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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欧盟取消电动玩具
镍迁移量限值

新华社布鲁塞尔7月1日电 （记

者张晓茹）欧盟委员会 1 日宣布，取

消此前针对电动玩具设立的镍迁移

量限值。

欧 盟 委 员 会 指 出 ，由 于 镍 仅 以

可 吸 入 气 体 存 在 时 才 会 产 生 致 癌

性，因此新规定不会影响含镍玩具

的安全性。

2009 年 6 月，欧盟颁布《玩具安

全指令》，其中依据玩具材质的不同，

对玩具中镍的迁移量设立了从每千

克 18.8 毫 克 到 930 毫 克 不 等 的 限

值。金属迁移量是指产品所含的某

种金属在使用过程中转移到某些介

质中的含量。

2012 年 9 月，欧盟委员会下设的

健康和环境风险科学委员会发布报告

说，玩具并不会释放出气体状态的镍，

即便是功能严重受损的电动车玩具也

不会放出“镍气”。

低血铅也会导致
儿童行为问题

新华社华盛顿7月1日电 （记者

林小春）铅对儿童健康的影响已经众

所周知，但此前研究主要关注高血铅

问题。中美研究人员开展的一项新研

究发现，低血铅同样会导致儿童行为

问题，例如攻击行为、焦虑和忧郁等。

这项研究发表在新一期《美国医

学会杂志·儿科学卷》网络版上。研究

负责人、宾夕法尼亚大学副教授刘江

红对新华社记者说，他们和上海交大

医学院和山东大学等机构的同事合

作，在江苏苏南地区采集了约 1600 名

幼儿园孩子的血液，检测含铅量，并通

过向教师和父母发放问卷等形式评估

儿童行为问题，以期了解幼儿时期的

铅暴露对儿童认知及行为的影响。

研究表明，这些孩子的平均血铅

水平为每分升 6.4微克，低于中国目前

的相关血铅标准，属于低血铅水平。

即便如此，孩子们的行为也受到了铅

的影响。刘江红说：“这种影响不仅局

限于传统上认为的外向行为问题，如

攻击行为等，还包括内向行为问题，如

儿童的焦虑和忧郁。”

美国国家环境卫生科学研究所为

这项研究提供资金支持。该机构专家

金伯利·格雷在一份声明中说，新研究

与多数研究不一样的是它侧重于研究

低血铅影响。

刘江红等人还发现，在西方国家，

婴幼儿血铅含量一般在 3 岁左右达到

峰值，此后会逐渐下降。在此次研究

涉及的地区却不尽然，部分被研究孩

童的血铅含量会在 3 岁后继续上升并

一直持续到 7 岁。研究人员猜测，这

可能与当地铅暴露的源头有关。

从大环境来说，此次研究涉及的

铅暴露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与开矿、

冶炼、蓄电池回收相关的工业铅污染，

二是含铅汽油中的铅随汽车尾气排放

到土壤和空气中。

刘江红据此建议相关部门考虑调

整血铅标准，提倡将儿童血铅水平检

查纳入常规体检范围。

从个人角度而言，孩子平时喜欢

到处摸，而一些劣质玩具、餐具等有一

定的铅含量，因此应当加强家长和幼

儿园老师对铅中毒的了解。此外，由

于某些地区室内用煤含铅，因此当煤

燃烧时必须注意通风。

日美合研的超级计算机
登顶全球节电超算排行

新华社东京7月1日电 （记者蓝
建中）日本东京工业大学 1日宣布，该

校与日本电气公司（NEC）和美国英

伟 达 公 司 合 作 开 发 的 超 级 计 算 机

“TSUBAME―KFC”，在全球节电超

算排行榜“绿色 500”（GREEN500）的

排名中再次夺冠。

“绿色 500”是对计算机的节电性

能进行的世界排名，每半年公布一次

结果，节电性能的主要评判依据是每

消费 1瓦电力的计算速度。

这是“TSUBAME―KFC”继去年

11 月名列“绿色 500”排行第一后第二

次登顶排行，它利用每瓦电力能够进

行每秒约 44 亿次计算。排名第二的

是英国剑桥大学的超级计算机，成绩

是每秒计算约 36亿次。

“TSUBAME―KFC”超级计算机

是去年 10 月开始运转的，除了大幅节

省用于计算的电力外，还由于将计算

装置放入特殊的油性冷却液体中，节

省了冷却所需的电力。

科技日报讯“贵客驾到”，一台重达 30 吨

的探测器最近莅临美国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

室，主要目的是寻找“飘若游龙”的惰性中微

子。据悉，这台探测器将于今年年底或明年年

初启动。

该实验室的发言人、耶鲁大学物理学家邦

妮·弗莱明表示，与被科学家们认为赋予物质

质量的希格斯玻色子不同（大多数物理学家都

认为这一粒子可能存在），惰性中微子处于完

全未知的领域，只有少数科学家相信其存在，

因此，最新实验极富“革命性”。

中 微 子 个 头 小 、不 带 电 且 几 乎 没 有 质

量 ，尽 管 每 秒 钟 会 有 1000 万 亿 个 来 自 太 阳

的 中 微 子 穿 过 人 体 ，但 它 们 几 乎 不 与 其 他

物质相互作用，因而被科学家们称为“幽灵

粒子”。

目 前 已 知 有 三 种 类 型 的 中 微 子 ：电 子

中微子、μ中微子和τ中微子，这些中微子

会以一定的频率相互转化（中微子振荡）；

另外，在碰撞过程中，电子中微子能变成电

子，μ中微子能变成μ子，τ中微子能变成

τ轻子。

但有少量迹象表明，可能还存在着一种

全新的中微子。比如，上世纪 90 年代，科学

家们在对来自太阳的中微子进行探测时，发

现了疑似电子中微子消失的证据；也有探测

中微子振荡的实验发现了多余的电子中微

子。科学家们对这些反常现象给出的一个解

释是，这些中微子变成了一种名为惰性中微

子的中间粒子。

弗莱明 7月 1日接受美国趣味科学网站采

访时表示，如果惰性中微子存在，它们将通过

非常微弱的引力同物质相互作用，因此不可能

直接探测，新探测器的主要目的就是寻找惰性

中微子的间接证据。

在即将进行的名为 MicroBooNE 的实验

中，一束纯μ中微子会通过这台 30 吨的装满

了氩气的金属罐。尽管大部分中微子都会毫

发无损地通过氩气，但有些中微子会变为电子

中微子、τ中微子或惰性中微子；其中的一些

中微子还会与探测器内氩原子的原子核发生

碰撞。

随后，探测器通过对碰撞后留下的带电荷

粒子进行分析，确定何时、何地以及何种粒子

最终被制造出来。因为研究人员知道在此类

碰撞中电子中微子变成电子的频率，所以，最

终出现的任何偏差都可能是μ中微子变成惰

性中微子、接着变成电子中微子并最终变成电

子的证据。

不参与该实验的哈佛大学物理学家马

特·斯特拉斯表示，尽管发现惰性中微子（宇宙

间最大的秘密之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并

非不可能。不过，即使新实验发现了某些奇怪

的现象，也并不能保证就是惰性中微子，而非

其他完全不同的相互作用。 （刘霞）

有没有无人知晓 实验证据最靠谱

科学家设计新实验探寻惰性中微子

6 月 30 日，在俄罗斯普列谢茨克发射场

发射台上伫立长达 6 天的“安加拉 1.2 型”火

箭开始被拆离。没有了一飞冲天的欢呼，也

没有了媒体营造的万千期待，投射在俄罗斯

“安加拉”火箭家族首次发射上的光环随着临

门一脚的戛然而止黯淡下来。

发射倒计时15秒时终止运行

按照计划，承载俄罗斯新一代火箭“安加

拉”家族首次发射重任的“安加拉 1.2型”应在

6 月 25 日升空。但发射一周前，俄罗斯国防

部长绍伊古宣布，由于发射前增加的一些必

要检查，发射时间由 6 月 25 日延后到了 6 月

27日。6月 27日，国际航天界万众瞩目，俄罗

斯总统普京也如期坐到了克里姆林宫内的直

播连线屏幕前。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发射台

上的火箭进入到了发射倒计时读数的千钧一

刻。但火箭就在发射倒计时 15 秒时骤然停

止运行，火箭操纵系统自动终止了发射程序！

整个普列谢茨克发射场瞬间陷入尴尬。

正在发射现场的俄罗斯空天防御部队司令亚

历山大·戈洛夫科不得不硬着头皮对克里姆

林宫直播屏幕前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汇报：“最

高统帅同志，发射自动中止。目前正在分析，

随后将按规定提交报告。”在发射场的国防部

长绍伊古向普京请求给一个小时时间以处理

突发事态。普京平静回应了这一请求：“好

的，请不急不躁地工作，认真分析一切，一小

时后报告。”

一小时后普京是否得到了事故原因报

告不得而知。根据媒体日前披露的消息，当

时是由于火箭第一级安装的 RD-191 型号

发动机燃料系统突发故障，发动机燃烧室内

的压力急剧下降，这直接导致了火箭第一级

发动机未响应发射命令。发射任务随即“自

动”中止。按照国家委员会的决定，从发射

台拆卸下来的“安加拉 1.2 型”火箭将会被整

体运往普列谢茨克发射场的一个装配和测

试区，由专家对火箭零部件和组件进行故障

检查。

“安加拉”火箭饮恨挥
别发射台

6 月 27 日的发射因故中止后，俄军方曾

宣布发射将推延到次日进行。但“安加拉”

火箭研制方赫鲁尼契夫国家太空研制中心

的专家在对故障初步评估后认为，发射不宜

操之过急，应将火箭从发射台撤下对其进行

详细故障排查。6 月 30 日，由俄罗斯空天防

御部队和火箭—航天工业组成的国家委员

会正式做出决定，将原本拟于上周发射的

“安加拉 1.2 型”火箭从发射台上撤下来，筹

备已久的“安加拉”火箭家族首次发射正式

无限期取消。

据一位俄媒体采访到的知情人士透露，

国家委员会的一些专家们最初建议尽快完成

对火箭的故障检查，争取在 7 月 3 日发射升

空。但由于戈洛夫科和赫鲁尼契夫国家太空

研制中心代表的坚持，最终做出了从发射台

撤出进行详细检查，发射无限期推迟的决

定。一切基调就像俄罗斯《生意人报》所用的

题目《谁都不想冒险》。

一波多折的诞生及发射历程

回顾“安加拉”的诞生并不顺利，甚至

可 说 是 难 产 。 1995 年 1 月 ，时 任 俄 罗 斯 联

邦总统叶利钦颁布《关于研发安加拉火箭

的总统令》。与之前的“联盟”号和“质子”

号液体火箭相比，“安加拉”火箭的一个突

出特点是其发动机改用煤油—液氧作为燃

料，减少了对环境污染，被媒体称为“环保

火箭”。更重要的是，“安加拉”火箭的发动

机和主要零部件全部由俄罗斯科研机构制

造，摆脱了之前俄罗斯火箭系统严重依赖

乌克兰科研企业的历史。俄航天部门的目

标是用其取代“联盟”号和“质子”号成为未

来俄罗斯太空火箭主力。

如 果 根 据 俄 航 天 部 门 最 初 制 订 的 计

划，“安加拉”火箭 2005 年就应在普列谢茨

克发射场完成其首次发射。但由于资金、

组织、技术等各种原因，“首次发射”先后 10

次被推迟。6 月 25 日，历尽波折的“安加拉

1.2 型”终于代表该火箭家族首次站在了发

射台上，然而却在升空前几秒中突发故障，

不得不饮恨挥别发射台。

一波多折的“安加拉”火箭首次发射究竟

何时才能如愿，俄罗斯航天专家伊戈尔·阿法

纳西耶夫认为，根据目前的情况，转移和检查

至少需要两周或更多时间，之后才能谈到何

时重新发射，就如同俄罗斯俗语所说“着急哪

儿也去不了”。对于俄罗斯航天部门而言，现

在最重要的是要进行卓有成效的飞行—设计

测试，并使之不要影响到包括“安加拉-A5”

重型火箭在内的其他后续工作。根据赫鲁尼

契夫国家太空研制中心前负责人弗拉基米

尔·涅斯杰洛夫的说法，发射可能会被延后到

今年 12月份进行。

（科技日报莫斯科7月1日电）

出 师 未 捷 身 先 死
——俄罗斯“安加拉”火箭命运多舛

本报驻俄罗斯记者 张 浩

科技日报联合国 7月 1日电 （记者王心
见）联合国经社理事会 1日在纽约总部举行的

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上发布的一份报

告指出，人类现在面临的挑战是从过往的经验

中吸取教训，以便让社会和经济在 2050 年以

前稳健地走上一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经社理事会这份《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

（初稿）》是根据 2012年“里约+20”可持续发展

大会成果文件的要求而编撰的。报告着眼于

探讨人类社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的进展，

不仅回顾了从 1950年到 2013年三代人走过的

道路，并且展望从现在到 2050 年的两代人可

能会面临的选择。

报告显示，从 1970年到 2000年之间，平均

每过 10 年，世界人口就增加 8 亿，而且到 2000

年以后达到了每 10 年增加 11 亿人口的水平。

世界不但做到了为这些新增人口提供食品、营

养、住房、教育和就业，而且在过去 12年中，世

界为 7.7 亿人口建造了城市，相当于新增了 93

个纽约市。这些都是巨大的成就。

报告指出，现在世界的国内生产总值是

1950 年的 10 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 1950 年

的 4倍。但是，世界仍然没有能够利用财富和

技术能力消除贫困和饥饿。全球目前仍有 8.5

亿人忍饥挨饿，这一数字在过去数十年中基本

上都没有改变，而且当今世界居住在贫民窟中

的人数比 20年前增加了 2亿。

报告强调，有增无减的物质消费规模给全

球环境、社会和经济带来了巨大压力，不断有

证据表明,人类正在使地球的多个基本生命支

持系统处于危险之中，而长久陷于贫困的国家

和人口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联合国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

吴 红 波 表 示 ：“ 我 们 面 临 的 全 球 挑 战 是 在

2050 年之前，当地球上生活着 90 亿人口的时

候，实现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型。报告指出，只

要我们能够显著地调整我们当前的生产和消

费模式，我们就能够实现一个更加可持续的

世界。”

联合国报告关注可持续发展转型
新华社洛杉矶7月 1日电 （记者郭爽）美

国航天局“嗅碳”卫星“轨道碳观测者 2 号”1 日

凌晨在发射前 46 秒发生故障。由于当天的发

射窗口只有 30秒，航天局被迫终止了当天的发

射计划。

“轨道碳观测者 2 号”原计划于当地时间 1

日凌晨 2时 56分，从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搭载

德尔塔－2 型火箭升空，并最终进入距地球约

705公里的近极地轨道运行。

但在原定发射前的 46秒倒计时时，范登堡

空军基地 2 号发射台用于抑制发射声波、保护

发射台火焰管的水流系统发生异常。航天局

称，故障原因和具体情况尚在调查中，尚无法

确定下一次发射时间，但航天器和火箭目前均

处于安全状态。

自 2009 年 2 月，美国首颗专门用于观测研

究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嗅碳”卫星——“轨道碳

观测者 1号”发射失败后，美国航天局一直为再

次发射“嗅碳”卫星积极准备。

美国航天局称，“轨道碳观测器 2 号”将成

为美国第一个用于监测地球大气二氧化碳的

航天器，该项目将为人类提供一个新的全球观

测工具，这一工具将显著提升人类对二氧化碳

的观测水平。

美国航天局计划共发射 6颗类似的地球监

测卫星，这种卫星每 99 分钟环绕地球运行一

周，6 颗卫星可实现对地球的全面同步观测。

“轨道碳观测者 2号”的设计工作年限为至少两

年，是这一系列卫星的第一颗。

美国航天局指出，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

度目前已达约 400ppm（ppm 是百万分率，指

百万分之几），为至少过去 80 万年来的最高

点。包括使用化石燃料在内的人类活动，平

均 每 年 约 向 大 气 中 排 放 近 400 亿 吨 二 氧 化

碳。科学家认为，人类活动造成地球自然碳

循环失衡，导致地球表面温度上升和气候变

化。因此，对大气二氧化碳水平的研究极为

重要。

美“嗅碳”卫星发射尝试失败

新华社北京7月 2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

记者报道：欧洲国家一些专家学者就日本安倍

内阁解禁集体自卫权一事接受新华社记者采

访时表示，日本政府此举破坏地区局势稳定，

令人深感忧虑。

布鲁塞尔知名智库“欧洲之友”政策主管

莎达·伊斯兰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所谓的“积

极和平主义”很显然在国内不受欢迎，所以他

不得不放弃原先的直接修宪计划。鉴于日本

民意，安倍必须仔细权衡他的政策。她说，安

倍此举不会促进亚洲安全，而是会加剧东北亚

局势紧张。

西班牙拉蒙·柳利大学教授奥古斯托·索

托说，日本政府这一决定无助于日本的外交和

海外形象。相反，这一决定动摇了二战后东亚

和平与平衡的基石之一，将使亚太地区局势趋

于不稳定，令人深感忧虑。

西班牙亚洲问题专家、《经济世界》杂志

专栏作家安赫尔·马埃斯特罗说，日本这一决

定不利于亚太地区稳定。周边其他国家“很

难不怀疑这意味着日本政界的法西斯主义又

一次抬头”，人们担忧日本重新走上过去的扩

张道路。

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阿克塞尔·
贝考夫斯基说，解禁集体自卫权不代表日本主

流政治意愿。通过此举妄言要重新获得世界

的尊重其实是可笑的，这是一个无力的承诺，

或者说是一种符号，一种“安倍愿景”。

萨拉热窝大学政治科学系知名教授奥

斯曼·苏希奇说，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将导

致地区局势不稳定。这一做法与美国战略

相关，显然得到美国默许和暗中支持。日本

国内发生抗议游行，说明该决议案缺乏民意

支持。

（参与记者：孙闻、韩建军、帅蓉、谢海宁、
赵小娜、刘宇）

欧洲知名专家学者
批安倍内阁解禁集体自卫权

意大利首都罗马著名旅游景点——“许愿池”的修复工程本周展开，预计该工程将持续一年半。许愿池正式名称为特雷维喷泉，是罗马
最大的巴洛克式喷泉，亦为全球著名的喷泉之一，因众多游客在此许愿而得名。 新华社记者 许逆之摄

意大利罗马“许愿池”修复工程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