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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本报讯 人们睡觉时可能做各种各样的

梦。以前这些梦只有自己知道，而现在，科学

家已经知道如何看到一个人梦到了什么。据

《自然》杂志网站近日报道，一个来自日本京都

ATR 计算神经科学实验室的研究小组在不久

前召开的新奥尔良神经科学协会年会上报告

称，他们通过分析志愿者睡眠中的脑电活动，

能预测出梦的某些特征。

他们对 3 名志愿者做梦的情况进行了研

究，利用功能神经成像技术在睡眠时扫描他们

的大脑，用脑电图（EEG）记录下他们的脑电活

动。只要探测到表示志愿者开始睡眠的脑电

波信号，就叫醒他们问他们刚才梦到了什么，

然后让他们再回去睡。每次实验持续 3 小时，

志愿者每小时被叫醒 10 次，其中有六七次会

报告他们梦到了些什么，这样总共获得了大约

200个梦的报告。

大部分的梦反映了志愿者日常生活中的

经历，但有些梦也包含了不寻常的内容。研究

人员从志愿者的报告中提取了关键词，分成

20 个大类，如汽车、男性、女性、计算机等，这

些在梦中出现的频率最高；然后选了能代表每

个大类的照片让志愿者观看，并将观看照片前

后两次的脑电图进行对比。

研 究 人 员 对 V1、V2 和 V3 脑 区 进 行 了

分 析 ，这 些 脑 区 负 责 视 觉 信 号 的 最 早 期 处

理 和 对 视 觉 图 像 基 本 特 征 进 行 编 码 ，如 图

像 的 对 比 、边 界 的 方 向 等 。 他 们 还 研 究 了

其 他 几 个 负 责 高 级 视 觉 功 能 的 脑 区 ，如 目

标认知。

“我们构建了一个模型来预测每个大类是

否在志愿者的梦中出现。”领导该研究的神谷

之康（音译）说，“我们对志愿者被唤醒之前 9

秒的脑电波进行了分析，能预测一个人是否在

做梦，准确率达到 75%到 80%。”

研究小组在 2008 年时曾报告破译了与

早期视觉处理、图像重构有关的脑区的脑电

波。现在他们通过更高级脑区的脑电活动，

能精确地预测出志愿者梦中的内容。新研

究还表明，在更高级视觉脑区，做梦和视觉

认知的表现形式相似。加利福尼亚大学伯

克利分校神经科学家杰克·盖伦特在会议上

说：“这表明做梦牵涉到的许多高级视觉脑

区，和真实的视觉成像相同；也表明我们在

回忆梦的时候，可能是基于短期记忆，因为

在志愿者被唤醒前的 10 秒内，对梦的解码

是最精确的。”

目前，研究小组正在收集睡眠的快速眼动

（REM）阶段的同类数据，REM 阶段也和做梦

有关。“这难度更大，因为我们必须等至少 1

个小时，志愿者才能进入这个睡眠阶段。”神

谷之康说，了解更多有关梦境的内容，以及梦

和脑活动的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做梦究竟

有什么用。

（常丽君）

大脑扫描可解码梦中所见大脑扫描可解码梦中所见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

约》）第 18 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简

称《议定书》）第 8 次缔约方会议 11 月 26 日在

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正值《京都议定书》第

一承诺期即将结束、“加强行动德班平台特设

工作组”（以下简称“德班平台”）将启动具体

讨论之时，本次会议将在国际社会协调应对

气候变化进程中起到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目前，谈判各方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

中国家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上分歧

犹存，部分主要碳排放国家拒绝参加《议定

书》第二承诺期，一些发达国家不愿率先大幅

度减排，多哈会议能否找到既推动谈判进程

又能符合各国根本利益的解决办法，将考验

谈判代表们的政治智慧和诚意。从目前各方

表态来看，多哈会议谈判将极为艰难。

《议定书》第二承诺期
未知数多
《议定书》第一承诺期于 2008 年开始并

于今年底到期，多哈会议将对《议定书》第二

承诺期的机制和落实作进一步安排，能否确

立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议定书》第二承诺期

并确保其按时实施，这将是衡量多哈会议成

败的关键因素。有关第二承诺期的博弈将围

绕三项事宜进行。

首先是参与《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国家

及其各自的减排目标。目前，欧盟表示将履

行第二承诺期减排目标；澳大利亚 11 月支持

第二承诺期的表态也令气候变化谈判各方为

之一振；美国则明确表示不会设定《议定书》

第二承诺期减排目标，且这一立场在多哈会

议上转变的可能性不大；日本、加拿大等也公

开表示不加入《议定书》第二承诺期。随着第

一承诺期迫近结束，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

家明确第二承诺期减排目标的难度不断加

大。

其次，关于第二承诺期的长度是 5 年还

是 8 年，各方仍有分歧。一些发展中国家和

小岛国为使发达国家增强减排力度，主张第

二承诺期从 2013 年持续到 2017 年结束，为期

5 年。欧盟则希望第二承诺期持续到 2020

年，为期 8年。

此外，如何处理一些国家在第一承诺期

产生的剩余碳排放配额，也需各方博弈。77

国集团主张这些剩余配额不再顺延至第二承

诺期，否则第二承诺期将变得没有意义。欧

盟内部对此则有不同意见。

每年千亿美元“绿色
气候基金”仍是空壳

根据《哥本哈根协议》和《坎昆协议》，发

达国家在 2010年至 2012年间共出资 300亿美

元作为快速启动资金，在 2013 年至 2020 年间

每年提供 1000 亿美元的长期资金，用于帮助

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2011 年 12 月德

班气候大会通过决议，启动绿色气候基金。

如今，在 300 亿美元快速启动资金方面，

一些发达国家未能履约，已落实的部分资金，

也不符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支持

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性质。而对于 2013 年起

如何为绿色气候基金融资，也没有确切说

法。如何对绿色气候基金进行注资，将成为

多哈会议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谈判的难

点。

目前，美国主张 2012 年以后保持基金的

延续性，但并未对出资金额作出具体承诺，且

大力鼓吹发展中国家出资和私人资本进入绿

色气候基金，很难让人看到其诚意。欧盟和

日本也未对 2013年后的出资作出承诺。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
任”原则仍需捍卫

由于《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即将到期，各

方将进入“德班平台”这一新的谈判机制，一

些发达国家则抓住“德班平台”谈判成果“适

用于所有缔约方”这一措辞，急于在今年草草

结束《议定书》和《公约》两个工作组，把谈判

重心转到“德班平台”上来，从而逃避原来的

法律义务，并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责

任混为一谈。

根据历次气候变化大会的协议精神，发

达国家需要为发展中国家开展适应气候变化

的行动提供支持，包括资金技术转让、能力建

设等方面。但一些发达国家认为，随着新兴

经济体在 2020 年后的经济地位提高，潜在排

放量逐渐增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

的二元划分已经过时。“德班平台”上所有国

家都要在统一法律框架下，承担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的减排义务，发展中国家不能再以提

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作为实施减排行动的前

提。

而这种观点与发展中国家坚持“共同但

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相左，因此，多哈会议期

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将在这一原则问

题上进行交锋，如不能弥合这些原则差异，发

展中国家在减缓、适应、资金、技术转让和能

力建设等问题上将较难取得实质性进展，今

后“德班平台”的运作也将受到严重影响。

承前启后承前启后 纷争难解纷争难解
——展望多哈气候变化大会

新华社记者 李志晖 徐晓蕾 陈 莹

新华社华盛顿 11月 25日电 （记者任海
军）中国南京大学和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研究人

员 25 日在英国《自然·材料》杂志网络版上发

表论文称，他们设计出一种新型硅基光子芯

片，初步实现了光的单向无反射传输，拓展了

光子晶体及传统超构材料的研究领域，为经典

光系统中探索和发展具有量子特性的新型光

子器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通过光子而非电子携带信息的光通信技

术目前应用已很广泛，其优点是通信容量大、

数据损耗低、保密性好。然而电子计算机领域

仍依赖于电子芯片，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光

通信的进一步发展，同时电子器件的量子尺寸

限制和功耗问题也成为计算和通信领域持续

发展的瓶颈。

科学界希望光子能成为新的信息载体，希

望光子芯片成为未来超高速通信和运算的主要

信息处理器件。光子芯片的使用可大大提高网

络数据传输和运算速度，对单位和家庭网络及

手机无线网络都将产生革命性影响。不过，制

备光子芯片也面临重要难题——如何实现非对

称光信号的传输。非对称传输的器件在电子和

微波领域已得到广泛应用，如电子二极管和以

单向耦合器为基础的微波网络分析仪。中美研

究人员的目标就是制备出“光子版”单向传输器

件，即以光子二极管为核心的光学网络分析仪。

研究人员去年设计出一种硅基光波导，光

在波导内沿着一个方向传播，当它沿相反方向

传播时则会弯曲，这种光学元件为实现光的单

向传输、光二极管件等提供了新路径。最近的

研究则在硅基波导上巧妙引入实部和虚部的

匹配相位调制，实现了光波导中光的完全单向

反射，这一单向无反射的硅基波导有望被用于

实现硅基芯片集成的光学网络分析仪。

论文共同作者、南京大学卢明辉副教授认

为，这一研究成果为实现可与 CMOS（意为互

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一种大规模应用于集成

电路芯片制造的原料）工艺相容的新一代光子

器件集成工艺设计、制备提供了新途径，拓展

了光子晶体及超构材料的研究领域，为人工结

构材料领域的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中美联手设计出新型硅基光子芯片
本报讯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加

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的研究人员

研制出一种使用“远程磁力传送装置”对电动

车进行无线充电的技术，并成功地在校园服务

车上进行了测试。该项技术将有望加速电动

车在加拿大的普及使用。

无线充电对从手机到电动车的一切电

气设备来说是一个炙手可热的技术解决方

案，但人们一直对无线充电所用的高功率、

高频率电磁场及其对人类健康的潜在影响

十分关注。UBC 物理学教授罗恩·怀特黑

德和他的团队发明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

其运行频率要比通用技术低 100 倍，且暴露

的电场可以忽略不计。他们的解决方案使

用“远程磁力传送装置”——由电网电力驱

动的旋转式基底磁座（第二个置于车内）来

消除利用无线电波。设于充电站的基底磁

座，可遥控启动车内的磁座旋转，从而产生

电力对电池充电。

研究人员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内

安装了 4个无线充电站，并对测试的校园服务

车利用新技术进行了改装。试验表明，该系统

与电缆充电相比，效率提高了 90％。车辆一

次充满电需要 4个小时，充满电的车辆可运行

8个小时。

该大学负责基建运营的总经理戴维·伍德

森表示，电动车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需要

连接电源线和插座，而且还往往是在恶劣天气

和拥挤的条件下。该系统开始测试后，驾驶者

的反馈一直非常积极，他们所需做的是把车停

好，车辆就会自动开始充电。

该研究小组最初的设想，是为植入式心

脏起搏器等小型医疗设备设计磁力驱动充电

系统。而目前的这个较大系统，得到了加拿

大国家研究理事会创新基金的支持，将校园

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实验场所进行测试，有望

为下一步的研究和开发提供宝贵的数据。目

前，研究小组已通过该大学产业联络处提出

专利申请。

（冯卫东）

加研制出远程磁力传送装置
可为电动车进行无线充电

美国是对塑化剂控制较为严格的国家，各

种有关空气、食品和饮用水安全的法案中都严

格限制塑化剂含量，并不断更新可能危害人体

健康的塑化剂“黑名单”。

塑化剂是工业上被广泛使用的高分子材

料助剂，严禁添加到食品中。从上世纪 80 年

代初以来，目前使用最广泛的塑化剂——邻苯

二甲酸酯类物质就引起研究机构和环保组织

的担心。相关研究指出，它们会对鼠类造成肝

脏肿瘤，有可能对环境、人类生殖系统和激素

功能造成影响。

1980年，美国环保署首次将 6种塑化剂列

入“黑名单”，对其生产、使用制定了严格规定，

理由是这些化学物质有可能对人类健康造成

严重危害，并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随着相关研究和社会关注的增加，美国环

保署、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等多家政府机构开始

对空气、水、产品中的塑化剂含量设立“硬指

标”，美国政府也颁发了多项塑化剂管控法规

条例。《资源保护和恢复法案》《清洁水法》《安

全饮用水法》和《清洁空气法》等一系列法规条

例都明确限定了塑化剂含量。如《安全饮用水

法》规定，饮用水中塑化剂 DEHP 含量最高浓

度为每升水 0.006毫克。

美国于 2009 年实施“邻苯二甲酸酯行动

计划”，对 8 种毒性明显的塑化剂加强管控，

此次中国“白酒塑化剂风波”中的几种塑化剂

也名列其中。目前，美国对塑化剂在玩具、儿

童用品和可食用产品中的含量有明确限制，

而在美国职业安全和卫生署的规定中，工作

环境每立方米空气中 DEHP 含量的上限为 5

毫克。

美国环保署等还委托相关研究机构就塑

化剂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影响进行研究，并根

据研究结果，及时更新可能危害人类健康和环

境的塑化剂“黑名单”。

不过，尽管严加防范，美国也曾发生过

“塑化剂风波”。2011 年，美国向中国香港

出口的膳食补充剂“医之选——月见草油”

样本中就检出含塑化剂。此前，在加利福尼

亚州也曾发生过超市销售的饮料塑化剂超

标事件。

美国环保署署长莉萨·杰克逊表示将加强

和改革有毒物质管理体系，美国环保署还希望

建立“受关注化学物质表”，将更多有毒化学物

质列入“黑名单”。

美国为塑化剂设立“黑名单”
新华社记者 郭 爽

位于温哥华市中心一座停车场顶层天台上的这座温室农场是北
美首家采用垂直耕种方式的城市农场。它采用垂直耕种系统以节省
用地，560平米的面积每年能出产约6.8万千克的蔬菜。

图①设在停车场顶层的天台农场。

图②工作人员在天台农场内检查农作物。
图③工作人员从种植架上取出农作物。
图④工作人员收获农作物。

新华社发（梁森摄）

天 台 上 的 垂 直 耕 种 城 市 农 场

④④

①① ②②

③③

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主要阵营及立场
据新华社多哈11月26日电 （记者陈

莹 徐晓蕾）当地时间26日上午，《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8次缔约方会议暨《京

都议定书》第8次缔约方会议在多哈开幕。

本次大会将在以往取得的成果基础上，

继续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而在

这一问题上，世界各国形成了不同阵营和多

个主体，在历次气候大会上激烈交锋。以下

是各个集团所持立场的主要情况：

——伞形集团
伞形集团主要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

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这些国家认为，

强制减排不应该只是发达国家所承担的义

务，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也应参

与其中。伞形集团的中期减排目标低，且以

一些发展中国家参与减排为前提条件。

2001 年，美国政府宣布退出对发达国

家碳排放具有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

2011 年，难以完成减排任务的加拿大政府

为避免支付巨额罚款，也正式宣布退出这

一具法律效力的协议。

——欧盟
欧盟将自己视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导

者，在节能减排立法、政策、行动和技术方

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与伞形集团国家相

比，欧盟在气候谈判中表现相对积极，支持

《京都议定书》实施第二承诺期。

然而，欧盟仅仅视第二承诺期为一个过

渡阶段，极力主张在2015年前建立一个“涵

盖全球主要经济体并具法律效力”的新减排

协议，并在2020年后生效。在相关谈判中，

欧盟试图抛弃既有成果，无视“共同但有区

别的责任”原则，遭到发展中国家强烈反对。

——77国集团＋中国
该集团由广大发展中国家组成，以中

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组成的“基础四国”为

龙头，主张《京都议定书》“非附件一国家”

（即发展中国家）落实自愿减排行动，倡导

南南合作；而“附件一国家”（即发达国家）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

任，需作出进一步减排承诺并对发展中国

家提供资金、技术支持。

以色列首次成功测试
“大卫弹弓”中程导弹拦截系统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11月25日电 （记

者杨志望）以色列国防部 25 日发表声明

说，以色列国有军工企业拉斐尔国防系统

公司日前成功测试以美两国联合研发的

“大卫弹弓”中程导弹拦截系统。在以色列

南部进行的首次试验中，该系统发射的一

枚导弹，成功击落了一枚来袭靶弹。

声明说，这次成功的拦截标志着以色

列导弹防御组织和美国导弹防御局已经完

成了“大卫弹弓”武器系统的第一阶段研发

工作。研发该系统是为了在以美两国联合

研发的“箭式”导弹防御系统之外，为以色

列提供又一层弹道导弹防御网，以进一步

提高以色列防御导弹威胁的能力。

据报道，“大卫弹弓”（又名“魔棍”）防

御系统主要用于拦截射程 70公里到 300公

里的中程导弹，也可用来拦截从“箭式”远

程导弹防御系统中漏网的远程导弹。

世卫组织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新增病例
据新华社北京 11月 24日电 世界卫

生组织 23日发布公告称，世卫组织又收到

4 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病例报告，包括

一例死亡病例。这使经实验室确认的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病例总数上升到 6 例，死亡

病例增至两例。

公告说，新增病例中的 3例（含死亡病

例）来自沙特阿拉伯，另一例来自卡塔尔，

此前的病例也来自这两个国家。沙特阿拉

伯最新确认的 3 个病例中，有两名患者来

自同一家庭，他们表现出的症状相同，目前

一人已死亡，另一人康复。

另据德国疾病防控机构罗伯特·科赫

研究所 23日发布的消息，卡塔尔籍患者在

德国接受 4 周治疗后病情好转，已于本周

出院，目前尚无医护人员被感染的报告。

诊所和相关卫生部门将对所有曾与患者接

触过的人展开全面问询。

世卫组织说，在掌握更多信息之前，最

好不要假定新型冠状病毒传播仅限于上述

两个国家。它鼓励所有成员国继续监测严

重急性呼吸道感染，并考虑对原因不明的

肺部感染患者检测新型冠状病毒，即使患

者与沙特或卡塔尔没什么关系。

新型病毒之所以引起高度关注，是因

为它与曾造成极大恐慌的“非典（SARS）”

病毒同属冠状病毒。但基因分析显示，与

新型冠状病毒最接近的是 2008 年在荷兰

发现的一种蝙蝠冠状病毒，而不是 SARS

病毒。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原因尚不清楚，

多数感染者会出现严重呼吸系统综合征伴

随急性肾功能衰竭。眼下还没有证据表明

这种病毒可在人际传播。

（综合新华社驻日内瓦记者吴陈、王
昭，驻柏林记者郭洋、唐志强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