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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前

聚焦 中国科研人员研制的智能灵巧手
因首次实现类人水平的自适应抓取，9
日登上了国际期刊《自然·机器智能》。

这项突破由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
究院、北京大学共同取得：在灵巧手掌
面 70%的面积上集成了高分辨率触觉
感知，使机器人的智能与交互能力迈
上新台阶。

这只灵巧手的一大亮点是能根据
触觉反馈，实时调整动作。记者看到，
根据接触面的不同，它能自如用小指
抓取乒乓球、单手同时抓起垒球和高
尔夫球，姿势与人类拿球类似。

手是人体最灵活的器官之一，也
是 使 用 频 率 最 高 的 运 动 器 官 之 一 。
随着人类进化，人的手部功能由攀爬
变 为 使 用 工 具 ，并 掌 握 精 准 抓 握 能
力。“手的灵活性很大程度上来自灵
敏的触觉反馈。如通过肌肉、关节感
知 力 量 ，通 过 皮 肤 感 知 纹 理 、温 度
等。”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博士
生赵秭杭说，在不影响运动的前提下
实 现 机 器 人 高 敏 感 的 触 觉 反 馈 一 直

是难题。
手的精准抓握，不仅涉及触觉反

馈 ，还 在 于 其 与 运 动 能 力 的 默 契 配
合。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博士生
李宇飏说，这要求我们必须根据全手
触觉反馈实时调整运动策略，而机器
手关节灵活性的增强又会给控制算法
带来极大挑战。

中国团队以传感器与结构一体化
设计突破了“灵巧手不灵巧”的瓶颈。
高分辨率触觉传感器覆盖了手掌表面
70%的区域，空间分辨率达 0.1 毫米，显
著增强触觉感知敏感度。团队还自研
了一种基于概率模型的生成式算法，
涵盖人类常见抓取类型，增强实时控
制敏锐度。

“这一创新设计能使灵巧手像人
类手掌一样，在抓取中实时感知接触
变化并迅速调整，极大提升了机器人
操作的适应性和稳定性。”论文通讯作
者、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
刘航欣说。

（据新华社）

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团队
首 次 将 太 阳 爆 发 理 论 拓 展 到 磁 星 环
境，找到了磁星产生超级爆发的“临界
钥匙”。相关论文发表于天体物理学
期刊《皇家天文学会月刊》上。

磁 星 是 指 具 有 超 强 磁 场 的 中 子
星，其强度超过普通冰箱磁铁的 10 万
亿倍，爆发时释放的能量足以照亮整
个星系，被认为是宇宙中最“恐怖”的
实体之一。

“磁星上扭曲的螺旋磁结构（又称
磁通量绳），就像一根受外力挤压的弹
簧。”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云南
天文台蒙盈博士介绍，“我们通过建模
计算发现，当磁星作用在磁通量绳上
的引力与磁力之比小于 0.48 时，磁通
量绳会如同被压缩到极限的弹簧突然
挣脱束缚，猛烈弹射出去。”

目前，人类在宇宙中探测到 30 多
颗磁星，其中仅观测到 3 次磁星超级爆
发事件。蒙盈说，磁通量绳受挤压时
储存的能量会被快速释放，产生剧烈
爆 发 现 象 。 由 于 中 子 星 都 在 快 速 转
动，包含磁通量绳的复杂磁结构既不
容易形成并存在足够长的时间，也难
以在周围其他磁场的挤压或扭曲下储
存足够多能量来驱动超级爆发，因此，
研究发现的这一临界条件还解释了为
何 只 有 极 少 部 分 磁 星 会 产 生 超 级 爆
发。

这项研究不仅为理解宇宙最强磁
场中的能量释放提供了新视角，其建
立的爆发判据，即“临界钥匙”未来还
可 用 于 探 究 其 他 天 体 的 磁 场 爆 发 过
程。

（据新华社）

英国《自然》杂志 9 日发表的一项
由中国科学家牵头的新研究发现，细
胞膜存在一种能够主动调控膜结构破
裂的“开关”，有望为治疗脓毒败血症
等 与 炎 症 风 暴 相 关 的 疾 病 探 索 新 途
径。

细胞膜是维持细胞内外环境稳定
的屏障，当身体受伤、感染或有炎症
时，细胞膜就会破裂，并成为产生炎症
反应的关键事件。然而，人们此前并
不知道，细胞膜是“被动”破裂的，还是
细胞自身有“开关”在控制。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准医学
研究院研究员许杰团队研究发现，一
种名为 NINJ1 的蛋白质是控制细胞膜
是否容易破裂的“开关”。细胞膜的破
裂不完全是被外力“挤破”的被动过
程，而是细胞自身存在着主动调节膜
结构“脆弱性”的机制。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团队发明了
一种高通量细胞张力刺激系统，可给
大量细胞施加类似拉伸、血流冲击、挤

压等身体里会遇到的“压力”，以此进
行实验。

该研究团队还与美国罗格斯大学
化学与生化系助理教授师征团队合作
攻 关 ，进 一 步 揭 示 NINJ1 蛋 白 的“ 开
关”机制：该蛋白的表达显著降低了膜
的破裂所需张力阈值。当它活跃时，
细胞膜在压力下更容易破裂；当它被
敲除时，细胞膜就变得异常“结实”，抗
压能力大大增强。

许杰表示，关闭 NINJ1 能显著减
少细胞膜的破裂以及由此释放的、会
引发强烈炎症的“危险因子”。这一发
现提示 NINJ1 在炎症反应中扮演着关
键角色，它可能成为调节应力相关组
织损伤、过度炎症反应乃至自体免疫
疾病的新型靶点。

“例如在肺损伤、脑外伤、脓毒败
血症中，如果能精准控制这个‘开关’，
就可能有效抑制炎症风暴，为相关疾
病治疗探索新途径。”许杰说。

（据新华社）

电子产品常因回收过程复杂、回
报低而在使用后被丢弃，成为电子垃
圾。美国研究人员近期开发出一种新
型可回收电路材料，可让电子产品更
容易分解和重复利用。

联合国机构 2024 年发布的报告显
示，2022 年全球范围内共产生约 6200
万吨电子垃圾，其中仅有不到四分之
一被回收利用。而且电子垃圾产生量
增长速度远高于回收量增长速度。

美国 弗 吉 尼 亚 理 工 大 学 的 研 究
人员近期在美国《先进材料》杂志上
发表论文说，他们开发的一种全新电
路材料不仅可回收和可重复配置，而

且受损后还能自我修复，同时保留了
传统电路材料的强度和耐用性，这为
解 决 电 子 垃 圾 问 题 提 供 了 一 个 潜 在
方案。

这种新材料的基础是一种类玻璃
高分子材料，这是一种可以重塑和回
收的动态聚合物。研究人员将其与液
态金属微滴结合，后者承担了导电的
任务，就像传统电路中的刚性金属那
样。与其他可回收或柔性电子产品不
同，通过将高性能、适应性强的聚合物
与导电液态金属结合，新材料可应对
一系列挑战。

（据新华社）

高温“烧烤”哪些地区？
“6 月 1 日至 7 日，高温中心主要位

于新疆吐鲁番和黄淮等地，前者 6 月初
往年常有高温天气，后者与常年相比偏
多 3 天左右。”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
室首席预报员高辉说，4 日至 8 日，高温
天气主要出现在河南、河北、天津、北
京、山东、新疆、山西、湖北等省份。

这次高温天气过程，河南和新疆持
续遭遇高温。

河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齐伊玲
说，过去一周，河南连续出现大范围高
温天气，除了 7 日因降水短暂降温外，
其他时间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 37℃以
上的高温，6 日国家气象站监测的最高
气温达到 40.8℃。

河南省气象台预报，未来一周，河
南高温仍将持续。10 日高温范围和强
度明显减弱，11 日以后高温再度发展。

新疆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万瑜说，新
疆此次高温天气从 6 日开始，将持续至
13 日。截至 9 日 8 时，南疆盆地、东疆平
原的大部区域和伊犁河谷、阿勒泰地区
南部、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出现 35℃以
上高温天气，克拉玛依市、昌吉州、和田
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
域最高气温都在 40℃以上，吐鲁番市高
昌区芒硝湖站最高气温达到 46.8℃。

“9 日至 10 日，天山北坡的高温天
气有所回落，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
市的高温天气继续维持。”万瑜说。

高温是否反常？还
将持续多久？

高辉表示，我国各地高温集中时段
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对黄淮和华北地
区来说，通常雨季前的 6 月至 7 月初容
易出现高温天气，连续数天的高温在 6

月初不算罕见。
此次高温天气为何持续？高辉说，

一方面，全球变暖背景下，无论南方还
是北方，高温发生的频次都快速增加。
另一方面，近期华北黄淮等地持续受暖
性高压脊前西北气流控制，天气晴到多
云，干燥少雨，受下沉增温、辐射增温以
及上游暖平流输送等作用的共同影响，
白天气温快速升高，易出现高温天气。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和国家气候中
心预测，黄淮等地高温天气在未来一周
还将持续或发展。

那 么 ，这 次 高 温 是 否 属 于 反 常 天
气？高辉认为，本次高温天气过程，部
分测站如河南的林州站打破了历史同
期极值，属异常情况。但就整体而言，
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强度弱于 2020 年同
期。

带来哪些影响？
国家气候中心气象灾害风险管理

室高级工程师代潭龙分析，这次高温天
气对能源系统、人体健康、基础设施和
农业生产带来一定影响。

代潭龙说，高温天气的出现，导致
空调、制冷设备使用量大幅增加，用电
负荷快速攀升，有增加能源系统运行不
稳定的风险。同时，对沥青路面、电网
设备等基础设施带来一定影响。

“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
河 南 、山 西 气 温 快 速 升 高 ，多 地 出 现
40℃以上高温，中暑概率大大增加。已
经有多地调整户外作业时间，开放避暑
中心。”代潭龙说，高温地区的人们需做
好防暑降温工作，尤其是老、弱、病、幼
人群。高温条件下作业和白天需要长
时间进行户外露天作业的人员，需采取
必要的防护措施。

万瑜说，高温天气会造成森林草原

火险气象等级高，建议相关部门做好森
林、草原防火工作。同时，高温天气对
小麦、棉花、林果等带来不利影响，需加
强田间管理。

如何确保“三夏”顺
利推进？

当前正处于夏收、夏种、夏管“三
夏”农忙期。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信
息，截至 6 月 8 日，全国已收获冬小麦过
六成半。其中，西南地区和湖北、安徽
小麦收获结束，河南麦收进入尾声，陕
西、山东、山西、河北正在大面积展开。

国家气象中心正研级高工王纯枝
说，此次高温天气过程对“三夏”影响各
有利弊。

好的方面是，预计未来 10 天，华北
南部、黄淮大部、陕西中南部及新疆南
疆和吐鲁番盆地等地多高温天气，日最
高气温 35℃至 38℃，累计高温日数可
达 5 至 7 天，持续高温晴热天气利于冬
小麦籽粒脱水和成熟收晒，夏收进程将
加快，夏收和晾晒气象等级为适宜。

不利 的 方 面 是 ，高 温 天 气 对 新 疆
等地处于灌浆期的小麦不利，易导致
灌浆受阻，或影响千粒重。同时，高温
加速土壤失墒，旱情将持续或发展，影
响夏种。9 日 10 厘米土壤墒情监测显
示：华北、黄淮、西北地区大部土壤墒
情偏差，预计未来 10 天农田缺墒将持
续或加重。

王纯枝建议，北方冬麦区应抓住晴
好天气，加快麦收进度，并做好冬小麦
晾晒和通风存储工作。适墒区域腾茬
后应尽快抢墒播种夏玉米和大豆等夏
播作物，缺墒区域可适时造墒播种，同
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防范高温天气对
田间作业人员带来不利影响。

（据新华社）

中国科学家
在《自然·机器智能》上露了一“手”

中国科学家找到
磁星爆发的“临界钥匙”

新研究发现可能抑制
炎症风暴的细胞膜“开关”

新型可回收电路材料
助力电子垃圾再利用

高温“烤”验又来，这些方面值得关注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近 期 全 国 部 分
地 区 持 续 高 温“ 烧
烤”。一些地方气温
超过 40℃，新疆吐鲁
番 市 部 分 地 区 最 高
气温达到 46.8℃。中
国 气 象 局 公 共 气 象
服 务 中 心 日 前 发 布
今 年 第 一 期 全 国 高
温中暑气象预报，提
示 北 京 中 部 等 多 地
较易发生中暑。

这 次 高 温 天 气
主 要 影 响 哪 些 省
份 ？ 还 将 持 续 多
久 ？ 对 社 会 经 济 尤
其 是“ 三 夏 ”带 来 哪
些 影 响 ？ 新 华 社 记
者进行了采访。

镜 观

在云南昆明五华区幸福家园小区，有一间烟火气满满的
爱心食堂。小区里的老人只花三块钱，就能吃一顿荤素搭配
的饭菜，残障人士、80 岁以上的老人还能免费用餐。这间食堂
开业 13 年从未涨过价，已累计惠及 400 余名老人。这份坚持，
承载着创办者王兰兰对实现女儿遗愿的一往情深。

2005 年，王兰兰的女儿因病去世。整理遗物时，她发现女
儿的日记本上写着：“我想成为一名慈善家，回报所有帮助过
我的人。”王兰兰从此便踏上公益之路，用行动延续女儿未竟
的心愿。

2012 年，搬入幸福家园小区的王兰兰发现，这个廉租房小
区里居住着许多生活困顿、行动不便的孤寡老人。为了解决
他们的就餐难题，王兰兰在小区内办起爱心食堂。

王兰兰和义工们每天早晨七点开工，买菜、择菜、做饭、洗
碗、打扫……过得忙碌而充实。每天中午和傍晚，爱心食堂人
来 人 往 ，饭 菜 飘 香 。 对 于 居 家 卧 床 的 老 人 ，王 兰 兰 会 送 餐 上
门，甚至帮忙代缴生活费用、协助就医。

在爱心食堂的储物间里，整齐码放着社会各界捐赠的粮
油物资。13 年来，爱心食堂多次因资金短缺濒临倒闭，又总在
爱心接力中重获新生。“是无数双温暖的手，托起并延续了这
份爱。”王兰兰说。

聊起爱心食堂的未来，王兰兰望向一旁的义工姐妹们，眼
中充满感激，又露出隐隐的担忧。平均年龄逾六旬的她们，每
天在爱心食堂工作十小时以上，几乎全年无休。义工沈淑清
自爱心食堂开业就来帮工，“只要身体允许，我们都会一直坚
持下去。”

60 平方米的爱心食堂空间不广，却装满了对小区老人的
关 爱 ；十 余 名 义 工 的 队 伍 不 大 ，却 传 递 着 十 三 年 如 一 日 的 温
暖。王兰兰和义工们用朴素的行动，为老人们筑起一处避风
的港湾。这份爱，如同春城的阳光，温暖绵长，生生不息。

（据新华社）

为实现女儿遗愿为实现女儿遗愿，，
她创办这间食堂照顾数百孤寡老人她创办这间食堂照顾数百孤寡老人

王兰兰（中）和义工们在昆明市幸福家园小区爱心食堂择菜。 在昆明市幸福家园小区爱心食堂，王兰兰（前中）和义工们合影。

王兰兰给一名老人打饭。

王兰兰与一名老人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