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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国科学家利用嫦娥六号采回的
月球背面样品首次获得月球背面月幔的水
含量：小于2微克/克，该结果为认识月幔水
的时空演化提供了关键约束。成果论文于9
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

月幔水含量在揭示月球起源、岩浆活
动、资源环境效应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目
前普遍认为，约45亿年前，一颗火星大小的
天体撞击原始地球，抛射出的物质经过重新
吸积形成了月球，即月球的起点——大碰撞
起源假说。在这个极其高温的撞击事件中，
月球预期极度贫水，月球贫水也是阿波罗时
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之一。

近20年来，月幔水含量的研究一直存在
富水和贫水的争议，且所有发表的数据都集
中在月球正面。

中国嫦娥六号任务从月球南极艾特肯
盆地内的阿波罗撞击坑采回了人类第一份
月背样品。已报道的嫦娥六号玄武岩主期
次喷发年龄为28亿年，这些玄武岩为认识月
幔水的时空演化提供了重要机遇。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与
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对获批的嫦娥六号玄武
岩岩屑样品开展了源区水含量的研究。结
果显示嫦娥六号玄武岩的月幔源区水含量
仅为1—1.5 微克/克，是已报道数据中的最
低值，指示嫦娥六号玄武岩的月幔源区比月

球正面月幔更干，其原因可能是南极艾特肯
撞击事件改造了月幔源区的水。该研究结
果为月球大碰撞起源假说以及月球的后续
演化提供了关键制约。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
究员胡森解释说：“我们采样的区域，月球南
极艾特肯盆地是因为撞击形成的，它很可能
影响到了当时的月幔部位，导致一些水发生
重新聚集或者分布，驱动一些当时月幔背面
的水往正面跑，这是一个可能的原因。”

月球背面月幔更“干”的另外一个原因

可能与月球岩浆洋冷却结晶时出现分层有
关。科学家们认为，在月球形成初期，巨大
的能量释放使得整个月球几乎处于完全熔
融状态，形成了一层覆盖全球的炽热岩浆
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片熔融的海洋逐渐
冷却结晶。

胡森说：“月球岩浆洋结晶可能是分层的，
背面的月幔，或者我们采到的玄武岩可能来自
更深一点的区域，可能结晶更早，水含量就相
对低一点。当然这两个都是很大的假说，都需
要后续再去验证或证实。” 据央视

记者10日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新发现
矿种公告》近日发布，其中确定了一个新矿
种——高纯石英矿。它的出现，将改变此前
高度依赖进口的局面，助力相关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自然资源部表示，本次设立确定的新矿
种叫高纯石英矿，是指经选矿、提纯可获得
二氧化硅的纯度不低于99.995%，杂质、包裹
体含量满足半导体、光伏等高新领域应用要
求的岩石。近年来，我国通过推进新一轮找
矿突破战略行动，在河南东秦岭、新疆阿勒
泰等地区，发现了多处高纯石英矿，全国多
家企业和科研单位分别开展了技术攻关，成
功获得了4N5级以上中试产品，一些样品达
到4N8级，在高纯石英矿调查评价、资源勘
查、深度提纯、定向除杂等方面取得了重要
突破，在推进本土资源生产高纯石英砂的产
业化上，迈出了关键一步。

中国工程院院士毛景文对此表示，新矿

种的设立，有利于助力相关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高质量发展，对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将产生
积极的影响。作为世界稀缺、我国高度依赖
进口的战略性资源，高纯石英矿具有耐高
温、耐腐蚀、低热膨胀性、高绝缘性和透光性
这些特点，是半导体、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必不可缺少的关键基础材料，在国家高科
技竞争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
学雄表示，高纯石英矿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关键基础材料，接下来主要是将高纯石英矿
列入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建设高纯石英资
源开发利用工程技术创新中心，开展成矿理
论与勘查评价技术、分离提纯技术等科技攻
关，统筹开展全国资源调查评价工作，部署
重点勘查项目，查明高纯石英矿资源储量，
提升国内资源保障能力。

据央视

脑机接口技术分为三类
目前，脑机接口技术按照其是否需要侵入

大脑以及侵入的程度分为非侵入式、侵入式、
半侵入式三类。

侵入式脑机接口需要将电极或传感器等
硬件设备植入到大脑皮层，以直接捕获神经信
号，主要优点是信号质量较高，但由于涉及手
术风险和可能的健康隐患，侵入式脑机接口的
应用范围相对有限。

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则不需要通过手术将
硬件设备植入人体，而是通过采集脑电信号等
无创方式来间接监测大脑活动，具有无创、低
风险、易操作等优点，但存在信号质量相对较
低、对环境干扰较为敏感等局限性。

半侵入式脑机接口介于非侵入式和侵入
式脑机接口之间，虽然仍需要通过手术布置电
极，但电极并不植入大脑皮层，而是置于颅骨
下、皮层上方。

脑机接口技术处于第三个阶段
业内人士认为，全球脑机接口的发展历程

可以分为学术探索阶段、科学论证阶段和应用
试验阶段，目前该技术正处于第三个阶段，并
蓬勃发展。

2024年1月，美国“神经连接”公司完成该
公司首例脑机接口设备人体移植，移植后患者可
通过意念移动电脑屏幕上的光标；2024年3月，
中国团队宣布成功研发出65000通道、双向的脑
机接口芯片；2024年 8月，“神经连接”公司表
示，已完成第二例脑机接口设备人体移植。

2025年1月，“神经连接”公司宣布完成第
三例脑机接口设备人体植入手术。

3月31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
校领衔的研究团队在英国《自然·神经学》杂志
上发表论文说，他们利用人工智能算法改进了
脑机接口植入设备，使一名失语18年的中风患
者能以更接近自然语言的速度将想法转换成
语言表达出来。

中国脑机接口植入人脑技术也
取得新突破

近期，中国脑机接口植入人脑技术也取得新
突破。中国自主研发的半侵入式脑机接口“北脑
一号”第三例人体植入手术于3月20日在天坛
医院成功完成。前两例先后在北大第一医院、首
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完成。接受手术后，瘫痪病
人已实现意念控制运动，因患渐冻症而失语的病
人已实现语言交流能力。 据新华社

我国科学家研究发现，植物叶片对大气微
塑料的吸收与积累现象在环境中广泛存在，叶
片吸收大气微塑料是微塑料进入食物链和人
体的重要途径，全面认识微塑料的环境行为，
对于此类新污染物的管控非常重要。

这一科研成果由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
程学院汪磊教授课题组、孙红文教授课题组与
美国麻省大学阿默斯特分校邢宝山教授课题
组，以及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东北
大学、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联合研究取得。该
成果于4月9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在
线发表。

植物吸收是很多污染物进入食物链的重
要途径。土壤中的微塑料可被植物根系吸收，
但其向上运输效率较低，对地上可食部分的影
响有限。大气中的微塑料污染广泛存在，如果
植物叶片能够直接吸收微塑料，将导致更为直
接的生态影响。然而，植物叶片对大气微塑料
的吸收行为一直缺乏有力证明。

在此次研究中，科研人员通过质谱检测发
现，植物叶片中普遍存在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
酯（PET）、聚苯乙烯（PS）聚合物及其低聚物，
其含量随大气浓度和叶片生长时间增加而升
高。

“在涤纶工厂和垃圾填埋场等高污染地
区的乔木、灌木叶片，以及露天种植的叶类蔬
菜中，我们均检测到了PET和PS。通过高光
谱成像和原子力显微镜-红外光谱联用技术，
我们还观察到了污染地区的乔木、灌木叶片
中被吸收的微塑料颗粒。”该论文第一作者、
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李
烨说。

此外，研究人员还通过实验室模拟研究，
证实了微塑料颗粒可被玉米叶片通过气孔吸
收，并能够通过细胞间隙被运输至维管组织，
并在叶片毛状体中积累。

“目前，微、纳米塑料污染问题被全球关
注，它们对生物体的毒性效应被不断发现。植
物是食物链的基础单元，叶片中累积的微塑料
能直接进入食物链，这一过程引起的生态与健
康风险，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汪磊说。

据新华社

4 月 10日，特斯拉副总裁陶琳在微博发
文，谈及“电动车辐射高，担心对身体不好”的
言论，她指出，这完全是个误会。

陶琳以特斯拉Model 3为例称，车里驾驶
员和乘客头部附近的磁场强度只有 0.08—
1.30μT。而大多数情况下电热毯贴近身体时
的磁场强度大概是10—50μT，是特斯拉车内
强度的数十甚至上百倍。

据其介绍，特斯拉的电磁辐射值远低于国
家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

陶琳表示，特斯拉的集中式电子电气架
构，让线束少了很多，还加了屏蔽电缆，99.9%
的电磁场能量都被挡住。另外，网络发射天
线装在车外，蓝牙发射器的功率只有几毫瓦，
哪怕车内人员装有心脏起搏器，都不会受干
扰。

关于“新能源汽车辐射大、可能致癌”的
说法去年就曾在网络流传。对此，科普中国
科学百科进行了辟谣，称这一说法缺乏科学
依据。

科普中国科学百科称，国家对电磁辐射有
着严格的限值要求，任何车辆在上市前都必
须经过“EMC测试”，即对电子产品在电磁场
方面的干扰大小和抗干扰能力的综合评定。

根据目前使用的国家标准，磁场辐射的安
全标准限值为 100μT，电场辐射的安全标准
为5000V/m。而经过测试，新能源汽车的前
排磁场辐射一般为0.8—1.0μT，后排为0.3—
0.5μT，电场辐射更是小于5V/m。这一数据
远低于国家标准，证明新能源汽车的电磁辐射
水平在安全范围内。

科普中国科学百科表示，符合国家标准的
正规测试完全可以保证车上电子产品的电磁
辐射水平在国家标准之内，所谓的“开新能源
汽车辐射大、会致癌”的说法并无科学依据。

据界面新闻

电动车辐射高？
特斯拉副总裁：误会

嫦娥六号月壤研究新发现

月球背面比正面更“干” 我国科学家研究证明

植物叶片可吸收积累
大气微塑料

新一轮找矿行动，“挖到宝”了！
将改变高度依赖进口局面

全球脑机接口应用迎来新突破

嫦娥六号玄武
岩样品揭示月球背
面月幔水含量更干

央视截图

▲高纯石英矿矿石

高纯石英砂
央视截图

近年来，全球脑机接口技术飞
速发展，应用领域正逐渐从医疗领
域扩大至教育、游戏等非医疗领
域。与此同时，人工智能（AI）等新
兴技术的快速演进正在推动脑机接
口技术应用实现更多突破。

脑机接口是一种变革性的人机
交互技术，其工作原理是采集脑部
神经信号并分析转换成特定指令。
该技术能够在大脑与外部设备之间
创建直接连接，实现“脑”与“机”之
间的直接信息交换。

脑机接口设备的重要功能包括
帮助治疗记忆力衰退、颈脊髓损伤
及其他神经系统疾病，帮助有运动
功能障碍的患者、瘫痪人群恢复部
分能力，甚至帮助他们重新行走，改
善和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

随着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其
在医疗领域与非医疗领域的潜在应
用场景也在不断扩展，包括监测与
评估大脑状态、调控神经、增强感官
能力、提高游戏的操控性以及用于
教育等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