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09科教观潮责编：刘 峣 邮箱：onionliu@hotmail.com

2024年5月23日 星期四

搭建小型水生生态系统

斑马鱼是一种常见的观赏鱼，体长约 4-6 厘
米，因身体两侧从头至尾布满多条蓝色条纹而得
名。它们性情温和、活泼好动，成群结队游动
时，犹如奔驰的斑马群。

这次来到“太空之家”的4条斑马鱼承担“重
任”——借助由斑马鱼和金鱼藻组成的小型水生
生态系统，科学家将研究空间环境对鱼类生长发
育、生态系统运行与物质循环的影响。

进入空间站后，斑马鱼生活如何？专家介绍，空
间站小型受控生命生态实验组件由神舟十八号航
天员转移至问天舱生命生态实验柜中开展实验后，
目前在轨运行稳定、4条斑马鱼状态良好。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郑伟
波说，目前，航天员成功开展了两次水样样品采
集和1次鱼食盒更换操作，发现了斑马鱼在微重力
环境下表现出腹背颠倒游泳、旋转运动、转圈等
定向行为异常现象。后续科学家将利用返回的回
收水样、鱼卵等样品，结合相关视频开展空间环
境对脊椎动物生长发育与行为的影响研究，同时
为空间密闭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研究提供支撑。

和人类一样，在太空环境中生存，鱼类也面
临着适应性问题。为此，科学家打造了一套周密
的生态系统。

在问天舱生命生态实验柜小型受控生命生态
实验模块中，鱼类、植物和微生物协同参与——
藻类光合作用产生的氧气供斑马鱼呼吸，鱼呼出
的二氧化碳供藻类进行光合作用，进食产生的粪
便则提供了藻类生长的养料。在饮食方面，科学
家专门设计了鱼食，用注射器推进“鱼缸”。

这套“太空鱼缸”看上去很简单，实际上面
临着不少已知和未知的考验。在太空中，鱼类生
存的氧气不够怎么办？水变浑了该如何处理？面
对可能出现的问题，科学家设置了紧急供氧系
统、水质置换系统等诸多“配套”功能。

为了让斑马鱼在空间站更好地存活，航天员
必须给鱼类喂食、供氧，为藻类提供营养液、照
明，同时还要满足该系统pH值、溶氧、温度、电
导率等指标要求，并进行参数调节、鱼卵收集、
废物处理等操作。

为理解生命科学提供帮助

除了研究空间环境对脊椎动物生长发育与行
为的影响之外，科学家还期待着斑马鱼能够在太
空中产卵。

斑马鱼的繁殖周期约7天，1年可连续繁殖6-7
次，产卵量高。专家表示，一旦发现小鱼排卵，系统
将启动专用的排卵装置，把鱼卵收集起来。

为何选择斑马鱼作为研究对象？专家介绍，
斑马鱼与人类基因组相似度高达87%，被称为“模
式生物”（可用于研究与揭示生命体某种具有普遍
规律的生物现象的一类生物）。此前在中国空间站
种植的拟南芥和水稻，同样也是“模式生物”。

专家介绍，斑马鱼体型小，具有体外受精、
体外发育、早期胚胎透明等特点，科学家可以完
整观察研究其发育过程，这对于理解人类生命科
学、疾病预防和治疗以及药物研发等意义重大。

上世纪70年代，美国遗传学家乔治·施特雷辛
格首次对斑马鱼进行发育生物学研究。得益于其特
性，斑马鱼在发育生物学、遗传学、基础医学、药理
学、毒理学、药物研发以及生态环境评价等诸多领
域得到广泛应用，成为生物学家的“爱宠”。

斑马鱼进入太空的时间也很早。1976 年，斑马
鱼随着苏联“礼炮五号”空间站进入太空。此后10余
年间，苏联多次通过联盟火箭与宇宙系列卫星将斑
马鱼等送入太空，开展在轨生物载荷实验。

2012 年，日本将一个水生舱送入了国际空间
站的日本实验舱，用于研究微重力对海洋生物的
影响。3 年后，日本实验舱利用 18 条斑马鱼进行
肌肉实验，为制定航天员保健策略提供了参考和
指导。

空间站90余项实（试）验相继开展

除了“太空养鱼”，神舟十八号还将利用舱内
科学实验机柜和舱外载荷，在微重力基础物理、

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
技术等领域，开展 90余项实 （试） 验，其中包括
实施国际上首次植物茎尖干细胞功能在轨研究，
揭示植物进化对重力的适应机制，为后续定向设
计适应太空环境的空间作物提供理论支撑。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西强此前表示，中国空间
站已在轨实施了130多个科学研究与应用项目，在
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
力流体物理等方向已取得重要成果，在国际一流
期刊发表论文280余篇。

利用高温科学实验柜开展的新型材料空间生
长研究项目，中国首次在空间获得了地面难以制
备的高质量晶体材料，对高性能多元半导体合金
材料制备具有指导作用；利用生物技术实验柜开
展的人骨细胞定向分化的分子靶点研究、对骨骼
肌影响的生物学基础研究等项目，取得的成果为
促进骨折、脊柱损伤修复等骨质疾病的防治，以
及对抗肌萎缩、防治代谢性疾病提供了新的解决
方案。

林西强表示，中国将继续坚持应用为纲、效
益为先，充分发挥国家太空实验室平台优势，持
续产出更多高水平成果。

神舟十八号航天员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近1个月，一系
列空间科学实验有序开展。此次随航天员一同来到空间站的还
有一批特殊“乘客”——4条斑马鱼。神舟十八号任务期间，
4条斑马鱼将与4克金鱼藻组成小型水生生态系统，实现中国
在空间培养脊椎动物方面的突破。

一秒钟，可以干什么？在陕西西
安未来人工智能计算中心 （以下简称

“智算中心”），可以计算30亿亿次！
走进位于西安市雁塔区未来产业

城的智算中心，数排黑色机柜映入眼
帘。“我们可提供 AI 算力 300P，每秒
可进行 30 亿亿次半精度浮点计算。”
智算中心首席运营官张云鹏介绍，
300P 相当于 150 万台高性能计算机同
时运算，24 小时可处理数十亿张图
像、10年左右的自动驾驶数据。

如今，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在与办公、学习、生活产生越来越紧
密的联系。如果说，数据是信息时代
的“石油”，算力就是人工智能的“发
动机”。作为西部首个、全国排名第二
的大规模人工智能“算力集群”，智算
中心堪称西部“最强大脑”，算力加持
正助力“AI+”蓬勃发展。

有效监测煤矿传送带堵塞洒漏、
皮带跑偏、机舱漏油等问题；精确
计算煤矿掘进作业面进退杆数据；
实时保证油罐车为加油站安全运输

汽油……前不久，一款面向工业巡
检领域的 30 亿级参数预训练大模型
在西安发布。用数智化手段代替以
往的人力巡检，效率大大提升，省
时又省力。

“在人工智能大模型研发与训练方
面，数据和算力是两大门槛。”西安圣
瞳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圣哲是该模
型研发的参与者之一，也是位90后海
归。近年来，这个西安小伙与创业团
队一起探索，提供基于工业AI巡检平
台的数据管理、模型训练、模型应
用、设备接入等服务，助力产业数字
化、数字产业化。

“有算力基础设施的加持，我们
仅 用 半 年 就 将 这 款 大 模 型 训 练 完
成。”高圣哲说，“这大大节省了算力
成本，为技术研发、业务推广提供了
重要支撑。”

入驻智算中心的中科视语 （西
安） 科技有限公司，与合作伙伴一
起 研 发 了 “ 秦 岭·秦 川 交 通 大 模
型”，为城市道路早晚高峰拥堵问题

提出解决方案。
据公司负责人介绍，大模型对海

量历史交通数据进行分析，结合当
前道路入口和干线的流量情况等即
时交通数据，可自动生成路口信号
控制优化策略建议，有助于缓解交
通拥堵。

交通拥堵实时“诊断开方”、毫米
级病害“一眼识别”、渣土车等特殊品
类车辆精确追踪……交通大模型为安
全管理、道路养护等场景提出有针对
性的改善方案，助力智慧交通全场景
变革。

筑巢引凤，集智聚才。自上线运
行以来，智算中心链接生态伙伴企业
230 多家，吸引了一大批企业入驻。

“这里初步形成了人工智能产业生
态。”西安市雁塔区委书记王征表示，

“我们将持续瞄准战略性新兴产业，抢
占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大数据等未
来产业新赛道，努力打造陕西省算力
和数字产业聚集区，构建城市数字底
座，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每秒计算30亿亿次

探访中国西部“最强大脑”
本报记者 高 炳

“太空养鱼”
有何奥秘

本报记者 刘 峣

可以把细胞“打印”进去的 3D 打印人体关节、可以自己回到“方盒子港
湾”蓄能的无人机……这些硬核产品都诞生于设立在西北工业大学的众创空间。

西北工业大学的工大翱翔众创空间是一个面向学生创新创业团队和初创企业
提供孵化服务的孵化平台。目前已培育学生双创团队 105 个，注册学生企业 13
家。2021年以来，众创空间孵化了以欧卡智舶、联丰迅声为代表的一批高新技
术企业。

图为师生在众创空间开放工位上交流。 翁奇羽摄 （人民视觉）

校园众创空间 青年创新热土

近日，北京教育学院附属海淀实验小学的学生走进王致和腐乳科普展
馆，了解腐乳加工工艺，体验传统文化与现代创新的结合。

图为学生体验腐乳制造的工艺流程。 张亚恒、王玄摄影报道

据新华社电（记者董雪） 记者
从2024年上海科技节获悉，上海为
推进科普事业发展，开设科技传播
中高级职称评审通道，以科技传播
职称认定方式挖掘市场化的科普领
军人物，调动科普人才活力。

在2024年上海科技节主旨大会
上，首批科技传播高级职称获评者
得到授证，中级职称申报同步启
动。上海市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为科技传播人才评职称能有效促进
专门人才队伍发展，同时有利于将
散落在文化、旅游、科创等业态中
的科普产业甄别出来，促进科普产
业壮大。

李治中在自媒体领域从事癌症
科普工作，是此次高级职称获评者

之一，他表示：“对我们这些市场化
的科普从业者来说，获评科技传播
职称是一个巨大的鼓励，能帮助我
们更好地深耕科普领域。”

记者采访获悉，探索为科技
传播人才评职称是上海促进科普
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举措之一，上
海正在推动科普与科创“两翼齐
飞”。数据显示，上海全市的科普
基地数量已有 305 家，平均每 8 万
人拥有一个科普基地。在 2024 年
上海科技节期间，上海依托各类
科技创新基地、科普基地、青少
年科学创新实践工作站等，预计
开展专题活动达 2000 场，其中近
270 家科普基地会开展科技节特色
科普活动。

上海为科普人才评职称

据新华社电（记者徐海涛、戴
威） 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
悉，该校潘建伟、包小辉、张强等
人近期首次采用单光子干涉在独立
存储节点间建立纠缠，并以此为基
础构建了国际首个基于纠缠的城域
三节点量子网络。该研究使得现实
量子纠缠网络的距离由以往的几十
米整整提升了三个数量级至几十公
里，为后续开展盲量子计算、分布
式量子计算、量子增强长基线干涉
等量子网络应用奠定了科学与技术
基础。5 月 15 日国际学术期刊 《自
然》发表了该成果。

通过量子态的远程传输来构建
量子网络是大尺度量子信息处理的
基本要素。基于量子网络，可以实
现广域量子密钥分发以及分布式量
子计算和量子传感，构成未来“量
子互联网”的技术基础。

在远距离分离的独立量子存储
器间建立纠缠，主要挑战在于如何

控制单光子相位。近期，潘建伟团
队设计并发展了一套非常精巧的相
位控制方案：首先通过超稳腔稳频
来压制控制激光线宽，其次通过光
锁相环来构建读写激光间的相位关
联，最后通过远程分时相位比对来
构建两节点间的相位关联。采用以
上相位控制技术，并利用量子频率
转换，团队成功实现了相距十几千
米远的量子存储器之间的纠缠。以
此为基础，他们构建了国际上首个
城域三节点量子纠缠网络，该网络
可以在任意两个量子存储器节点间
建立纠缠。

这项研究使得现实量子纠缠网
络的距离由几十米提升至几十公里，
为后续开展分布式量子计算、分布式
量子传感等量子网络应用奠定基础。

《自然》杂志审稿人对此给予高度评
价，认为“他们的成果开启了量子互
联网研究的新篇章”，“为未来大规模
量子网络铺平了道路”。

中国科学家构建国际首个
基于纠缠的城域量子网络
中国科学家构建国际首个
基于纠缠的城域量子网络

斑马鱼。 资料照片

水生生保系统 （备份件）。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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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金立旺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