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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年初一上映以来，《哪吒之魔
童闹海》掀起观影热潮，刷新多项中国电
影影史纪录，档期结束后热度依然不减。

岩浆翻涌的深渊、锁链缠绕的妖
族、幽暗压抑的龙宫……在电影中，妖
族被镇压在“锁妖阵”下，炽热的海底岩
浆流淌其中。当妖族攻打陈塘关时，虚
空裂口出现，岩浆倒灌，火光冲天，一瞬
间，陈塘关生灵涂炭。

滚烫的海底岩浆真实存在吗？“答
案是肯定的。”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
究所研究员余星将地球内部的岩浆房
比喻为一个高压锅，岩浆在锅中积聚，
遇到裂隙便喷涌而出。这种裂隙大多
为大洋中脊。在此处，地球板块裂开，
深处地幔物质因为压力骤降，熔点降
低，发生熔融，形成岩浆。

水能克火，那海底的海水为何没能
将岩浆淹没呢？余星说，电影中炽热如
焰、奔腾如河，并向周边大范围蔓延的
岩浆，在海底是很难见到的。一般情况

下，海底岩浆是安静地溢流，涌出后很
快被海水冷却，瞬间凝固成黑色的“岩
浆枕头”，叠在海底像一堆烤糊的南瓜
饼。而地球内部地幔对流的存在，就像
为海底岩浆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永动
机”，遇到裂缝便可涌出，也就形成了海
底岩浆的“无限续杯”机制。

“其实，板块汇聚的地方也能产生
岩浆。”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地球科学学
院副教授于增慧说，当两个板块相遇，
其中一个被另一个“挤”着，就会慢慢
向下俯冲，钻到另一个板块下面。岩石
中的水等挥发分被“挤压”释放出来，使
周围地幔物质的熔点显著降低。就像
在冰中加入盐会使冰的熔点降低一样，
水等挥发分的加入，让原本在地幔条
件下不会熔化的物质开始熔化，从而
形成岩浆。

“岩浆泡澡，咱是家常便饭。”电影里
的这句台词引得不少观众发笑。细看锁
妖阵中，鱿鱼、螃蟹、鱼等各式各样的海洋

生物被困其中，鱿鱼甚至在三昧真火的作
用下烤鱿鱼须，“自给自足”地吃了起来。
但是，海底岩浆中真的有生命存在吗？

于增慧介绍，岩浆中没有生命。“岩
浆温度可高达 1200摄氏度，任何已知的
生命都是无法承受的。”但是，海底岩浆
活动可以提供热能，加热海水并和海底
岩石发生反应，形成热液活动。高温的
热液流体从海底裂隙喷溢而出，和海水
混合并向外扩散，好像浓烟从海底冒
出，形成所谓的“黑烟囱”或“白烟囱”，
这里就是一个和海洋表面一样的，可以

“泡澡”的生命栖息地。
对此，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

究所特任研究员杨阳举例说，如化能合
成细菌可利用硫化氢、甲烷等进行化学
合成，获取能量。它们成为深海热液生
态系统的基础，支撑着管状蠕虫、盲虾、
深海螃蟹等生物，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
于地表生态的独特生命体系。

（据《科普时报》）

舞台上，16个来自杭州宇树科技的
人形机器人——宇树 H1“福兮”，身着花
袄、手持花绢，踏着节奏明快的舞步，与
真人舞蹈演员一同上演了“AI 机器秧
歌”。这场大型全 AI驱动的全自动集群
人形机器人表演，背后是科技与传统文化
的碰撞融合。表演伊始，伴随着喜庆的秧
歌调和富有律动的锣鼓点，机器人方阵便
由长方形的紧凑队形快速向整个舞台展
开，其间机器人动作整齐划一，令人直呼

“训练有素”。
据宇树科技相关负责人介绍，春晚

的“显眼包”机器人为该公司 2023年 8月
推出的 Unitree H1人形机器人，2023年、
2024年北京世界机器人大会、英伟达GTC
大会，还有张艺谋导演的《澳门 2049》长
期驻场舞台剧，都有它们的身影，而此次

春晚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全AI驱动全自动
集群人形机器人表演。

此次登台春晚表演的机器人H1“福
兮”，谐音“伏羲”。为了这次春晚，宇树
科技方面花了近 3个月的时间对人形机
器人进行排练。H1 于 2023 年 8 月“出
生”，工程师们成为它的专属“超级奶爸
奶妈”。在学会走路、跑步、跳跃之后，H1
还学会了跳科目三，甚至能完成超酷的后
空翻。

“可能大家觉得机器人形象机械又
呆板（只有骨架），但这其实是演出团队
的精心设计，是为了与灵动的舞蹈艺术家
形成强烈反差。”相关负责人说，这种反
差感不仅没让表演违和，反而让整个表演
更具张力，机器人一亮相就牢牢抓住了观
众的目光。

“人工树叶”是一种模仿植物光合作用原理的材料
或装置。一个国际研究团队日前研发出一种新型“人工
树叶”装置，借助催化剂能够利用太阳能将二氧化碳转
化为清洁燃料和化学品，为可持续能源和化工生产提供
了新途径。

在本项研究中，英国剑桥大学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
学伯克利分校等机构组成的研究团队在可高效利用太
阳能的钙钛矿材料“人工树叶”表面附着了一种铜纳米
花催化剂。

与大多数只能将二氧化碳转化为单碳分子的金属
催化剂不同，铜纳米花催化剂独特的花瓣状三维结构赋
予其更优异的催化性能，能够将二氧化碳转化为含有两
个碳原子的复杂碳氢化合物（如乙烷和乙烯），而这些化
合物是生产液体燃料、化学品和塑料等的关键原料。

目前，几乎所有的碳氢化合物都来自化石燃料。研
究团队开发的新方法可以将二氧化碳、水和甘油制成清
洁的化学品和燃料，且不会产生任何额外的碳排放。

为进一步提高效率，研究团队还在装置中引入硅纳
米线电极来氧化甘油，大幅提升了反应效率。新装置能
更高效产出碳氢化合物，同时生成甘油酸、乳酸等高附
加值化学品，可应用于制药、化妆品和化学合成领域。

研究人员表示，尽管目前该装置将二氧化碳转化为
碳氢化合物的转化率仅为 10%左右，但研究团队对通过
优化催化剂设计提高转化率充满信心。

该研究成果日前发表在英国《自然 -催化》杂
志上。 （据新华社）

最新一期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
座头鲸的歌声结构与人类语言有相似之处，这表明座头
鲸可能会以类似于人类婴儿学习语言的方式学习它们
的歌声。

座头鲸的歌声被认为是动物界最复杂的声音之
一。只有雄性座头鲸会“唱歌”，在求偶期间，它们会长
时间发出如同歌声般的叫声来吸引异性。此前研究已
发现，座头鲸的歌声是通过社会学习获得的，并且包含
单个“元素”，例如咕噜声等，这些元素串在一起组成持
续二三十分钟的歌声。座头鲸的歌声还会不断演变，吸
纳新元素。

来自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等机构的
研究人员分析了南太平洋新喀里多尼亚地区长达 8年的
座头鲸歌声数据，通过编码座头鲸不同的叫声模式，并
采用类似人类婴儿识别单词分界的方法对座头鲸的歌
声进行分割。结果发现，座头鲸的歌声也遵循齐普夫定
律，这与人类语言的特点相似。

所有人类语言都遵循齐普夫定律，即常见音节的使
用频率远高于罕见音节，并且较短的音节更常见，这种
特性有利于人类婴儿学习语言。研究人员认为这种结
构可能有助于座头鲸“学习”歌声，就像人类学习语言一
样。

研究人员表示，尽管座头鲸的歌声并不构成真正意
义上的语言（即具有固定含义和语法结构的系统），但该
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让科学家得以观察人类交流
的核心特性如何在其他物种中出现。 （据新华社）

无论是在普通的厨房里，还是在充满好奇心和创新
精神的实验室中，热爱烹饪和富有钻研精神的人们，都
可能会对一颗平凡无奇的鸡蛋无可奈何——因为找不
到一种简单方式，能让每一颗鸡蛋都达到完美的熟度，
同时保留更多的营养成分。

煮鸡蛋这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其实并不容易做到最
好。一直以来，几乎没有人凭借传统“硬煮法”烹饪出一
颗堪称完美的鸡蛋。

直到最近，发表在《通信工程》杂志上的一项研究
中，科学家揭示出一种“周期性烹饪”创新方法。它不仅
让每一颗煮鸡蛋都能达到完美的均匀熟度，还能提升其
营养成分。

我们都知道，传统煮鸡蛋的方法有两种选择：要么
是在 100摄氏度的沸水中硬煮，但这会导致蛋黄完全凝
固；要么通过真空低温烹调，在 60摄氏度到 70摄氏度下
慢慢炖煮一小时，但这会让蛋白不够熟。而“周期性烹
饪”则巧妙地结合了这两种方式的优点，同时避开了它
们的缺点。

科学家利用计算流体动力学软件模拟出了这种全新
的煮蛋过程：将鸡蛋在 100摄氏度的沸水和 30摄氏度的
冷水中交替浸泡，每两分钟转移一次，总共持续 32分钟。

这个看似简单的操作背后蕴含着科学的智慧。在
这段时间里，蛋白逐渐变得细腻而富有弹性，蛋黄则保
持了奶油般的柔软质感。更神奇的是，经过这样的处理
后，蛋黄中的多酚含量显著增加，这是一种被认为对健
康非常有益的微量营养素。

而当这颗经过“周期性烹饪”的鸡蛋最终被端上餐
桌时，其质地和风味都让人眼前一亮。为了更好地评
估，科学家用核磁共振和高分辨率质谱法，仔细分析了
每一颗实验鸡蛋。结果证明，新方法不仅能带来绝佳口
感，还能提升营养价值。

当你时间充裕时，不妨也尝试一番“周期性烹饪”
法。但清晨人们通常相当匆忙，因此，这一研究结果更
有可能促成一种全新的煮蛋器面世，届时就可让你在十
分钟之内，拥有一颗完美的煮鸡蛋。（据《科技日报》）

据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消
息，该所油菜遗传育种团队在油菜籽品质改
良研究中取得新进展，揭示了正向调控油菜
籽维生素 E和负向调控油菜籽硫苷含量的
分子机制，发掘出优异等位基因，为油菜籽
品质改良提供了基因资源和技术支撑。相
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
《植物生物技术杂志》上。

据科研人员介绍，维生素 E主要存在于
植物油中，是人体和动物生长发育所需的重
要营养素之一，具有调节免疫系统、延缓衰
老等重要功能。发掘调控油菜籽维生素 E
和硫苷合成的关键基因，对促进油菜籽高品
质育种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研究团队利用全基因组关联分析
在甘蓝型油菜群体中检测到与维生素 E含
量相关的主效 QTL-qVE.C02，并通过遗传互
补、定点诱变等技术手段克隆出该QTL的目
标基因 BnaC02.VTE4，发现 BnaC02.VTE4 第
二个内含子其中一个剪接位点上 A到 G的
碱基变异是导致油菜籽维生素 E和硫苷含
量差异的直接原因。研究团队进一步通过
转录组和代谢组联合分析，阐明了维生素 E
和硫苷生物合成通路对底物的竞争关系，揭
示了正向调控油菜籽维生素 E和负向调控
油菜籽硫苷含量的分子机制。

科研人员表示，该研究有助于实现油菜
籽高维生素 E和低硫苷综合改良的育种目
标，帮助进一步提高菜籽油中的维生素 E含
量。此外，该研究还有望帮助降低油菜籽饼
粕中的硫苷含量，提高其饲用价值。

（据新华社）

小麦有上万年的驯化历史。前不
久，我国科学家牵头开展的一项研究，发
现了小麦品种分化的关键区域，并揭开
了小麦演化的奥秘，相关成果刊登在近
日出版的《自然》杂志上。该研究由中国
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学勇团
队联合国内外科学家共同完成。

小麦基因组极为复杂，经过长期培
育，育成的品种丰富多样。张学勇介绍，
科研人员挑选了 17个具有代表性的小麦
品种，对它们染色体水平的基因组进行从
头“组装”，最终得到了高质量的基因组数
据。研究过程中，他们发现，染色体跨着
丝粒区域是小麦品种分化的核心区域。

科研人员分析，我国小麦品种的遗

传多样性高于国外品种。这背后可能有
个原因：我国小麦商业化育种发展的速
度相对没那么快，在一定程度上让小麦
的遗传多样性得以保留，品种的韧性也
维持在较高水平。这一发现有望为以后
调整作物育种体制提供参考。

冬麦和春麦是怎么分化出来的？
科研人员通过分析春化基因 VRN—A1
拷贝数的变异情况找到了答案。联合团
队成员、中国农业大学教授郭伟龙介绍，
小麦的祖先种，像野生四倍体、栽培四倍
体，基本上都是“春性”类型，体内基本
只携带一个VRN—A1基因拷贝。后来，
普通小麦发生了“冬性”突变，VRN—A1
基因的拷贝数也出现了变化，小麦的抗

寒性也随之改变。
该研究还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

现象：小麦地域饮食习惯潜在造就了小
麦北“硬”南“软”。张学勇解释，小麦籽
粒的硬度是影响面团结构的关键遗传因
素，它受 Pina和 Pinb两个基因控制。当
这两个基因中任何一个发生突变或者丢
失时，籽粒硬度就会提高，用这样的小麦
制作烘焙食品，口感会更好；要是两个基
因都正常，就更适合加工馒头这类松软
的食品。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旭认为，这项研
究成果将推动我国小麦种质资源研究迈
入大数据时代，加快重要基因的挖掘与
利用。 （据《人民日报》）

小麦北“硬”南“软”有了科学解释

机器人春晚扭秧歌的“秘密”：

通过AI算法“拿捏”音乐节奏
2025 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蛇年春晚创意融合舞蹈《秧 BOT》节目中，一群穿着花

棉袄的机器人在现场扭起了秧歌，它们在舞动身体的同时还会变换队形、多角度转手
绢。网友们好奇：“机器人扭秧歌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会跳科目三还能后空翻1 2 机器人能完美“听懂”音乐

人形机器人骨架设计示意图。

蛇年春晚节目《秧BOT》表演者及工作人员与人形机器人合影。

《哪吒》里“锁妖”的海底岩浆真的存在吗最 新 研 究 有 望 让
菜籽油更有“营养”

新型“人工树叶”装置可将
二氧化碳转化为清洁燃料

座头鲸歌声与人类语言结构相似

如何煮出熟度均匀的鸡蛋

在节目表演中，16个机器人动作整齐
划一，这得益于H1“福兮”身上装备的高科
技设备，如高精度 3D激光 SLAM自主定位
和导航系统、多智能体协同规划系统、先进
组网方案和全身AI运动控制系统。这些技
术让H1在舞台上走得稳当，动作整齐得就
像复制粘贴一样，比真人舞者还稳。

H1“福兮”机器人配备的 360°全景深
度感知技术和“秘密武器”AI驱动全身运
动控制技术，能够精准定位、稳定连接，
并能应对各种突发状况。

据介绍，AI驱动全身运动控制技术
能让机器人最大关节扭矩达到 360N·m，
再加上 360°全景深度感知技术，周围环
境的一举一动机器人也能精准掌握。通
过先进的 AI算法，机器人能完美“听懂”
音乐，不管是欢快的节奏还是优美的
韵律。

节目最后，机器人腕部电机搭载的
抛放线机构，转手绢、飞手绢的动作让观
众惊叹。“这背后其实是一系列超硬核技
术在撑腰，高精度 3D 激光 SLAM 定位和
导航技术让机器人在复杂的舞台环境里
也能精准找到自己的位置；而先进的组

网方案和时间同步技术能保证它们在复
杂的网络环境里稳定连接，不掉链子；强
大的集群协同控制系统让它们能应对各
种突发情况，就算舞台上突然‘状况百出’，
也能确保没有问题。”相关负责人说。

如此精彩的“人机共舞”，在春晚舞
台上并非首次。此前，同样来自杭州宇
树科技的机器牛“犇犇”就曾登上 2021
年牛年春晚与表演者共舞，当时便凭借
可爱的外形和灵活的动作引发人们关
注。随着人形机器人领域的创新突破，
越来越多科技与文化艺术的跨界融合正
在“闪亮登场”。

（据《华西都市报》、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