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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天冷的时候才会出现失温吗？
河北日报记者 王璐丹

热点释疑

当两个量子产生“纠缠”，一个变了，另一个也会瞬变，
无论之间相隔多远——借助神奇的量子纠缠现象，人类可
实现量子通信，但还面临很多挑战。近期，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郭光灿院士团队李传锋、周宗权研究组，在国际上首次实
现多模式复用的量子中继基本链路，如同“鹊桥”，可将量子
世界里天各一方的“牛郎织女”间的通信速率提升四倍。

近年来，国际科学界梦想着构建全球性的量子通信网，
但一大技术难题是量子极易衰减，在光纤中的传输距离只
有百公里量级。为此，科学家们提出量子中继的思想，即将
远距离传输划分为多个短距离，中间用量子中继连接，解决
信号衰减问题。

“之前大家用的是发射型量子存储器，要么一次只能传
输1个量子，效率低；要么一次传输多个量子，但精确率低。”
李传锋教授说，团队一直致力于研究吸收型量子存储器，经过
3年多努力，近期在国际上首次成功使用吸收型量子存储器。

这种量子存储器可以一次捕获并存储 4对纠缠量子，
等于获得了四倍加速的纠缠分发速率，并且经实验验证，两
个节点之间的纠缠保真度超过80%。

周宗权副教授将两个分离的量子节点比喻为“牛郎”和
“织女”。“实验中，‘牛郎’和‘织女’借助量子中继这个‘鹊
桥’，可以在没见面的情况下成功建立纠缠，顺利实现了通
信。”他说。

据悉，这项研究为建设高速率、大尺度的量子网络，提
供了全新实现方案。“下一步，我们将致力于提高存储效率
和纠缠光源质量，努力实现超越光纤传输的实用化量子中
继器。”李传锋说。

5月21日，天津大学在第五届世界智能大会上发布了一
款隧道智能巡检机器人，这台搭载了“最强大脑”的智能机器
人基于区块链技术开发，可成为守护交通隧道的“安全卫士”。

目前，我国隧道总里程位居世界第一。隧道已经构建
了一张客货交通的“超级通道网”，给人们带来巨大便利。
但隧道在建设和运营中可能产生混凝土衬砌开裂、破损、脱
落等问题，隧道内的火情、照明不良、路面积水也能引发伤
亡事故。这些都对隧道交通运营维护提出了严峻挑战，需
要高频度、高强度的巡检。

天津大学大跨空间结构研究中心开发的这台新型隧道
智能巡检机器人拥有一颗“最强大脑”：它由执行系统、通信
系统、控制系统和运维系统四部分组成。机器人通过搭载高
清红外相机与多类型传感器，结合激光扫描、图像识别等先
进技术，实时采集信号分析处理，从而实现对隧道结构、内部
环境、工作设备和交通运营等状态的综合性、全天候监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针对隧道巡检结构形式复杂、监测
系统参与方众多的实际情况，天津大学团队将区块链技术
用于机器人研发，巡检数据能突破网络瓶颈，在甲方、乙方
和监督方之间实现信息共享和高效合作。

“我们已经在天津莲花岭隧道开展调试测试。结果显
示，这台智能机器人可以长期、实时、全面地获得交通隧道
信息、诊断损伤、评估风险，甚至在突发事件发生时第一时
间协助事故求援，从而为隧道的维修、养护与管理决策提供
依据和指导。”天津大学研发团队负责人徐杰说。

沉迷手机的“低头族”走路时眼睛都离不开屏幕。韩国
一名设计师因此设计一种机器眼球，戴在额头上可以替自
己看路，以免低头看手机撞到障碍物。

据路透社 6 月 4 日报道，这个机器眼球由 28 岁的设计
师彭明旭（音译）发明，其中安装可感知脖子角度变化的陀
螺仪、可计算与障碍物距离的超声波感应器，以及与这两个
部件相连的微型处理器。戴在使用者额头上，机器眼球能
感知低头看手机的动作，并能在使用者距前方障碍物一两
米时发出警报。

彭明旭为这个装置取名“第三只眼”。他上周戴着“第
三只眼”在韩国首都首尔街头行走，引起路人注意。一名路
人说，戴上机器眼球好像“外星人”。

彭明旭无意让人们戴着“第三只眼”出行，只想提醒人
们不要只低头看手机不看路。他希望，通过展示这个“有讽
刺意义的”发明，让人们反省沉迷手机的行为。

美国一项新研究发现，通过工程化“改造”免疫细胞，能
让免疫细胞进入肿瘤后更加精准有效地“打击”癌细胞，从
而使患者可以利用自身的免疫系统来对抗肿瘤。这项研究
未来有望改善癌症疗法。

肿瘤内部存在着非常复杂的肿瘤微环境和多重生物屏
障。T细胞等免疫细胞需要突破重重障碍才能找到并破坏
癌细胞。由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主导的科研团队使用了先进
的基因编辑技术，对细胞毒性T细胞的脱氧核糖核酸进行
了工程化“改造”，从而使这些免疫细胞在进入肿瘤后能够
更加高效地移动、更加精准地识别并破坏目标癌细胞。

T 细胞是一种对免疫系统至关重要的白细胞，按功能
的不同分为细胞毒性 T细胞和辅助性 T细胞等，其中细胞
毒性T细胞就像士兵一样，可以搜寻并破坏目标细胞。

论文作者之一、明尼苏达大学研究人员普罗文扎诺说，
肿瘤中的每个“障碍”都略有不同，但是有一些相似之处。
研究人员发现，在对T细胞进行工程化“改造”后，无论T细
胞在肿瘤内部遇到什么障碍，它们的行进速度几乎都能达
到“改造”前的近两倍，大幅提升了“作战”能力。

据介绍，他们正在开发的技术有望用于多种类型癌症的
治疗，下一步他们将继续研究细胞的机械性能，以更好地了解
免疫细胞和癌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人员目前正在啮齿
动物中测试工程化免疫细胞，未来计划开展人体临床试验。

（本组稿件/河北日报记者王璐丹综合新华社电）

天津大学发布“最强大脑”
隧 道 智 能 巡 检 机 器 人

机器眼球帮“低头族”看路

工程化“改造”
免疫细胞有助抗癌

前不久，一场体育赛事遭遇极端天
气，致使多名参赛人员离世，“失温”一词
走入人们的视线。

或许会有人觉得，夏天失温离我们很
远，那是冬天才会发生的状况。可是，往
往就在我们掉以轻心的时候，恶劣环境导
致的失温，悄悄地威胁我们的生命健康。

到底什么是“失温”

失温是怎么一回事？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主任

张瑛琪介绍，一般来说，失温是指人体热
量流失大于热量补给，造成人体核心区

（主要是指大脑和躯干内的心、肺等维持
生命的主要器官，这一概念是相对于人体
四肢和表层皮肤而言的）温度降低。当人
体核心温度低于 35℃，会出现如寒颤、意
识障碍、心肺功能衰竭等症状，甚至最终
造成死亡的病症。

有专家曾公开表示，老百姓平常所说
的“打寒战（发抖）”，其实就是轻微的失

温，如果失温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身体会
停止发抖。穿着湿衣物、暴露在寒风中，
会使体温过度降低的风险大大提高。

“在日常生活中，寒冷会刺激体温调
节中枢，通过肾上腺素能刺激交感神经使
体表血管收缩以保持体温，并通过运动神
经增加肌肉张力和抖动来产生热量。”张
瑛琪说，人体就是靠产生热量和散失热量
的平衡来维持正常体温的。

“在气温不足和极端天气的情况下，
剧烈运动可能无法抵消运动员体温的下
降。”根据专家的分析，当产热速度低于热
损失率时，体温会逐渐降低。

为什么失温会对人体造成这么严重
的影响呢？

张瑛琪介绍，低温会降低酶活性，并
使外周血管扩张，影响需氧代谢，进而影
响到身体的每个系统。

因此，失温者在受寒初期有头痛、不
安、呼吸加快、血压升高等症状。当体温持
续下降，患者由嗜睡陷于精神错乱状态。

体温低于32.2℃时，患者心跳、呼吸减
慢，脉搏细弱，并心律失常，患者出现幻觉、
寒颤、拒绝救助，进一步发展至木僵和昏

迷。此时，寒冷的心脏经受不起刺激，任何
刺激都可引起室颤。如体温继续下降至
29℃-24℃，则将因心脏停搏或室颤致死。

很多人认为，只有在寒冷的冬天才会
出现失温。对此，张瑛琪表示，失温跟温度
没有绝对关系，就算是夏季也会出现。

据介绍，失温是长期暴露在寒冷的环
境下，而不是极度严寒引起的。因为流动的
空气不断把热量由体表移走，这种“风冷效
应”使体感温度在有风时较实际气温更低。

户外失温如何应对

张瑛琪说，失温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
力，可能会导致失温者不自觉地任由情况
恶化，而错失宝贵的救援时间。

那么，出现失温，具体如何施救？
“由于失温多发生于突发的低温、强

雨雪等恶劣天气，因此‘保温+回温’是救
治的核心。”张瑛琪说。

对于轻度失温者，应立即脱离失温场
所，寻找庇护所、避风处、休息、换掉湿衣服、
增加保暖、进食碳水化合物，如有条件最好
生一堆火，通过对人体加热来补充热量。

而中度以上的失温者，身体已经严重

脱水，体液和细胞液浓度升高，体内的生
化环境会产生巨大变化以适应低温环
境。复温过于猛烈，可能会剧烈扩张血
管，导致低血压，造成复温休克。

因此，对于这类失温者不能进行烤火
等急骤升温，要缓慢回温。“先让失温者不
再暴露在寒冷中，湿衣服一定要及时换
掉。找风比较小，甚至没有风的地方，最
大限度避免体温流失。也可用衣物或者
睡袋对失温者进行包裹。”张瑛琪表示，回
温时要用布包裹热水瓶，防止回温过快。

“对3级以上失温者进行体外复温，一
般认为只能延长生命，并无法治愈。”专家
表示，此时只能送医院进行体内复温，例如
通过静注、利用呼吸机加热胸腔等。口对口
人工呼吸，也有一定的体内复温作用。

“失温主要是温度、湿度、风力等几个
主要因素相互作用导致，因此在准备户外
运动装备的时候，要格外精心。”张瑛琪认
为，预防失温与救治同样重要，“要防止体
温散失，应该以避免风寒效应与水寒效应
为重点。要移除会让体温散失的原因，平
常行走时，应注意随时保持衣服的干燥，
并定时补充食物与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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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火”之路

纵观航天史，人们对火星情
有独钟。

如果地球生命要“出去”，那
么火星大概率是第一据点。

春秋战国时，我国古人就注意
到了火星。现代以来，航空航天科
学技术不断发展，但不变的，是人
类的火星情结。

“火星是人类最早关注到的
星体之一。”河北省天文爱好者协
会理事长秦瑞强告诉记者，火星
被称为地球的“孪生姐妹”，较高
的相似度使得火星成为深空探测
的热点。

有专家解读说，火星属于类
地行星，两者几乎都形成于约 45
亿年前，组成结构也大致相同，有
核、幔、壳。这些行星为什么能形
成这样的结构？通过火星探测解
答这一问题。

火星的自转方式与地球相
似。而且火星和地球一样，也是倾
斜着自转，这意味着火星也有四季
更迭。“火星上的水、大气等条件有
成为宜居星球的潜质，而且离地球
比较近。”秦瑞强说。

1960 年至 1964 年，美国、苏
联均向火星发射了探测器，但均
宣告失败。直到 1964 年 10 月，美
国“火星 4号”火星探测器才传回
了有关火星表面的近距离图像，
同时还回传了 500 多万比特的科
学信息。

21世纪以来，美国、欧洲航天
局相继成功发射了火星探测器。
印度也加入其中，发射了首颗“火
星轨道任务”探测器。

然而，人类探测火星的征程
并未就此一帆风顺。

2011年，俄罗斯的“火卫一土
壤”星际探测器由于发动机出现
故障，未能将其送入飞往火星的
轨道，“探火”再度失败。

据介绍，火星距离地球最近
时也有约 5500 万公里，对火星探
测任务的发射、测控、着陆等环节
都有很高技术要求。

进 入 火 星 轨 道 就 是 一 大
挑战。

火星的引力场比地球小很
多。环绕器需要被火星捕获，这是
火星探测的一大难关。从地火转
移轨道进入火星环绕轨道前，还
需要进行相应的姿态调控、轨道
修正等操作。

在火星着陆的过程被称为
“恐怖7分钟”。这7分钟内，探测器
要经历入轨、下降与着陆过程，速
度将从2万千米/时降到0。“恐怖”
之处在于，这段时间为无线电中
断、无法控制的“黑障区”。

“ 一 不 小 心 探 测 器 就 跟 丢
了。”专家说。

特别是与月球不同，火星上也
存在大气层，这让着陆器存在被烧
毁的风险。虽然火星大气密度只有
地球的1%，但其大气中二氧化碳
占95%，氮气占3%，与从地球轨道
上返回的飞船相比，着陆火星的探
测器在高热状态下会发生更加复
杂的物理化学反应。

即便是顺利着陆，接下来的
巡视也是火星探测的一大难关。

“火星上的沙尘暴会对火星车造
成极大的威胁，而且为了延长火
星车的寿命，通过测控让其行驶
于一个相对平坦的地形中，坑、石
头、软地质等都可能成为探测的
环境干扰。”专家说。

河北护航

“在本次火星探测任务中，我
们研制的多型测控系统，在探测
器发射、火星环绕、着陆和巡视探
测各个阶段，执行地面遥控、遥
测、高精度的目标导航、数据接收
等任务，为首次火星探测提供坚
实测控和通信技术保障。”网络通
信研究院（54所）天问一号任务测
控系统总师耿虎军介绍。

当然，测控站并非单独行动
的，任务的成功需要各个深空测
控站密切配合，这些散布在广袤
大地上的一个个深空测控站实力
上演“联手接力”，保障探测器着
陆和月球车探测。

耿虎军说，深空测控站通过
组成一张看不见的“深空测控
网”，将一条条命令及时准确地送
达远在上亿公里之外的探测器
上，精准执行着巡器与环绕器分
离、火星着陆等任务所需的远程
控制；高性能接收探测器获得的
火星图像、火星形态结构等科学
数据，同时接收探测器发回地球
的遥测信息，全程掌控任务设备
状态，并为任务提供数据支持。

在火星车落火的全任务过程
中，喀什深空测控站和阿根廷深
空测控站对环绕器和火星车实施
双目标的测控、数据接收和测速
测距等外测任务。

两深空测控站对环绕器接力
发令，控制环绕器的姿态并进行测
距测速，接收环绕器的遥测信息和
数传数据。之后，喀什深空测控站
对环绕器进行单站测控，通过发送
上行遥控指令控制环绕器实施降
轨操作，为火星车降落火星做最后
的准备工作。阿根廷深空测控站
对环绕器进行单站测控，其间会根
据环绕器+火星车组合体的姿态
和工作状态对其实施精密调整和
控制，并通过发送遥控指令控制环

绕器与火星车分离。两站配备的
采集记录设备也在整个落火任务
过程中对探测器进行精确的测定
轨。在这样的“通力合作”下，探测
器才能“指哪到哪”。

由于巨大的通信时延，使地
面测控设备无法实时对火星车的
最后落火阶段进行测控，在此期
间，火星车通过预先设置好的程序
自主实现落火过程。天问一号着陆
后，喀什深空测控站和阿根廷深空
测控站将继续作为深空网的主力
装备，为整个天问一号任务的圆满
成功提供坚实的测控保障。

此外，54 所作为设备总体单
位，主持的喀什 4 套 35 米天线组
阵系统，也为天问一号任务全过
程提供了技术保障。

“这套系统为火星探测任务
而研制，也是我国首个 35米深空
探测天线阵，它可以实现对远在4
亿公里以外的火星探测器进行极
高灵敏度的微弱信号组阵接收。”
耿虎军指出，它的研制为未来我
国走向更深远的太空提供了雄厚
的测控技术储备。

在广袤的星际空间，探测器
距离地球会非常遥远，这导致地
面站接收到的信号极其微弱。54
所通过组阵技术，将 4 套 35 米天
线进行组阵合成，可以将多个天
线接收到的微弱信号汇合起来，
能够极大地增强地面系统的接收
能力。据悉，这套系统，达到了等
效口径 66 米的接收效果，“以较
小的成本代价和最优的性价比，
满足了深空任务的数据接收需
求。”耿虎军说。

据介绍，该组阵系统建设突
破了不少关键技术，采用高性能
的实时及事后多天线信号组阵合
成算法，通过多天线系统的综合
资源调度以及任务管理，实现天
线单元间高同步高精度的时频信
号分发以及数字化采样，从而为
接收天问一号探测器传回的微弱
信号提供高质量服务。

探寻生命

“所有的火星探索都围绕着一
个核心主题——生命。”秦瑞强告
诉记者，这包括了一系列问题：火
星上现在有没有生命？它过去是否
曾经孕育出生命？未来能否改造成
适合生命生存的地方？

解答这一核心主题的前置条
件，首先是要搞明白火星上有没

有水？
本世纪以来，多项探测都证

实火星存在水：“奥德赛”探测器
发现火星大气中有微量水蒸气；

“火星勘测轨道器”通过雷达探测
器发现火星地表下有水冰层。

从“火星来客”——陨石中也
能发现端倪。

2014 年，中国科学家在一块
火星陨石中发现了碳颗粒，研究
认为是火星生命产生的碳，这是
全球首次发表的类似成果。这一
研究随后得到美国“好奇号”火星
探测器团队的佐证。2018年，该团
队宣布从 2014年 9月和 2015年 1
月的两次钻孔采样物质中发现了
多种有机物——比人们之前在火
星发现的有机物要复杂和丰富
得多。

专家表示，从现有研究成果
看，火星表面曾有大量水流过的
痕迹，有可能孕育过生命。

那么，现在火星上是否依然
有生命存在？它们在哪里？火星上
的水又去了哪里？这些都是值得
进一步探索研究的重大课题。

“由于一些国家对于探测到
的火星核心信息严格保密，天问
一号的任务，就是通过环绕火星，
拍摄并发回高清地图照片，再通
过登陆火星，传回探测地表的第
一手资料。”专家说，这将验证并
解开我国科学家对火星的种种认
知和疑问。

当然，火星探测，只是我国深
空探测的其中一步。

“天问”不仅仅是火星探测任
务的名称，而是“中国行星探测任
务”的名称。这也意味着，未来的

“天问”，还将走向其他行星。
除了 2020 年发射首个火星

探测器，我国还将规划木星（及其
卫星）和小行星探测。据介绍，木
星是太阳系最大的行星，且拥有
丰富的卫星系统，研究木星系统，
对理解太阳系演化过程具有重要
的科学意义。

“小行星也是很重要的探测
对象。”专家表示，太阳系里的小
行星很多，不少会来到地球周围，
可能会对地球造成威胁。

走向深空，探索未知。在天文
学家眼中，深空探测很大程度上
是人类好奇心的驱动，好奇宇宙
的起源、好奇生命的起源、好奇人
类的未来。

“去火星，去更远的地方。”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
2000多年前，诗人屈原仰望苍穹，发出“天问”。

2000多年后，由此命名的天问一号探测器，成
功着陆火星北半球的乌托邦平原，带领“祝融”号火
星车展开火星探测之旅。我国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
上第二个成功将火星车降落在火星表面的国家。

而今，火星上的探测器正尝试告诉我们火星的
过去和现在。

国家航天局发布天问
一号着陆过程两器分离和
落火影像。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