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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内容详见科学网小柯机器人频道：

一个会写科学新闻的机器人

“小柯”秀

2

科学此刻姻 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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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快讯
（选自 杂志，2022年 1月 21日出版）

俄歇—迈特纳衰变中的
阿秒相干电子运动

在量子系统中，电子态的相干叠加在超快时
间尺度上演化（从几飞秒到阿秒；1阿秒= 0.001
飞秒 = 10-18秒）为与时间相关的电荷密度。在
此，科学家利用自由电子激光器产生的阿秒软
X射线脉冲进行了时间分辨测量，以跟踪一氧
化氮中相干核—空穴激发的演化。
利用一个额外的圆偏振红外激光脉冲，科

学家创建了一个时间解析电子动力学的时钟，
并演示了通过调节 X射线脉冲的光子能量来控
制相干电子运动。核激发态为研究高激发态和
强相关物质中的相干电子动力学提供了一个基
本的实验平台。
相关论文信息：

共形量子点 SnO2层作为
高效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电子传输层

对钙钛矿太阳能电池（PSCs）的改进主要集
中在提高其功率转换效率（PCE）、运行稳定性
和在扩展到模块尺寸时保持高性能。科学家报
告了用一层薄层聚丙烯酸（PAA）稳定的 QD-

SnO2（paa-QD-SnO2），后者增强了光吸收，并
在钙钛矿薄膜上大大抑制了非辐射复合。

纹理 paa-QD-SnO2 双层膜使 PCE 达到
25.7%（认证为 25.4%），相应的 PSC具有高稳定
性。活动面积为 1、2平方厘米和 64平方厘米的
PSCs的 PCE分别为 23.3%、21.7%和 20.6%。

相关论文信息：

量子霍尔铁磁体中
对称破缺和拓扑缺陷的可视化

在强磁场作用下，石墨烯中电子之间的相
互作用形成了一组丰富的自旋或谷对称的量子
霍尔铁磁相（QHFM）。利用扫描隧穿光谱（STS）
可视化原子尺度的电子波函数，解析了石墨烯
QHFM 的谷序特征和分数阶量子霍尔相的光
谱特征。

在电荷中性下，科学家观察到一个由谷极
化态到谷间相干态的场调谐连续量子相变，其
电子密度发生凯库勒畸变。映射从凯库勒相位
的 STS测量中提取的谷纹理，科学家可以看到
在带电缺陷附近的谷孤立子激励。科学家的技
术可以应用于研究各种材料中的谷序相及其拓
扑激励。

相关论文信息

保护连通性有助于
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渔业

全球珊瑚礁的减少已经导致了对协调生物
多样性保护和渔业利益的战略的呼吁。然而，科
学家对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生态学的理解仍然
存在相当大的差距。科学家结合了幼虫扩散网
络的空间信息和人类压力的估计，以测试连通
性对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性。

科学家结合了幼虫扩散网络的空间信息和人
类压力的估计，以测试连通性对提供生态系统服务
的重要性。他们发现，从高度连接的分散通道接收
幼虫的珊瑚礁与较高的鱼类物种丰富度有关。一般
来说，幼虫“水槽”所含的鱼类生物量是“来源”的两
倍，在受到保护时，表现出对人类压力的更大弹性。

尽管它们有支持生物多样性持续性和可持
续渔业的潜力，但高达 70%的重要扩散走廊、汇
和源礁仍未得到保护，这强调了加强对连接良
好的珊瑚礁网络保护的必要性。

相关论文信息：

（李言编译）

《德国应用化学》

可在 -70℃至 100℃工作的
钠离子电池

复旦大学王永刚团队开发了工作温度范围从
-70℃至 100℃的钠离子电池。相关研究成果近日
发表于《德国应用化学》。

钠离子电池作为电网规模储能系统的潜在候
选电池之一，需要应对极端天气条件。然而，具有宽
工作温度范围的全天候钠离子电池很少报道。

该文中，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宽温度钠离子电
池，它涉及碳包覆的 Na4Fe3（PO4）2P2O7（NFPP@C）
阴极、铋（Bi）阳极和二聚物基电解质。研究人员证
明了溶剂化的 Na+可以通过合金化反应直接由 Bi
阳极储存，而无需脱溶剂过程。此外 NFPP@C阴极
在低温下表现出较高的 Na+ 扩散系数。因此，
Bi//NFPP@C电池具有完美的低温性能。即使在
70℃下，该电池仍能提供 70.19%的室温容量。此
外，得益于电解液的高沸点，该电池在高达 100℃
的高温下也能正常工作。
相关论文信息：

《自然—免疫学》

科学家绘制出
人类结核肉芽肿免疫调节图谱

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 Michael Angelo 研究
组绘制出人类结核肉芽肿的免疫调节图谱。相关研
究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自然—免疫学》。

研究人员使用多路离子束飞行时间成像
（MIBI-TOF）对活动性结核病患者组织中的 37种
蛋白质进行成像。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全面的图
谱，并在 8个空间微环境中绘制了 19个细胞亚群。
该图谱显示 IFN-γ耗尽的微环境富含 TGF-β、
调节性 T细胞和 IDO1+ PD-L1+骨髓细胞。在对结
核病患者外周血的进一步转录组元分析中，免疫调
节的趋势反映了肉芽肿成像所确定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PD-L1 的表达与进展到活动

性结核和治疗反应有关。这些数据表明，在结核病
肉芽肿中，存在局部空间协调的免疫调节程序，并
具有界定活动性结核的系统性表现。
据悉，人类结核病的特点是在受感染的组织中

形成富含免疫力的肉芽肿，其结构和组成被认为会
影响疾病的结果。然而，人们对控制人类肉芽肿空
间关系的理解有限。
相关论文信息：

《癌细胞》

抑制MEK
克服化疗免疫疗法耐药性

法国勃艮第—弗朗什孔泰大学 Francois Ghir-
inghelli、Emeric Limagne等研究人员合作发现，抑制
MEK 通过诱导癌细胞的 CXCL10 来克服化疗免
疫疗法的耐药性。该研究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癌
细胞》。

利用肺部肿瘤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培美曲塞和
顺铂（PEM/CDDP）化疗仍然无法与免疫检查点抑
制剂（ICI）协同作用，研究人员将这种治疗的失败
与它无法诱导 CXCL10表达和 CD8+ T细胞招募
联系起来。通过药物筛选，研究人员发现将一种
MEK 抑制剂（MEKi）与 PEM/CDDP 结合在一起
会引发癌细胞的 CXCL10分泌和 CD8+ T细胞招
募，从而使其对 ICI敏感。

PEM/CDDP 加 MEKi 促 进 optineurin
（OPTN）依赖的有丝分裂，导致 CXCL10以线粒体
DNA和 TLR9依赖的方式产生。TLR9 或自噬 /
有丝分裂的抑制抵消了 PEM/CDDP加 MEKi/ 抗
PD-L1疗法的抗肿瘤疗效。在人类非小细胞肺癌
（NSCLC）中，OPTN、TLR9和 CXCL10的高表达
与对 ICI的更好反应有关。这些结果强调，TLR9和
OPTN依赖的有丝分裂的作用能够提高化疗免疫
疗法的疗效。

相关论文信息：

《英国医学杂志》

惊恐障碍伴或不伴广场恐怖症
药物治疗荟萃分析出炉

泰国国立玛希隆大学 Ammarin Thakkinstian团
队对惊恐障碍伴或不伴广场恐怖症的药物治疗进
行了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
于《英国医学杂志》。
为了在伴或不伴广场恐怖症的惊恐障碍治疗

中，筛选出具有高缓解率和低不良事件风险的药物
类别和个体选择性 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
RI），研究组在 Embase、Medline和 ClinicalTrials.gov
数据库中检索截至 2021年 6月 17日的文献，并进
行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
符合标准的随机对照试验包括被诊断为惊

恐障碍的≥18岁的成年人，比较用于治疗惊恐障
碍的药物，并测量相关结果，包括缓解、退出和不
良事件。
符合入选条件的 87项研究共包括 12800名参

与者和 12种药物类别。几乎所有研究（86/87）都有
一些利害关系或存在高偏倚风险。
研究结果表明，SSRIs为惊恐障碍的治疗提供

了高缓解率和低不良事件风险。在 SSRI中，舍曲林
和艾司西酞普兰与高缓解率和低不良事件风险相
关。然而，由于研究内的偏倚、不一致性和报告结果
的不精确性，研究结果大多基于中等至极低证据确
定性水平的研究。

相关论文信息：

维生素 D降低患自身免疫性疾病风险
本报讯 1月 26日发表于《英国医学杂志》

的一项研究首次表明，维生素 D可以防止人们
患上自身免疫性疾病，至少对于 50岁以上的人
来说是这样。

此前关于维生素 D 对自身免疫性疾病影
响的研究，关注的是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或
发展中的患者的维生素 D 水平。其他相关研
究也暗示维生素 D 补充剂对免疫系统有益。
“我们发现，维生素 D对动物免疫系统有各

种各样的好处，但从未证明维生素 D可预防自
身免疫性疾病。”美国布列根和妇女医院 Karen
Costenbader说。

这项新研究首次证明了维生素 D与自身免
疫性疾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在新研究中，Costenbader和同事将美国近
2.6万名 50 岁及以上参与者随机分为两组，给
他们补充维生素 D或安慰剂，并对参与者进行
了大约 5年的跟踪，以观察其患自身免疫性疾
病（类风湿关节炎、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病和银屑
病）的情况。

研究表明，与安慰剂相比，每天摄入 2000
国际单位（IU）维生素 D，可将自身免疫性疾病
发病率降低 22%。但该剂量远高于英国卫生与
社会保健部等卫生组织推荐的标准剂量———
400 IU。

目前，研究人员尚不清楚维生素 D 是如
何预防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但它在人体内会
产生一种活性分子，可以改变免疫细胞行为。

“维生素 D 发挥作用有很多潜在机制，比
如，这种维生素有助于免疫系统区分自身（正
常身体组织）和非自身（如致病微生物），或者有
助于减少人体的炎症反应。”Costenbader说。

Costenbader在患者年龄及身体适宜，且安
全的情况下，建议他们每天服用 2000IU的维生
素 D。但她并不建议每个人都这么做。“如果要
服用补充剂，应该先与你的医生沟通，因为你有
可能不适合服用该补充剂”。

目前，研究人员试图延长试验时间，以观察
维生素 D的益处能持续多久，并希望在年轻人
中开展相关新试验。 （徐锐）

相关论文信息：
维生素 D片 图片来源：Jochen Tack/Alamy

机器人首次完成锁孔手术

本报讯 在外科医生的有限干预下，一个机
器人首次成功对猪肠道进行了锁孔手术。研究
人员称这是人类试验的重要一步。相关论文 1
月 26日发表于《科学—机器人》。

在人类操作的手术中，有一小部分会进行

自动化处理。目前完全由外科医生控制的机器
人正变得越来越普遍。

在这项研究中，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的 Justin Opferman和同事设计了一个机器人进
行肠吻合术操作，即在切除一段肠后，将肠的两
端连接起来，整个过程人工干预有限。

机器人在 4头猪身上进行了手术，共缝了
86针。在 2/3的时间里，机器人会自动缝合；而
在剩余时间里，机器人必须通过人工引导至缝
合位置，然后再尝试缝合。

此类手术特别敏感，因为任何渗漏都可能
导致灾难性的并发症。研究人员在术后一周对
组织进行检查时发现，机器手术的结果与外科
医生手术的结果相当。

该研究小组曾在 2016 年设计过一个机器
人，让它将猪肠道拉出体腔，然后缝合。而这一

次，机器人通过一个很小的开口在狭窄的腹部
内成功完成了任务。这更具挑战性，因为器官会
随着动物的呼吸有节奏地移动。

定制软件会在缝合过程中控制机器人，通
过机器人手臂上的摄像机拍摄的三维图像感知
深度，并绘制腹腔内部不断变化的布局图。
“这项试验是机器人迈向完全自主人体

手术的第一步，尽管这个目标可能还要几十
年才能实现。”Opferman 说，随着研究的深入，
该团队将训练机器人逐步执行越来越多的操
作，比如打开腔体再缝合它，直到证明机器人
自己能够完成整个手术。据悉，由机器人进行
部分手术的人体试验可能在 5 年内开展。

（李木子）
相关论文信息：

成年人
胖瘦难分

波兰科学家对成年人开展的一项研究显
示，只有不到 2/3的成年人能正确估算自己的
体重指数（BMI），而能正确判断自己体形的人
连一半都不到。相关研究 1月 28日发表于《科
学报告》。

卡托维茨市西里西亚医科大学的Wojciech
Gruszka 和同事计算了 744 名波兰成年人从
2010 年到 2011 年的 BMI，并与他们对自己
BMI和体形的估算进行了对比。

这些成年人平均年龄 36岁，女性占 60.7%，
他们还报告了对自己身体的满意程度。其中，21
人的 BMI 为消瘦（低于 18.5kg/m2），326 人的
BMI为健康（18.5到 24.9kg/m2），221人的 BMI
为超重（25.0到 29.9kg/m2），176人的 BMI为肥
胖（超过 30.0kg/m2）。

科学家发现，在研究中，63.5%的人能正确
估算自己的 BMI，49.5%的人能正确估算自己的
体形。他们还发现，这些研究对象往往会低估自

己的 BMI和体形。其中，17.6%的 BMI健康者认
为自己的 BMI属于消瘦，14.3%的 BMI超重者
认为自己的 BMI属于健康，41.6%的 BMI肥胖
者认为自己的 BMI属于超重。39.8%的体形健
康者认为自己的体形偏瘦，35.7%的体形超重者
认为自己的体形健康，49.9%的体形肥胖者认为
自己的体形超重。只有 1/4（25.4%）的研究对象
表示对自己当前的体形满意，65.7%的人表示希
望自己的体形更瘦。男性明显比女性更容易低

估自己的 BMI和体形，也更容易对自己的体形
感到满意。

研究人员认为，肥胖的普遍性以及与之相
关的污名化可能让成年人更容易低估自己的
BMI和体形。他们还表示，仍需开展进一步研
究，搞清楚针对体形判断的心理干预能否帮助
更好地控制体重。 （赵熙熙）

相关论文信息：

在她的记忆里，最艰难的
日子莫过于“嫦娥一号”发射
之前。预料之外的新问题突
如其来，任务时间节点让苏
彦和同事们压力陡增。“我们
天天往密云 50 米天线上爬，
没有电梯，爬一次很累人。”
她告诉《中国科学报》，“为了
少下来上厕所，我们一天都
不怎么喝水，就呆在狭小的空
间里工作。”最终，他们如期解
决问题，保证了“嫦娥一号”数
据接收。

2007 年 11 月 21 日，“嫦
娥一号”第一次用高分辨率相
机获取的图像将传回地面应
用系统。“当时对讲机已经通
知数据发送开始，但我所在
的密云站却迟迟没有画面，
按理说密云站是数据到达地
球的第一站，应该很快出
来。”苏彦紧张得全身冒汗。
无数个念头从她心中闪过：为
什么没有收到数据？是哪个环
节出了问题？

经过无比漫长的几分钟，
数据一下子出现在大屏幕上，
一张清晰的月面照片呈现在
苏彦眼前，她才松了一口气。
后来，他们通过仔细分析才了解到延迟源
于星上对地天线方向改变的自然过程。

李春来经历的同一时刻给他留下了难
以忘怀的回忆：“月面图像一帧一帧展现在
眼前……这是‘嫦娥一号’第一次睁开‘眼
睛’，我们第一次确确实实、近距离地看到
月球表面的样子。我和同事们都流下了热
泪。”后来，他还跟随“嫦娥四号”踏上人类
从未到达的月球背面、跟随“嫦娥五号”身
临其境地“挖土”，一个个珍贵的瞬间让他
记忆犹新。

组织协调“月球样品实验室”建设则为
地面应用系统副总师（嫦娥四号地面应用
系统总师）、副总指挥，国家天文台研究员
张洪波出了一道难题。“我曾做过行政工
作，对组织协调有一些经验，在队伍里相对
年长一些，但我是学自动化的，对地学了解
非常少。”张洪波告诉《中国科学报》。经过
“恶补”地学知识，一开始连玄武岩、长石成
分都不清楚的张洪波，最后也对月球样品
有了初步认识。

等到“嫦娥五号”样品入驻，封装装置打
开的那一瞬间又给了他们一个大惊喜。“那是
2020年 12月 22日，我们按计划在真空室里
打开密封罐，‘啪’的一声，感觉既是几十年奋
斗的句号，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地面应用系
统副总设计师（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地面应用
系统总师）、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刘建军告诉
《中国科学报》。

心怀梦想，耐得住寂寞

从“月光族”到“火星人”，团队收获了
一个又一个的高光时刻。他们直言，如果把
时间尺度放宽到 20多年，那么坚守时的寂
寞会超乎外人想象。

刘建军从 2002 年博士毕业后就加入
团队，从一线技术人员做起，先后担任探月
二期、三期地面应用系统副总设计师，首次
火星探测任务地面应用系统总设计师。“能
够把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的大时代中，
我感到十分荣幸。”他说。
“记得 2021 年 2 月 10 日，大年二十

九，大家都在忙着过年。”刘建军说。按计
划，“天问一号”要在这天被火星捕获，进入
环火轨道，完成奔火之旅的“惊险”一步。任
务成功的喜悦让刘建军几乎忘记了春节的
欢乐，干脆连除夕也在工作岗位上度过。
“20年了，家人也习惯了，有任务时报告一
声就行。”他说。

苏彦也因为工作忙不怎么“鸡娃”，但
她对自己在工作和家庭之间的角色感到比
较满意。她的观点是，“我专注于工作，是想
用行动来告诉孩子，每个人都要负责把自
己的事情管好。”
“梦想”无疑是团队能够坚守 20年的

精神之源。“做一些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探索一些别人没有探索的地方，我们团队
一直有这样的梦想。”张洪波表示。

最后，李春来寄语团队中的青年科研
人员：“希望青年人继续心怀梦想、保持耐
力，坚持不懈地努力，用原创性科学研究助
力国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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