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经纬

在完成 ITER 项目指标后，西部超导公司现在

已经转型，把这个技术用在医用核磁谱仪等相关技

术，已经跟通用电气、西门子、飞利浦很多公司都签

订了相关协议，来提供中国造的超导线材。在高温

超导方面，得益于过去十几年中国对先进技术产业

的扶持，有了上海超导公司、上创超导公司、苏州新

材料研究所等，他们都已经能够做国产化的高质量

高温超导带材。

可以说，我们国家过去十几年里，得益于大科学

装置的推动，已经实现了超导材料的国产化。虽然

在超导磁体技术领域，我们还尚未达到世界领先水

平，但已经大大缩小了跟国际最好水平的差距。在加

速器超导磁体方面，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的团队

在2021年取得12T的二极磁体的结果，迈入了世界

第一梯队的行列。在螺线管超导磁体方面，中国科

学院电工研究所的王秋良团队，在2019年创造了全

超导的螺线管磁体32.3 T的国际最高纪录。

过去十几年，从超导材料到超导磁体技术，中

国经历了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在国内各类大科

学装置建设推动下，超导磁体技术还将有更加广阔

的发展空间。我们期待国产超导磁体能够迅速做

到国际领先水平，在基础科研和社会生活中发挥重

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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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死者的大脑记录揭示了什么

医生们第一次收集了突然死亡前后的脑电波活

动。爱沙尼亚的医生正在监测一名87岁患者的大脑，

以检测和治疗他的癫痫发作。在读数期间，病人突因

心脏病发作而去世。这给研究组带来了一组独特的

新数据：第一个濒死人类大脑的脑电图（electroenceph-

alogram，EEG）记录。该团队邀请了国际合作伙伴，分

析了患者心脏停止跳动30分钟前后的大脑记录。

有两种脑电波最活跃：伽马波，它与做梦和记忆

提取特别相关；阿尔法波，与信息处理和视觉皮层有

关——研究组推测，这可能表明死亡前的瞬间“生命

在你眼前闪现”。研究人员将论文发表在《衰老神经

科学前沿》(Frontiers in Aging Neuroscience)上。

论文作者说，这些数据可能表明，垂死的大脑正

在恢复记忆并将其可视化，但他们远远不能证明任何

生命闪现现象。每种不同类型的脑电波都与大量的

认知功能相关——它们是广泛的大脑各种活动，而不

是任何特定思想的指示器。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观察发生在一个最近受伤的

病人身上。这位 87 岁病人在跌倒后被送进急救中

心。他有神经方面的症状，也有脑出血造成的中线偏

移，即因颅内压力不均衡导致大脑偏离中心。再加上

药物的作用，病人临终前的大脑活动，甚至可能无法

代表其他病人可能发生的情况。而且这些通过无伦

理争议方式记录下来的大脑活动，是否就是人们所说

的濒死体验或生命闪现现象，还很难说，因为当事者

在临终前已不能说话。

（高凌云编译自 2022年 2月 23日Popular Science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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