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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短讯

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讯 如果在一次聚会中，你随手

把手机放到桌子上，它就在众目睽睽之下逐渐

消失了，这是不是很酷？而在工业或军事领

域，这也是救生技术的一部分。据物理学家组

织网 8 月 19 日报道，最近，美国和中国多家大

学研究人员合作开发出一种技术，能让材料自

动识别它周围的环境，适应并模仿周围环境。

相关论文发表在本周出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

院刊》上。

论文第一作者、美国休斯敦大学机械工程

副教授余存江（音译）介绍说，研究光电拟态系

统是受头足纲动物的启发。头足纲动物是一

类深海动物，包括章鱼、乌贼、鱿鱼等，它们能

迅速改变颜色，适应周围环境或从环境中凸显

出来，用于伪装隐藏、沟通联络、捕食警告等多

种目的。

研究人员模仿章鱼皮肤功能开发了一种

原型设备，能产生黑白花纹，具有不同的灰度，

自然配合周围环境实现转变，无需用户输入指

令或进行外部检测。但余存江，这种设备还能

设计为在全彩色光谱下工作。

虽然现在的原型设备还不到一平方英寸，

但很容易扩大制造。设备表皮柔韧灵活，由多

层超薄层构成，并结合半导体促动器、开关元

件、无机反射器感光元件和能与背景颜色自动

匹配的有机变色材料。他们研究的材料包括

一种像素设备，能模拟章鱼皮肤内的每个关键

要素，除了闪光细胞和中央视觉器官以外。

早期的拟态系统不能自动调整，余存江

说：“我们的设备能‘看见’颜色并与之匹配，它

用了一种热变色材料，能识别环境。”

虽然这种设备最有价值的应用是国防或

工业领域，消费应用领域如玩具、可穿戴电子

设备等对这项技术也有很大需求。它还能用

在豪华汽车上，车主或许会觉得，拥有一辆会

隐形的汽车很酷，再加上用摄像机拍摄被车挡

住那一边的人来人往的视频，用 LED 板展示

消失的视景，这些技术可以结合起来用于同一

目的。 （常丽君）
左图 材料在进行调整适应拟态。

中美科学家开发出光电拟态系统
能模仿深海生物识别并适应周围环境

澳总理批评参议员
辱华言论“太出格”
新华社悉尼 8月 20日电 （记者

赵小娜）连日来，澳大利亚各界人士纷

纷对澳参议员、矿业大亨帕尔默的辱

华言论提出批评。澳总理阿博特 20

日也对帕尔默的言论表示谴责，称其

“太出格”。

阿博特在接受澳大利亚费尔法克

斯电台采访时说，帕尔默在澳国家电

视台访谈节目中的言论“刺耳且错

误”，“我认为这非常令人遗憾”。他表

示，帕尔默的言论仅代表他自己，完全

不能代表澳大利亚。

身为澳大利亚帕尔默团结党领袖

的帕尔默 18 日晚在接受电视台采访

时出言不逊，恶意指责中国政府欲免

费攫取澳大利亚的自然资源和港口，

并在节目中爆粗口。节目一经播出，

立即遭到澳大利亚各界谴责。

阿博特说，“中国是我们的朋友而

不是敌人”，“澳大利亚需要牢固的对

华关系”。

阿博特还表示，目前澳大利亚与

中国的自贸协定正在加速谈判中，如

能达成协定，“将对澳大利亚非常、非

常好。”

帕尔默 18 日的辱华言论播出后，

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农业部长乔伊

斯先后对其表示谴责，财长霍基也发

表声明，指责帕尔默不顾中国为澳大

利亚国民的生活水平所作贡献，称此

番“忘恩负义”的言论会极大损害澳中

关系。西澳大利亚州州长巴奈特甚至

表示将以个人名义向中国致歉。

澳大利亚华人团体协会副主席沈

铁向新华社记者表示，澳大利亚华人

对帕尔默无耻言论表示极大愤慨和强

烈抗议。

被遗忘40年化石
实为翼龙新种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 8 月 19 日
电 （记者刘隆）巴西一批被遗忘 40

年 的 恐 龙 化 石 被 证 实 是 距 今 大 约

8000 万 年 前 生 活 在 巴 西 南 部 的 翼

龙新物种。

巴西圣卡塔琳娜州孔特斯塔多

大学和里约联邦大学国际博物馆的

科学家在新一期美国《科学公共图书

馆综合卷》上发表了他们的这一发

现。他们将这个新物种命名为 Cai-

uajara dobruskii，其显著特征是头部

顶着一个巨大的形似帆船上帆布的

头冠。

科学家推测，该翼龙新物种大约

生活在距今 9000 万至 8000 万年前的

白垩纪时期，当时南美大陆与非洲大

陆分离不久。其翼展最大可达 2.35

米，没有牙齿，很可能以植物果实为主

要食物。根据幼年翼龙骨架化石判

断，该物种应该在很年幼时便能独立

飞行。

这批化石发现地点位于巴西南部

巴拉纳州东北部，是该地区第一次发

现翼龙化石。在发现的 47 具骨架化

石中，包含不同年龄阶段翼龙的骨架

化石。

事实上，这批化石早在 1971 年便

由当地一名农夫和他的儿子发现并报

告给当地政府，但随后便被遗忘。直

到 2011 年孔特斯塔多大学的两名古

生物学教授发现了这批化石并开始研

究才使这些“宝藏”重见天日。

计算患糖尿病风险
有新方法

新华社爱丁堡 8月 19日电 （记

者郭春菊）英国苏格兰医学研究人员

发明了一种计算患糖尿病风险的新方

法，可以帮助医生预测哪些人患糖尿

病的几率高。

爱丁堡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对

10 万多名曾到医院接受急诊治疗的

人员的健康档案进行了分析，通过与

苏格兰糖尿病患者名册进行比对，发

现可以按其年龄、性别和急诊时检测

出的血糖指标来计算其 3 年内患糖尿

病的几率。

据介绍，当地急诊患者通常都会

接受血糖指标检测。这项研究可以帮

助医生发现易患糖尿病者，让其在病

情好转时接受有关糖尿病的进一步检

测，根据结果为他们提供防治糖尿病

和相关健康生活方式的建议。

这项研究是由爱丁堡大学、格拉

斯哥大学和苏格兰糖尿病研究网络的

研究人员共同完成的，发表在 19 日出

版的美国期刊《科学公共图书馆医学

卷》上。

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郊区的中几友

好医院，中国援助几内亚医疗队的 19名医护

人员已经工作和生活了整整两年。

中几友好医院是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

会期间，中国向非洲国家承诺援建的 30所医

院之一，于 2012 年 4 月投入使用。中国医疗

队在 2012 年 8 月抵达几内亚。“我们刚来时，

医院还没有步入正轨，病人非常少，病床大

都空着。而现在，医院的 120 张病床时常还

不够用，”医疗队队长孔晴宇介绍说。

今年3月，科纳克里的第一例埃博拉出血

热患者在未确诊时曾在中几友好医院接受治

疗，数日后因病死亡。之后，医院里与这名患

者有过接触的9名当地医护人员被感染，其中

6人死亡。中国医疗队的2名医生也因接触过

埃博拉患者而被隔离，所幸未被感染。

孔晴宇告诉记者，埃博拉疫情出现后，

中几友好医院继续运行，“中国医疗队仍在

坚守”。在确认医院接诊的病人是埃博拉患

者时，中几友好医院院长卡马拉正在中国访

问，担任副院长的孔晴宇迅速作出反应。有

在“非典”期间工作经验的他立刻要求全院

加强防护措施，接诊病人时必须戴手套、口

罩，所有病房彻底消毒。

埃博拉疫情出现以来，中国医疗队上下

一心，坚守岗位，没有因疫情而影响正常的

工作和科研。

与埃博拉病魔擦肩而过的中国医疗队

队员曹广参与了中国与几内亚心血管病危

险因素对比的调研。“这是我国首次在几内

亚开展的（医疗）科研项目，即使是埃博拉疫

情也没有对科研进展造成不利影响，”孔晴

宇介绍说。如今，虽然任期将满，曹广还在

抓紧最后的几天，整理科研数据。

医疗队骨科医生刘昌平今年 58岁，是队

里的老大哥。在几内亚的两年中，作为外科

大夫，他在医疗物资缺乏、设备落后的情况

下，成功完成了无数起复杂的外科手术，赢

得广泛赞誉。

“好几次，其他医院治不好的病人都来

这里找我们，”刘昌平告诉记者。曾有一位

当地患者右腿骨折，但由于手术不成功，患

者整只右腿无法弯曲。由于手术复杂，实施

难度高，几内亚的其他医院均无法完成。“为

了帮助这名患者，我们决定为其实施手术，”

刘昌平说。医疗队克服医疗器械不足、人手

短缺等困难，成功实施了手术，患者很快康

复。事后，患者家属写来感谢信，几内亚卫

生部的官员也对医疗队赞赏有加。

“在几内亚，只要有真本事，又愿意教别

人，就一定会赢得对方的尊重，”孔晴宇告诉

记者。“我们医疗队之所以能在几内亚广受

赞誉，就是因为我们真心想帮助当地民众，

几内亚人民和医护人员能够感受到我们的

真诚。”

中几友好医院院长卡马拉也表示，很多

来中几友好医院看病的病人都是冲着“中国

医生”这块金字招牌而来。

这批秉持着“中国医生”金字招牌的“白

衣天使”将于当地时间 20 日晚结束任期回

国。已在几内亚工作两年的孔晴宇队长说：

“看着我们奋斗过的地方，还是有些舍不得。”

当地时间 16日晚，接替他们的又一批中

国援几医疗队已抵达科纳克里。在埃博拉

阴云尚未消散的几内亚，他们将接过“中国

医生”这块沉甸甸的金字招牌，用自己的坚

守使它更加闪亮。

上图 8 月 19 日，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
里郊区的中几友好医院，中国援助几内亚医
疗队骨科医生刘昌平（右）在接诊。

新华社记者 文浩摄

战斗在疫区的“白衣天使”
——记中国援几内亚医疗队

新华社记者 文 浩 张 曼

科技日报讯“人各不同，终生不变”说的

就是人类的指纹。指纹是进行人身同一认定

的重要依据，近日一种新问世的聚合物，将对

提取指纹非常有帮助。这种聚合物在遇到非

常微量的水后，会极快速响应，出现荧光和发

生颜色变化，研究论文证实了这种技术的敏感

度足够高，可以检测到人手上单个的汗孔，从

而生成详细的彩色指纹记录，使得用很小一块

潜在指纹进行图像分析成为可能。

最早的指纹学始于 17 世纪，彼时人们已

发 现 指 纹 只 会 放 大 增 粗 ，纹 样 却 不 变 。 而

今，专业人员已开始运用皮肤学、生物化学、

有机化学、高等数学、电子计算机等学科的

知识和方法，来研究肤纹生理特征，使其成

为了物证技术的一个最重要组成部分，甚至

指纹识别功能在智能手机领域的应用也非

常红火。而在这门学科的发展历程中，很早

就 有 人 提 出 过 用 汗 孔 来 提 取 指 纹 ，但 是 廉

价 、快 速 又 可 靠 地 形 成 一 幅 汗 孔 图 像 的 技

术，却一直无法实现。

近日出版的英国《自然—通讯》期刊上发

表的一篇论文，描述了一种新聚合物就实现

了以上的功能。韩国首尔汉阳大学金仲曼

（音译）与其研究团队开发出了这种简单的以

聚合物为基础的材料。该材料可以用喷墨

技术打印出来；当接触了一根手指后，能够

立刻作出反应，响应时间小于 20 微秒；更重

要的是，其非常适合于映射人类的汗毛孔，

灵敏度已经高到可以区分功能正常的汗孔

与不分泌汗液的皮孔，且从汗毛孔分泌的极

其少量（亚纳升级）的水就足以促进该聚合

物的瞬时反应。

研究人员表示，在这项研究中所开发出的

传感器技术，将用于指纹分析以及人体汗毛孔

功能障碍的临床诊断。

现在最常见的提取指纹的方法是利用手

指尖上的凹凸纹路，这样提取的指纹需要整个

指纹的较大部分才能保证指纹分析的可靠

性。而新出现的传感器系统使用汗孔提取指

纹，让用很小一块潜在指纹进行图像分析成为

可能，且提供的指纹提取更为详细可靠。

（张梦然）

用汗孔快速提取指纹的聚合物问世

科技日报讯 终其一生都生活在冰层里的

微生物究竟是否存在？它们真的在无光合作

用及外部养料的情况下延续了上百万年吗？

在西南极冰原下大约 800 米深的湖底，美国科

学家的确发现了有各种微生物群落栖息于

此。这是目前最全面描述栖息在南极冰原下

冰湖深处微生物的研究之一，该结论同时证

明，在南极冰原下面那个黑暗的、零摄氏度以

下的环境里，是可以存在多样生态系统的。而

在该隔离环境中进行的取样，将有助于了解地

球生命的限制条件，同时为研究其他星球的生

命提供重要线索。

南极冰川湖底是否存在微生物，是科学界

一直存有争议的话题。因为早期研究结果曾

发现过这些微生物身影，但人们随后怀疑，它

们是不是钻孔过程中的污染所带来的。科学

家认为，如果它们确实存在，那么其状态以及

发生的进化方式，对地球其他地方甚至其他星

球环境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周期刊在《自然》上的一篇生态学论文

指出，此次，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布兰特·
克里斯特纳和他的同事们重新展开调查。他

们最新分析和描述的水体和沉积物样本，取自

西南极冰原下的惠兰斯湖(Lake Whillans)，该

水系大小相当于美国面积，曾是地球上最后未

经勘探过的地区之一。在实验过程中，研究人

员采用了不沾染微生物的钻孔和取样技术。

最终发现，湖水至少有 3931 个运算分类单位

（物种或物种群），证明在黑暗寒冷环境中，同

样可存在多样生态系统。这些微生物中，有许

多似乎从融冰和冰层下的岩石及沉积物中获

得营养源。

在该科学报告的附加新闻和评论文章中，

评论作者玛廷·特兰特指出，这些新的发现有

助于了解栖息在西南极冰原湖床的微生物群

落，并揭示它们如何维持生命并进行自我组

织。特兰特同时表示，这些研究结果也提出了

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食岩”微生物，是否也

能存在于其他星球的冰原之下，例如人类心向

往之的红色星球——火星。 （张梦然）

南极冰川湖下有各种微生物群落栖息
为在其他星球发现生命提供重要线索

新华社华盛顿8月19日电（记者林小春）

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的“脑计划”再次获得助

力。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本周宣布，将资助 36

个科学家小组进行大脑的早期概念性探索研究。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在一份声明中说，每

个项目将获得 30 万美元，将在两年时间内研

发一系列概念和实体工具，涉及实时全脑成

像、新的神经网络理论以及下一代光遗传学技

术等。36个研究团队共 76名研究人员获得资

助，其中多数研究团队由多领域科学家组成。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今年 3 月公开征集

“脑计划”研究项目。据报道，反响强烈，收到

近 600个申请，该机构最终决定把资助的项目

从 12个扩至 36个。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贺斌教授是获得资助

的科学家之一。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说，他们的项目将研究具有较高空间分辨率和

较高时间分辨率的新型多模态神经成像技术，

以最终用于人类非侵入式大脑成像。

去年 4 月，奥巴马宣布启动“脑计划”，其

全称为“推进创新神经技术脑研究计划”，具体

事务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国防部高级研究

项目局和国家科学基金会 3家机构负责。

这 3家机构侧重点略有不同，其中国防部

高级研究项目局侧重于研究大脑疾病新疗法

和植入设备，上个月已宣布提供4000万美元资

助开发一种无线、可植入大脑的“神经义肢”，以

帮助脑部受伤的士兵及其他病患恢复受损记

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侧重于绘制脑活动

全图，将于今年9月公布受资助研究项目名单。

美重金资助 36个脑研究项目

新华社柏林 8月 19日电 （记者郭洋 何
梦舒）德国柏林沙里泰医学院 19日晚证实，该

院当天下午收治的“埃博拉疑似感染者”并未

感染埃博拉病毒，而是感染了疟疾。

据德国媒体报道，19日上午，一名 30岁女

性在柏林一家就业中心突然晕倒，并有高烧等

症状。这名女性来自西非，自称曾在家乡接触

过埃博拉病毒感染者。

事发后，该就业中心及相关街道立即被封

锁，这名女性也被送至柏林沙里泰医学院的特殊

隔离病房，所有与其接触过的人也开始接受检查。

经过数个小时，沙里泰医学院发言人曼努

埃拉·青格说，这名女性并未感染埃博拉病毒，

而是感染了疟疾。

在德国，发现埃博拉疑似病例并非首次，

但后来都证实只不过是“虚惊”。德国联邦公

众传染病预防与监控主管机构罗伯特·科赫研

究所日前发表声明称，旅行者把埃博拉病毒从

非洲带至德国或欧洲“不是不可能”，但可以肯

定的是，欧洲具有较高的防护水平，埃博拉病

毒不会在欧洲大肆传播。

目前，埃博拉病毒仍在西非多国肆虐，感染

人数不断上升。世界卫生组织8月19日公布的

最新数据显示，埃博拉疫情已导致1229人死亡。

德“埃博拉疑似病例”实为虚惊一场

梅派京剧演员纽约重走梅兰芳巡演之路
8月19日，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团青年演员王梦婷在纽约时报广场身着戏服向游客推介京剧艺术。
当日，为纪念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诞辰120周年，北京京剧院集合部分梅派传人、精选部分梅派经典剧目，开始重走梅兰芳当年在美

国的巡演之路。此次巡演全部采取商业演出的形式，让京剧艺术以市场化的形式走向国际。 新华社记者 王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