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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讯 美国塔夫斯大学的研究人员

与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一个研究小组日前

开发出一种电子植入物，能够由远程无线信号

触发，传递热量到被感染的组织、释放药物并消

除细菌感染。在整个治疗过程结束后无需取

出，能在体内实现无害化溶解。该技术有望进

一步降低术后感染，提高抗生素的杀菌效率，为

连接无线网络的给药系统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相关论文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

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称，这种可降解

式植入装置主要由蚕丝和镁制成，包括一个蛇

形电阻和一个感应线圈。镁加热器被封装在

一个由蚕丝制成的“口袋”当中，以保护其中的

电子设备并控制其溶解时间。在实验中，该装

置被植入到一只被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的小

鼠体内，之后被外置的无线装置激活。治疗结

束 24 小时后，小鼠感染体征消失，植入物周围

的组织显示无异常。15 天后，植入小鼠体内

的无线装置完全溶解，测量后发现植入点和周

围区域的镁含量恢复到正常水平。

论文第一作者、塔夫茨大学生物工程学教

授菲奥伦佐·奥门内托说，这是可溶解式医疗

器械的一次完美示范，这种新型医疗设备可以

在被植入病人体内后远程开启，结束使命后则

会无害化溶解。这些无线策略可以进一步降

低术后感染的发生概率，并为连接无线网络的

无线给药系统开发铺平道路。

植入医疗装置通常操作寿命都比较有限，

并且绝大多数为不可降解材料，在使用完毕或

损坏时，必须通过二次手术移除或重新替换。

研究人员称，这种新型无线治疗设备具有一定

的强度，既能经受住手术过程中的机械压力，

又可以按需设定在植入体内后从几分钟到几

个星期的降解时间。而这一切都由蚕丝蛋白

来进行控制。

研究人员此前还在体外进行了实验，通过

类似远程控制的装置释放抗生素氨苄青霉素

(氨苄西林)杀灭了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

菌。研究发现该装置能够大幅提高抗生素的

杀菌效率。 （王小龙）

美开发出可降解式无线植入装置
为连接无线网络给药系统铺平了道路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家电风靡世界

各地。家电产业作为拉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

的动力，造就了“日本制造”在世界市场的良

好口碑。然而，时过境迁，进入 21 世纪之后，

日本家电企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却力不从

心，逐步被韩国、中国等后起之秀赶超，经营

陷入困境。

日本索尼公司最近宣布，由于智能手机、

彩电等消费电子产品的销售持续低迷，预计

在 2014 会计年度将发生 2300 亿日元（约合

18.4亿美元）的巨亏，这也是索尼自 2008年以

来的 7年中第 6次出现巨额亏损。

“家电王国”神话破灭

自 2011 会计年度，日本家电行业的三大

巨头索尼、松下和夏普就出现巨额亏损，其中

松下的亏损额创造了日本制造业亏损额新

高。这些家电巨头虽然进行了断臂式整顿改

革，但依然未能阻止经营业绩持续下滑。2012

会计年度，这三家家电巨头继续严重亏损。

日本家电业衰败的原因错综复杂，既有

企业战略决策失误，也有遭遇互联网技术快

速发展、国际产业格局巨变等因素。

战略决策方面严重失误的典型案例当属

数码录放机（DVD）规格之争。为了争夺数

码录放机市场，日本家电厂家纷纷投入巨资

研发，逐步形成了以索尼、松下等公司主导的

蓝光阵营和东芝领军的高清阵营。在这场花

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的规格之争中，蓝光规格

虽然获胜，但随着互联网高速发展以及音视

频网站大量出现，市场对数码录放机的需求

不断萎缩，日本家电企业规格之争演变成一

场没有赢家的零和游戏。

松下也同样出现过重大决策失误。在本

世纪初，夏普等公司把下一代平板电视的发

展重点放在了液晶上，但松下却将宝押在等

离子上。松下认为，液晶技术有其局限性，很

难生产出大尺寸面板，等离子则适合生产大

尺寸电视，而且等离子还具有亮度高、可视性

好等优点。然而，随着液晶技术的发展，60英

寸以上大屏幕面板也应运而生，且具备电力

消耗小、使用寿命长等优点，受到消费者的青

睐。2011 年，松下投资 2100 亿日元、开工仅

一年半的尼崎等离子工厂被迫停产。

夏普也非赢家，公司因未能掌控消费者

心理与市场动向，而豪赌大屏幕液晶电视机，

投资 4200 亿日元建立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年

产 600 万台 60 英寸以上液晶电视面板的工

厂。但市场并没有像夏普期待的那样发展，

销售很不理想，自 2011 年下半年起该工厂开

工率不足 5 成，出现严重亏损，夏普为此付出

了惨痛代价。

在手机业务方面，日本采用了与欧洲和

中国等不同的制式，其国际竞争力自然被削

弱。在目前智能手机市场上，日本高端产品

和品牌竞争力不及美国苹果，普及型智能手

机的性价比又不及韩国、中国产品。

产业转型 突围求生

近年来，索尼、松下、夏普、日立、东芝、三

菱、日本电气等曾经显赫一时的日本家电代

表性企业，不是陷入经营困境，就是淡出家电

市场另谋生路。

如今，各厂商纷纷收缩家电业务，开始去

家电化的进程。这些厂家已经或者正在从海

外撤退家电业务，缩小国内家电生产规模，集

中精力发展自己的盈利业务。日立将重点放

在发展信息通信系统及相关产业、建筑机械、

升降机等建筑设备；东芝在原子能以及其他

发电设备、高性能集成电路、3D 快闪存储器

等方面大展手脚；日本电气主打政府以及企

业事业机构用大型计算机、工程设备等。

就连以家电为主业的松下和夏普，也开始

涉足汽车用电子部件和新能源领域，开展多种

经营，谋求收益多元化。索尼公司除了加强一

直盈利的影像部门的营销之外，还致力于在再

生医疗和医疗器械等领域发展新业务。

另外，随着 4K 电视节目的试播，日本家

电企业认为即将出现电视机更新换代新时

期，期望以此为契机谋求东山再起。日本市

场调查公司预计到 2017 年日本市场 50 英寸

以上的 4K电视机的销量将达到 120万台。最

近，松下推出两个系列 7 种机型、屏幕尺寸在

40 英寸到 85 英寸之间的 4K 电视机。据悉，

东芝、夏普、三菱也即将推出 4K 电视机，一场

新的竞争已经悄然展开。

在这新一轮竞争中，日本家电企业能否

咸鱼翻身，重振“家电王国”昔日辉煌，引人

关注。

日本“家电王国”衰败的启示
新华社记者 乐绍延

科技日报讯 瑞士巴塞尔大学物理学家开

发出一种新的制冷技术，用超冷原子气体作制

冷剂，把一种膜振动冷却到绝对零度以上 1摄

氏度之内。这一技术可用于给量子机械系统

制冷，有望让量子物理实验系统变得更大，并

带来新的精密检测设备。相关论文发表在最

近的《自然·纳米技术》杂志上。

超冷原子气体是目前最冷的物质之一，是

用激光束把原子陷落到一个真空室内，使它们

运动得越来越慢，由此温度达到绝对零度以上

不足百万分之一摄氏度。在这种温度下，原子

服从量子物理法则：它们就像一个个小波包那

样来回运动，能同时处在多个位置并互相叠

加。目前已有许多技术利用了这些特征，如原

子钟及其他精密检测仪器。

在新研究中，巴塞尔大学物理系教授菲

利普·图特莱恩领导的研究小组就是用这种

超冷气体作为制冷剂，把一块 1 毫米见方的

振 动 膜 冷 却 到 绝 对 零 度 以 上 不 足 1 摄 氏

度。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该膜是一

块 50 纳米厚的氮化硅膜，上下振动就像一

面小鼓的鼓皮。这种机械振动是永远不会

完全静止的，它表现了一种热振动，取决于

膜的温度。

由于原子极微小，迄今造出的最大原子云

也只有几十亿个超冷原子组成，比一粒沙子包

含的粒子数还少，所以原子云制冷的力量极为

有限。

“这里的诀窍是，希望膜以何种模式振动，

就把原子的全部制冷力量都集中到这种振动

模式上。”研究小组成员安德里亚·乔克尔说，

原子和膜之间的相互作用由激光束引起，“激

光对膜和原子产生了压力，膜的振动改变了光

对原子的压力，反之亦然。”激光能跨越几米远

的距离传递制冷效应，所以原子云无需直接与

膜接触。这种连接作用还可以通过两面镜子

组成的光学共振器放大，膜在两面镜子之间，

就像三明治。在本实验中，虽然薄膜包含的原

子数是原子云的 10 亿倍，研究人员还是观察

到了很强的制冷效应。

以往科学家只是理论上提出，可以用光

来连接超冷原子和机械振荡。本研究是世界

上首次在实验中实现了这一系统，并用它来

给振荡物体制冷。研究人员指出，如果进一

步改进该技术，还可能把膜振动制冷到量子

力学基态。

对研究人员来说，用原子冷却膜只是第一

步。图特莱恩说：“与光致作用相结合，能很好

地控制原子的量子性质，这为量子膜控开辟了

新的可能。”人们有可能用相对宏观的机械系

统来做量子物理实验，以前所未有的精确度检

测膜振动，反过来开发出针对微小力和质量的

新型传感器。

（常丽君）

超冷原子云可为热振动制冷
新华社东京11月 28日电 （记者蓝建中）

日本研究人员在美国最新出版的《干细胞报

告》上撰文说，他们利用诱导多功能干细胞

（iPS 细胞），成功修复了引发肌肉萎缩症的致

病基因。这一成果将有望促进开发出改善肌

肉萎缩症症状的方法。

肌肉萎缩症是一种损坏人体肌肉的遗传

性疾病，由于身体无法制造支撑肌肉结构的蛋

白质，患者会变得无法运动，目前几乎没有有

效的治疗方法。

进行性肌营养不良是常见的一种肌肉萎

缩症。该病由于基因变异，导致对保持肌肉

结构必不可少的抗肌萎缩蛋白在合成中途停

止，出现异常蛋白质而发病。患者会出现肌

肉力量下降和肌肉萎缩的症状。其基因疗法

的难点在于，很难只瞄准致病基因而不伤害

其他基因。

由 于 iPS 细 胞 能 在 体 外 再 现 疾 病 的 症

状，日本京都大学的研究人员采集了进行性

肌营养不良患者的皮肤细胞，培养出 iPS 细

胞。研究小组通过识别基因结构，成功修复

了 iPS 细胞的致病基因，而目标基因以外的

基因都没有出现重大损伤和变化。待到 iPS

细胞发育成肌肉细胞后，细胞内就出现了抗

肌萎缩蛋白。

研究人员认为，将这种正常的肌肉细胞

移植到进行性肌营养不良患者体内，就可能

改善症状。下一步，他们将继续研究如何将

修复好的 iPS 细胞发育成的肌肉细胞移植到

患者体内。

日利用 iPS细胞修复肌肉萎缩症基因

新华社布鲁塞尔11月27日电（记者张晓
茹）在世界艾滋病日即将到来之际，欧洲疾病

预防与控制中心 27日发表监测报告说，尽管艾

滋病治疗方法和预防方式不断进步，但欧洲地

区的艾滋病流行趋势在过去 10 年中未有减缓

迹象。

据统计，2004 年以来，欧盟／欧洲经济区

内确诊超过 30 万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仅在

2013 年，欧盟／欧洲经济区内新增 2.9 万多例

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中，男男性行为仍

然是该地区艾滋病病毒传染的主要途径，占

2013 年新增感染者总数的 42％。与 2004 年相

比，男男性行为人群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比例在

2013年上升了 33％。

欧洲疾控中心主任马克·施普伦格表示，

在欧洲，艾滋病病毒感染高风险人群并未得到

有效帮助，尤其是男男性行为人群，因此预防

和控制艾滋病病毒在这一人群中的传染应成

为欧洲各国防控艾滋病工作的重中之重。

此外，诊断过晚也是欧洲艾滋病防控的一

个重要问题。47％的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都属于“迟发现”病例，这表明艾滋病病毒检测

率过低，尤其是高风险人群，很多艾滋病病毒

感染者未能得到及时诊断和治疗。

欧 洲 未 能 有 效 防 控 艾 滋 病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 11月 27日电 （记者

赵焱 陈威华）即将赴秘鲁首都利马出席联

合国气候大会的巴西代表团团长若泽·卡瓦

略 27 日表示，在减排问题上巴西坚持“共同

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希望此次大会取得

进展，为明年通过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协议打

下基础。

卡瓦略说：“我们的目标是在明确这一协

议的某些关键要素方面取得进展。”这些要素

涉及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资金支持、技术转

让、能力建设等领域。此次会议对于各方在

2015年年底通过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协议，具有

至关重要的作用。

多年来，巴西代表在气候谈判中一直强调

在减排问题上国际社会应坚持“共同但有区别

的责任”原则。卡瓦略说，巴西代表团将要求

发达国家继续执行 1997 年通过并具有法律效

力的《京都议定书》的相关规定。

卡瓦略指出，虽然《京都议定书》未对巴西

规定减排目标，但该国一直在为减少排放而努

力。巴西政府本月 13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05

年巴西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为 20.3 亿吨。2012

年，这一数字已降至 12亿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0 次缔约

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 10 次缔约方会议将

于 12月 1日在秘鲁首都利马开幕。

巴西气候谈判将坚持“区别”原则

吹气可测糖尿病
新华社伦敦11月26日电 （记者

刘石磊）英国一项最新研究发现，通过

检测呼出气体中的酮类物质含量，可

准确检测Ⅰ型糖尿病患病情况。这一

成果有望用于开发快速、无痛的糖尿

病检测手段。

目前的糖尿病检测需要进行血液

测试，不仅效率较低，且对于儿童来说

也较痛苦。牛津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

在英国《呼吸研究杂志》上发表报告

说，通过对 113 名 7 至 18 岁的儿童和

青少年进行呼吸测试和血检发现，传

统血检检测出Ⅰ型糖尿病的患者，他

们呼气排出的丙酮含量也高于常人，

这一关联十分显著。

研究人员介绍说，人体内胰岛素

水平低时，无法将葡萄糖转化成能量，

转而开始分解脂肪，而酮类化合物就

是脂肪分解后的副产品之一。丙酮这

种带有甜味的物质就是最基本的一种

酮类化合物，会随呼吸排出体外。

根据这一新发现，他们目前已开

始研发一种小型手持设备，未来有望

使Ⅰ型糖尿病检测更加快速方便，患

者或高风险人群在家中就可通过及时

监测体内丙酮变化，掌握病情发展。

日发现遏制恐慌的神经回路
新华社东京11月 28日电 （记者

蓝建中）日本理化研究所日前宣布，其

研究人员发现了对动物克服恐慌不可

或缺的脑神经回路，这一神经回路能

使动物在察觉危险后，克服恐慌反应

并冷静地采取适当办法来规避危险。

涉世不深的小老鼠感觉到猫的气

息时，会因为恐慌而吓得缩成一团，而

经验丰富的老鼠，却不会出现这种恐慌

反应，反而会寻找最安全的通道逃走。

假如某种动物感觉到危险，并按其估计

的“危险预测值”采取规避行动且最终

有惊无险的话，那么这种规避行动就会

成为模式并得到强化，该动物也就由此

获得规避某种危险的能力。

日本理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利用

小型淡水鱼——斑马鱼开展的实验显

示，如果切断其从脑内缰核发出的信

息，斑马鱼就无法再主动学习规避危

险的动作。反之，如果人为激活缰核，

则会促使斑马鱼采取避险行动。

哺乳动物脑内也有缰核，负责调

节位于脑干中缝核的活动，而中缝核

能分泌与情绪等感觉有关的脑内神经

传递物质——血清素。研究人员由此

认为，“危险预测值”的信息就是通过

血清素传递的。

研究人员认为，如果无法利用“危

险预测值”采取适当的行动，就无法摆

脱本能的恐慌反应，从而引发恐慌症等

病。恐慌症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病，主要

症状为心悸、呼吸急促、焦虑及恐惧

等。因此，发现遏制恐慌的神经回路将

有助于开发治疗上述疾病的方法。

这一成果的研究论文将刊登在

12 月 3 日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神经

元》上。

太平洋的酸化正在加速
据新华社东京11月 27日电 （记

者蓝建中）日本气象厅日前宣布，其研

究小组经过调查发现，整个太平洋正

在迅速酸化，这必将对生态系统产生

不良影响。气象厅认为这是二氧化碳

的排放不断增加后被海洋吸收所致。

海洋吸收二氧化碳后，逐渐由弱

碱性向酸性方向变化，这被称为“海洋

酸化”。海洋酸化的监控指标采用的

是氢离子浓度指数（pH），小于 7 被认

为是酸性，大于 7则被认为是碱性。

气象厅的研究小组除了利用气象厅

调查船获得的数据外，还参考了国际机

构的观测数据，将太平洋分为4个海域，

调查了 1990 年之后的海水观测数据。

结果发现，太平洋海水的pH值每10年

降低0.014至0.021，正在出现酸化。

气象厅指出，由于二氧化碳容易

被寒冷的海洋吸收，所以太平洋靠近

南极附近的海域酸化速度是最快的。

虽然目前无论在哪个海域，海水

的 pH 值仍处于 8.005至 8.092之间，呈

现碱性，但是气象厅指出，与工业革命

后世界整体的平均水平相比，近年来

太平洋的酸化速度要快得多。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IPCC）的报告曾指出，工业革命后

的约 250 年间，全球海洋的 pH 值平均

每 10年降低 0.004。

日本气象厅指出，海洋酸化加剧

后，会妨碍珊瑚礁的生长，使作为浮游

生物和贝类骨骼成分的碳酸钙溶入海

水中，从而影响食物链，对生态系统产

生不良影响，并会影响到水产业和珊

瑚礁观光业。

阿联酋“尤拉舞”申遗成功
11月 27日，经过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阿曼两国的共同努力，盛行为该地区的“尤拉舞”（俗称“棍舞”）成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尤拉舞”是该地区一种传统民间表演艺术形式，表现游牧民族的阳刚彪悍和侠肝义胆，也是当地游牧部落重要
的社交礼仪之一。 新华社记者 马锡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