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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新确定援助支出的优先
次序为由，瑞典政府削减对发展
研究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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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瑞典政府日前宣布，该国最大的
研究资助机构瑞典研究理事会（VR）将不再
资助发展研究，并取消 1.8亿瑞典克朗（1640
万美元）的资助。

据《自然》报道，瑞典政府的这一决定使
该国研究人员陷入混乱。由此，600多名研究
人员联名签署了公开信，批评政府并呼吁扭
转当前局面。

公开信说：“政府的决定浪费了人们在
准备申请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破坏了人们
对研究支持系统的信心。”
这一决定大概影响了约 250 名瑞典研

究人员以及来自非洲或亚洲大学的数十名
国际合作者。

自 2013年以来，VR 为研究提供资助。
2022 年，VR 批准了 60 个 2 至 4 年项目的
申请。“现在停止资助，目的是加强瑞典最高
质量的研究，特别是与低收入国家脱贫和可
持续发展有关的研究。”瑞典农业科学大学
研究员、2022 至 2024 年 VR 发展研究委员
会主席 Ingrid 觟born表示。

今年 1月，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Sida）
也削减了预算，从 2022年的 9.6亿瑞典克朗
削减至 4.4亿瑞典克朗，削减幅度达 54%。

这封公开信说，政府是在没有征求科学
界意见的情况下作出这一决定的，而突然失

去资助将会对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研究人
员造成严重的后果。

在这封公开信上签名的瑞典农业科学
大学生态学家 Aida Bargu佴s-Tobella 的收
入完全依赖外部资助。她申请的一笔项目
资助覆盖了她工资的 50%、4 名国际合作
者工资的 20%以及两名博士生的津贴，外
加实地研究和差旅的费用。现在，她十分
担心该项目的未来。
“我可能会考虑离开瑞典，虽然已在这里

做了 9年研究。”由于政府的突然决定，长期依
赖 VR资助的瑞典北欧非洲研究所社会人类
学家Cristiano Lanzano无奈地说。

瑞典林奈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员 Jonas
Ewald也在公开信上签了名。他补充说，发
展研究对于应对全球挑战以及促进更好的
医疗保健、经济发展和缓解气候变化至关
重要。

瑞典政府表示，削减资助的一个原因是
需要控制支出。“我们没有无限的资源，资助
的分配总是涉及艰难的权衡。”瑞典国际发
展、合作和外贸部长 Johan Forssell表示，“研
究人员对这一决定感到失望，我们对此完全
理解，因为他们在申请上投入了时间和精
力。与此同时，VR 98%的其他拨款仍保持不
变，欢迎研究人员继续申请。”

去年从 Sida高级研究顾问职位上退休
的 Hannah Akuffo认为，突然失去资助资金
“将危及几十年来为在低收入国家建立长期
研究能力所做的工作”。“建立起有效合作和
营造研究环境都需要时间，现在，这一长期
努力正面临被摧毁的风险。” （文乐乐）

寰球眼

一个“备胎”课题的逆袭
在常规条件下“捕捉”并“操纵”里德堡激子
■本报记者韩扬眉李思辉

许杨没想到，一个他起初不看好的课题能
够开花结果。

近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纳米物理与
器件实验室特聘研究员许杨带着他的第一位
博士生胡倩颖，与合作者在《科学》发表了一项
最新研究成果。

他们打破了传统“极低温、超高真空、强激
光”等苛刻的实验条件，在较为常规的条件下“捕
捉”并“操纵”了一种准粒子———里德堡激子。

在准粒子世界中，里德堡激子不仅具有
“绿巨人”般的身材，还具有超强力量，有可能
被应用于量子计算和量子模拟等研究领域。

实际上，里德堡激子是一种不常被提及
的准粒子。3年前，许杨还在美国康奈尔大学
做博士后时，就意识到了它的存在，并认为其
有望成为观测和研究量子世界的重要工具。
此后，许杨便开始不断探索，如今终于将其
“牢牢抓住”。

一次“无心插柳”

2月 15日，许杨将成果论文向《科学》投稿，4
月 6日便收到了审稿人和编辑的反馈。他们提出
了一些细节问题，并给出 6周修改时间。许杨再
次投送论文后的一周，就收到了“接收”的邮件。

相对高水平期刊大多 2至 3轮审稿、每轮
审稿 3个月的节奏来说，这个速度让许杨和胡
倩颖特别吃惊。

毕竟，这个课题一开始只是个“备胎”。
2021年春天，还在南开大学读研究生的胡

倩颖来到了许杨课题组进行联合培养。一年
后，她考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成为许杨
的第一位博士生。当时，胡倩颖的研究重心是
单层黑磷，但这项研究很难出结果，她的心情
一度很郁闷。
“里德堡探测是许老师一直在做的研究，

我很感兴趣，就想两个课题‘搭’着同时做。”这
一想法得到了导师的同意。

过去几年里，许杨与合作者发展了一套光学

“里德堡激子探测”方法。此外，
近年来，由两个单原子层的
石墨烯相互扭转叠加而成的
转角石墨烯因其独特的物理
性质，被许多科学家关注。
他们用各种方法寻找转角石
墨烯的量子物态。
“这些发现大多基于电

学方法，而光学探测具有更
高空间分辨率，我们想用光
学方法对转角石墨烯中的量
子物态做一些验证。”许杨告
诉《中国科学报》。

那时，许杨刚回国不久，
实验仪器尚未搭建好，自己
的实验室也正在建设中，各
方面条件都不成熟，他们便
借用了极端条件物理重点实
验室研究员张清明的实验仪器开展验证。然
而，没过多久，张清明的实验室要“搬家”了。
“当时离测量只有一周时间，我知道不

可能在这一周之内把单层黑磷样品做出来，
但我可以把转角石墨烯样品做出来。”胡倩
颖说。

一周内，她做了 5个转角石墨烯与单层二
硒化钨的异质结样品，测量期间又做了几个，
一次同时下杆 4个样品，用满样品座上的全部
空间来节省测量时间。

与预期一致，他们发现，二硒化钨的光谱
信号由“里德堡激子探测”机制主导，主要反映
了介电函数的变化，例如在魔角石墨烯样品中
探测到一系列对称性破缺的关联电子物态。

意外的是，在另一些样品中，电脑屏幕上
出现了呈波浪形的异常光谱。在她制备的第 8
个，也就是那次测量的最后一个样品中，他们
测到了这种“波浪”的角度依赖，确认了这绝不
是偶然造成的假象，背后一定有真实的物理机
制存在。
“非常漂亮，但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师生

多次讨论也未有结果。

理论与实验的完美合作

借用的实验室搬走了，自家的实验室还未
建成，实验停滞了半年，但他们对异常数据的
思考从未停止。

半年后，自家的仪器来了，胡倩颖在许杨
的指导下，制备了更多的器件样品，再一次进
行实验，同样的图像再一次出现了。

在大约 0.6度小角度的转角石墨烯样品中，
里德堡激子态随栅压调控，表现出显著的非单调
的红移现象，能量最低处已经极其接近基态激子。
他们将这个现象命名为“里德堡莫尔激子态”。
“正常情况下，比如大角度的转角石墨烯，

随着栅压掺杂，它的能量应该是一个单调的减
小。”胡倩颖说。

经过一年的探索，他们对这种现象的来源
有了一些初步的猜测，于是找到武汉大学教授
袁声军团队，结合其新发展的实空间大尺度计
算物理方法进行理论分析。 （下转第 2版）

许杨（左）与胡倩颖在实验室。 受访者供图

珠峰顶部积雪有多厚？
最新测量结果出炉

本报讯（记者韩扬眉）记者从第二次青藏科
考队了解到，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利用雷达剖面测
量方法测得珠峰顶部最新积雪厚度为 9.5±1.2
米，为研究极高海拔冰冻圈及珠峰顶部岩石圈动
态变化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数据。相关成果近日发
表于《冰冻圈》。

作为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名誉所长姚檀栋
介绍：“这一发现不仅揭示了珠峰峰顶的积雪厚
度，还为更深入地理解极高海拔气候变化开辟了
新方向。”

珠穆朗玛峰作为地球之巅，其顶部积雪厚度
直接影响它的“裸高”。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珠峰
顶部积雪厚度及其变化对理解冰冻圈对气候变
化的响应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过去 50年间，关于珠峰顶部积雪厚度曾有
过多次研究，但由于测量手段与方法等问题，研

究数据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与争议。2022年 4
至 5月，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开展了“巅峰使命 -
珠峰极高海拔地区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其中一
项重要的科考任务是开展珠峰峰顶积雪厚度及
结构测量。科考队员利用 1000兆赫兹一体化冰
雪测厚雷达，沿珠峰顶部裸露基岩处开始测量，
逐步测量到珠峰顶部。

珠峰峰顶雷达测厚项目直接负责人、中国科
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杨威介绍：“相比过
去顶部单点雷达测量方法，该剖面测量方法可以
保证积雪 -基岩雷达反射界面呈现渐变趋势，
易于后期数据正确解读。”

雷达测量结果显示，珠峰顶部积雪厚度远超
以往报道的结果，2022 年 5 月珠峰顶部积雪厚
度为 9.5±1.2米。

相关论文信息：

科学家提出
揭秘宇宙第一代星系新方法

本报讯（记者甘晓）近日，
《自然 -天文》在线发表了中
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和东北大
学合作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
这项理论研究提出，利用宇宙
黎明时期 21 厘米森林信号的
一维功率谱测量，未来的平方
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SKA）将
能够同时揭秘宇宙第一代星系
和暗物质的性质。

宇宙中第一代星系是如何
形成的？它们如何照亮黑暗时
代并迎来宇宙黎明？宇宙早期
的星系际介质是如何被第一代
星系电离并加热的？这些都是
天文学领域的重大科学难题。
中性氢的 21 厘米谱线为宇宙
黎明与第一代星系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探测手段，
利用 21 厘米谱线探测宇宙黎明与再电离也是
SKA最重要的科学目标之一。

中性氢的 21厘米信号有多种观测模式，以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为背景源的 21厘米信号测量
最为常见。同时，宇宙早期各种结构及其周围的
氢原子气体会在高红移射电点源的光谱上产生
密集的 21厘米吸收线，这些吸收线丛被形象地
称为 21厘米森林。由于信号微弱，且依赖于宇宙
黎明时期射电亮源的获取，多年来 21厘米森林
探测面临极大挑战。

据科研人员介绍，此项工作深入研究了过去
鲜有论及的 21厘米森林探针，并提出了一种原
创性的统计测量方案，使之不仅能够用于限制宇
宙第一代星系的性质，还可以同时测量暗物质粒
子质量。
“我们意识到由温暗物质效应和加热效应引

起的信号变化，在光谱上的尺度分布特征不同，
因此通过一维功率谱分析，将可以从统计上提取
关键特征以区分这两种效应。”论文共同通讯作
者、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徐怡冬介绍
说，“如果对同一段光谱的两次测量做互相关，将
能够显著压低噪声，从而提高信噪比。这对 21厘
米森林这种弱信号的提取非常关键。”

模拟结果显示，一维交叉功率谱测量显著提
高了观测的灵敏度，同时，一维功率谱的幅度和
形状特征显现出信号的尺度依赖性，使得 21厘
米森林变得切实可行，且能够同时测量暗物质粒
子质量和宇宙黎明时期的热历史。因此，21厘米
森林的一维功率谱可以成为一箭双雕的宇宙学
探针，为揭开暗物质和第一代星系之谜开辟了一
种极有前景的新途径。

相关论文信息：

宇宙学探针 21厘米森林艺术图。 国家天文台供图

中非专家呼吁以科技创新引领合作发展
本报讯（记者李思辉实习生罗智霖）近日，由

科学技术部、湖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2023中
非创新合作与发展论坛暨湖北国际技术交流会在
武汉开幕。本次大会以“创新引领发展，合作共享机
遇”为主题，以搭建科技合作桥梁、汇聚国际创新资
源为目标，旨在构建国内国际开放合作创新网络，推
动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
王焰新立足地球科学角度，介绍了中非在地学科
教方面的合作之路。他表示，中非地学科教合作在
平台建设、科学研究、技术培训、人才培养方面有
扎实的基础，在未来建设中，应当通过联合创办重
要合作交流平台、合作培养地学科技人才来打造
世界一流的“一带一路”地学科教基地，共建“一带
一路”地学研究国际联合实验室，共同谋划实施地
学大科学计划。

非洲面临的气候问题是与会专家热议的话题
之一。非洲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菲利克
斯·达科拉指出，非洲的气候变化带来了干旱、蝗灾

等问题，还导致土壤肥力低下，矿物质营养元素、氮
元素含量低，作物营养缺失，因此数以亿计的非洲人
正饱受微量元素缺乏症、蛋白质 -卡路里营养不良
等健康问题的困扰。他为此呼吁，中非双方应继续加
强合作，用科学技术改善环境问题。

对于中非合作的创新发展前景，中国社会科
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贺文萍表示，双
方应当加强数字经济合作、推进数字创新工程。她
说，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蓬勃，非洲数字经济方兴
未艾。在中非数字经济合作上，中国具有“短平快”
的创新研发能力和“接地气”的运营模式，符合非
洲市场的特点，合作潜力巨大。

南非科学院院士、埃塞俄比亚科学院院士马
莫·穆切认为，非洲需要构建一体化、网络化、统一
的可持续社会开放创新体系，需要以数字技术引
领变革、寻求发展，重新设计、创造非洲从生产到
消费的价值链，创造完全可持续发展的非洲经济。
他呼吁通过技术创新摆脱对捐助者与贷款的依
赖，建设出一个创新的、发展的非洲。

瑞典削减研究资金惹众怒
新技术给深海
做“B超 +CT”
本报讯（记者刁雯蕙）近日，南方科技大学海

洋地震 -电磁探测系统研发团队利用其最新研
制的地震 -电磁一体化探测系统和地震 -电磁
联合反演软件，在南海北部珠江口海域开展了海
上试验，率先成功完成了 4个测点的地震 -电
磁一体化数据采集。

地震 -电磁一体化探测系统和地震 -电磁
联合反演软件是该团队经过 3年攻关取得的研
究成果，可为深海目标提供“B 超 +CT”联合的
多参数探测。与传统海洋勘探方法相比，其探测
获得的数据和效率均提高了 2.5倍，能够有效识
别含油气目标，消除非唯一性和多解性，为今后
海洋资源和海洋科学研究提供新的方法技术。

试验现场。 南方科技大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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