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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令食肉动物疯狂的血液成分
据新华社华盛顿 11 月 11 日电

（记者林小春）血腥味通常令人不适，

但却会令食肉动物疯狂。瑞典研究人

员在新一期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综合

卷》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发现了散发血

液气味的关键成分，对食肉动物而言，

这种成分和血液本身一样具有吸引力。

“对食肉动物来说，食物的气味特

别有吸引力，而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血，”瑞典林雪平大学教授马蒂亚斯·
拉斯卡说，“我们想知道的是，究竟是

哪种化学物质形成了血液的气味。”

拉斯卡等人利用气相色谱分析和

质谱分析，并结合气味专家的分析，锁

定一种名为“反式－4，5－环氧（E）－

2－癸烯醛”的物质。这是一种醛类化

合物，它会散发特别的金属气味，闻到

它会令人联想到血液。

研究人员在一个野生动物园中展

开了验证实验，这里放养着4种食肉动

物，分别是亚洲野狗、非洲野狗、南美丛

林犬和西伯利亚虎。他们把一些圆木

放置在这些动物出没的区域，这些圆木

分别在在四种不同的液体浸泡过，包括

上述醛类化合物、马血、水果香精和一

个近乎没有气味的溶剂，每种代表一种

气味的圆木每次放置一天。

实验结果非常明显：动物们对浸泡

过上述醛类化合物和马血的两种圆木非

常感兴趣，而另外两种圆木对它们则毫

无吸引力。

这项研究首次表明一个单一的化

学成分可以和复杂的动物血液一样具

有吸引力。对于野生动物园来说，该研

究成果可应用于日常运营。人工饲养

的动物需要刺激以避免退化或变胖，也

许可通过经上述醛类化合物处理而散

发血腥味的圆木，吸引动物们动起来。

工业产品也能留“指纹”
据新华社东京11月12日电（记者

蓝建中）由于人的遗传特性，每个人的指

纹都是独一无二，并且终生不变，因此成

为识别身份的重要依据。日本电气公司

日前宣布，该公司一个研究小组在世界

上首次开发出了物体指纹认证技术，通

过工业产品和零件表面自然发生的细微

纹样，就能够识别不同的产品个体。

随着制造和流通的全球化，人们

需要在全球范围内管理大量生产和流

通的产品，比如用条形码、IC 芯片、二

维码等识别标签，或是采取特殊加工

的方法。但这都需要庞大的成本和时

间，还需要专业人士及分析装置。

新开发的技术是在制造金属及塑

料产品和零件时，通过图像记录表面

自然发生的带有凹凸的细微纹样，即

物体指纹。即使是同一产品，由于个

体不同，也存在人眼难以判断的细微

差异。由于物体指纹是制造时自然发

生的，所以省去了人们为产品添加标

签或特殊加工的麻烦，能够让人以低

廉的成本安全地识别产品个体。

将零件的物体指纹录入数据后，

以后人们想识别个体时，只需要在普

通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上安装上专

用程序，随后拍摄出照片，通过云数据

与事前储存的数据库相对照，就可以

识别出个体和制造商。

这一新技术可以用于流通过程中

的追溯管理、判断产品真伪、维修保养

零件等。手提包上的纽扣和拉链、工

业机械上的纹章和徽标，都可以利用

“物体指纹”来识别个体。而对于螺丝

和螺栓等难以添加识别标签的小零

件，利用这一技术也能够实现 IT 化管

理，从而提高维修和检查的效率。

蛋白质“开关”可切断癌细胞供血
据新华社伦敦11月 10日电 （记

者刘石磊）英国一项最新研究发现，通

过调控一种信号蛋白，可阻止前列腺

癌癌变组织周围的新血管形成，从而

切断癌细胞的营养供给通路，抑制肿

瘤生长及癌变扩散。

英国诺丁汉大学、布里斯托尔大学

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10日出版的《致癌

基因》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对血管内皮生

长因子进行了研究，这是一种信号蛋白，

能以两种形式存在，发挥两种作用，既能

促进新血管生长，也能抑制其生长。

研究人员发现，前列腺癌细胞会产

生促进血管生长的此类因子，使癌变组

织周围生出新血管，为其输送氧和其他

必需的养分。基于这一发现，研究人员

开发出一种化合物，它能够“切换”血管

内皮生长因子形成的“开关”，让这种因

子全部以抑制血管生长的形式存在。

在动物实验中，研究人员给患前

列腺癌的老鼠一周三次注射这种化合

物，肿瘤逐渐停止生长并开始缩小，而

老鼠并未表现出明显不适。

科 技 日 报 讯 据 药 闻 快 讯（Medical

Xpress）11 月 11 日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

大学农业科学学院研究人员发现，改造牛奶内

一种蛋白质使其和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结合在

一起，能够显著改善对艾滋病患儿的治疗。相

关论文最近刊登于《药学研究》网络版。

这一发现意义重大。据估计，全世界约有

340万儿童感染艾滋病毒。世界卫生组织的报

告称，他们中的 90%生活在资源匮乏的非洲撒

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在那里，抗逆转录病毒疗

法还没有得到广泛应用。国际医学专家相信

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受感染儿童接受了抗逆

转录病毒治疗。

治疗的复杂性在于，许多孩子对大部分抗

逆转录病毒药物不耐受。其中一种最常用的

药物是蛋白酶抑制剂利托那韦（Ritonavir）。

利托那韦有高亲油性和低水溶性，在胃肠液中

它很难溶解，生物利用度不足。用于年龄在一

个月以上婴儿治疗的液体制剂中含 43%的乙

醇，味道糟糕，口感苦涩、药味浓厚，还带有烧

灼感。食品科学副教授费德里科·哈特表说：

“不仅于此，当药物与胃粘膜接触时，利托那韦

会引发恶心、呕吐和腹泻等症状。因此，我们

要改进利托那韦的儿童配方，提高婴幼儿的口

服给药效果。”

为解决这一问题，哈特将眼光投向了牛奶酪

蛋白。酪蛋白聚合物被称作酪蛋白胶束，这形成

了牛奶特有的乳白色胶状溶液。哺乳动物的酪

蛋白胶束是一套自然传输系统，可从母体向婴儿

传输氨基酸和钙质等营养物质。哈特也研究了

好几年牛科动物的酪蛋白胶束，这些胶束能够传

输那些重量轻、疏水性强的低水溶性分子，利托

那韦也具有这些特性。因此哈特推断，它或许能

担负起传输利托那韦药物分子的重任。

值得注意的是，哈特在研究中发现对牛奶

进行超高压均质化能强化酪蛋白胶束的结合

能力。普通牛奶的均质化压力是 10到 15帕斯

卡，此研究中，牛奶的均质化压力达到 400 到

500帕斯卡，高压将酪蛋白胶束分离开来，并提

升其中蛋白质的结合能力，使其能够“黏”住那

些药物分子。这样一来，含有利托那韦的奶粉

就可以作为婴儿的药物配方了。

目前，哈特正在用改造后的牛奶在小猪身

上进行实验，实验已经进行到了最后阶段。他

说：“尽管现在我们还没有数据，但我们发现牛

奶中的蛋白质将利托那韦进行了充分传输，如

果这种方法奏效，我们离制出可用于疏水性药

物的配方只有一步之遥。”不过，该研究还需

要临床实验数据来进行确认。美国国立卫生

研究院支持了此项研究。 （张盖伦）

改造牛奶蛋白可助婴幼儿服用艾滋病药物
离研发出疏水性抗癌药物的配方只有一步之遥

“乘坐一架没有窗户的飞机”，听起来似

乎有点像在做“幽闭恐惧的恶梦”的感觉。而

英国工艺创新中心（CPI）大胆地认为，无窗

飞机将是未来空中旅行的一个标志，其正致

力于用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技术构造无

窗飞机的迷人视野。

OLED 是一种极具发展前景的平板显示

技术。它具有十分优异的显示性能，特别是

自发光、结构简单、超轻薄、响应速度快、宽视

角、低功耗及可实现柔性显示等特性，被誉为

“梦幻显示器”。OLED 显示屏可用于曲性面

板、使用温度范围广、构造及制程较简单等优

异之特性，业内人士认为其是下一代的平面

显示器新兴应用技术。

想像一下，原本机舱的窗户被 OLED 显

示屏幕替代，时刻播放着飞机周围的景象。

如果你不坐在临窗位置，前面座位大靠背上

的显示屏犹如窗口，随时为你播放外面的情

况，以及提供各种娱乐节目……这样的飞行

是不是会很有趣呢。

英国工艺创新中心设想，带有 OLED 显

示器的无窗飞机，机舱照明的增强光亮来自

舱壁发光墙，为乘客营造独特的旅行氛围。

采用 OLED 技术的柔性屏幕极其轻薄，高质

量、灵活的嵌入到机身和座椅靠背衬板，有机

地集成在一起，消除了沉重的外壳，可以高清

显示播放从飞机外部摄像机捕捉的画面。这

样优化飞机的空间和减轻其重量，不仅降低

成本，使机身更轻、更坚固，座位宽敞，还减少

了燃料消耗。从外观上来看，一点都不难看、

笨拙和沉重。

据估算，一个商业客机满载重量的 80%

是飞机本身及其燃料。在重量上每减少 1%，

大约会节约燃料 0.75%。英国工艺创新中心

表示，飞机减重可谓是一个永恒的挑战。而

OLED 显示器替代窗户可以带来显著好处。

减重即省油，耗费的燃料少意味着更少的二

氧化碳排放到大气，降低了经营成本。

英国工艺创新中心正在努力将这个创新

想法付诸实现。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

道，他们正在与为航空航天工业开发柔性

OLED 技术的公司合作。采用轻量级的打印

配线织机为安全飞行提供多个导体，使各个

显示面板沿着机舱壁“无缝”排列。在飞机上

布置多屏幕的方法，意味着面板可以根据舱

椅场地布局和座位间距来显示或照明。

英国工艺创新中心解释说：“内部跟踪摄

像机可将图像投影到屏幕上，根据乘客的视

角，即图像的移动与乘客头部运动的方向保

持一致。坐在任何座位上的旅客都可以选择

飞机的任一侧面观看。”

在长途航班中，旅客想知道是处于白天

还是黑夜时，照明板将会显示日出或日落光

线的变化，帮助长途乘客适应不同的时区，以

避免头脑混乱。

就在今年 8 月，CPI 研究和开发经理西

蒙·奥耶说：“我们的目的是将创新技术的概

念，如与飞机结合的 OLED 显示器生产为产

品。将采用整卷式自动化生产制造技术，而

这些屏幕在成本上将不太可能超过目前生产

的显示器。”

到目前为止，工艺创新中心的重点锁定

在机舱座位靠背层，以及灵活的有机薄膜晶

体管阵列（OTFT），其对操作屏幕上的每个

像素构成的图片起着关键作用。现在这个创

新中心可以做到紧紧地弯曲这些零件和保持

其功能。下一步面临的挑战是将其与一个完

全同样灵活、柔性的面层结合，实现灵敏、高

清质量的图像显示。

与此同时，工艺创新中心正在寻找制作具

有柔性特征、灵活的OLED屏幕的厂家，以及征

求新的设计伙伴来进一步推进这一创新想法。

相信未来乘坐用 OLED显示屏集成的无

窗飞机到世界各地旅行，会让人们领略的风

景分外妖娆。

OLED无窗飞机：独特的旅行氛围
本报记者 华 凌 综合外电

科技日报讯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日前

找到一种方法，能够让水滴在特定的平面上按需

形成任意形状。借助这种形状可控的液滴，将有

望开发出新的生物医学实验设备和 LED 显示

器。相关论文发表在《自然·通讯》杂志上。

负责此项研究的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

学副教授伊夫林·王和她的团队多年以来一直

在努力创造能够排斥或吸引液体的纳米图案

表面。她说：“新技术能够让我们精确控制接

触区域内液滴的形状。不同于普通的圆形水

滴，这些液滴能按照人们的需要变成正方形、

六角形、三角形或是几乎任何其他形状。”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液滴的形状

能够通过底层材料的纳米图案进行控制。新技

术能够形成更密集的图案，消除了此前液滴之间

不可避免会出现的空白。这项工作可能会导致

新的基于液滴的印刷技术。这种液滴能够在非

常密集的程度上实现完全可控，未来有望用来进

行蛋白质或DNA检测或制造LED显示器。

伊夫林·王说，这项工作涉及计算机建模

和实验证实，使用了一种非常简单的模型，这

种模型能够很好地预测出需要创建出的各种

形状。在成本上，新方法低于目前用来制造微

芯片的、基于硅的平板印刷技术。此外，这种

方法在使用上也更加灵活。

没有参与该项目的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助理教授乔纳森·博瑞克说，这项

工作很好地延续了哈佛大学霍华德·斯通对液

滴的研究。2007年，斯通发现液滴能够在具有

图案的表面形成多边形。新研究的主要贡献在

于扩展了液滴的多边形中具有两个对称轴的支

柱，将有望成为任何可能的几何结构的通用模

型。这种模式与实验结果吻合度较好，在生物

芯片或实验室的单芯片应用上将非常有用。

虽然到目前为止该系统被证明只能用清

水，但研究人员认为，原则上该平台适用于几

乎所有液体。下一步他们将对实验进行改进

并展开对其他液体的测试。 （王小龙）

新法可让液滴按需形成任意形状
有望借此开发出新型LED显示器

科技日报讯 澳大利亚的一个研究团队创

造出一种牵引波束，既能把目标物体推出去，

又能将它拉回来，推拉的距离比所有其他方式

要好上 100 倍。相关成果发表在最近一期的

《自然·光子学》杂志上。

牵引光束作为激光束的一种，由一个用来

控制或转移其他物体的源头发出。这个想法

在《星际迷航》和其他科幻作品中很时髦，通常

被一艘星际飞船用来诱捕或移动另外一艘星

际飞船。

在现实生活中，物理学家虽然已经开始了

牵引光束的研究（大多数基于光子移动或者推

进粒子），但是到目前为止，整个物体的捕获或

者移动程度都微小，直线移动距离更小。

在这个新的尝试中，研究人员用了一种区

别以往的技术来移动一个目标物，而这个目标

物更大一些，移动的距离也更远一些，大概是

现在能移动距离的 100倍。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日前报道，新的牵引光

束是激光器发出的一种热环状光束（环形中心

是冷的），打在一个表面镀金的微小玻璃珠上，

这颗珠子的直径只有0.2毫米，这个尺寸与激光

束的冷心内径正好相匹配。环形光束的热度会

使玻璃球表面温度升高，进而构造了一个热点

区。当热点区开始与空气粒子相接触，空气粒

子会被反拨，从而对玻璃球起到了一个相反的

作用力将它推远，最远距离甚至达到20厘米。

研究人员还发现，他们可以调整激光偏振

进而改变玻璃球热点区，最终能改变玻璃球的

运动。这意味着，玻璃球能被推远，被停止，被

拉回来，或者被控制在原地。

研究团队认为，这种牵引光束因为具有多

功能性，且只需要一个单独的光束来源，因此

在实际中会很有用，比如可以用它除去空气中

的污染物，或者从样本材料中抽除不需要的颗

粒。他们还特别提出，如果实验室规模扩大，

该牵引光束取得的成果将会更加丰富。

（房琳琳）

牵引激光束能直接移动目标物体

科技日报讯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

美国圣母大学的科研人员设计出了一种简单高

效的道路运输网络交通状况预测模型。相关论

文最近发表于自然杂志子刊《自然通讯》上。

这一模型建立在类似描述电流回路的物

理学原理基础上。不过，在选择目的地和到达

目的地路线方面，它同样考虑到了“人”这一不

受控因素。对目的地的选择引入了菲立波·斯

密尼、玛尔塔·冈萨雷斯和其他人早前提出的

模型，该模型考虑到了人们的出行原因。那项

研究还结合了人们选择出行线路时的成本考

虑模型，比如说人们更愿意选择一条耗时短的

跨州道路，而不是开上一条耗时长的近道。

该论文的共同作者之一、圣母大学物理

学教授佐尔坦·托罗兹凯伊说：“当我们在路

上时，我们倾向于考虑时间成本而非距离成

本。大部分人，或者说至少大部分美国人，都

更为计较自己在路上花的时间。这很正常，

我们的工作只是将这一倾向进行了量化。”

科研人员将他们设计的模型用在了美国

的高速公路网上，该网络包括174753条公路段

和 137267个交叉点。将模型的预测与实际观

察到的交通数据进行比对后发现，若模型假定

人们会选择更为省时的线路，其预测结果比之

前提出的模型都要准确得多；但如果这一模型

假定人们会选择更短线路，它的预测准确度会

下降，这证明人们出行更看重的是“省时”。

“不过，与我们可以精准预知所有电流流向

的电子电路不同，由于运输网络中存在‘人’这

一维度，预测运输网的交通情况要难得多。”但

这一模型做到了。“它建立在正确原理的基础

上，这一原理真实地描绘了人类的出行行为。”

托罗兹凯伊说，“其本质即为判定何者重要。因

此，即使网络中的某些部分因自然灾害或核事

件瘫痪，这一模型依然有效，并依然能够预测网

络中其他部分所受影响的情况。” （张盖伦）

利用电流回路原理可预测交通状况

新华社华盛顿11月 11日电 （记者林小
春）谷歌公司近日与美国航天局签署了一份总

价值 11.6亿美元的协议，谷歌将租用美国航天

局位于硅谷的莫菲特机场60年时间，作为该公

司开展太空探索和航空等新技术研发的场所。

莫菲特机场占地约 405公顷，包括第二次

世界大战时期建造的 3个飞机库、飞行指挥大

楼、两条跑道及一个私人高尔夫球场。这里

距谷歌总部只有几分钟的车程，谷歌一些高

管的私人飞机就停放在该机场。

美国航天局发布的消息说，除租赁费用

外，谷歌还要投入2亿美元，改善莫菲特机场的

设施，包括翻修飞机库等。改造完成后，谷歌

将会在这里开展“太空探索、航空、无人车、机

器人等新兴技术的研究、开发、装配和测试”。

据悉，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与谢尔盖·布

林对航空航天非常感兴趣，最近该公司收购了

好几个卫星技术和机器人方面的小公司。

这份租赁协议也是美国航天局成本节省

计划的一部分，预计每年航天局将会因此减

少维护和运营成本约 630 万美元。美国航天

局局长查尔斯·博尔登在一份声明中说：“随

着美国航天局在太空的存在逐步扩大，我们

正大力缩小在地球上的足迹。”

谷歌租用美航天局机场开发太空探索技术
非洲狮姐妹花

在津巴布韦羚羊公园，人工饲养的幼狮卡里巴和西库米蹲在土堆上眺望远方（摄于11月8日）。
18个月大的幼狮卡里巴和西库米出生在津巴布韦非洲狮保护基地羚羊公园，与其他100头在这里出生的非洲狮一样，她们俩从小就习惯

了与人类接触，懂得听饲养员的口令，从3个月大开始，她们俩就组成固定组合参加“与狮漫步”项目。这一项目是让来访羚羊公园的游客在两
名向导和两名饲养员的陪同下不设防地与狮子一起“散步”１个小时，途中可以与狮子合影，抚摸它的背部，甚至拉着它的尾巴走。

这个月后，卡里巴和西库米就要结束“与狮漫步”阶段，进入与人类隔离开的圈养阶段，以培养她们的野性。此后，她们还会经历野外捕
猎训练阶段，直到最终放生野外。

非洲大陆东南部草原是非洲狮的主要聚居地。研究发现，在过去50年间，由于人类活动频繁以及生态环境恶化，非洲狮已从10万头
急剧减至3.2万头；津巴布韦境内仅有约850头，一些保护区已难寻它们的踪迹。 新华社记者 许林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