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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短讯

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 3月 23 日电 （记者常丽
君）微生物有望成为未来的饮食时尚。最近，

美国范德堡大学研究人员修改了一种益生菌

的基因，使之能产生一种特殊分子，这种分子

正常代谢后会变成一种抑制饥饿的脂质。在

治疗实验中，摄入转基因细菌的小鼠吃得更

少，体内脂肪更少，即使在吃高脂肪食物的情

况下，也能延缓或避免糖尿病。这为人类提供

了一种很有希望的减肥方法。研究人员将在

美国化学协会第 249 届全国会议暨博览会上

介绍这一方法。

肥胖会大大增加人们患其他病症的风险，

如心脏病、中风、Ⅱ型糖尿病和某些癌症。1/3

的美国人有肥胖问题，大部分减肥方法都收效

甚微。近年来许多研究表明，或许肠道微生物

群才是决定一个人是否肥胖的关键因素，策略

性地改变肠道微生物，能影响人们的健康。

据每日科学网站 3月 22日报道，研究人员

选择了 NAPEs（N-酰基-磷脂酰乙醇胺）作为

治疗分子，这种分子是在人们饭后的小肠中所

产生的，并会迅速转化为能强效抑制食欲的脂

质 NAEs（N-酰基-乙醇胺）。他们修改了一

种益生菌的基因，使其能产生 NAPEs，然后把

这种细菌加入到小鼠的饮水中。这些小鼠此

前吃的都是高脂肪食物，已经变得很胖，并有

糖尿病、脂肪肝的迹象。

他们将小鼠分为两组，第一组喝含非转基

因细菌的普通水，第二组喝含有能产生 NAPE

的转基因细菌的水。经 8 周后对比两组小鼠

发现，第二组小鼠体重比治疗前减轻了 15%，

其肝脏和葡萄糖代谢也比对照组要好。12 周

后，它们比对照组体重更轻，体型也更苗条。

在进一步实验中，研究小组发现，如果小

鼠体内缺乏一种把 NAPEs转化为 NAEs的酶，

给它们服另一种能产生 NAE 的转基因细菌就

能解决问题。“在最终的临床试验中，或选用能

产生 NAE 的细菌是最好的。”戴维斯说，“我们

认为，在那些不能产生很多把 NAPEs 转化为

NAEs的酶的人类身上也会很有效。”

开始人体试验的主要障碍是接受治疗者

可能通过排泄物把这些特殊细菌传染给别

人。“我们不想有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无意

中被治疗。”戴维斯说，“尤其是被传染者可能

是有特殊疾病的小孩或老人，抑制食欲细菌可

能对他们有害。所以，我们还在研究转基因细

菌，最大限度地降低它们的传播能力。”

微生物药物还有一个优点是不用记住按

时吃药，普通减肥药至少要每天吃一次。戴维

斯说，他的目标是造出能在肠道存活 6 个月或

一年的治疗用细菌，以长期持续释放药物。

微生物有望成为未来的饮食时尚
转基因益生菌可制造抑制食欲分子帮人们减肥

经过长达 9年的准备，3月 9日，由瑞士团

队研发和制造的太阳能飞机“阳光动力”2 号

（Solar Impulse 2）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开

启了环球之旅，在长达 3.5万公里的飞行旅途

中，它将经阿拉伯海进入印度、中国，然后跨

越太平洋前往美国，再经南欧和北非返回起

点。飞机将飞抵重庆、南京、纽约等全球 12

座城市进行宣传和补给，全程飞行时间约为

25 天，整个环球飞行计划将持续约 5 个月，预

计于 8 月初完成环球飞行。届时，“阳光动

力”2号将创造人类首次仅以可再生能源为动

力的环球载人飞行。

在“阳光动力”2号起航之际，科技日报记

者 探 访 了 位 于 摩 纳 哥 的 地 面 控 制 中 心

（MCC），项目主管洛朗·乌尔瑟详细介绍了

本次环球飞行的情况。

九年磨一剑，最新科
技融于一身

瑞士探险家贝特朗·皮卡尔于 12 年前提

出太阳能飞机环球飞行的构想，在其感召下，

一支瑞士团队于 9 年前开始筹划、设计并制

造能够昼夜飞行的载人太阳能飞机。

在“阳光动力”2号之前，该团队曾设计和

制造原始机“阳光动力”号（HB-SIA），该机于

2011 年完成了瑞士至比利时的跨国飞行，

2012 年 5 月完成了瑞士至摩洛哥的跨洲飞

行。为了达成更远距离的环球飞行，瑞士团

队制造了第二架太阳能飞机“阳光动力”2

号。该机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太阳能飞机，于

2014年 6月 2日在瑞士成功首飞，采用了更新

的材料和技术，体型也比此前的“阳光动力”

号更大。

为了完成环球飞行，太阳能飞机各部件

需要在效率、重量、适应极端温度、强度等指

标间进行平衡，在更大的太阳能板面积和更

轻的重量间寻找最优整合方案。“阳光动

力”2 号的总重仅有 2.3 吨，翼展则达到 72 米，

这相当于一辆小型汽车的重量，搭载了比波

音 747 还宽的机翼。为了达成这样的效果，

设计团队借助大量最新科技成果和创新发

明。

该机 83%结构由碳纤维复合材料制成，

其重量仅为 25 克每立方米，比纸轻 3 倍。机

身采用了可扭曲的纤维材料，利用薄层复合

技术（TPT），以碳夹层结构取代了环氧树脂，

使碳纤维材料变得更为轻盈。

机翼有 144 根间隔为 50 厘米的翼肋，机

翼上表面由 17248 个厚度仅为 135 微米的单

晶硅太阳能片覆盖，下表面由一种极轻的织

物材料包裹，翼梁则由蜂窝状碳纤维叠层构

成。太阳能电池板上覆有一层厚度仅为 17

微米的含氟共聚物树脂薄膜，用于保护电池

板抵御紫外线和水的侵蚀。

机翼上装有 4 个发动机舱，由马达、锂—

聚合电池和螺旋桨组成。新型发动机摒弃了

电刷和传感器，并将磁铁内部切割成非常薄

的切片，将功率损失降到最低，仅有 3%的能

量损失。锂—聚合电池的能量密度达到 260

瓦时/公斤，可为飞机储存足够的能源以供夜

间飞行。“阳光动力”2号飞行时温度将在零下

40 摄氏度至零上 40 摄氏度之间，为了让电池

保持较佳工作状态，工程师使用一种含细孔

的隔热硬泡沫材料将电池温度始终保持在零

下 20摄氏度以上。

为了保证夜间安全着陆，机翼上还安装

了 16 盏高亮度 LED 大灯，由用于高级手表的

耐磨塑料保护，整个装置（包括保护玻璃、连

接器、电源变压器等）重量仅为 2 公斤，能效

不到 100瓦，仅相当于 2支床头灯。

飞机的驾驶舱仅有 3.8 立方米，但非常

舒适。驾驶舱采用带有微小空隙的泡沫绝

缘材料，能够很好地隔绝温度，保持飞行员

体 温 。 驾 驶 舱 的 座 椅 根 据 人 体 工 程 学 设

计，可做大角度倾斜，座椅下设有马桶，考

虑到紧急状况还装有降落伞和救生筏。另

外，驾驶舱中还存放飞行员的饮食补给，包

括每天需要摄入的 2.4 公斤食品、1.5 升水

和 1 升能量饮料。

摩纳哥控制中心为全
球飞行保驾护航
“阳光动力”2 号的地面控制中心由摩

纳哥亲王阿尔贝二世资助建设，中心汇集

了来自欧洲多国的气象学家、数学家、工程

师和高海拔医疗专家，能够 24 小时不间断

地追踪飞机和飞行员状态，分析各项数据，

并为驾驶员提供各类信息支持和指导，协

助飞机飞行。

控制中心分为两个部分，前台中心负责

控制、辅助、指导飞机飞行，对飞机的各个硬

件装置进行实时监测和排查问题，设计、安

排飞行员的饮食、睡眠和恢复等；后台中心

负责设计制定飞机的下一步飞行计划，分

析、预测气象和地理条件，对飞机的飞行进

行 模 拟 ，并 与 国 际 航 空 运 输 协 会（IATA）、

240 家航空公司及各国地面塔台进行大量、

复杂的协调沟通，避开他国民用或军用飞机

航线。据乌尔瑟介绍，飞机在白天攀升至

8000 米以上高空以吸收太阳能，日落后则依

靠电池和少量的推力进行滑行，高度缓慢下

落至 3000 米。每一次攀升和降落都需要较

理想的气象条件配合，飞行高度的变化也需

要与各国地面塔台密切沟通，因此后台中心

的工作也非常的重要。

为了全方位掌握飞机状态，摩纳哥中心

除了收集“阳光动力”2 号实时发送回的大量

数据外，还通过卫星、建立合作关系的其他

地面监控中心、互联网等途径收集信息。为

便于访客和媒体了解飞行信息，中心通过 5

个显示器实时对外提供多项基本数据，包括

飞行高度、速度、倾斜角度、位置、发电机功

率和温度、电池充电状态、驾驶员和飞机视

频图像等。

飞机创始人兼飞行员贝特朗和安德烈将

轮流驾驶飞机。从南京飞往美国夏威夷的航

段直线距离达 8500 公里，飞行员需要连续驾

驶飞行 5 天 5 夜。“阳光动力”2 号可在无人驾

驶状态下最多飞行 20 分钟，为此，飞行员进

行了特殊的睡眠训练，将每天 8 个小时连续

睡眠的习惯变成每两小时睡一次，每次不足

20分钟。两位驾驶员通过做瑜伽和自我催眠

以快速进入深度睡眠。为了掌握飞行员的身

心状态，控制中心的医疗专家可通过飞行员

身上火柴盒大小的仪器获取心电图等各项生

理指标。

通过环球飞行宣传绿
色科技

乌尔瑟介绍说，希望通过这次环球飞行，

向全球展现利用清洁科技及可再生能源可以

完成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并通过这次环

球飞行的实际行动传递这样一个信息：清洁

能源可以替代破坏环境的化石能源。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希望能在 2050 年实

现飞行器零碳排放，“阳光动力”2号环球飞行

将为这一愿景目标迈出重要一步，并为太阳

能飞机的发展开启新的篇章。

（科技日报巴黎3月22日电）

你 漂 洋 过 海 我 保 驾 护 航
——访太阳能飞机“阳光动力”2号摩纳哥地面控制中心

本报驻法国记者 李宏策

科技日报北京3月23日电（记者李玥）在

过去几十年，美国大部分地区、欧洲和俄罗斯

夏季的风暴活动明显平静了下来，但研究人员

发现这并不是好消息，强风和急流的减弱以及

天气系统的延长，加剧了类似俄罗斯 2010年造

成毁灭性的作物歉收和野火的热极端天气。

据美国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发表在

《科学》杂志上的这项研究来自德国波茨坦气

候影响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他们将这些发现与

由人为造成的全球变暖导致北极地区的变化

联系在一起。

“当空中强大的空气流通受到气候变化的

干扰时，将会对地面造成严重的影响。”该研究

的第一作者迪姆·库穆说，“虽然你可能期望减

少风暴活动而使一些情况变好，但结果却证明

这种减少导致了北半球中纬度地区的天气系

统更为持续。”

以往来自其他研究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冬季风暴，因为它们通常是最具破坏性的。当

冬季风暴的频率和强度地域性地改变了，但寒

冷的季节平均风暴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不

变。然而，在夏季，对来自气象站和卫星的观

测数据分析显示，平均风暴活动明显减少了，

这意味着频率或强度降低了，或者两者都降低

了。科学家们研究了一种被称为涡的特定类

型的湍流，并计算其风速的总能量。这些能量

是对大气中强度和高、低压系统的频率间的相

互作用的一种测量，自 1979年以来下降了十分

之一。

“有增无减的气候变化可能会进一步削弱

夏季环流模式，从而加剧热浪的风险，”论文合

著者雅舍·莱曼说，“值得注意的是，未来几十

年的气候模拟，国际耦合模式比较计划，呈现

了与我们观测中发现的相同的关系。因此，我

们在最近几年经历的温暖的极端温度可能仅

仅是一个开始。”

据研究，北极的迅速变暖可能是环流中观

测的变化所驱动的。来自化石燃料燃烧的温

室气体排放使得全球温度上升，但在高纬度的

北极地区升温更快。自从北极的海冰由于全

球变暖而收缩，极地地区需要更多的热量。与

白冰相比，来自游离暗海的冰表面会反射较少

的阳光，降低了寒冷的极地地区和北半球其余

温暖部分间的温度差。由于温度差驱动空气

运动，这种差异的减少削弱了急流。此外，他

们将这一弱化与观察到的风暴活动的减少联

系在了一起。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极端热，我们发现的

证据都指向同一方向。”迪姆·库穆说，“热极端

天气不只是因为我们使地球变暖，还因为气候

变化扰乱了对于形成天气来说很重要的气

流。我们观察到的每日减少的变化使天气更

持续，导致热极端以月为时间尺度。因此，高

冲击热浪的风险可能会增加。”

夏季风暴减弱导致更为持续的极端热

3月21日，一辆公交车行驶在巴黎市区的街道上。
由于法国首都巴黎以及北部部分城市连日来的雾霾迟迟不散，巴黎于23日当天实施紧急交通限行措施，除出租车、电动车和救护车

外，只有车牌尾号为单数的机动车可以上路。为保证民众正常出行并鼓励减少使用私家车，从21日至23日，巴黎大区的地铁、郊区快线、
公交车等全部公共交通工具连续3天免费供民众使用。限行当天，巴黎市政府也继续提供居民区免费停车、部分减免公共自行车和电动
车租赁费等“惠民”服务。 新华社记者 陈晓伟摄

巴黎临时限行抗雾霾巴黎临时限行抗雾霾

科学家观测到气体云
相撞产生的巨大恒星
新华社东京 3月 23日电 （记者

蓝建中）日本名古屋大学研究生院教

授福井康雄等人日前宣布，他们观测

到一颗由一大一小两个密度很高的

气 体 云 相 撞 而 诞 生 不 久 的 巨 大 恒

星。这是科学家首次发现刚刚形成

的巨大恒星，将有助于弄清巨大恒星

的形成机制。

研究小组利用位于南美智利的

射电望远镜“南天 2”号等进行观测

时，在盾牌座方向离地球约 1 万光年

处，发现一个质量相当于太阳 20倍的

巨大恒星。

根据观测数据，研究人员确认这

颗恒星诞生不到 10 万年。他们经分

析认为，有一个直径约 10光年的分子

气体云以每秒 10 公里的速度撞击另

一个直径超过 20 光年的大型分子气

体云，小气体云陷入大气体云之后，

由于分子气体受到强烈压缩，在大气

体云中凹陷的部位产生了这颗巨大

恒星。

研究人员指出，质量相当于太阳

15 倍至 120 倍的巨大恒星数目非常

少，围绕它们的诞生机制仍有很多谜

团有待解开。

巨大恒星寿命终结时会出现超

新星爆发，向周围散布重元素，这些

元素成为形成下一代恒星的原料。

因此，巨大恒星对星系和宇宙的演化

有很大影响。

研究人员计划今后继续研究，弄

清分子气体压缩并在压缩过程中形

成恒星的经过，从而帮助弄清宇宙是

如何演化的。

北 冰 洋 冬 季
海 冰 面 积 创 新 低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最新观

测结果显示，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季，

北冰洋海冰面积降到有记录以来最

低点。

近年来，由于北冰洋气温平均升

高了约 2 摄氏度，北冰洋夏季海冰面

积持续处于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

尽管冰层变薄，但冬季海冰平均面积

相对稳定。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国家冰雪数

据中心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这个冬

季北冰洋海冰最大面积是 2 月 25 日

的 1450万平方公里，为 1979年开始卫

星观测以来同期的最低点。

不过，研究人员认为，不能急于

将这一现象归咎于全球变暖，因为存

在很多自然因素。例如，地球上空一

条狭窄的强劲气流带——高空急流

在这个冬季走了一条非同寻常的路

线，导致太平洋一侧的北冰洋海域气

温升高，白令海海冰减少特别明显。

此 外 ，今 年 春 季 海 冰 融 化 时 间

比平常提早了两周，也导致冬季海

冰减少。

有科学家据此推断，今年夏季海

冰面积可能会再创历史新低。也有

科学家不同意这一观点，认为冬季海

冰面积对于预测夏季海冰面积意义

不大。

2015 中 日 大 学 展
在 京 举 行

科技日报北京 3月 23日电 （记

者王飞 王小龙）为进一步提升日本

大学的认知度，为中日产学合作开拓

道 路 ，由 日 本 科 学 技 术 振 兴 机 构

（JST）主办，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际

联络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人民

网、日本学术振兴会、日本学生支援

机构等多家中日机构协办的“中日大

学 展 暨 中 日 大 学 论 坛 in CHINA

2015”大型学术交流活动 21 日在京

拉开帷幕。本次交流活动包括“中日

大学展”“中日交流会”及“中日大学

论坛”等多个环节。

据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介绍，

本次共有来自名古屋大学、大阪大学、

明治大学等 37 所日本著名高校的近

100 人于 21 日、22 日参加了在北京农

业展览馆举办的中日大学展。此外，

23 日和 24 日还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举

行论坛和交流活动。主办方希望借助

展会这一平台，对日本各大学的办学

特色、学术成果等进行推介。

作 为 活 动 的 重 要 环 节 之 一 ，23

日举行的中日大学论坛以“开创中

日科技学术交流的新纪元”为主题，

来自中日两国政府、科研院所及企

业的各界人士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

深入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