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 1版）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进一步落实，人才在社

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相应的，鉴别人才的工作
肯定会变得极为重要。由此，我们有理由推测关于个
人学术征信的相关管理办法会很快出台。在互联网
时代，每个人都创造并储存了大量关于个人的信息，
只要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建立个人学术征信
系统应该是很容易的事。

如果这个预测正确，那么学术不端行为在数字化
时代受到的惩罚要比工业化时代严厉得多，而且更持
久，会普遍出现惩罚过度现象。一旦学术不端行为被
权威部门认定，就会在个人征信系统上显现出明显的
标识，且很难被撤销。

试问，一个带有学术污点标识的求职者如何在人
才市场上不被抛弃？年轻时的一个极其鲁莽与不负
责任的学术不端事件会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在以
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化时代，惩罚过度现象也应适当
纠偏。这里，还要纠正一个长期存在的认知误区，即
对于小的恶嫉恶如仇，而对于大的恶沉默不语。其实，
在广义学术不端领域存在太多的大恶，而那恰恰是更
需要关注的领域。

从网上信息看，这名博士生已经三年级了，如果
最终被认定学术不端，那么极有可能被学校顶格处理。
在此，笔者旗帜鲜明地认为：这次该同学错了，但还是要
给他一次改正的机会，相信经过“这一劫”，他会理解学
术诚信是每个科研人员都必须捍卫的生命线。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院长）

（上接第 1版）

更多谜题待解

“蜘蛛的各种行为都非常有趣。”张士昶说，
13年的蜘蛛研究让他积累了丰富经验，“有了
大量的积累后，动物行为学研究才会有‘眼前一
亮’的收获”。

张士昶说，动物的行为演化大多是自然选
择的结果。蜘蛛既是捕食者又是猎物，面临双重
“压力”。在这些压力下，其演化出了一些惊人的
行为特征。其他动物亦是如此。

不过，雄蛛会不会“反抗”呢？张士昶表示，
当雌雄差异不显著时，雄蛛可能会报复雌蛛，在
一些种类中，雌蛛甚至是被“性侵害”的弱势群
体。不过，在结网蜘蛛中，一定还存在其他反抗
雌蛛捕杀的机制，有待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

在研究过程中，张士昶还意外地发现隆喜
妩蛛的体色在不同生境中有变化。未来，他希望
研究不同生境中隆喜妩蛛体色不同的原因，以
及雄蛛的弹射能力是否与其繁殖力相关。

相关论文信息：

石器时代
也看“动画”

科学快讯
（选自 杂志，2022年 4月 22日出版）

超导体自旋近晶性
证实存在 FFLO态

平移对称破缺与静态流动性相反，但可以
在超导体中实现，超导体是由电子对形成的量
子力学相干流体。这种状态的一个特殊例子是
FFLO态，由作用于自旋单重态超导体的时间
反演对称破缺磁场诱导。FFLO态本质上伴随
着超导自旋近晶性、自旋密度调制流动性和自
发平移对称破缺。这种自旋近晶性的检测可为
FFLO态提供明确证据，但其观测一直颇具挑
战性。

研究组报道了层状超导体 Sr2RuO4在其上
临界场附近的特征“双喇叭”核磁共振谱，表明
自旋密度的空间正弦调制与超导自旋近晶性一
致。该研究表明，Sr2RuO4为研究 FFLO物理提
供了一个多功能平台。

相关论文信息：

氢分子超快相干性的
原子尺度量子传感

扫描隧道显微镜（STM）结合泵浦—探针
飞秒太赫兹（THz）激光可以实现单分子的相干
测量。

研究组报道了太赫兹泵浦—探针测量试
验，演示了近表面 STM针尖在腔中对氢（H2）
分子的量子传感。并从这种量子相干性中获得
了原子尺度的空间和飞秒时间分辨率。

H2作为一个二能级系统，其相干叠加对外
加电场和生长在 Cu（100）表面的氮化铜
（Cu2N）单层岛的底层原子组成表现出极端敏
感性。

研究组获得了可变泵浦—探针延迟时间下
H2在 Cu2N岛上的太赫兹整流时间分辨图像，
实现了亚埃尺度下化学环境异质性的可视化。

相关论文信息：

过渡金属二卤化物
异质结层间激子的光吸收

层间激子，即束缚在两个单层范德华半导体
上的电子—空穴对，具有良好的电调谐性和局域
性。由于此类激子显示出弱电子—空穴重叠，大多
数研究仅通过光致发光检测能量最低的激子。

研究组直接测量了层间激子的介电响
应，通过其静电偶极矩来获取，并确定了二硒
化钨 / 二硒化钼异质结中最低直接间隙层间
激子的固有辐射寿命为 0.40纳秒。

该研究发现，电场和扭转角的差异会造成
激子跃迁强度和能量的变化趋势，这可能与波
函数重叠、莫尔约束和原子重构有关。

通过与光致发光光谱的比较，研究组确定
了一种动量—间接辐射机制。吸收特性是依赖
于光—物质相互作用的应用关键。

相关论文信息：

高效倒置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
有机金属功能化界面

进一步提高倒置钙钛矿太阳能电池（PSC）
的性能和稳定性对其商业化至关重要。

研究组报道了一种有机金属化合物（二茂
铁—双噻吩—2—羧酸盐[FcTc2]）对卤化物钙钛
矿界面的多功能化，同时提高了倒置 PSC的效
率和稳定性。

在模拟 AM 1.5 光照条件下，在最大功率
点连续运行 1500 小时后，合成装置的功率转
换效率达到 25.0%，并保持其初始效率的 98%
以上。

此外，FcTc2功能化设备通过了成熟的光
伏国际标准，并在湿热试验（85℃和 85%相对
湿度）中表现出高稳定性。

相关论文信息：

（未玖编译）

杀虫剂会从水生系统
转移到陆地系统

本报讯近日，德国科布伦茨兰道大学一个
科研团队的最新研究表明，水生系统中使用
的杀虫剂，会借助水生昆虫等媒介转移到陆
地生态系统中。相关成果在线发表于《环境科
学与技术》。

新出现的水生昆虫在变态后，有可能在体
内保留水生污染物，并将这些水生污染物转移
到相邻的陆地食物网中。但此前，在水生生态系
统中使用的杀虫剂是否会转移到陆地生态系统
中尚不清楚。

科研团队在田间喷洒了 9种中等极性杀菌
剂和除草剂，并将不叮咬的摇蚊幼虫暴露于这
些环境中。然后，科研团队评估了整个水—陆生
命周期中的农药生物累积和生物放大情况。

研究发现，摇蚊幼虫体内能够检测到所有
种类的农药；在喷洒低剂量农药的情况下，摇蚊
成虫中可检测到 5种农药，在喷洒较高剂量农
药的环境中，摇蚊成虫中可检测到 8种农药。

进一步研究发现，杀虫剂在摇蚊成虫体内
的生物累积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其中 4种杀
虫剂在雌虫体内的浓度更高。在成虫期，雌性摇
蚊体内的农药浓度普遍下降。

观察发现，对燕子、食虫蝙蝠等陆生生物来
说，摇蚊是其每天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陆
生生物在体内累积这些农药是非常可能的。

科研团队表示，这一研究确认了在水生生
态系统中使用的杀虫剂能够转移到陆地生态系
统中。 （郑金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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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胞》

静止癌细胞通过免疫
抑制微环境攻击

美国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 Judith Agudo团队发
现，静止的癌细胞通过形成免疫抑制微环境抵抗 T细
胞攻击。这一研究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细胞》。

研究人员发现，在原发性乳腺癌中，抵制 T细胞
攻击的肿瘤细胞是静止的。静止的癌细胞（QCC）形
成集群，免疫浸润减少。它们还显示出卓越的致瘤能
力和更高的化疗抗性和干性基因的表达。研究人员
采用具有精确空间分辨率的单细胞 RNA测序技术，
对QCC利基内外的浸润细胞进行了分析。这种转录
组分析揭示了缺氧诱导的程序，并确定了 QCC集群
内有更多耗竭的 T细胞、肿瘤保护性成纤维细胞和
功能失调的树突状细胞。

科学家发现了基于肿瘤内位置的浸润细胞的不
同表型。因此，QCC通过协调局部缺氧的免疫抑制
环境，阻止 T细胞的功能，构成了免疫疗法的耐药
库。消除 QCC有望抵消免疫疗法的抗性，并防止三
阴性乳腺癌（TNBC）的疾病复发。

据悉，免疫疗法是治疗 TNBC的一种有希望的
方法，但患者会复发，这表明需要了解抗性机制。

相关论文信息：

《细胞—代谢》

线粒体丙酮酸盐载体调节
记忆 T细胞分化和抗肿瘤功能

瑞士洛桑大学 Pedro Romero、Mathias Wenes 等
研究人员合作发现，线粒体丙酮酸盐载体调节记忆 T
细胞分化和抗肿瘤功能。该项研究成果近日在线发
表于《细胞—代谢》。

研究人员发现，线粒体丙酮酸载体（MPC）的基因
缺失促使CD8+T细胞向记忆表型分化。抑制MPC所
引起的代谢灵活性有利于谷氨酰胺和脂肪酸氧化产生
乙酰辅酶—A，从而导致组蛋白乙酰化和染色质可及性
的增强，有利于记忆基因。然而，在肿瘤微环境中，MPC
对于维持乳酸氧化来支持 CD8+T细胞的抗肿瘤功能
至关重要。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用MPC抑制剂制造
嵌合抗原受体（CAR）T细胞会产生记忆表型，并证明
输注MPC抑制剂调理的CAR T细胞会产生卓越而持
久的抗肿瘤活性。

总的来说，研究人员发现，线粒体丙酮酸的摄取可
以指导T细胞分化和抗肿瘤反应的代谢灵活性。

据介绍，糖酵解，包括乳酸发酵和丙酮酸的氧
化，协调了 CD8+T细胞的分化。然而，由 MPC控制
的线粒体丙酮酸代谢和摄取如何影响 T细胞的功能
和命运仍是未知数。

相关论文信息：

《自然—化学》

柔性链状金属有机框架
对乙炔的可调吸附

日本京都大学 Susumu Kitagawa团队近日宣布，他
们开发了一种对乙炔可调吸附的柔性链状金属有机框
架。相关论文 4月 21日发表于《自然—化学》。

易燃气体（如乙炔）的安全储存对于当前的工业
应用是必不可少的。然而，纯乙炔的工业使用所要求
的压力（P）和温度范围（100<P<200 kPa，298K）及其
在较高压力下的爆炸特性使其储存和释放具有挑战
性。表现出门控吸附 /解吸行为———客体的吸收和释
放发生在阈值压力以上同时伴有框架变形的柔性金
属有机框架已显示出作为存储吸附剂的前景。

在该研究中，课题组通过对一系列锌基混合配体链
状金属有机框架的配体进行两种不同官能团的修饰，并
改变其比例，来控制其气体的吸收和释放压力。这影响
了框架的变形能，进而控制了门控行为。该材料具有良
好的乙炔存储性能，在 298K 和实用压力范围内
（100~150 kpa）可用容量为 ~90 v/v（总体积的 77%）。

相关论文信息：

更多内容详见科学网小柯机器人频道：

许多年前的一个夜晚，一群石器时代的
欧洲人正蜷缩在篝火旁观看“动画”———闪烁
的火光让蚀刻在平坦岩石上的艺术品“活”了
起来。

这些保存在欧洲洞穴墙壁上的古代绘画
告诉人们，石器时代的人就有“动画”可看了。
更令人赞叹的是，其中许多部分是用火光映衬
出来的。

一些考古学家推测，古人将闪烁的火光视
为加强其作品艺术性的契机。通过在洞壁上绘
制多幅重叠图画，古人可以创建基本的动画，
因为篝火发出的光会先照亮其中一幅图像，再
照亮另一幅。

现在，英国约克大学的 Andrew Needham
和同事发现，这些简单的动画并不局限于幽深
的洞穴，石器时代的一些图像似乎被刻在人们
晚上聚集的篝火堆附近的扁平石头上。相关研
究日前发表于《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

这些被称为 plaquette的石头 19 世纪出土
于法国南部的 Montastruc 山洞，大多数长宽
达 10~20 厘米，在一侧或两侧刻有动物（通常
是马或驯鹿）图像。它们是由所谓的马格德林

人于约 1.6 万年到 1.35万年前创造的。
人们对 plaquette最初的用处知之甚少。但

Needham和同事指出，它们大部分有一个共同
特点———曾暴露在高温下。由于该洞穴中出土
的其他古代文物没有显示出暴露在高温下的
证据，因此，研究人员认为，plaquette 通常被放
置在篝火附近。

Needham 等人想知道闪烁的火光对艺术
品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为此，他们制作了
plaquette的 3D计算机模型，并使用虚拟现实
技术模拟火光在其表面闪烁的场景。

模拟结果表明，火光会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先集中于一个石板图像上，然后再集中到另一
个图像。逐个看过去，会在视觉上给人一种图

像在运动的感觉。
“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视觉效果，尤其是

在篝火的背景下。”Needham说，“篝火旁可能
是一个重要的社交空间。在长时间的野外狩猎
和采集后，人们聚集于此分享故事、聊天和建
立联系。”

他指出，这项研究提醒人们，有必要在原
始背景下思考古代艺术。“艺术不仅是在岩
石上雕刻线条，还包括在黑暗和流动光线等
条件下体验雕刻线条。上述发现改变了人们
的艺术观，以及对马格德林人艺术表现方式的
认识。” （徐锐）

相关论文信息：

图片来源：Needham et al

“洞察号”记录迄今最大火星地震
本报讯 美国宇航局“洞察号”火星车上的

地震仪日前记录了迄今为止最大的两次火星地
震，分别为 4.2级和 4.1级。这是着陆器首次远
距离记录到的火星地震事件，其强度是之前最
大地震的 5倍。

4月 22日，“洞察号”火星地震服务中心研
究人员在《地震记录》中报告称，两次事件的地
震波数据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更多地了解火星内
部，特别是核—幔边界。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 Anna Horleston及同
事识别出 4.2 级地震（名为 S0976a）中反射的
PP 波和 SS 波，并确定震中位于马里纳峡谷。
这里具有火星最显著的地质特征之一，也是
太阳系中最大的地堑系统之一。早期横切断
层和滑坡的轨道图像表明，该地区可能处于
地震活动状态，这一新事件则是该地区首次
确认的地震活动。

4.1 级地震（名为 S1000a）于 24 天后被记
录，其特征是反射 PP 波、SS 波以及 Pdiff波。
Pdiff 波即穿过核—幔边界的小振幅波。这是
“洞察号”首次发现 Pdiff波。研究人员尚无法确
定 S1000a震中的位置，但与 S0976a一样，它起
源于火星的远端。这次地震能量是火星上有记
录以来最长的，持续了 94分钟。

两次火星地震都发生在火星核阴影区。在
这个区域，P波和 S波不能直接传至“洞察号”
的地震仪，因为它们被火星核阻挡或发生了弯
曲。PP波和 SS波并不是沿着直线路径传播，而
是在到达地震仪之前至少在地表反射一次。

来自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合著者
Savas Ceylan说：“记录火星核阴影区内的地震
活动是我们了解火星的一个跳板。在这两次
事件之前，大部分地震活动都发生在‘洞察
号’约 40 度的范围内。由于处于火星核阴影

区，能量穿过火星的部分区域，导致我们以前
从未获得过这样的地震样本。”

这两次火星地震受关注之处有所不同。
S0976a只有低频能量，就像迄今在地球上发生
的许多地震一样，而 S1000a 的频谱非常宽。
Horleston说：“S1000a有明显的异常值，将是我
们进一步了解火星地震学的关键。”

S0976a的震源可能比 S1000a深得多。研究
人员表示，S1000a可能发生在地表附近，S0976a
深度大约为 50公里或更多。

与“洞察号”记录的其他火星地震相比，
Horleston说：“它们在火星地震记录中十分引
人注目。尤其 S1000a不仅是规模最大、距离最
远的地震事件，而且其频谱和持续时间与之前
观测到的任何其他事件都不一样。” （王方）

相关论文信息：

科学家破解全球洋流加速原因
本报讯两年前，海洋学家有了一个惊人的

发现：由于人类驱动的气候变化，海洋不仅变暖
了，而且洋流也在加速———从 1990年到 2013
年，每 10年加速约 15%。当时，许多科学家怀疑
是更快的海风导致洋流加速。但一项新的建模
研究指出了另一个罪魁祸首：海洋本身从上到
下变暖的趋势，导致表层收缩，水在表层流动更
快，就像动脉阻塞中的血液一样。这项研究表
明，气候变化将继续加速海洋洋流，并可能限制
海洋捕获热量，进而使本已处于压力中的海洋
生物迁徙变得更加复杂。相关研究近日发表于
《科学进展》。
“这种机制很重要。”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

所研究员胡石建说，他是 2020年论文的主要作
者。“此次发布的新论文直接将地表变暖与上层
海洋环流的加速联系起来。”

像大西洋墨西哥湾流这样的洋流，是海洋
生物的高速公路，也是热量的引路人和风暴的
驱动者。其在很大程度上由风驱动。尽管海洋吸

收了全球变暖造成的 90%以上的热量，但直到
2020年，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洋流正在发生
变化。

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美国斯克里普斯
海洋研究所的气候科学家谢尚平怀疑是海洋
的结构在洋流加速中起到主导作用，而并非
是风。他认为，气候变化带来的多余热量并
不是均匀分布在海洋中，而是集中在海洋表
面。这导致表层水浮力更大，更难以与下层
的水混合。这让科学家意识到，浅层中的水流
自然会加速。

为了验证这一假设，研究团队转而关注
全球所有海洋的气候模型。研究人员增加了
风速、盐度或表面温度，同时保持所有其他
变量稳定。仅温度升高就导致海洋表面 77%
以上的洋流加速。但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
墨西哥湾流，它的速度可能会因为一个无关
的原因放缓：随着北极冰层融化，稀释了北
大西洋正在下沉的盐水，正因如此，才将洋

流向北拉动。
“这是一项有趣的研究，具有令人深思的发

现。”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的物理海洋学家
Sarah Gille说，“我们通常认为，海洋整体变暖
不会对环流产生重大影响。而海洋变暖的自上
而下的性质改变了这一局面。”

谢尚平说，新发现还表明，在海洋大部分区
域，大约 400米以下的水域，会随着温暖的上层
水域越来越多的运动而放缓。然而，胡石建对此
并不确定。Argo浮标是一支由机器设备组成的
“舰队”，已经在海洋中漂流了近 20年，它们的
测量结果显示，海面水流显著加速，而在较深水
域则略有增加。

如果洋流确实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浅，那
么对地球将产生很多影响。例如，浅而快速的洋
流最终可能会限制海洋热量的吸收，导致更多
的热量留在大气中。海洋微生物和野生动物可
能会受到更浅、更热、更快的表层水的影响。考
虑到这种加速是由持续不断的变暖推动的，这

意味着只要人类继续排放温室气体，这一趋势
很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李木子）

相关论文信息：

避免“为爱所困”，
雄蛛弹飞“500米”

数字化时代的学术不端
会让个体学术征信破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