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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讯 由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和加

拿大圭尔夫大学研究人员领导的国际团队，用

尖端的X射线和紫外线研究成果揭示了帮助逃

出人类免疫系统的细菌生存的分子标尺的工作

机制，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结构和分子生物

学》杂志上。这标志着我们在生物学的基础理

解上，又向前迈进了重要一步。

生物能用分子标尺控制生物聚合链长度

的概念，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 70 年代，但在分

子水平上科学家从来没有亲见过标尺本身。

这种细致谨慎的控制机制在自然界很常

见。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12 月 15 日报道，圣安

德鲁斯大学的詹姆斯·奈史密斯教授解释了这

项工作的重要性：“我们已经知道，一种僵化的

卷曲螺旋蛋白质／蛋白质混合物非常重要，因

为如果没有它的存在，细菌就没有了主见，不

知道什么时候停止生产能与外细胞膜连接的

糖聚合物。这些糖聚合物的长度也一样被它

控制，就如同窗帘制造商在展开布匹的时候知

道从哪里剪开进而决定窗帘的长度一样。这

真是一种美丽而优雅的功能。”

当人类或动物遭到细菌的入侵时，身体会

做好准备抵抗入侵并启动自然的免疫机制，让

人们恢复健康。如果这些机制不再工作，人们

会向药物寻求帮助。但对抗感染和疾病并非

易事，细菌作为入侵者总有一些阴谋诡计，其

中一个诡计就包括使用这些糖聚合物来保护

自己。科学家与其展开了竞赛，这种耐药性对

由细菌、病毒、寄生虫、艾滋病病毒、大肠杆菌、

肺结核、流感、疟疾等引起的感染产生威胁。

奈史密斯教授继续解释说：“我们的国际

团队整合了英国国家同步辐射加速器钻石光

源科学装置和德国的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的实验技术，拼接出分子标尺的结构，还严谨

地证明了，可以通过改变标尺的长度来改变聚

合物的长度。”

洞察自然界中分子标尺及在对抗疾病中

如何被改变和编辑，将为科学家在未来进行新

型药物设计开辟一条崭新的路径，如设计出用

分子标尺进行干预的药物。这个成果还为化

学家提供了一个控制聚合的手段，用以解决工

业过程中的很多难题。

“对科学家而言，利用多种技术进行研究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团队使用晶体学和 X 射

线散射的研究成果完成了结构学研究，此后科

学家用强烈的紫外光确认，标尺确实以预期形

式进行操控，这一过程检测了以往的理论思

想，意义重大。”项目参与者罗哈纳·胡赛音博

士说。

（房琳琳）

国际科学团队首次获得生物学分子标尺
为新型药物设计开辟了一条崭新的路径

12 月 8 日，借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建

院 10 周年之际，中德双方共同在柏林举办了

“中德高层次应用型人才联合培养十周年庆”

活动。近百名中德教育界和企业界代表参加

了庆祝活动，并就中德劳动力市场面临的挑

战等进行了研讨。科技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

中德工程学院院长冯晓教授。

高校紧密合作的成功典范

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成立于 2004 年，

是中国教育部和德国联邦教研部共同倡议和

资助、由同济大学联手德国 25 所应用科技大

学共同创建和承办的中德合作办学机构。学

院设机械电子工程等四个方向的本科专业，

在册学生规模约为 850 人，其中德国来华留

学生约为 100 人。10 年来，该学院已累计培

养了近 1200 名毕业生，形成了中德互利双

赢、可持续、可推广的国际合作办学模式。

在柏林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中德工

程学院院长冯晓教授说：“借同济大学中德工

程学院 10周年院庆的机会，中德合作高校（同

济大学+25 所德国应用科技大学）相约柏林，

一方面是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另一方面邀请

各界友人对以同济中德工程学院为模式、以工

程实践和跨文化工作能力为导向的中德合作

人才培养提出建议。因此，这次活动的意义不

局限于庆祝，而更是为了继往开来，卓有成效

地开展中德工程学院下一步工作，同时也是为

了发挥同济大学中德合作的外溢效应，拓宽、

加深中德两国的高等教育合作。”

中德工程学院的工程教育得到了中德两

国的认可。在中德两国政府于 2014 年 10 月

发表的《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共塑创新》中，包

括中德学院（CDHK），中德工程学院（CD-

HAW）和职业技术教育学院（CDIBB）等三个

机构的同济大学中德学部被誉为中德两国

“共同落实高校紧密合作的成功典范”。中德

合作工程教育模式在国内高等工程教育领域

已经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外溢效应，促进了中

国高校推进“应用型”本科教育。

互利双赢的合作办学模式

谈到十年合作的收益，冯晓说：“我们的

收获可以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引进了德国

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并结合国情实

现了本土化，中德共同开展高层次应用型人

才培养的效果得到社会广泛认可；二是借鉴

德国经验，搭建了一支规模、结构基本合理，

符合高等工程教育要求的师资团队，其中的

经验值得在国内推广；三是按德国标准建成

了一系列先进专业实验室，营造了工程教育

中至关重要的‘仿工厂’环境，为优质工程教

育打下了基础；四是形成了一种中德互利双

赢、可持续、可推广的国际合作办学模式。”

冯晓特别强调了专业实验室对于高层次应

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作用，认为这是提高大学

生实际动手能力的关键。经过十年的发展，目

前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已经建成了 21个全

面支撑专业教学的工程实验室，完善了以“仿工

厂”工程教育理念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开发了一

整套符合中德双学位培养要求的全外语授课的

专业特色课程。2014年11月，中德工程学院又

联手德国菲尼克斯电气公司建成了国内首个

“工业 4.0—智能工厂实验室”，在以工业 4.0为

导向的工程教育实践中开始发挥引领作用。

谈到十年来中德双方对中德工程学院的

投入情况，冯晓介绍说：“中德两国政府鼓励

并支持两国高校开展双方共同出资的创新型

长久示范合作。对于中德工程学院而言，按

目前的培养规模，中方每年直接投入中德两

国学生培养的经费约为 1500 万元，十年累计

约 1.25 亿元；德国联邦教研部每年平均投入

近 40 万欧元，累计投入约 400 万欧元。双方

投入大体与中德工程学院培养中德两国学生

的人数比例相当。投入的经费除了教职人员

薪酬，还用于教学、人员进修与交流以及实验

室建设、维护等，经费使用效果很好。”

中德高等教育合作前
景开阔

在管理模式方面，冯晓介绍说：“中德工

程学院的载体是同济大学和由德国 25 所合

作高校组成的高校联合会，重大决策（包括办

学定位、培养方案等）由中德双方的联合管理

委员会共同制定、实施，以中方为主（院长负

责）、德方支持，开展日常工作。德国合作高

校共同组建的高校联合会，其目的是统筹、协

调德方与同济大学的合作。同时，德方的高

校联合会也与其他国家（如墨西哥）合作，部

分联合会成员同时也和中国其他高校有合

作，以此发挥该高校联合会的外溢效应。”

德国一直以来都以公立高校为主开展人

才培养、实现社会政策目标。德国结合自身

发展需要，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是其实体

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德联

合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在中国有相当大

的拓展空间和需求，尤其是对地方高校的办

学目标和发展定位来说。而通过联合培养高

层次应用型人才，中方也能更加深刻地理解

德国是如何根据公立高校的社会功能和不同

类型高校的培养目标来优化资源配置的。

谈到未来的发展，冯晓说：“前十年的中

德合作为学院实施高质量的工程教育打下了

基础、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办学氛围，为学院持

续发展、在国内发挥引领作用铺垫了路基。

今后通过进一步完善中德工程学院的师资和

实验室队伍，继续加深校企合作，以及以工业

4.0 等新技术为导向，中德工程学院将立于国

内外工程教育的前沿。”

（科技日报柏林12月14日电）
上图 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的学生在国

内首个“工业4.0—智能工厂实验室”里学习。

高校紧密合作的成功典范
——访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院长冯晓教授

本报驻德国记者 李 山

新华社旧金山12月15日电 （记者马丹）

美国微软公司 15 日启动为旗下 Skype 即时通

信服务配备的实时语言翻译功能预览版，这项

翻译功能目前仅支持英语和西班牙语互译。

Skype 作为即时通信软件，可通过互联网

为计算机和移动设备提供与其他联网设备或

传统电话、智能手机进行视频通话和语音通话

服务，用户也可通过 Skype收发即时短信。

微软表示，为这项服务研发的应用软件名

为 Skype 翻译器，可为用户进行实时语言翻

译。现阶段除了为对话者提供英语和西班牙

语的语音互译之外，还可用 45 种语言翻译

Skype即时短信。

Skype 翻译器适用于运行视窗 8.1 或视窗

10 试用版操作系统的台式计算机和平板电

脑。用户在 Skype 翻译器预览版登记注册后

就可体验实时翻译服务。

测试视频显示，借助实时语言翻译，说英

语的美国小学生与说西班牙语的墨西哥小学

生在 Skype 上可实现无障碍视频通话交流，计

算机屏幕上会同时显示双方通话的原文和译

文字幕。

Skype 翻译器以机器学习技术为基础，运

用语音识别和机器翻译技术。机器学习软件

从训练数据中学习，建立关于对话用词、对话

背景的统计模式。在用户说话时，机器学习软

件可从统计模式中找出相似的内容，把以前学

到的东西从音频转化为文本，再从文本转化为

外语文本。

机器学习技术会随着时间推移和使用量

增加而变得更加智能。Skype 翻译器将对用

户的通话进行录音，作为训练数据用于改善

语音识别和机器翻译的质量。微软还希望用

户提供有价值的反馈，以帮助改进机器学习

技术，使其更加智能，翻译得更准确，学到更

多语言。

长期以来，语音识别技术的广泛应用受制

于错误率高、对嘈杂环境反应敏感等难题。微

软称，它推动的关于语音识别的深度神经网络

技术使识别差错率大为降低，识别功能显著提

高，从而得以应用于 Skype翻译器。

微软启动即时通信翻译功能
新华社旧金山12月 15日电 （记者马丹）

据信息技术研究和咨询机构高德纳公司 15 日

发布的今年第三季度全球智能手机销售情况

报告，中国制造商华为、小米和联想占据世界

五大智能手机制造商中的三席，不过离前两位

三星和苹果还有不小的差距。

统计显示，今年第三季度，三星和苹果的

全球市场份额为 37％，比去年同期下降 7 个百

分点。相比之下，华为、小米和联想的市场份

额为 15.5％，同比增长 4.1 个百分点。三星智

能手机主要在西欧和亚洲国家丢失市场份额，

其中中国市场的销量减少了 28.6％。

报告说，小米是第一次进入五大智能手机制

造商行列。在国内市场的拉动下，小米今年第三

季度的销量增长最为迅猛，同比增长达336％。

高德纳的分析指出，智能手机市场处在前

所未有的变化中，更多供应商加紧在这一领域

的角逐。中国制造商和国有品牌的实力不可

低估，它们将继续寻求拓展海外新兴市场。另

外，中国品牌产品的性价比高，进军高端市场

也大有实力。

报告还说，就地区而言，新兴市场的智能

手机销售增势最猛，其中东欧、中东和非洲今

年第三季度的增长最快，同比增长 50％。在成

熟市场，美国销量增长最大。预计今年全球市

场智能手机销量将达到 12亿台。

华为、小米和联想跻身全球智能手机五大制造商

科技日报多伦多12月15日电（记者冯卫
东）15 日，由加拿大中国商会、加拿大城市联

盟、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加拿大亚太基

金会和加拿大商会联合主办、加拿大中国商会

安大略分会承办的的“中加投资保护与商务合

作论坛”在多伦多成功举办。中国驻加拿大大

使罗照辉、加拿大联邦议员胡子修等中加政府

代表、政策研究分析专家、商协会代表和商界

人士 200余人出席了论坛。

罗照辉大使在论坛主旨演讲中指出，中

加投资促进和保护协定（FIPA）已经从 2014 年

10 月 1 日开始实施，FIPA 明确了争端解决机

制、防止歧视以及仲裁等条款内容。协定的

实施有利于进一步促进中加两国双向投资，

深化中加经贸合作，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

迈上新台阶，造福两国投资者和两国人民。

罗大使还就进一步加强中加经济合作、密切

双边经济伙伴关系提出了的建议，主要包括

推动中加自由贸易协定、金融合作、能源合

作、建立中加海上能源通道及教育、人文和旅

游等方面的合作。

此届论坛主题为“加强双边投资保护，密

切经济伙伴关系”，与会嘉宾就未来的合作新

机遇、密切双边经济伙伴关系等专题进行了研

讨，重点探讨人民币国际化、可再生能源、企业

科技创新、贸易与投资等领域的合作机遇。

中加投资保护与商务合作论坛在多伦多举办

新华社东京12月 16日电 （记者蓝建中）

日本研究人员最近开发出一种新型电极，利用

特制的石墨烯材料替代铂作为催化剂，来制造

燃料电池车所需的氢燃料。这种电极能够电

解水，在为燃料电池车服务的加氢站，如果用

它来生产燃料，可以大幅降低成本。

燃料电池车是利用车上装载的氢与空气中的

氧进行化学反应产生的电来驱动车辆。由于燃料

电池车只排放少量的水，几乎不排放其他污染物

质，被认为是清洁的下一代汽车。然而燃料电池

车的电池成本居高不下，原因之一就是电池中需

要使用“白金”——铂作为催化剂。科学界因此一

直在研发用其他廉价材料作为替代催化剂。

日本东北大学助教伊藤良一率领的研究

小组，尝试用石墨烯作为替代催化剂。石墨烯

是一种由碳原子构成的单层片状结构新材料，

价格不高。研究人员先利用片状石墨烯制作

出立体结构，然后用气相沉积法给立体结构镀

上氮和硫。结果发现，镀上的氮和硫的量越

多，就越能高效催化制造出更多的氢。

研究人员指出，如果在石墨烯催化剂中再

加入镍，其制氢能力就可以超越铂催化剂，预

计将此技术市场化后，可以使燃料电池成本大

大下降。

日本新催化技术有望降低燃料电池成本

柏林将展出大熊猫标本
12月15日，在德国柏林自然博物馆，一名工作人员在加工大熊猫“宝宝”的标本。一场名为“熊猫”主题的展览将于2015年1月13日

在柏林自然博物馆开幕，届时，在柏林动物园离世的两只中国大熊猫“宝宝”和“嫣嫣”的标本将首次公开展出。 新华社记者 冯玉婧摄

迁徙候鸟或
助禽流感病毒传入欧洲

新华社布鲁塞尔 12 月 15 日电
（记者张晓茹）欧洲食品安全局等机

构 15 日发布报告说，尚未发现 H5N8

型禽流感病毒传入欧洲的具体路径，

但野生鸟类的迁徙活动可能是该病

毒传入的间接原因。

报告指出，来自东亚地区的野生

迁徙鸟类携带了 H5N8 型禽流感病

毒。这些野生鸟类又导致欧洲家禽

养殖场的饲料受到污染。这可能是

H5N8 型禽流感病毒传入欧洲的一种

方式。

为此报告建议，养殖场应评估隔

离、清洗、消毒等生物安全程序，必要

时进行改进。在疫情高风险地区，相

关部门应对野生鸟类实施目标性监

测，以进一步调查 H5N8 型禽流感病

毒传入欧洲的可能路径。

这份报告还提出，H5N8 型禽流

感病毒传入欧洲还存在另一种可能，

即通过携带了病毒的人、交通工具、

设备、污染物、活体动物以及动物类

制品等间接进入欧洲。

今年 11 月以来，德国、荷兰、英国

的数个养殖场相继暴发 H5N8型禽流

感疫情。此前疫情曾在韩国和日本

等亚洲国家出现。

美机构称2014迈向最热年
新华社华盛顿12月 15日电 （记

者林小春）在 8 月、9 月和 10 月连续 3

个月创下自 1880 年有气温记录以来

同期最热月后，全球 11 月的气温略微

“止烧”。但美国一份最新研究报告

说，地球仍在迈向最热的一年。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15

日发布的月度报告说，今年 11 月，全

球陆地和海洋表面综合平均气温比

20 世纪同期的平均值高出 0.65 摄氏

度，与 2008年 11月并列为有气温记录

以来第七热。

但报告也指出，无论是今年秋季

（9 月至 11 月），还是今年前 11 个月，

全球平均气温依然是有气温记录以

来的同期最热。如果 12 月全球平均

气温超出 20 世纪同期的平均值 0.42

摄氏度，那么 2014 年就将成为有气温

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自 2000年以来，全球 12月的平均

气温比 20 世纪的平均气温高出 0.53

摄氏度。

此前，全球最热年份榜单上的前

三名为 2010年、2005年和 1998年。

美政府机构评出
2014年十大公共卫生挑战

新华社华盛顿12月 15日电 （记

者林小春）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15日评出 2014年十大公共卫生挑战，

埃博拉疫情、新型冠状病毒、艾滋病

和烟草问题等上榜。

这十大挑战被分为四大类，前四

名属于第一大类挑战：新兴传染病的

威胁。埃博拉疫情位居首位。美疾

控中心说，今年的埃博拉疫情是史上

最复杂的，只有战胜埃博拉在西非的

源头，人们才能百分之百安全。其次

是抗生素耐药性问题，它破坏了人们

抗击各类传染病的能力。第三名，

EV－D68 感染。这种罕见病毒会引

发严重呼吸系统疾病，主要感染儿

童，但没有有效疗法或疫苗。第四

名，新型冠状病毒（中东呼吸系统综

合征冠状病毒）。这种病毒 2012 年在

沙特被发现，今年病例数大幅增加。

第五名和第六名属于第二大类

挑战：应对持续传播的传染病。第五

名是艾滋病的流行，它依然是当今世

界面临的最重要的公共卫生挑战之

一。第六名是消灭小儿麻痹症。美

疾控中心说，世界正处于消灭小儿麻

痹症的边缘，但仍然存在失去来之不

易局面的风险。如果能在未来几年

消灭这种疾病，那么此后 20 年全球估

计会节省 400亿至 500亿美元的费用。

第七名是第三大类挑战：实验室

安全。今年，美国政府实验室发生多

起安全事故，包括炭疽杆菌未妥善灭

活、天花病毒被遗忘在实验室储藏室

一角约 60 年等，引起美国对实验室安

全的高度重视。

最后三名属于第四大类挑战：美国

人的主要死因。其中，第八名是心血管

疾病，每年近80万美国人死于心血管疾

病。第九名是烟草，吸烟是美国人可以

预防的首要死因，平均每年导致超过48

万人死亡。第十名是过量药物致死，美

疾控中心称之为“沉默的流行病”，平均

每天导致44名美国人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