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稿邮箱：959504940@qq.com

2024年1月24日

4 科闻天下 责编：吴雅琼

土壤释放的微塑料可以在空气中传播
据《当代生物学》杂志报道，

酵母是一种有机体，在黑暗中发
酵，暴露在阳光下可能会阻碍甚
至破坏这一过程。近日，美国佐
治亚理工学院生物科学学院研
究人员设计出了世界上第一批
光动力酵母菌株，它们可能会更
喜欢光照。

据《环球时报》报道，美国能
源部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和
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人员近期联
合开发了一种耦合电化学和热
化学反应的新策略，可将强效温
室气体二氧化碳转化为碳纳米
纤维。这些材料具有广泛的独
特性能和许多潜在的长期用
途。研究人员描述，新方法可在
相对较低的温度和环境压力下
进行，成功地将碳锁定在固体形
态的物质中，以抵消碳排放甚至
实现负碳排放。

1月17日

据《科技日报》报道，由日本
国立材料科学研究所、东京大学
和东京科学大学组成的研究团
队，首次开发出能在水溶液中精
确掺杂有机半导体的技术。最
新技术不需要在真空中使用特
殊设备获得氮气环境，有望给半
导体领域带来全新突破，并在医
疗保健和生物传感领域找到用
武之地。

据科普中国报道，印尼安达
拉斯大学科学家对该国21个食
盐品牌进行了抽样，发现每个品
牌都含有4种不同的微塑料。根
据形状、大小和颜色识别出4种
类型的微塑料。其中塑料碎片
最常见（67.49%），其次是纤维
（23.82%）、薄膜（6.08%）和颗粒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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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近日，来自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和芬兰赫尔
辛基大学的科学家，首次在室温
下稳定并直接成像了稀有气体
原子的小团簇。最新成果为凝
聚态物理及其在量子信息技术
领域的应用开辟了可能性。

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日，《海
洋科学前沿》发表了首个对海底
拖网捕捞碳排放进行评估的研
究。结果显示，海底拖网捕捞每
年向大气中释放约3.4亿吨二氧
化碳。这相当于全球二氧化碳
排放总量的近 1%，迄今却一直
被忽视。

据《科技日报》报道，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研究人员近期设计
了一种新的软体机器人。它可同时进行3种行为：向前滚动，像唱片一
样旋转，以及沿着围绕中心点运行的路径移动。该设备无需人工或计
算机控制即可运行，有望开发可用于导航和绘制未知环境的柔性机器
人设备。

据新华社报道，英国剑桥大学领导的国际团队近日使用詹姆斯·韦
布空间望远镜发现了迄今为止观察到的最古老黑洞。该黑洞历史可追
溯到宇宙的“黎明时期”，约为大爆炸后4亿年，距今超过130亿年。研究
人员还发现，它正在吞噬其宿主星系。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近
期，日本冈山大学特聘教授中村
英三提出的月球农场构想备受
关注。要在太空中建立长期基
地，食物不可或缺，太空农场或
是一种解决办法。以太空中漂
浮的无数小行星上的土壤当“肥
料”，在星球上建农场是可能的。

迄今最大海洋微生物基因数据库出炉

韦布发现迄今观察到的最古老黑洞

据《自然》报道，近日，沙特阿拉伯科学家对包括细菌、病毒和真菌在
内的海洋微生物基因进行了迄今最全面分析，编制出已知最大海洋微生
物基因数据库。其中囊括了来自北极、印度洋、大西洋、太平洋以及地中
海的约3.17亿组微生物基因。最新研究为科学家发现抗生素、追踪气候
变化影响和保护濒危物种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环球时报》报道，近日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一篇文
章称，海藻森林存在的年代更为久远，早在3200万年前，海藻就在西北海
岸繁衍生息，远早于现代海洋哺乳动物、海胆、鸟类和双壳类动物的出
现。其证据来自于新发现的海藻固着器化石——海藻的根状部分，将其
固定在海底的岩石或岩石上的生物体上。

随着气候变暖 蝴蝶可能会失去斑点新探针可高清记录深脑活动

据《自然·通讯》报道，近期，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集成电子和生
物界面实验室采用新方法制造出一种传感器，能记录人类以及一系列动
物模型中大量单个神经元的活动，分辨率精细到一至两个神经元。

据《中国科学报》报道，近日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如果雌性草地褐蝶
在温暖的天气中成长，它们身上的斑点就会减少。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
科学家发现，在11°C的环境中发育的雌性草地褐蝶平均有6个斑点，
而在15°C的环境中发育的雌性草地褐蝶只有3个斑点。

新软体机器人可同时进行三种行为 太平洋海藻森林
早在3200万年前就已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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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云层到心脏组织，小于 5毫
米的微塑料无处不在。随着这些
塑料在人类生活和供水系统中越
来越普遍，它们也在污水和废水中
被发现。

为减少污染，实现循环利用，
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通过先进工
艺“变废为宝”制成天然有机肥料
被重新应用于农田提供养分。

根据美国环境保护署的估计，
每年有超过 200万于吨的污泥（大
约是污水处理厂收集总量的一半）
被应用到土地上。因此，这些污泥
中的微塑料有机会重新进入环

境。由于塑料可能携带来自废水
的其他污染物，它们被吸入时可能
有潜在健康风险。因此，科学家想
研究风如何从施用了污泥处理制
成的化肥的农田中收集和运输微
塑料颗粒。

近日，一项发表在《环境科学
与技术快报》上的研究指出，被风
带走的塑料颗粒比人们想象的要
多。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
研究小组发现，微塑料颗粒比同样
大小的灰尘颗粒更容易从田里释
放出来，甚至微风就能将其吹散到
空气中。

研究小组分析了风吹沉积物
时空气中的微塑料，这些沉积物是
在华盛顿州农村的两块生物固体
处理过的土地上进行风洞实验时
收集的。研究人员发现，这些被风
吹来的沉积物中含有比生物固体
或来源土壤本身更高浓度的微塑
料。这种富集效应是由于塑料颗
粒的密度比土壤矿物质小，粘性也
较低——它们不像土壤矿物质那
样容易被水分困住。因此，微塑料
比土壤中的矿物质更容易被微风
带走，哪怕风力不足以扬起灰尘，
但仍可能将微塑料带入空气中。

研究人员表示，以前的模型在
估计处理过的农田的排放量时没
有考虑到这种粘性效应和微塑料
的其他独特性质。因此，这些旧模
型很可能低估了释放到空气中的
塑料颗粒的实际数量。研究团队
计算表明，微塑料可能从贫瘠的农
田中释放出来，比以前估计的多出
近 2.5 倍。研究人员说，这项工作
突出了一种被低估的方式，即微塑
料可以在空气中传播。

据《中国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