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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新华社华盛顿6月11日电（记者林小春）
美国科学家 11日说，他们利用正在野鸭中传播

的流感基因片段，制造出与“西班牙流感”病毒极

度相似的一种致命病毒。尽管研究人员认为这

项成果有助于应对下一场流感大流行，但这个实

验仍被一些人批评为“鲁莽”、“疯狂”和“危险”。

“西班牙流感”暴发于 1918 年，当时曾导

致约 4000 万人死亡，是有史以来对人类打击

最大的一次流感大流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麦迪逊分校研究人员在新一期美国《细胞宿主

与微生物》杂志上报告说，他们从野鸭流感病

毒中找到 8个基因片段，利用它们组合出一种

与“西班牙流感”病毒极相似的新病毒，两者

只有 3％的氨基酸不同。

利用雪貂进行的实验显示，新病毒致病

能力高于普通禽流感病毒，但低于“西班牙流

感”病毒，不能通过飞沫传播。雪貂由于其呼

吸系统的一些特征与人相似，常被用于测试

流感病毒的危害。

然而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只要让上述新

病毒的一些关键蛋白的 7 个氨基酸变异，它的

传播能力就会显著提高，可以轻易通过空气传

播感染雪貂。研究人员认为，新病毒具有在人

群中引起流感大流行的可能。

这一实验的负责人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

校的病毒学教授河冈义裕，2011年他与荷兰医学

家罗恩·富希耶共同研究H5N1禽流感病毒的传播

能力会如何增强，但其实验方法受到批评。后来相

关实验暂停一年，直到2013年才重新启动。

对于新实验，河冈义裕说，它表明“自然界中

就存在可能在未来导致严重流感大流行的基因

库”，“由于自然界中的禽流感病毒只需些许变

化就可能适应人群并引起大流行，因此了解其

中的适应机制、鉴定其关键变异至关重要，这样

我们将能更好地予以应对”。河冈义裕还表示，

这一实验在安全等级相当高的实验室里实施。

尽管如此，英国皇家学会前主席罗伯特·
梅教授仍对媒体表示，这一工作“完全疯狂”，

整个事件“极度危险”。哈佛大学教授马克·
利普西奇同样表示担忧：“即便是在最安全的

实验室中，这也是危险行为。科学家不应该冒

这样的风险，除非存在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他们

的工作可以拯救生命，但他们的论文没有提供

（这样的证据）。”

上个月，利普西奇还与耶鲁大学专家艾利

森·加尔瓦尼联合撰文警告说，类似河冈义裕

的实验可能导致病毒无意间“逃出”实验室，从

而引起一场流感大流行。有一种观点认为，曾

造成许多人患病乃至死亡的 H1N1 流感病毒

就是源于一次实验室事故。

美科学家制成致命流感病毒引争议
担忧病毒无意间“逃出”实验室而导致流感大流行

美国经济在萧条中缓慢复苏的同时，创

新园区的生态特征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

在过去 50 年中，美国的创新园区（如硅

谷）主要是大学校园所聚集的城郊走廊，公

路是其与外界连通的主要或唯一途径。园

区规划不重视区内的生活质量和便利性，

忽视工作、居住和创新一体化建设。著名

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在今天公布的一份研

究报告中指出，一种新型、具备城市化功能

的创新园区正在形成。这种园区具备城市

功能属性，区内不仅尖端研究机构和公司

群集，而且它们与种子公司、创业孵化器和

加速器等密切相联；此外，区内交通方便、

设施齐全，能够提供居住、办公和零售等一

体化综合服务，代表着未来园区建设的发

展方向。

这份由布鲁金斯研究所都市政策研究

部完成的研究报告认为，新的创新区有利

于刺激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实体经济的

发展。在经济不景气时期，这种创新区可

以通过帮助企业、企业家、高校、科研人员

和投资者面向市场，联合开展研发创新和

生产活动，为企业发展和就业等提供强有

力的保障。并且，这种创新区还可以为周

边落后地区创造优质就业岗位，带动其社

会经济发展。

新型创新园区的构成

报告认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导

致创新区的形式和功能也存在很大不同。但

所有新型创新区均包含三类资产，即经济、实

物和网络资产。当这三种资产与具有支持和

风险承担的政策相结合之后，它们将创造出

一个创新生态系统：一种人、企业和区域之间

的协同关系，这种生态系统能促进新技术的

产生和商业化的加速。

具体来说，经济资产是指企业、研究机

构和驱动、培育或支持创新环境的单位；包

括创新驱动器、创新孵化器和方便的综合

设施。实物资产是指公共和私人空间，即

那些有利于激励新的和高水平沟通、合作

和创新的建筑物、开放空间、街道及其他基

础设施等。网络资产是指具有生成、提高

和加速创意完善的个人、公司和研究机构

之间的关系。让那些聪明人无意识获得相

互交流的机会，这是新园区有别于传统科

学园区最为重要的特征。

新园区的类型

报告指出，新型创新园区在美国各地正

在得到蓬勃发展，这些园区主要表现为三种

模式，即“实体依附型”模式、“再现市区型”模

式和“城市化科学园”模式。

“实体依附型”创新区多在中心城市的市

区和中心区域，发达、便利的城市生活设施环

绕其周边。如剑桥地区的肯德尔广场、圣路

易斯的考泰斯园区等。

“再现市区型”创新区多在历史悠久的港

口城市附近，这里的工业和仓储区经历过经济

转型，离大城市很近，但房租和地价较便宜。

如南波士顿海滨区、西雅图的南团结湖等。

“城市化科学园”则在市郊或远郊。过去

较为荒凉，但随着餐饮和零售等行业的发展，

“人气”渐望。如北卡的“三角研究园区”等。

如何打造新型创新园区

报告认为，打造一个新型创新园区要解

决许多问题，首先，要建设一个协同领导的网

络，把来自主要研究机构、企业和政府部门的

领导们聚集到一起，定期、正式地开展规划设

计、货物运输、市场营销和地区管理方面的研

讨与合作。

其次，从经济、实业和社会三个方面，为

创新区提供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具有可操作

性的指导，确定其发展蓝图。

其三，为创新区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持；受

过良好教育和具有技能的工人与优质的基础

设施一样，是创新活动的驱动器。

其四，鼓励包容性增长；将创新区作为一

个平台，为邻近地区低收入居民创造教育、就

业等机会。

最后，为基础科学和应用研究筹集和扩

宽资金渠道。

创新园区的未来之路

致力于创新研究的著名专栏作家皮特·

恩加迪奥指出：“创新区的发展趋势应该是自

然、有活力的社区，不是只适合于做研究而远

离城市的不毛之地。”

布鲁金斯学者的这份研究报告认为，美

国最具创造力的研究机构、企业和劳动力渴

望接近，以便于创意和知识能够转移得更快、

更好，因此，美国创新区的发展潜力巨大。目

前几乎每个大城市都有一个“实体依附型”创

新区和一个商业中心，连接两者之间的交通

十分便利。许多城市和老的郊区社区通过强

化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也在积极发展“再现市

区型”创新区；“城市化科学园”则呈现出集群

化发展态势，允许更多的个人和企业自由联

网参与。他们预计，这三类新型创新园区在

未来会因地制宜，在联邦财政和地方财政的

支持下得到进一步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和就

业的增长，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源。

（科技日报华盛顿6月11日电）

从单一功能到综合城市化
——美国创新园区已演变成经济发展的主要推手

本报驻美国记者 田学科

科技日报讯 印度洋是沟通亚洲、非洲、欧

洲和大洋州的海洋要道。而 6 月 12 日发表在

英国《自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预测认为：由于

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极端的气候和天气现

象，例如洪水和干旱，在 21世纪的印度洋周边

将会增加。这一预测是气候学家基于建模的

证据而做出的。

此项研究由中国海洋大学、澳大利亚联邦

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的科学家们合作进行。

研究小组领导者蔡文居与他的团队评估认为，

如果温室气体的排放还保持现在的势头，将对

未来印度洋极端正偶极子位相事件产生重要

的影响。

印度洋偶极子(IOD)是影响亚洲气候异

常的重要系统之一。自印度洋偶极子提出以

来，科学家们对其形成机理及其与 ENSO 相互

作用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ENSO 指厄尔

尼诺—南方涛动现象，是对全球气候，包括中

国气候影响最强烈的海气相互作用事件，曾造

成全球多地区的气候异常。

研究人员表示，印度洋偶极子其实是一个

海洋表面温度的峰值在印度洋东侧和西侧来

回摆动的气象周期。在这个周期的正位相时，

由于西部的水域较温暖，西部的降水会增加；

东部的降水会因为水域的温度降低而减少。

而全球变暖会改变这种周期的状态，并且有可

能让极端正位相的出现频率变为原来的 3

倍。在 1997 年，就有一个印度洋极端正偶极

子位相的例子：东非遭遇了大面积洪水，而印

度尼西亚遭遇了严重的干旱和山火。

《自 然》论 文 作 者 总 结 道 ，随 着 印 度 洋

极 端 正 偶 极 子 位 相 预 测 的 增 加 ，人 们 已 可

以预期在受影响地区将出现更多毁灭性的

天气事件。 （张梦然）

中澳科学家分析认为

印度洋周边极端天气将会增加 新华社堪培拉6月12日电（记者徐海静）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和工业研究组织 11日宣布，

该国建设的 ASKAP 射电天文望远镜已具备运

行能力，该组织开发的射电望远镜新技术具有

革新性潜力。

射电天文望远镜观测的是源自遥远天体

的无线电波。对将于 2018 年开建的世界最大

射电天文望远镜——“平方公里级射电望远镜

阵 列 ”（SKA）来 说 ，这 是 一 项 重 要 进 展 。

ASKAP 望 远 镜 全 称 为“ 澳 大 利 亚 SKA 探 路

者”，其建造目的就是为 SKA 望远镜项目研发

新技术。

SKA 望远镜是国际合作项目，将在澳大利

亚和南非建造。中国是 SKA 和 ASKAP 项目的

关键合作者之一。ASKAP 望远镜所用的 36 个

天线全部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制造。

澳 联 邦 科 学 和 工 业 研 究 组 织 公 布 了

ASKAP望远镜拍摄的一张照片，显示了南天极

区域的一些遥远星系。该图像相当于一张黑

白照片，不过是在射电波段而不是可见光波段

拍到的，拍摄耗时 12小时。

科研人员说，这一图像显示该组织研发的

“相位阵列馈源技术”能稳定工作 12 小时。这

项技术发挥了“射电照相”的作用，使天文望远

镜能同时观测较大面积的宇宙空间。该图像

还验证了另一项新技术的效用——为望远镜

的多个天线设定特殊的旋转轴，帮助稳定望远

镜的朝向，提高图像质量。

同时公布的还有一张 NGC 253 星系的图

像，它相当于一张彩色照片，显示了这个 1000

多万光年外的星系里中型氢原子气体发出的

射电波。科学家将该图像与其他望远镜拍摄

的该星系图像对比，确认这一图像的色彩平衡

令人满意。

该 项 目 的 专 家 认 为 ，这 些 结 果 表 明 ，

ASKAP望远镜虽还处于调试阶段，但已表现出

卓越性能。而且它的巡天观测速度是南半球

任何同等级望远镜的至少两倍，预计彻底完工

之后其观测速度还将大幅加快。

ASKAP 望 远 镜 投 入 调 试 只 有 几 个 月 ，

其 36 个天线中有 6 个进行了初步调试。负

责 调 试 的 科 学 家 说 ，作 为 一 台 综 合 孔 径 望

远 镜 ，ASKAP 望 远 镜 已 在 正 常 运 行 。 综 合

孔径望远镜是一种“化整为零”的射电望远

镜 ，利 用 多 个 天 线 来 实 现 巨 大 的 单 孔 径 天

线的功能。

澳大利亚 SKA 项目专家对此评价说：“射

电天文学的未来已经到来。”

澳射电望远镜技术获重要进展

新华社布鲁塞尔6月 11日电 （记者赵小
娜 周珺）欧盟委员会 11 日公布的一项调查

报 告 显 示 ，欧 盟 成 员 国 民 众 近 七 成 对 城 市

公 共 交 通 系 统 状 况 感 到 满 意 ，但 只 有 三 成

左 右 经 常 使 用 ，近 四 分 之 一 的 受 访 者 表 示

从未使用。

报告说，为了解欧盟民众对城市出行便利

性的满意度，欧盟民调机构“欧洲晴雨表”首次

就公交系统状况对 28个成员国的 2.8万人进行

了电话调查，内容包括城市定线运营的公共汽

车、电车、地铁和火车等。调查结果显示，69％

的受访者认为，所在城市公交系统状况令人满

意。但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结果相差悬殊，其中

满意度最高的是卢森堡，高达 88％，满意度最

低的是马耳他，只有 31％。

电话调查就站点分布合理、站台设施完

善、购票便捷、票价合理、发车间隔适宜、车厢

整洁、准点率高等方面征求了意见，结果显示，

77％的受访者表示步行 10 分钟的距离内分布

有公交站点，69％的受访者对发车频率满意，

70％的受访者认为公交车辆能准点到达。大

多数受访者认为公交票价过高，不够合理，只

有 39％的受访者表示愿意接受目前的票价。

调查还显示，虽然有 76％的受访者表示使

用过城市公交工具，但只有 32％的人每周至少

使用一次，12％的受访者乘坐公交车的次数平

均每年不足 1 次，24％的受访者表示从不使用

公交工具出行。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负责交通事务的委员

西姆·卡拉斯表示，欧盟要提供优质、高效、经

济、环保的公交服务，还有许多方面需要改

进。“我们必须找到人们不愿意经常乘坐公交

工具出行的原因，根据人们出行的需求改善公

交系统服务。”

欧盟城市公交使用率低

太阳两天连发
三次 X 级耀斑
新华社华盛顿 6月 11日电 （记

者林小春）又 到 了 太 阳 的“ 烟 火 ”表

演时间。美国航天局 11 日说，太阳

在 10 日 和 11 日 两 天 内 爆 发 三 次 X

级耀斑，造成地球上部分高频无线

通信短暂中断。不过，由于地球磁

场和大气层的保护，太阳耀斑产生

的 有 害 辐 射 不 会 对 人 类 健 康 构 成

威胁。

太阳耀斑是剧烈的辐射爆发现

象，分为 A、B、C、M、X 五级，强度依

次增加。美国航天局在一份声明中

说，最新一次耀斑发生在美国东部时

间 11日上午（北京时间同日晚间），为

X1.0 级。另两次耀斑均发生在美国

东部时间 10 日上午，分别为 X2.2 级

和 X1.5级。

美国空间天气预报中心说，这三

次耀斑均导致强烈的 R3 级别的无线

电传播中断，造成地球的向日面高频

无线通信中断约 1 小时。此外，在 10

日的耀斑喷发中，还观测到一次日冕

物质抛射，预计被抛射物质于 13日从

地球旁边经过，可能会引起 G1 级别

（小规模）地磁暴，但不会对地球通信

造成大的影响。

太阳活动强弱变化以 11 年为一

个周期，专家认为太阳活动目前正进

入高峰期，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可能观

测到更多耀斑喷发。“它回来了，”美

国航天局戈达德航天中心专家迪恩·
佩斯内尔在声明中说，“太阳活动高

峰期已经来临。”

日本和平学者反对
解禁集体自卫权
新华社东京 6月 12日电 （记者

冯武勇 刘秀玲）由日本和平学者组

成的“呼吁世界和平七人委员会”12

日发表声明，反对安倍政府试图强行

通过内阁决议解禁集体自卫权。

声明表示，安倍有关修改宪法解

释解禁集体自卫权的举动正在破坏

日本作为法治国家的根基，损害日本

在亚洲邻国以及世界的声誉，危及日

本的安全，将在历史上留下无法弥补

的污点。

声明指出 ，安 倍 将 日 美 同 盟 视

为绝对优先，但事实上，联合国宪章

承认的集体自卫权只是在安理会采

取 必 要 的 集 体 安 全 保 障 措 施 前 的

“临时权利”，更不是对同盟的一种

义务。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是和

平解决争端。对于纷争，应该优先

通过外交手段、民间交流等加强信

赖关系；应该致力于缩减军备而非

扩大军备。

学者们还呼吁更多日本民众发

出反对声音，阻止安倍政府将日本带

上一条错误道路。

安倍 11 日在国会的党首辩论中

再次明言，将出台内阁决议解禁集体

自卫权。据日本媒体报道，安倍希望

在 6 月 22 日本届国会闭会前出台相

关内阁决议。

“呼吁世界和平七人委员会”成

立于 1955 年，由日本首位诺贝尔物理

学奖得主汤川秀树等人发起。

东芝开发出
降手机能耗的新型存储器

新华社东京 6月 11日电 （记者

乐绍延）日本东芝公司近日开发出一

种 新 型 节 能 磁 阻 式 随 机 存 储 器

（MRAM），有望显著降低智能手机等

移动电子设备的能耗，改变消费者使

用电子设备的方式。

据当地媒体 11日报道，东芝公司

表示，新型磁阻式随机存储器集成了

利用磁性记忆信号的材料和增强微

弱信号的特殊电路。东芝的研发人

员采用这种新型节能存储器，试制出

了用于智能手机等移动电子设备的

中央处理器。

测试结果表明，采用这种新型存

储器的智能手机等电子设备，比采用

现有静态随机存储器（SRAM）的设备

至少省电 20％，今后还有望进一步提

高其节能性。

磁阻式随机存储器具有记录密

度大、访问速度快、省电、反复存储、

不易丢失数据等五大优点，有望较好

地解决计算机、手机等设备启动慢、

数据加载速度不佳、数据丢失及电池

使用寿命较短等问题。

舌 尖 上 的 杀 戮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6月9日说，他将推动恢复商业捕鲸。他辩解称：“将开展捕鲸研究以获取管理鲸鱼资源不可或缺的科学数据。”国

际捕鲸委员会1986年通过《全球禁止捕鲸公约》，禁止商业捕鲸，允许科研捕鲸。日本签署这一条约，但长年以科研名义大量捕鲸。日本
这一做法遭到许多国家和环保组织的指责。

澳大利亚2008年2月7日公布的这张照片显示，一艘日本捕鲸船将猎杀的一头母鲸和一头幼鲸拖进船舱。 新华社/路透

北卡的“三角研究园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