后离子参与其中，接管主导权。
在离子阶段，磁场湍流的光谱与太阳风磁场光
谱惊人的相似，尽管两者规模大小悬殊。

研究人员说，他们创造出的磁场湍流的
初始能量来自电子，而太阳磁场湍流的初始
能量来自离子，但两种湍流的光谱一致，可
见其特征与能量源无关。这意味着将来有可
能用小规模实验模拟天文尺度的现象，深入
研究磁场湍流的性质，帮助理解恒星演化等
过程。

量子计算机渐行渐近

量子计算机已经俘获人们的想象力近
50 年。其原因很简单：它提供了解决用经典
力学永远不能回答的问题的思路。例如确切
地模拟化学以开发新分子和材料，以及解决
复杂的优先问题，即在许多可能的选项中寻
找最佳解决方案。每个产业都需要进行优
选，这正是这一技术拥有如此颠覆性潜力的
原因。

一直以来，获取新生量子计算机仍仅限
于全世界少数实验室的专家。但过去若干年
的进展已经能够建造世界上首个原型系统，
最终将验证一直以来仅存在于理论中的想
法、算式和其他技术。

量子计算机通过利用量子力学的强大力
量解决问题。它并非像经典计算机那样一次
思考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它不能利用经典
力学的类比来解释，其所有解决方案从量子
态叠加开始，然后利用纠缠和量子干涉接近
正确答案，这一过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会
观察到。然而，尽管它们提供了很大的希望，
但实现起来并不容易。流行的设计需要超导
体、对脆弱量子态的精准控制以及屏蔽处理
器以阻挡任何一束光线。

现有计算机过小，难以解决比今天的超
级计算机可以应对的更加复杂的问题。然而，
人们已经有了巨大进展，开发出可在量子计
算机上更快运行的算式。现有在超导量子比
特中延长一致性（量子信息的生命周期）的技
术已经比 10 年前增加了 100 多倍。人们现在
可以检测最重要的量子错误。2016 年，IBM 向
公众提供了通往首个云端量子计算机———
IBM Q 系统的通道，它由一个图形接口进行
编程，现在还有一个基于流行编程语言
Python 的界面。向全球开放这一系统已助推
对量子计算机技术发展非常重要的创新，到
目前为止，使用这一工具发表的学术论文已
经超过 20 篇。这一领域正在显著扩展，全球
范围内的学术研究组织和超过 50 家创业企
业以及大型公司正在聚焦让量子计算机成为
现实。

随着相关技术进步和人人都可接触到量
子计算机，现在已经是时候让“量子准备好”。
人们已经开始了解如果现有计算机可以解决
新问题，它们将会做什么。很多量子计算机
指南可以在线获取。但仍有很多问题，相干
时间必须提高，量子错误比例必须减少，最
终，人们能够减少或纠正出现的错误。

（晋楠）

微颗粒上的皱纹
图片来源：Clouds Hill Imaging Ltd

物理学的很多问题都依赖于质子的质量。
图片来源：William Andrew/Getty

罗马码头和其他用古老水泥混合建造的港口
结构已经持续了几千年。
图片来源：Independent Picture Service/Ala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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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架构形成后，原集团总部转型成为控

股集团公司，所有业务按专业下沉到各级专业
化的子公司。王戈介绍，集团公司目前控股 14
家公司，参股 9 家公司，2016 年公司总营业额近
80 亿元，东方科仪正向中国科技综合服务领域
领导者的目标稳步迈进。

“亲儿子首先要做好家里事。那就是服务于
科学院大局，不断迎合科学家的科研需求，主动
出击。”王戈说。“专业专精，主动找位，不忘服务
于中科院、科教事业的初心，通过在生命科学、电
子信息、新能源以及科技金融等重点领域的专业
经营，我们期待着继往开来、开疆辟土。”

固本求新

面对“互联网 +”时代对科研基础设施和服
务支撑体系所提出的新挑战，东方科仪经过充
分的前期调研，于 2015 年 6 月推出了一款“接
地气”的“东方在线”（O-Science）进出口和招标

业务综合服务网络平台与小额高频采购信息管
理平台，受到一线科研管理人员的青睐，解决了
科研管理人员日常工作的痛点，提高了科研工
作效率和管理水平，为中科院进一步落实“率先
行动”计划提供了“互联网 +”版本的科研服务
支撑体系。

东方科仪于 2013 年布局生命科学服务的
运营领域，创立了生命科学领域的高值耗材物
流平台———国科恒泰，4 年间，销售额达到 22 亿
元。

2016 年 11 月，东方科仪再次迎来发展史上
的又一里程碑———作为东方科仪创新发展战略
的重要举措之一，旗下控股的东方中科公司成
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控股集团
旗下首家上市企业。

基于在上述各业务领域的不俗业绩，2015
年和 2016 年，东方科仪连续两年获得中国科学
院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科
控股”）颁发的“创新发展奖”第一名，这意味着
公司的各项 KPI 指标均名列前茅。同时，东方中

科的上市，也为东方科仪摘得国科控股颁发的
“年度证券资本化奖”。

王戈说，他很在意这份来自领导的鼓励。
“正是背靠中科院和国科控股的大树，在各个院
内单位和兄弟企业的支持下，咱们才能搭起东
方科仪的舞台。通过我们擅长的运营、市场和服
务能力，为科学家提供科研和创新服务，这是东
方科仪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再次强调。

舍我其谁

近日，中科院“一带一路”科技产业联盟将
正式成立，东方科仪具有丰富的国际贸易经验
和稳定的营销网络，作为联盟的理事长和秘书
长单位，颇有些主动承担、舍我其谁的意味。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泰国、马来
西亚、印尼等东南亚科技市场，东方科仪有很好
的品牌知名度，在国际工程项目上有很多成功
案例。“凭借 37 年的经验积累，我们有信心、有
责任，也有能力利用在国际贸易市场上成熟的

经验和市场网络，为我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和技
术转移转化提供更好的支撑平台。”

王戈还期待着，能与相关单位携手合唱科
技“一带一路”这一“主旋律”，为东方科仪下一
个五年、十年再上新台阶夯实基础。

站在新征程的起点上，王戈告诉《中国科学
报》记者，东方科仪控股集团作为整个企业的核
心机构，党员占比近 70%。近年来，公司始终坚
持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中科院党组和
京区企业党委的决策部署上来，充分发挥企业
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把提升企
业效益和竞争力，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作
为企业的中心工作。公司将继续坚持“以人为
本，追求卓越”的企业理念，以战略转型为契
机，服务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中科院的

“三个面向”、“四个率先”的新时期办院方针，
以及“驱动创新”发展纲要，在科教综合服务领
域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让科技创新的成果走进
千家万户，为国家和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再创
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