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科学家创造量子直接通信最远纪录
记者12日从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

究院获悉，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
科研副院长、清华大学理学院物理系
教授龙桂鲁团队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
系教授陆建华团队合作设计了一种相
位量子态与时间戳量子态混合编码的
量子直接通信新系统，成功实现100公
里的量子直接通信。这是至今为止世
界上最长的量子直接通信距离。

“量子原理能够用于感知窃听。”龙
桂鲁介绍，量子直接通信以量子态作为
载体来编码和传输信息。量子直接通
信改变了传统保密通信的双信道结构，
将噪声信道下的可靠通信发展为噪声
和窃听信道下的可靠和安全通信，不仅
能够感知窃听，还能够阻止窃听。

这一突破能够实现无中继条件下

部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点对点量子直
接通信。龙桂鲁说：“无中继长距离量
子直接通信的意义在于，可满足一些
无法进行中继的场景的量子直接通
信，如星地之间的量子直接通信。此
外，当通信速率满足要求时，长距离通
信可减少中继数量，降低链路节点的
部署成本，降低通信延时，提升通信性
能，优化用户使用体验。”

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相关负
责人介绍，龙桂鲁与其博士生刘晓曙
于2000年提出量子直接通信的首个协
议。2016 年至 2017 年间，国内多所高
校的科研团队分别合作完成了龙桂鲁
等提出的基于单光子和基于纠缠的量
子直接通信协议的原理演示实验。
2019 年，龙桂鲁团队与陆建华团队合

作，成功研制了量子直接通信系统，实
现 1.5 公里光纤距离下 50 比特每秒的
安全通信速率。2020 年，他们发布实
用化量子直接通信样机，实现了 10 公
里光纤中 4 千比特每秒的传输速率。
同年，他们将通信距离提升至18公里。

龙桂鲁团队与陆建华团队近日设
计并实现的量子直接通信新系统，使
量子直接通信距离首次达到100公里，
不仅可在无中继条件下实现部分城市
之间的点对点量子直接通信，还可支
撑基于安全经典中继建立的广域量子
网络的一些应用。相关成果已发表在

《光：科学与应用》期刊。
此前公开发表的成果中，量子直

接通信的最长距离为18公里。
据新华社

100公里！

以色列团队用植物蛋白
支架3D打印“培养肉”

以色列研究人员近期在国际期刊《生物材
料》杂志上报告了可用于“培养肉”制造的富含植
物蛋白的支架材料，新研究有望推进“培养肉”工
业化规模生产。

“培养肉”产业旨在利用组织工程技术培养
可供食用的人造肉组织，以解决全球日益增长的
肉制品需求及其造成的环境压力。组织工程技
术包括使用适当的动物细胞类型、支架材料以及
模仿复杂自然组织所需的制造技术等。为了模
拟原生细胞的微环境，组织工程技术利用支架作
为细胞生长平台。支架的特性必须能支持细胞
附着、增殖和分化，并允许营养物扩散和细胞迁
移。当支架作为最终可食用“培养肉”产品组成
部分时，还需考虑它的可消化性和营养价值。

对于创建厚且复杂的结构，3D 生物打印技
术是一种具有前景的制造方法。在这项新研究
中，以色列理工学院和阿莱夫农场公司研究人员
尝试利用两组富含植物蛋白的混合物创建可定
制的、可被 3D 打印的支架，用于人造肉组织培
养。这两种混合物分别由豌豆分离蛋白或大豆
分离蛋白与经过修饰的海藻酸盐组成。

研究人员使用牛肌卫星细胞作为培养人造
肉的细胞，分多个步骤对这两组富含植物蛋白的
支架材料进行评估：首先确认两种混合物作为支
架材料的适用性，然后开发出一种以琼脂作为培
养基的“挤出式”3D 打印方法，最后观察牛肌卫
星细胞能否实现3D细胞打印。研究人员还评估
了上述3D打印培养方式对牛间充质干细胞的适
用性，牛间充质干细胞是另一种常用于人造肉培
养的细胞类型。

实验和分析表明，这类富含植物蛋白的材料
适合用作 3D 打印“培养肉”的支架材料。同时，
这类非动物源性支架材料还具有合适的营养价
值和较低的过敏反应风险。新研究有望推进3D
打印“培养肉”的工业化规模制造，并推动该领域
发展。 据新华社

我国成功发射大气环境监测卫星
4 月 16 日 2 时 16 分，我国在太原

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丙运载火
箭，成功将大气环境监测卫星发射升
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

务获得圆满成功。
这颗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区域环境

空气质量和生态环境监测，为进一步
提升我国大气环境综合监测、全球气

候变化研究和农作物估产、农业灾害
监测等应用能力提供国产数据支撑。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
416次飞行。 据新华社

全球首个非人灵长类
动物全细胞图谱发布

由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主导，多国科研
团队共同参与的首个非人灵长类动物（猕猴）全
身器官细胞图谱日前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
布。这是全球首个非人灵长类动物的全身器官
细胞图谱。

“这个图谱就像一张‘地图’，有了它就相当
于有了一个探索生命细胞分辨率的高精度仪器，
可以‘看到'每个器官都有哪些细胞，还可以精细
到每个细胞里具体的分子特征及其与其他细胞
的互动关系。”论文第一作者、深圳华大生命科学
研究院韩磊博士介绍说，这为我们更好地认识生
命的基本结构，探究疾病和细胞的关系打下了基
础，也为有关疾病的精准治疗提供了新的方向。

据了解，研究团队基于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单细胞建库和测序平台，
对成年猕猴全身 45 个器官的约 114 万个细胞进
行了单细胞测序分析，将其分成了113种主要细
胞类型和463种细胞亚类，并搭建了非人灵长类
动物百万单细胞交互式资源网站。

论文共同通讯作者之一、深圳华大生命科学
研究院院长徐讯告诉记者，这一研究成果将被用
于物种进化、人类疾病以及药物评价和筛选等相
关研究，为生物医学的发展提供基础性的资源和
工具，助力疾病诊疗与靶向药物开发，为人类更
好地探究生命的进化提供可能。

这一研究由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联合
北京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深圳国家基因库、吉
林大学、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
院、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英国剑桥大学、西班
牙 ICREA研究所等6个国家的35个科研团队共
同参与完成。研究已通过伦理审查，严格遵循相
应法规和伦理准则。 据新华社

2022年我国将完成中国空间站在轨建造
记者17日从国新办举行的中国空

间站建造进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
到，今年我国将完成中国空间站的在
轨建造。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
郝淳介绍，中国空间站建造分为关键
技术验证和建造两个阶段实施，其中，
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主要任务是全面突
破和掌握空间站建造及运营相关的关
键技术。自 2020 年以来，我国实施了
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首飞，空间站天

和核心舱，神舟十二号、神舟十三号载
人飞船，天舟二号、天舟三号货运飞船
共 6 次飞行任务，均取得成功，圆满完
成了关键技术验证阶段的任务目标，
为空间站建造阶段任务实施奠定了坚
实基础。

郝淳表示，今年将完成中国空间
站在轨建造，共计划实施6次飞行任务
——5 月发射天舟四号货运飞船；6 月
发射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神舟十四
号载人飞船乘组也是由三名航天员组

成，他们将在轨驻留 6 个月时间；7 月
发射空间站问天实验舱，10 月发射空
间站梦天实验舱。空间站的三个舱段
将形成“T”字基本构型，完成中国空间
站的在轨建造，之后还将实施天舟五
号货运飞船和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发
射任务。其中，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
飞行乘组也是由三名航天员组成，这
三名航天员将在轨和神舟十四号的航
天员完成轮换以后，工作和生活 6 个
月。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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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望远镜探测到50亿光年外强烈微波
南非射电望远镜捕捉到宇宙深空

一道强烈的微波，距离地球 50 亿光
年。天文学称它为巨脉泽。

脉泽，即“受激辐射的微波放大”，
可以理解为宇宙空间微波波段的激光
现象。激光全称是“受激辐射的光放
大”，而光的波长小于微波。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日援引研
究人员发现报道，这是迄今发现的距
离地球最遥远的巨脉泽。它是两个星
系碰撞时产生，发出的微波要在太空

穿越 580 垓（1 垓等于 10 的二十次方）
公里才能抵达地球。

这一发现基于一个国际研究团队
对南非射电天文台MeerKAT望远镜逾
3000个小时观测结果的分析。主要研
究人员、现任职于澳大利亚柯廷大学
的马尔钦·格洛瓦茨基在一份声明中
说，他们在望远镜观测的第一晚发现
这道巨脉泽。星系碰撞令它们所含气
体变得极其稠密，因此引发并发射出
强烈微波。

研究人员用南非祖鲁族语言命名
这道巨脉泽为 Nkalakatha，意为“大老
板”。他们将利用 MeerKAT 望远镜进
行后续观测，希望有更多发现，以助探
索宇宙演变过程。

南非MeerKAT望远镜是平方公里
阵列射电望远镜（SKA）主要组成部分
之一。SKA 由多国合资建造和运行，
是世界最大规模综合孔径射电望远
镜，因接收总面积约“1 平方公里”得
名。 据新华社

新成果 记者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获
悉，该校地球科学学院韩凤禄副教授
率领的团队宣布发现一具约 2.5 亿年
前、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的早
三叠世鱼龙化石。该鱼龙长达3米、外
形憨萌，可能具有更强的游泳能力，作
为一个新属种，被命名为“粗壮百色鱼
龙”。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已在国际生
物学期刊《同行评议科学杂志》（PeerJ）
在线发表。

联合研究团队对化石进行了历时
3 个月的修复。该化石主要包含了躯
干的前半部分，由于未保存头骨和大

部分肢骨等关键部位的特征，给鉴定
带来了一定困难。

研究人员经过对比研究和统计分
析，最终识别出了一些关键特征。“这
件标本虽然保存不完整，但具有鱼龙
类所独有的一些特征，不同于鳍龙类
等其他海生爬行动物。”韩凤禄说。

据悉，鱼龙是繁盛于三叠纪和侏
罗纪的海生爬行动物，最早出现在约
2.5 亿年前，在 9000 万年前灭绝，大约
与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鱼龙的起源
和早期演化至今仍然是未解之谜。目
前发现的鱼龙最早出现在早三叠世，

在日本、加拿大、北欧和中国湖北、安
徽等地有过正式报道，多为长度不超
过1.5米的小型个体，其化石材料和分
布范围都较为有限。

此次发现的标本体型较大，据估
测全长可达3米，远大于此前国内发现
的早三叠世鱼龙。复原后的外表与现
代的海豚相近。“相比其他早期鱼龙
类，百色鱼龙有着更长、更强壮的前肢
骨，暗示了百色鱼龙可能具有更强的
游泳能力，可能在当时的海洋中扮演
了一种高级掠食者的角色。”韩凤禄
说。 据新华社

科研团队发现新鱼龙化石
长达3米、外形憨萌、游泳能力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