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科学家凭分子遗传学证
据确认，山东广饶傅家遗址存在距
今4750年以前由两个母系氏族构
成的社会形态。

这项成果在世界范围内首次确
证存在史前母系社会组织，首次以
分子遗传学证据实证了我国新石器
时代母系社会的具体结构，刷新了
母系社会最早仅可追溯至欧洲铁器
时代的遗传学线索溯源。这项研究
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
学等联合开展，相关论文4日在国际
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孙波介绍，这一发现为摩尔根、恩

格斯关于母系社会的理论提供了
直接的东方实证，在人类文明起源
研究领域具有重大意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
员宁超介绍，此前，所有已报道的
古DNA研究结果均显示，史前社会
是按父系血缘原则构建社会组织
体系，有关母系社会的遗传学线索
最早仅可追溯至欧洲的铁器时代。

傅家遗址是大汶口文化晚期
遗址，距今约4750年至4500年。
考古人员在南北两个区域分别发
现了两处独立的墓葬群。

遗传学分析表明，墓葬分区与
母系遗传特征呈现出显著的对应关

系。研究人员发现墓地内部存在多
组一至三级亲缘关系。其中，一对
跨墓地的二级亲缘关系为“随母系
埋葬”的丧葬习俗提供了直接的遗
传学证据。北京大学生物医学前沿
创新中心研究员黄岩谊介绍，线粒
体只从母亲遗传，这些墓葬中的人
拥有相同的线粒体。这种单一化的
母系遗传模式强烈暗示两个墓区人
群分别源自不同的单一母系祖先。

宁超介绍，墓地内部及墓地之
间存在极为密集的四至六级亲缘
网络，两个墓地人群长期保持着通
婚和共存关系，表明母系埋葬制度
并未因时间及亲属关系疏远而改

变，且被严格遵循了至少250年的
时间。综合墓地规模等因素，专家
推断傅家遗址两个墓地应属于母
系氏族社会结构。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
员张海介绍，研究团队基于高分辨
率古DNA亲缘关系鉴定技术，综合
多学科交叉研究，确证了史前母系
社会组织的存在，全面揭示了新石
器时代黄河下游沿海地区母系氏
族社会的组织特征、人口规模、生
业模式和生产力水平等关键信息，
取得了人类早期社会组织研究的
重大突破。

（来源：新华社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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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科普

记者近日从四川峨眉山市
委宣传部获悉，时隔数十年，极
度濒危的“植物大熊猫”——峨
眉拟单性木兰近期在峨眉山再
次绽放，这也是该植物植株在
野外回归点首株开花。

公开资料显示，峨眉拟单
性木兰于上世纪40年代在峨
眉山首次被发现，后消失近半
个世纪，直至1987年才被重新
找到。由于自然繁殖存在传
粉难、种子萌发率低等问题，
其野生种群稀少，被列为国家
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IUCN）全球红
色 名 录 将 其 列 为 极 度 濒 危
（CR）物种。

近期开花的雄株，位于峨
眉山息心所野外回归点，是一
株2015年播种、2018年移栽回
自然的实生苗。“当年共回归幼

苗80株，此次开花的仅一株。”
据四川省自然资源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余道平介绍，此次提前
10年开花的雄株，标志着30年
抢救性保护取得重大突破。

据相关科研人员介绍，在峨
眉山植物园人工种植的峨眉拟
单性木兰，通常需要20多年的
生长期，待胸径达18厘米以上、
高度约15米时才会开花。而这
株野外个体树龄才10年左右，
胸径约7厘米，树高仅6.5米，提
前绽放，为进一步研究该物种生
命科学提供了重要数据。

据悉，四川省自2016年启
动峨眉拟单性木兰“回家”计
划，科研团队在峨眉山精心选
建了5个家园，成功送回了900
株幼苗。监测显示，回归苗长
势良好，成活率达92%。

（来源：新华社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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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省科学技术厅公
布《2024年全省重点实验室认定
结果的通知》，浙江省特科院牵
头申报的“全省特种设备安全技
术研究重点实验室”成功获批。

特种设备是浙江省“415X”先
进制造业集群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随着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
不断涌现，特种设备使用状况日
趋复杂，特种设备行业正朝着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发
展。为服务国家战略对特种设备
安全的重大需求，保障新能源装
备、大型石化成套装置等重点领
域设施的安全运行，浙江省特科
院在既有省级重点实验室（连续
获得责任期考核和三年度绩效评
价双优秀）基础上，联合浙江大
学、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
有限公司，共同组建全省特种设
备安全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旨
在通过产学研用一体化联动，建
设特色鲜明、国内领先的研究平
台，助力浙江推动高质量发展与
高水平安全协同并进。

作为浙江特种设备安全技
术支撑体系的核心力量，浙江
省特科院以深化“新型事业单
位改革”为契机，加快推进省级

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定位“特种
设备安全”应用基础研究，配置
高低温材料检测设备、大型承
压设备爬壁机器人等设备100
余台，实验室配备科研人员94
人，博士学位或副高以上职称
人员占比83%，35周岁以下青年
科研人员占比超51%，形成了材
料检测技术与特种设备安全检
测监测技术深度协同的特色优
势，在材料性能检测评价、先进
无损检测技术和安全监测预警
等方面取得了系列科研成果，
有力保障了特种设备安全运
行，为全省重点实验室的建设
奠定了坚实基础。

全省特种设备安全技术研
究重点实验室建设期为2025年
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
将紧密对接国家和浙江对特种
设备“材料-检测-监测-预警”
全生命周期全链条安全保障需
求，围绕主攻方向设立三个研
究室，着力突破行业“卡脖子”
技术难关，努力打造成为浙江
特种设备安全创新策源地，建
设成为高水平特种设备安全科
学研究高地。

（来源：潮新闻客户端）

锚定特种设备安全技术方向

浙江省特科院获批全省重点实验室

一到夏天，很多人都没有胃口
吃饭。但有一种蔬菜不仅颜值高，
营养丰富，最重要的是凉拌着吃还
很美味，它就是紫甘蓝。

紫甘蓝在很多减脂餐中可是
常客了，搭配上它瞬间能让菜肴颜
值飙升。如此吸引人的外表之下，
到底拥有哪些特别的营养呢？多
吃它，对身体又有哪些好处呢？今
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紫甘蓝有哪些营养？

紫甘蓝又名紫包菜、紫洋白
菜，由于叶子呈紫色而得名，属于
十字花科芸薹属甘蓝科结球甘蓝
变种。

它在我国种植很广泛，并且非
常受欢迎，不仅能增加食欲和菜肴
的美感，营养也不错，它和我们常
吃的包菜相比，除了颜色不一样，
营养上也有些不同，虽然大部分营
养成分差异不大，但紫甘蓝的维生
素C、矿物质钾和钙含量都明显高
于圆白菜。

紫甘蓝的维生素C含量为26
毫克/100克，是圆白菜的1.6倍。

圆白菜的钾含量仅为 46毫
克/100克，但紫甘蓝的钾含量为

177毫克/100克，是圆白菜的近4
倍。平时多吃富含钾的食物，对维
持血压的健康有帮助。

虽然蔬菜补钙的吸收率不如
牛奶，但多少也能补点。紫甘蓝的
钙含量比圆白菜高一些，为65毫
克/100克，是圆白菜的2.3倍。

紫甘蓝和圆白菜之所以颜色
差异较大，就是因为紫甘蓝富含花
青素，这也是它最大的营养特点。
大家心目中花青素含量高的蓝莓，
其含量普遍在72至325毫克/100
克，而紫甘蓝的花青素含量为
90.5至322毫克/100克，这含量在
蔬果界也很有优势。

花青素具有抗氧化、抗炎的
作用，长期食用富含花青素的食
物，能让体内的炎症标志物水平
下降，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健康、预
防认知功能下降。它还可以起到
保护视力的作用，不仅能让视力
尽快适应黑暗环境，而且还可以
改善近视，缓解视疲劳导致的视
力模糊。

至于热量，紫甘蓝和圆白菜都
不高，分别只有25千卡/100克和
17千卡/100克，这和大白菜的热
量差不多，减肥的小伙伴完全可以

放心吃。也正因为紫甘蓝热量低，
所以我们在减脂餐里经常能看到
它的身影。

紫甘蓝这样做，好吃又健康

紫甘蓝的吃法很多，无论是做
熟了吃，还是直接生吃都不错。

生吃凉拌。口感爽脆，营养保
留也较为全面，还能起到更好的抗
炎效果。可以将紫甘蓝洗干净后，
切成细细的丝直接凉拌着吃。

有些人可能会担心，生吃十字
花科蔬菜是否会对甲状腺健康有
影响。十字花科蔬菜中的异硫氰
酸酯是硫代葡萄糖苷脂的一大类
水解产物，会抑制甲状腺对碘的吸
收。在碘摄入不足的情况下，如果
摄入大量十字花科蔬菜，会增加甲
状腺肿的风险。

虽然如此，我们也不用太担
心，对于没有甲状腺疾病的健康
人，偶尔一天生吃100克紫甘蓝对
甲状腺健康不会有危害。

烹调做熟吃。有些人不习惯
生吃紫甘蓝的味道，更喜欢把它做
熟了吃。紫甘蓝做熟后往往会变
成蓝色或黄色，看起来没有食欲，
这是因为紫甘蓝中的花青素容易

发生热降解，这也会导致紫甘蓝中
花青素含量的降低。

有研究显示，紫甘蓝中的花青
素在油炸（3秒）的情况下会损失
60.58%，炒（3分钟）会损失56.96%，
微波（3分钟）会损失47.16%。二相
比于以上这3种烹调方式，煮（3分
钟）和蒸（3分钟）损失的相对较
少，分别为21.54%、22.55%。并且，
紫甘蓝加盖蒸5分钟，97%的维生
素C都还在，即便是蒸20分钟，也
还有91%呢。

所以，如果喜欢吃做熟的紫甘
蓝，推荐使用汽蒸的烹调方式。想
尽可能地保留紫甘蓝的鲜艳颜色，
可以尝试放一些醋或柠檬汁，因为
紫甘蓝色素对pH值的变化十分敏
感，pH=1时色素保留率接近100%，
且色泽鲜艳，保存良好未被破坏；
而随着pH值的增大，色素保留率
逐渐减小，颜色逐渐由玫红色变为
紫红色而后转变为黄色。

紫甘蓝不仅营养丰富，还是蔬
菜界的颜值担当。不过，要提醒大
家，好吃也不能一直吃一种蔬菜
哦，还是要注意平衡饮食，其他的
食物也要合理摄入。
（来源：中国疾控中心微信公众号）

这种蔬菜花青素含量比蓝莓还高

夏天凉拌吃营养又美味

“我最近工作压力很大。”一句
简单的倾诉发送出去。

“工作压力确实会让人情绪波
动。你愿意和我聊聊具体是什么
让你觉得有压力吗？”几秒后，微信
小程序“聊会小天”立即给出回应。

这不是预设的脚本，而是基于
国内首个专注AI心理交叉学科的
大模型的实时互动。

“聊会小天”是西湖心辰(杭
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湖
心辰”），联合西湖大学深度实验室
及医院科室专家，进行三维度交叉
学科研究的结晶。

前不久，在杭州科技局媒体采
风行中，记者走进西湖心辰，亲身
体验了“聊会小天”——这位24小
时在线、能记住你长期倾诉细节的
“AI心理咨询师”。

有温度的AI如何练成？

与人们固有印象中冷冰冰的
AI不同，“聊会小天”能够提供一
对一的个性化心理咨询服务，且
24小时实时在线，成为用户的好
朋友。

换言之，如你遇到了情绪问题
想宣泄，或仅仅想找个聊天搭子，
“聊会小天”是个不错的选择。

让AI和你“聊聊天”，听起来

似乎很简单，但如何让聊天更有温
度，是其中最大的难点。对此，西
湖心辰作出了一系列尝试。

起初，团队基于大量的优质数
据进行训练，让其在复杂的对话
中，正确理解用户的语义，并给予
正确且逻辑连贯的回答。

此外，团队还号召了一批专业
的心理咨询师，通过拆解专业的心
理咨询技术来让“聊会小天”理解
背后的技术及专业逻辑。

“但对于心理学本身，并不是
像‘1+1=2’有固定答案，在不同
的医生或者专家身上，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评判标准，有别于其他
咨询，心理咨询的问题众多，难
以匹配。”西湖心辰总经理陈燕
玲说道。

对此，西湖心辰团队转换思
路，选择了最“笨”，也最扎实的路
子——用真实的心理咨询对话训
练大模型。

“我们是国内为数不多使用真
实心理咨询对话训练模型的公
司。”陈燕玲介绍，公司创始人、前
谷歌AI科学家蓝振忠教授带领团
队解构了包括 CBT(认知行为疗
法)、叙事疗法等心理学流派，用真
金白银邀请来访者进行50分钟的
标准咨询对话，累计了业内最丰富

的长程对话语料库。
正是这些数据，让“聊会小天”

能记住用户长期以来的倾诉细节，
实现真正有连续性的心理陪伴。
上线以来，这款免费小程序已服务
超10万用户。

从0到1的背后靠什么？

“聊会小天”的诞生，源于西湖
心辰创始人蓝振忠在西湖大学深
度学习实验室的前沿探索。

据介绍，2017年，蓝振忠于卡
内基梅隆大学（CMU）获得人工智能
博士学位，后曾任GoogleLab科
学家，同时也是NLP自然语言处理
领域预训练语言模型ALBERT模型
第一作者，于2020年6月正式加入
西湖大学，创立了深度学习实验室
并担任博士生导师。

2021年7月，西湖心辰正式成
立，依托于西湖大学的科研能力，
致力于AI大模型的技术与研究。

如今，公司已组成了一支在人
工智能、大数据算法、心理研究和
咨询等领域具有高水平科研力和
科技力的团队。来自卡耐基梅隆
大学、康奈尔大学、清华大学、北京
大学等国内外顶尖学府人工智能
及临床心理研究领域，并由拥有国
内外知名互联网公司任职经验的

团队核心成员，为西湖心辰不断注
入“源头活水”。

“聊会小天”只是西湖心辰探
索“有温度的AI”的第一步。近四
年来，西湖心辰的旗下产品涵盖
AI绘画、AI智能写作、AI心理咨询
等领域，为用户提供生成式AI相
关的优质服务。

从实验室到办公室，西湖心辰
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创新生态。
在距离西湖大学（云谷校区）不到
一公里的云创镓谷园区，便是西湖
心辰的办公地。

据悉，作为西湖英才计划A类
人才，蓝振忠获得了西湖区给予的
500万元补贴，团队还享受两年房
租减半、装修补贴等政策。“杭州这
座城市的开放包容，让AI心理这
样的交叉学科得以生长。”陈燕玲
说。

眼下，西湖心辰已经实现了科
技成果“从0到1”的突破。未来，
西湖心辰也将持续打磨模型工具
和开发平台，助力各行业实现敏捷
高效的智能化升级，推动人工智能
在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应用。

当你深夜感到孤独，或在压力
无处倾述时，打开“聊会小天”，或
许能收获一份温暖的陪伴。

（来源：潮新闻客户端）

会倾听、有温度，甚至还懂心理

你想不想和AI“聊会小天”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近代物
理研究所获悉，近期，该研究所
甘再国研究员团队与合作者利
用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国家实验
室加速器装置，首次合成了新
核素：镤-210，该核素是目前已
知的最缺中子的镤同位素。相
关研究成果已在国际学术期刊
《自然-通讯》（NatureCommu-
nications）上发表。

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组
成的量子多体系统，不同数量
的质子和中子构成了不同的核
素。自然界中存在288种稳定
核素，它们分布在核素图中狭

长的稳定线附近。
合成与研究新核素是原子

核物理研究的前沿热点，对探
索原子核的存在极限、揭示新
物理现象、深化对物质结构的
理解具有重大意义。

研究团队利用中国超重元
素研究加速器装置，通过熔合
蒸发反应，在新一代充气反冲
核谱仪上成功合成了镤-210，
并测量了该核素的α衰变能
量和半衰期。这项研究成果为
我国的新元素合成研究积累了
经验。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我国科学家成功合成新核素镤-210

据英国拉夫堡大学官网近
日报道，该校物理学家利用纳
米技术，创造出了世界上最小
的“提琴”。这把“提琴”小得足
以嵌入人的一根头发之内。

这把微型“提琴”由铂制
成，长度仅35微米，宽度13微
米。相比之下，人发的直径通
常在17至180微米之间，而备
受喜爱的微观生物水熊虫，其
尺寸则在50至1200微米之间。

这把微型“提琴”的创作初
衷是作为一个测试项目，用以
展示该校新型纳米光刻系统的
能力。这项先进技术能让人们
在纳米尺度上构建和研究结
构。该系统将支持一系列研究
项目，旨在发现新材料和新方
法，以开发下一代计算设备。

该系统的核心是一台名为
NanoFrazor的纳米雕刻机。它

采用热扫描探针光刻技术，利用
加热的针尖状探头在纳米尺度
上“书写”出高度精确的图案。

为了制作这把“提琴”，团
队首先在一个小芯片上涂了两
层凝胶状的抗蚀剂，然后将这
个涂有抗蚀剂的芯片置于雕刻
机之下。加热探头可将“提琴”
图案烧刻到表面层。图案蚀刻
完成后，将暴露于底层的抗蚀
剂溶解，就留下了提琴形状的
空腔。最后，团队在芯片上沉
积了一层薄薄的铂，用丙酮冲
洗掉多余的材料，就得到了这
把完整的“提琴”。

使用纳米光刻系统制作一
把“提琴”大约需要3个小时。
完成的作品在芯片上不过是一
粒尘埃大小，只有通过显微镜
才能详细观察。

（来源：《科技日报》）

纳米光刻造出世界最小“提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