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极化重复快速无线电脉冲

快速射电暴（FRBs）是一种强烈的、毫秒级
的、来自未知来源的河外射电发射。大多数快速
射电暴只出现一次，少数快速射电暴以不规则
的间隔重复出现，因此可被跟踪。

研究人员测量了 5个重复 FRB的偏振。他们
发现每个源在高频率下是极化的，但在阈值频率以
下就会去极化，阈值频率在不同源之间是不同的。

研究人员发现，在无线电波散射出复杂的前
景结构（如超新星遗迹）之前，所有重复的 FRB
在源处都是百分之百极化的。这些结果限制了
重复 FRB发射机理的理论。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偶极自旋交换介导的
层分辨分子反应

由于长程各向异性和可调谐偶极相互作

用，被困在二维层中的超冷极性分子预计会表
现出其他平台无法提供的复杂量子现象。使用
精密电场控制，研究人员演示了局限于光学晶
格中二维平面的超低温钾铷分子的层分辨生
成和成像。

他们还研究了自旋交换和化学反应，这些
反应高度依赖于分子温度和由电场梯度引入的
层间失稳。这项工作证明了超冷分子在光学晶
格中的高度控制，并朝探索降维量子气体系统
中出现的现象迈出了有前途的一步。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三层石墨烯超晶格电子关联的光谱特征

石墨烯层在特定结构上相互叠加，会对
材料的电子性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光谱方法
可以用来研究能带结构，但添加顶层来控制
载流子密度和改善样品性质使这种测量变得
棘手。

研究人员克服了这些挑战，利用红外光谱技
术，将双门控三层石墨烯堆叠在所谓的 ABC结
构中，并封装在六方氮化硼中。

研究人员绘制出了由叠加和电子关联产生
的能带结构特征，并测量了有望描述这种材料
的多体模型的参数。该方法可推广到其他相关
超晶格的研究。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在原子尺度上追踪晶界滑动

金属在变形过程中晶界的行为是很重要
的，它可以决定宏观行为。作者使用畸变校正的
原位电子显微镜观察了应变过程中的铂晶界，
详细描述它们是如何进化的。他们观察到晶界
滑动，这是一个众所周知和预期的机制。

然而，研究人员也观察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机
制，涉及到晶界晶格平面的移除。他们的观察表
明了使用高分辨率显微镜来理解晶界在变形过

程中的作用的重要性。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脂质双分子层中
甲烷单加氧酶结构和活性的恢复

颗粒物甲烷单加氧酶（pMMO）是需氧嗜甲
烷细菌代谢甲烷的关键酶。作者在脂质纳米盘
中重组了天然产生的 pMMO，发现双分子层环
境的恢复也恢复了酶的活性。一系列低温电子
显微镜结构揭示了该酶之前缺失的区域，包括
协调三聚体复合体内部孔附近金属离子的保守
残基，这在以前的结构中尚未观察到。

脂类在稳定结构的各个部分中起着重要的
作用，这些样品的活性恢复与新观察到的金属
结合位点参与甲烷氧化是一致的。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冯维维编译)

科学快讯
（选自 杂志，2022年 3月 18日出版）

《自然》

皮层集合体通过下丘脑输出
协调社会竞争

美国索尔克生物研究所 Kay M. Tye、中国上
海交通大学卢策吾等研究人员合作发现，皮层集
合体通过下丘脑输出协调社会竞争。该项研究成
果 3月 16日在线发表于《自然》。

研究人员表示，大多数社会性物种都会自我
组织成统治等级，但不清楚个体如何知道自己的
社会等级。因此，人们才开始了解大脑如何代表
社会等级，并在此基础上指导行为。

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社会竞争试验，让小鼠
为奖励而竞争，还开发了一种计算机视觉工具来跟
踪多个无标记的动物。一个隐藏的马尔科夫模型与
广义线性模型相结合，能够从mPFC的集合活动
中解码社会竞争行为。mPFC中的种群动态预测了
社会等级和竞争成功。最后，研究人员证明，投射到
下丘脑外侧的mPFC细胞在奖励竞争中促进了支
配行为。因此，研究人员揭示了一个皮层—下丘脑
回路，通过该回路，mPFC对社会支配地位进行了
自上而下的调节。

相关论文信息：

《德国应用化学》

高效多重共振发射体螺环结构
空间调制

苏州大学蒋佐权团队报道了高效多共振发
射体螺环结构的空间调制策略。相关研究成果 3
月 15日发表于《德国应用化学》。

具有熔融平面结构的多重共振热激活延迟
荧光（MR-TADF）分子倾向于在高掺杂比下聚
集，导致半峰宽（FWHM）、电致发光峰红移和器
件效率低。

研究人员首次提出了一种单取代设计策略，
将具有不同取代位点的螺环 -9,9'- 双芴（SBF）
单元引入MR-TADF系统。SBF是一个典型的
空间位阻基团，可以阻碍色团间的相互作用，导
致器件效率高（32.2 % ~35.9%）和窄带发射
（~27nm）。特别是，屏蔽状分子 SF1BN很少随着
掺杂比的增加而呈现出加宽的半高宽，这与 C3
取代的异构体和不受阻碍的母体发射体不同。这
些 结 果 表 明 了 通 过 螺 环 结 构 构 建 高 效
MR-TADF 发射体的有效方法，并阐明了在
π-框架中对螺环结构进行空间调制的可行性。

相关论文信息：

极性介质中 4—溴丁酸辅助的
原位钝化策略

温州大学潘跃晓团队报道了极性介质中
4—溴丁酸辅助超稳定全无机卤化物钙钛矿
CsPbX3量子点的原位钝化策略。相关研究成果 3
月 16日发表于《德国应用化学》。

一个关键的挑战是为钙钛矿 CsPbX3（CPX，
X=Cl，Br 和 I）量子点（QDs）开发一种原位钝化
策略，以提高其在极性溶剂中的稳定性，同时在
不使用复杂有机物的情况下保持其光学性能。

研究人员描述了一种简单的方法，通过在
极性溶剂中 4—溴丁酸（BBA）和油胺（OLA）的
联合作用，通过原位结晶显著提高 CPX 量子
点的稳定性，并提出了一种可能的基本机制。
在水中获得的单分散 CsPbBr3（CPB）量子点显
示出 86.4%的高光致发光量子产率（PLQYs），其
在水中分散 96 小时后的发光特性没有显著变
化，这意味着它们的结构没有变化。

该结果为合成所有无机钙钛矿结构的 CPX
量子点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设计策略，具有很强的
抗极性溶剂攻击的稳定性，并为其表面化学提供
了更多的信息。

相关论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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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会写科学新闻的机器人

“小柯”秀

更多内容详见科学网小柯机器人频道：

规模小 样本少

大脑扫描研究结果不靠谱
本报讯 一直以来，人们使用磁共振成像

（MRI）设备进行脑部扫描，研究大脑结构或活
动模式与复杂性状之间的联系。

但多年来，人们一直怀疑上述研究中的一
些引人注目的成果并不可信。而现在，这一猜测
得到了证实。

根据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 Scott
Marek及同事近日发表于《自然》的一项研究，迄
今，几乎所有上述研究的参与者都太少，无法得
到可靠的结果。研究小组发现，这样的研究需要
观察成千上万人的大脑，但目前的一些研究通
常平均只涉及约 23人。

Marek 团队分析了目前正在进行的 3 项
最大的神经影像学研究结果。其中包括英国生
物银行开展的一项研究。该研究当时已对近
3.6万名参与者进行了脑部扫描，并研究了大
脑结构或功能与两个研究得相对充分的特

征———认知能力和儿童“精神病理学”得分之
间的联系。

通过对不同参与人数的研究进行多重分
析，Marek等人发现，当使用小样本进行研究时，
研究性状与大脑结构或功能之间存在明显相关
性，但用大样本进行研究时，上述相关性要么被
夸大，要么完全是不成立的。

在某些情况下，不同的小样本研究可能会
得出相反的结论，因为人们的大脑多变，这会对
研究结果产生影响。

爱 尔 兰 都 柏 林 圣 三 一 学 院 的 Kevin
Mitchell 说，尽管 Marek 团队只研究了两种性
状与大脑结构功能之间的联系，但他们得出结
论，这种脑部扫描研究需要数千人参与，才具
有广泛适用性。

该研究表明，此前开展的小型脑部扫描研
究的结果存疑，除非它对数千名参与者进行了

研究。目前正在开展的研究也存在这种情况。
牛津大学的 Cassandra Gould van Praag 说，

该研究可能给 MRI带来一场生存危机，“这有
点像皇帝的新衣”。

类似的现象在心理健康遗传学研究中也出
现过。在 20世纪 90年代，研究人员基于对数十
或数百名参与者的小型研究，发现了与抑郁症
和攻击性等相关的“基因”。

然而，一项对数十万人进行 DNA测序的大
型研究表明，抑郁症等常见疾病实际上受到数
百种基因变异的影响，而且每种基因变异的影
响都很小。

大脑扫描领域也需要进行类似的改革，研
究人员在获得资金之前要致力于开展正确的研
究实践。Marek指出，如果多个研究团队联合起
来开展一项大型研究，仍然可以“挽救”现有的
小型研究。 （徐锐）

相关论文信息：

大脑功能性磁共振扫描图像
图片来源：Signal Photos/Alamy

吃蔓越莓改善心血管健康
本报讯一项新的临床试验发现，每天食用

蔓越莓并持续 1个月，可以改善男性的心血管
功能。

这项新研究 3 月 22 日发表于《食品与功
能》，研究对象是 45名健康男性，他们每天食用
相当于 100 克新鲜蔓越莓的蔓越莓粉或安慰
剂，并持续 1个月。结果显示，那些食用蔓越莓
的人在血流介导的血管舒张（FMD）方面有显著
改善，这是心脏和血管功能得到改善的信号。
FMD被认为是心血管疾病风险的敏感生物标
记物，可测量血流增加时血管如何舒张。
“食用蔓越莓后，血液中多酚类物质和代谢

物的增加，以及与 FMD相关的改善，显示蔓越
莓可能在预防心血管疾病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论文主要作者之一、英国伦敦国王学院营养科
学系的 Ana Rodriguez-Mateos 说，“事实上，每
天合理摄入一定量的蔓越莓可以改善心血管健
康，这使得蔓越莓成为普通大众预防心血管疾
病的重要水果。”

水果和蔬菜的低摄入量是防止全球心血管
疾病高发的主要可调节因素之一。越来越多的
证据表明，浆果中的多酚类物质有益心脏健康。
蔓越莓富含独特的原花青素，与其他水果中的
多酚类物质相比，具有不同的特性。

该研究探索了蔓越莓冻干粉（营养价值相当
于 100克新鲜蔓越莓）对心血管健康的影响。研究
表明，作为健康饮食的一部分，食用蔓越莓有助于
改善血管功能，从而降低患心血管疾病风险。
“我们的发现提供了确凿证据，证明即使对

于心血管风险较低的人群，蔓越莓也可以显著
影响心血管健康。”论文作者之一、萨里大学心
血管医学教授 Christian Heiss说，“研究还表明，
食用蔓越莓后血液中存在的特定代谢物与有益
作用有关。” （文乐乐）

相关论文信息：

做一张
无酵母比萨

科学此刻姻 姻

研究人员正在为实验准备无酵母比萨面团。 图片来源：UNINA

25岁时，材料科学家 Ernesto Di Maio患上
了酵母过敏症———他一吃比萨就会起荨麻疹，
这对一个意大利那不勒斯人来说有点尴尬。现
在，Di Maio可以无忧无虑地享用晚餐了，因为
他和同事发明了一种无酵母发酵比萨面团的新
方法，可以让后者像原来一样发酵和烘烤。

与大多数面包一样，在传统的比萨制作中，
酵母会发酵并释放二氧化碳，使面团具有泡沫
般的黏稠度。烘焙可以去除水分，并锁住面团蓬
松的质地。

Di Maio所在的那不勒斯费德里克二世大
学（UNINA）的研究小组认为，也许可以用另一
种方式产生同样的效果。他们采用其发明的制
造聚氨酯的方法，首先在高压下向面团中注入
气体，然后在烘烤过程中释放压力。“我们的目
的是在不使用化学试剂的情况下，尝试制作出
我们非常喜欢的比萨饼。”合著者、UNINA材料
科学家 Rossana Pasquino说。

传统的比萨店从早上就开始揉面团，然后
让面团一直发酵到晚餐时间，而新工艺可以将
发酵和烘焙合并为一个步骤。研究人员首先
按标准的那不勒斯配方（不含酵母）准备一块
高尔夫球大小的面团，并将其放入高压锅———
相当于一个小型加压烤箱。然后他们再通过
进气口往高压锅中注入二氧化碳、氦气或空
气，使其内部压力达到 10个大气压（约为标准
厨房压力锅的 5 倍），温度达到 150℃，持续时

间 10分钟。
整个过程中，最难的部分是微调压力和温度，

从而使面团在凝固时达到发泡峰值。简而言之，就
是希望面团像啤酒一样起泡，而不是像可乐一样
冒泡和褪色。“你必须在面团变得坚固时降低压
力。”Di Maio说，“如果压力释放太迟，面团就会破
裂；如果压力释放太早，面团就会崩塌。”

为了更好地把握时机，Di Maio团队必须描
述比萨面团的材料特性。“面团是不同（聚合物）
链的复杂混合物，它们缠绕在一起，形成一个网
络。”UNINA的合著者 Paolo Iaccarino在阿马尔
菲海岸的一家比萨店做兼职。一天晚上，他带着
温度计去上班，在烧木头的烤箱里测量面团的
温度。该团队在《流体物理学》上报告说，Iac-
carino之后又在实验室中重现了这些条件，以测
量面团的流变性，即在压力下的形变。
“我们试过了，味道很好，软硬适中。”Di

Maio说。

但它尝起来像真正的比萨吗？佛罗伦萨大
学食品技术专家 Alessio Cappelli对此表示质疑。
尽管这篇论文“很有趣”，但考虑到面包酵母如
此便宜和操作简单，他怀疑这种方法是否会在
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这看起来只是为了创新
而创新。”

研究人员很快又对面团进行额外的口味测
试。他们购买了一台更大的高压锅烘焙一个正常
大小的饼，并改进此前制作比萨饼的方法，使其符
合个人口味，例如，使面团变得更有嚼劲。

Di Maio补充说，这项技术甚至可以制作出一
款不错的无谷蛋白比萨。该团队的方法能比其他烹
饪方法更有效地控制烘焙条件，这可能让研究人员
利用其他配料获得独特的面筋质地。

毕竟，那不勒斯人发明了比萨，所以他们想
确保每个人都能享受它。 （李木子）

相关论文信息：

黑色素瘤与自身免疫性疾病
存在基因关联

据新华社电澳大利亚伯格霍弗医学研究所
近日发布一项研究公报说，黑色素瘤与一些自身
免疫性疾病有相同的基因位点。这一发现有助于
这两类疾病的筛查和药物研发。

伯格霍弗医学研究所等机构研究人员对约
3.6万名黑色素瘤患者以及约 37万名对照者的
全基因组关联研究数据进行分析，新发现了多个
与黑色素瘤风险相关的基因位点，而其中一些基
因位点在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等自身免疫性疾
病的人体内也曾发现过。

相关论文已发表在美国《皮肤病学研究杂志》
上。伯格霍弗医学研究所副教授马修·劳表示，此前
已知有 54个基因位点与黑色素瘤发病风险相关，
这项研究又确认了 7个新的与黑色素瘤相关的基
因位点，还发现另外 12个基因位点与这种疾病有
关联，但有待进一步证实。这再次表明，一个人的基
因在黑色素瘤患病风险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研究人员表示，新发现并不意味着患有自身
免疫性疾病的人更有可能患上黑色素瘤，但这种
基因上的关联给这两类疾病的筛查和治疗带来
了新思路。 （刘诗月）

欧洲漂浮微塑料
在北冰洋积聚

本报讯《科学报告》近日发布的一项研究发
现，欧洲河流中漂浮的微塑料或在北冰洋、北欧
海及巴芬湾分批积聚。

此前的研究称，北冰洋各处存在高浓度微
塑料颗粒，但尚不清楚其来源和在何处积聚。为
此，挪威海洋研究所的 Mats Huserbraten和同事
结合 2007年至 2017年的洋流模型和漂浮微塑
料移动的模型，开展相关研究。

他们假设经过北欧和北极的 21 条主要河
流在 10年里每天都释放微塑料，然后对其几十
年的移动进行建模。研究者将建模结果与 121
个海水样本中漂浮微塑料的分布进行比较，这
些样本在 2017年 5月至 2018年 8月间收集自
挪威西海岸附近的 17个地点。

作者发现，模拟中河流释放的大部分颗粒
会沿着两条路线随波逐流。65%在挪威海岸朝着
拉普捷夫海（位于俄罗斯北部）而去，其后进入
北冰洋，经过北极点，最后经格陵兰东部的弗拉
姆海峡离开北冰洋。

30%的模拟微粒沿挪威海岸移动，然后朝南经
过弗拉姆海峡，沿着格陵兰的东部和南部海岸漂
流，再沿加拿大东北岸向南移动。在模拟到 20年
后，研究者识别出明确的漂浮微塑料积聚区域。

这些区域位于北欧海、北冰洋南森盆地、巴伦
支海、拉普捷夫海（位于北冰洋和俄罗斯北部之
间）和巴芬湾（位于格陵兰和加拿大之间）。海水样
本分析表明，漂浮微塑料的分布与作者预测的模
拟微塑料释放 10年后及后续在北欧海、北冰洋和
弗拉姆海峡的流动一致。这说明漂浮的微塑料或
许已经在北冰洋流动至少 10年。 （冯维维）

相关论文信息：

中国区域升温更快
是“记忆”的“锅”
（上接第 1版）

“控温”须加强全球合作

考虑到人为气溶胶对气候变暖的影响也是
近年来区域气温变化研究的焦点之一，该团队进
一步对比了长期的再分析数据，并对气溶胶贡献
进行经典的“指纹分析”。两种分析一致证明人为
气溶胶完全解释不了这种区域性差异。因此，上
述大陆尺度增暖趋势的不均衡性，主要是区域性
温度变化对于温室气体排放的响应的持续性
（“记忆”）差异所导致。
“比如近段时间气温较高，那么明天或未来

几天高温的概率就比较大。气候的长期变化也有
类似的‘记忆’。”李庆祥补充说，“中国大陆西部
是地势较高的内陆，不像北美大陆那样两面毗邻
海洋，更容易受海洋主导的气候系统内部变率调
制，因此气温的‘记忆’更强，下降缓慢，而气候长
期的‘记忆’让中国区域比美国区域升温幅度更
大。下一步我们将优化建模，实现从目前单纯的
气候变化信号‘分解’到真正的物理‘归因’，进一
步搞清这种区域增暖不平衡的物理机制。”
“这项研究也提示我们，要完成《巴黎协定》

提出的全球减排任务，实现‘双碳’目标，仅靠部
分国家（地区）的努力远远不够，需要开展广泛的
全球性合作。”李庆祥说。

相关论文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