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事体育部 责任编辑/邹挺毅
电话：0596-2523695
E-mail:vip3344007@163.com6 2022年2月25日 星期五

漳州新闻网：www.zznews.cn 科技

科 技 时讯时讯时讯时讯时讯时讯时讯时讯时讯时讯时讯时讯时讯时讯时讯时讯时讯时讯时讯时讯时讯时讯时讯时讯时讯时讯时讯时讯时讯时讯时讯时讯

科 技 视界视界视界视界视界视界视界视界视界视界视界视界视界视界视界视界视界视界视界视界视界视界视界视界视界视界视界视界视界视界视界视界

据新华社电 记者近日从安
徽大学获悉，该校物理与光电工
程学院教授张军团队与中国科
学院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侯义
军等合作，第一次找到了太阳色
球纤维向暗条提供物质和磁通
量的观测证据，在太阳暗条的磁
通量来源和物质供给研究上取
得重要突破。

太阳暗条是太阳大气中普遍

存在的一种等离子体结构，悬浮
于色球层和日冕层，具有温度低、
密度高的特点。太阳暗条与太阳
上的剧烈活动（耀斑、日冕物质抛
射等）密切相关，暗条爆发是影响
空间天气的最主要太阳活动之
一。暗条的形成和演化一直是太
阳物理学热点课题，对其开展系
统研究也是国家航空航天等科技
活动的迫切需要。

中国学者在太阳暗条研究上取得突破

据新华社电 澳大利亚联邦
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 22 日发布
公 报 说 ，该 组 织 研 究 人 员 研 发
的一种突破性技术让疫苗能在
常 温 下 保 存 ，从 而 便 于 将 疫 苗
运输到缺少冷藏供应链的偏远
地区。

研究人员在日前发表于国际
期刊《生物材料学报》的论文中报
告说，他们用一种被称为“金属有
机框架（MOFs）”的可溶性晶体
材料，封装了一些活病毒疫苗，发

现这种晶体材料可在 37 摄氏度
高温下保护疫苗完整性长达 12
周。以往在不冷藏条件下，这些
疫苗只能保存几天。

据介绍，MOFs 是一种多孔
晶体材料，可以在活病毒疫苗周
围生长并形成支架，防止疫苗分
子受温度变化的影响。在疫苗用
于接种前，可以再使用一种溶液
溶解外部的包裹材料，类似于“在
房子周围放置脚手架”，当脚手架
移除后，房子仍会保留。

新技术有望使疫苗不再需要冷藏

据新华社电 美国诺思罗普-
格鲁曼公司的“天鹅座”货运飞船
21日抵达国际空间站，送去约 3.8
吨科研设备和补给。

美国航天局当天发表公报说，
“天鹅座”飞船于美国东部时间21日
4时 44分（北京时间 21日 17时 44
分）抵达国际空间站。空间站上的
美国宇航员控制机械臂“抓住”飞船。

此次送到空间站的货物包括
支持数十项科学研究的关键材

料，项目包括皮肤衰老研究、肿瘤
药物研发、氢传感器改进、电池研
究、太空中植物种植等。

美国航天局还表示，“天鹅
座”飞船将在轨启动一次发动机，
帮助空间站调整轨道，还会将一
些小卫星释放入轨道。

“天鹅座”飞船 19 日发射，按
计划将于 5 月离开空间站，带着
空间站的废弃物进入地球大气层
焚毁。

美“天鹅座”货运飞船抵达国际空间站

据新华社电 德国图宾根大学
和波恩大学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
表明，大脑中的神经元会在某些数
学运算中受到特别激发，检测到的
一些神经元仅在加法期间活跃，而
其他神经元在减法期间活跃。这
些神经元都“不关心”计算指令是
词语形式还是运算符号形式。该
结果发表在《当代生物学》杂志上。

在一些患者中，癫痫发作总
是起源于大脑的同一区域。为了
精确定位这个缺陷区域，医生将

几个电极植入患者体内。探针可
用于精确确定癫痫的起源，此外
还可通过接线测量单个神经元的
活动。

五名女性和四名男性参与了
该研究。他们在大脑颞叶中被植
入了电极，以记录神经细胞的活
动。同时参与者必须执行简单的
算术任务。波恩大学医院癫痫学
系的弗洛里安·诺曼教授解释说：

“我们发现，在加法和减法期间，
不同的神经元会被激发。”

大脑中发现“数学神经元”

春耕伊始，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的“农机达人”贾兴柱开
始在田间地头忙碌起来，对春耕生产的机械装备进行“体检”
和升级。今年 46岁的贾兴柱是来安县施官镇张储村来安县苏
皖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喜欢动手搞发明创造的他研发
了多款新型农业机器，同时改造了集旋耕、播种、施肥等功能
于一体的多功能机，提高了合作社农业智能化、机械化水平。
该合作社年作业面积 1万余亩，服务周边 20多个乡镇。

新华社发

“农机达人”的科技春耕

2 月 22 日，“船联 1 号”电动货船在长江南京段航行（无人机照
片）。

当日，长江流域首艘 3000吨级纯电动货船“船联 1号”在南京首
航。该船由原来总载重 3000 吨位的燃油货船改造而成，把电能作
为整艘船的唯一能源，实现零排放、低噪音、无污染。 新华社发

长江流域首艘 3000吨级
纯电动货船首航

据新华社电 《参考消息》20 日
刊登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经济新
闻网报道《新实验证实鱼类也有自
我意识》。报道摘要如下：

3 年前，日本研究人员在美国
《科学公共图书馆·生物学》杂志上
发表了一个让人惊讶且不同寻常的
研究结果：一些专门清理其他海洋
生物身上寄生虫和死皮的裂唇鱼通
过了用镜子进行自我识别的测试。

这项测试的内容是在裂唇鱼身
体的某个部位——通常是喉咙区域
做一个只能在镜子反射中间接看到
的棕色标记。在进行实验的 4 条裂
唇鱼中，3 条在游向镜子后触摸或刮
擦了标记，从而证实了鱼的自我识
别能力。

为了检验测试结果，日本科学

家与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动物行为
研究所和瑞士纳沙泰尔大学的研究
人员进行合作。专家将样本量增加
到 18 条裂唇鱼，结果其中 17 条（即
94%）裂唇鱼表现出与之前研究相同
的行为。他们强调说，这项新研究

“不仅是动物认知研究的进步，也是
认为人类才有自我意识的心理学研
究的进步”。

在新研究中，科学家们在鱼身
上做了一个棕色标记，它看起来像
一种小型寄生虫，这是它们的主要
食物来源。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

是因为从猴子、猪、狗和羊等进行了
类似研究但未能通过镜子测试的动
物实验结果来看，最好的实验标志
是在自然环境中不会引起它们害怕
的标志。

但是鱼怎么会知道镜子里出现
的是自己而不是其他动物呢？

动物看自己的影像会经历 3 种
状态：首先它表现出攻击性行为——
因为它可能将镜子中的图像视为另
一种动物；然后它表现出不自然但
非攻击性的行为——因为它确认镜
子 中 的 影 像 不 是 另 一 种 动 物 ；最

后 它停止攻击，反复注视着自己的
身体。

最后一个状态说明可能产生了
自我识别，因为鱼可能看到标记并
尝试抓挠它。这种行为发生在对裂
唇鱼的第一次实验研究中，但问题
是如果移动镜子，裂唇鱼是否会再
次出现攻击性。

为了测试这一点，该团队将裂
唇鱼转移到一侧有镜子的水箱中，3
天后又将它们转移到另一侧有镜子
的水箱中。在任何水箱中，鱼儿都
没有表现出对自己形象的攻击性。

鱼类也有自我意识鱼类也有自我意识

据新华社电 《参考消息》日前
刊登英国《每日邮报》网站报道《婚
姻是活得更长的秘诀吗？》。报道摘
要如下：

英国一份科研报告称，美满的
婚姻确实是更长寿更健康的秘诀。

英国 国 家 统 计 局 称 ，分 析 人
员 对 2010 年 至 2019 年 间 英 格 兰
和 威 尔 士 20 岁 以 上 成 年 人 的 500
万 例 死 亡 进 行 了 调 查 。 调 查 发

现 ，单 身 男 女 的 死 亡 率 比 已 婚 男
女高一倍。这是他们首次开展此
类调查。

考虑到群体差异，研究人员根
据年龄把他们分成了两组，分别是
20 岁至 64 岁组和 65 岁以上组。两
个年龄组的人都表现出类似趋势，
已婚者死亡率最低。

在较年轻的年龄组中，单身男
性的死亡率是已婚男性的 3倍（分别

为每 10 万人中有 510 人死亡和 166
人死亡）。单身女性的死亡率是已
婚女性的 2.3倍（分别为每 10万人中
298人和 127人）。

在较年长的年龄组中，已婚人
士的死亡率也最低。就男性而言，
离 异 者（8208 人）最 多 ，是 已 婚 者

（2819人）的约 3倍。在女性当中，单
身者死亡率最高（4361人）。

英国国家统计局死亡率统计数

字主管萨拉·考尔说：“我们首次根
据婚姻状况分析了死亡率的人口趋
势。通过研究 10 年来的数据，我们
发现已婚或有伴侣的男性和女性，
其死亡率始终低于单身、离异或丧
偶者。”

现实世界的数据反映了此前几
项研究得出的结果。这些研究显
示，已婚人士往往更长寿、更健康也
更快乐。专家认为，这是因为伴侣
彼此照顾，敦促对方在发现疾病或
有症状时去做检查。快乐本身对健
康有益，可缓解压力，促进健康的生
活方式，据认为注重家庭也可降低
卷入危险行为的风险。

美满婚姻让人更长寿美满婚姻让人更长寿

据新华社电 美国《趣味科学》杂
志网站近日报道，荷兰莱顿天文台科
学家报告了迄今观测到的最大星系，其
离地球 30 亿光年远，自身横跨 1630 万
光年的距离。对其开展进一步研究将有
助于弄清星系如何生长变大。

研究人员在仔细研究了“低频阵列”
（LOFAR）收集的数据后，首次发现了这

一新的重量级星系。LOFAR 是一个由分布
在欧洲 52 个地点的约 20000 台射电望远镜
连接而成的网络。在对数据进行处理后，研
究人员检测到了巨大的反射射电波瓣，发现
了这个巨大的结构。

他们以古希腊神话中的巨人“阿尔库俄纽
斯”为这个新星系命名，该宇宙“巨兽”宽 1630万

光年，直径是银河系的 160倍，是此前已知最大星
系 IC1101（宽390万光年）的4倍。

研究人员称，“阿尔库俄纽斯”星系是庞大而
典型的射电星系。射电星系由一个宿主星系

（即围绕含有超大质量黑洞的星系核的恒星团）
以及从星系中心喷出的巨大喷流和裂片组成。
星系中心的黑洞吞噬大量物质，然后将其吐出
——喷射出两股巨大的等离子体，这些等离子

体以接近光速的速度移动。旅行数百万光年
后，等离子体束的速度变慢，扩散成羽流，这些
羽流以射电电波的形式发出光。

研究人员表示，除拥有巨大的羽状结构
外，“阿尔库俄纽斯”星系是一个普通的椭圆星
系，总质量约为太阳质量的 2400 亿倍，中心超
大质量黑洞的质量是太阳质量的 4 亿倍（比最

大黑洞的质量小 100 倍）。事实上，与大多数
射电星系相比，“阿尔库俄纽斯”星系的宿主
星系并不大。

宿主星系普通的“阿尔库俄纽斯”星系
如何生长出如此巨大的波瓣，导致其变成
如今这般“庞然大物”？奥雷等人提出了两
种可能性：一是该星系周围环境的密度比
较低，使其喷流能在前所未有的范围内扩

张；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该星系存在于
宇宙网的一根细丝内，这是一个巨大而鲜
为人知的由气体和连接星系的暗物质组
成的结构。

研究人员称，找出导致“阿尔库俄纽
斯”星系膨胀得如此大的原因，将有助
于了解其他星系是如何成长的。

横跨 1630万光年！科学家发现迄今为止最大星系

据新华社电 我国科研人员
领衔的国际科研团队攻克了甲烷
的选择性氧化这一催化研究中的
世界性难题。利用新开发的催化
剂，该团队实现了氧气条件下将甲
烷选择性氧化为甲醇和乙酸。这一
研究对于甲烷的转化利用有着十分
重要的价值。

记者 21 日从中国科学院精密测
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获悉，该院
徐君研究员、邓风研究员、齐国栋副研
究员等科研团队成员联合英国卡迪夫大
学格雷厄姆·哈钦斯教授等合作者，开发
了金（Au）负载的 ZSM- 5 沸石分子筛

（Au/ZSM-5）催化剂，并利用该催化剂实
现了甲烷在温和条件下的选择性氧化。

据齐国栋介绍，甲烷广泛分布于天然
气、页岩气、煤层气、甲烷水合物等之中，
是最清洁、最丰富的天然碳资源。由于
甲烷的储藏地区往往十分偏远，因此在
开采现场将甲烷转化为可运输的含氧
化合物对甲烷的高效利用具有重大意
义。因甲烷的化学键能较大，通常需
要高温高压的苛刻条件才能将其转
化。工业上采用的办法是先将甲烷转
化为一氧化碳和氢气组成的合成气，
再转化为高附加值的产物。这一过程
不仅能耗极高，而且容易出现二氧化
碳等副产品。如何在温和条件下直
接将甲烷催化氧化为高附加值的化
学品，是化学界一道备受关注的世
界性难题。

前 沿科 技

据新华社电 在 20 日举办的
北京冬奥会闭幕式中，高科技材
料石墨烯的应用有效解决了半开
放场馆工作人员的抗寒保暖问题，
为国家体育场“鸟巢”提供了温暖
保障。

当日北京气温最低可达零下 7
摄氏度。“鸟巢”作为半开放场馆，需
要解决参加闭幕式人员以及工作人
员的御寒问题。观礼台椅子、嘉宾区
沙发的内部都嵌入了新型石墨烯柔性
发热织物材料：只需轻触圆形的控制按
键，即可实现 47、37和 30摄氏度三个档
位温度的调节控制。观礼台的地毯也应
用了石墨烯智能温度控制系统，可使地
毯表面温度均衡处于 20摄氏度以上。

据介绍，石墨烯是目前已知最薄、强
度最大、导电导热性能最好的新型纳米材
料，电热转换效率达 90%以上。为保证在
室外长时间工作的人员不感到寒冷，我国
科研人员为北京冬奥会开发出了多种产
品，满足多场馆不同类型人员的需求。

除了应用于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之
外，不少观众对北京冬奥会的颁奖仪式
印象深刻。在社交媒体上，网友们发出
了“颁奖礼仪小姐姐穿那么薄会不会冷”
的疑问和关心。

张家口赛区礼仪志愿者洪羽瑶告诉
记者：“我们所在的张家口在冬奥会举办
期间室外温度可达零下 20摄氏度。我们
的礼仪服装虽然看起来非常薄，但是我
们一点不觉得冷，在室外站半个小时完

全没有问题。”
记者了解到，本届冬奥会颁奖礼仪

服装下面还有一套应用第二代石墨烯纺
织物柔性发热材料的内胆，有快速升温
的功能。当人体感觉寒冷时，通过隐藏
按钮打开加热功能，可在 30 秒内将温度
升高到人体的舒适温度。

记者在北京石墨烯技术研究院现场
体验了第二代石墨烯纺织物柔性发热材
料“上身”的效果。石墨烯加热马甲的口袋
里装有一块卡片大小、连接着马甲内部的

“轻便充电宝”，穿上马甲，按下胸前袖珍按
钮开关，不一会儿，浑身就感受到一股暖
流。第二代石墨烯纺织物柔性发热材料相
较于第一代材料有了功能方面的迭代：基
材是布料或纤维肌，摸上去柔软，而且安全

透气。
此外，为保障冬奥会工作人员的对

讲机、手机、摄像机、照相机等设备在
寒冷户外也能正常工作，它们也穿上
了石墨烯“外套”。据介绍，应用石墨
烯柔性发热材料的云转播背包可瞬
间产生 50 摄氏度的温升，并配备低
温电池，保证在冬奥赛场零下 20 摄
氏度及更低温环境下云转播设备的
正常运转和有效续航。

北京冬奥会后，石墨烯柔性织
物低温环境智能发热技术将在汽
车热管理系统、低温环境特种加热
服装服饰、医疗健康装备等领域提
供 更 专 业 的 技 术 解 决 方 案 和 产
品，让全民共享科技冬奥的成果。

把高科技“穿上身”石墨烯提供“可调节的温暖”

清洁能源利用重大突破：

我国科学家实现甲烷的选择性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