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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短讯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13 日电 （记者房琳
琳）5 月 12 日，在葡萄牙里斯本举行的艾斯维

尔第四届生物传感技术国际会议上，一种可测

量心率和血压的可穿戴电子皮肤，以及能读取

血液和唾液样本的信用卡大小的纸质诊断仪

相继亮相。

生物传感器能检测并分析病人心率、血

压、血糖、激素水平的有关信息，甚至能测试他

们是否感染了耐受抗生素的细菌。这种检测

技术能给病人提供实时的身体机能信息并给

出最合适的治疗建议，将个性化医疗又向前推

进了一步。

瑞典林雪平大学生物传感器与生物电

子 学 中 心 主 任 安 瑟 尼·特 纳 教 授 研 发 的 信

用卡大小的诊断仪，使用起来很简单：打开

按钮开启机器，把样本放在卡片的右下角，

等 待 读 取 数 据 后 ，将 信 息 传 输 到 使 用 者 的

手机上。

这种卡片检测仪能用于检测糖尿病、肾脏

疾病和心脏病，甚至癌症。特纳教授说，这将

结束 2500 年来传统医疗的范式，将权利交回

病人自己手中。这是林雪平大学和瑞典信息

与通信技术非盈利机构 Acreo 合作的结果，他

们正在寻找商业合作伙伴，希望能够大规模生

产，让诊断仪器分析样本的成本从现在的 5 欧

元下降到 0.5欧元。

“30 年前我开始研究电化学的时候，这样

的机器有文件柜那么大，而且需要花费 1 万欧

元做同样的事情。”特纳教授说，“这是第一次

将这种机器整个打印出来。”这意味着他们已

经有潜力为发展中国家的病人和医生提供可

以负担的疾病检查。例如，打印的卡片测试仪

器可以被制作成抗生素包装的一部分，帮助病

人决定哪种抗生素更能对症。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13 日报道，来自中国

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的

研究员张珽与会时也展示了一种新型电子

皮肤，它基于柔性电子科技和纳米技术建造

而成，因其具有探测微弱压力变化的独特能

力，可被用来检测血压、心率和脉搏。张珽

和他的团队发展了这项技术的两个关键方

面——让传感器元件更敏感，让材料更具有

弹性。他们已经用碳纳米管和只有几个原

子厚的石墨烯材料制造出超敏感、透明和柔

软的电子皮肤。

科学家推出卡片诊断仪和电子皮肤
将个性化医疗再向前推进一步

今日视点

海洋面积大约是陆地面积的 2.4 倍。浩

瀚的蓝水之下，矿产资源蕴藏丰富。近年来，

海底资源勘探领域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全

新意义的海洋产业呼之欲出。

技术融合带来勘探变革

在勘探技术领域，技术的融合正在带

来 变 革 。 最 新 的 进 展 包 括 一 项 远 程 勘 探

技 术 ，根 据 开 发 计 划 ，勘 探 人 员 能 够 在 卫

星帮助下，从陆基基地远程操控无人勘探

设备，研究人员可以在陆上研究中心获取

精确的海洋地质数据，进行数据共享和分

析。这一技术将改变勘探船只、人员和设

备 的 作 业 方 式 ，大 幅 缩 减 勘 探 经 费 和 时

间，扩大勘查范围。

该计划由日本政府主导，协同日本海洋

研究开发机构和信息通信研究机构，将人造

卫星、勘探船、无人勘探设备和地面研究中心

通过高速网络连接起来，无人勘探设备采集

到的影像和其他数据将实时传输到地面研究

中心。在此基础上，同时使用多架无人勘探

设备，一次性对大范围海域进行勘探的方案

也在开发之中。

稀土资源引发全球关注

储量丰富的海底矿产资源一直深受重

视。随着勘探技术的进步，新的探矿和开采

可行性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最近数年，稀土资源引发了全球关注。

日本把研究重点放在海底稀土矿藏上。日

本东京大学和海洋研究开发机构共同研究

发现，在该国小笠原诸岛南鸟岛海域的专属

经济区广泛分布着高浓度的稀土矿藏，储藏

位 置 在 海 底 2 米 到 4 米 处 ，浓 度 超 过

5000ppm（1ppm=百万分之一）。据测算，该

海域 1 平方公里面积内的稀土矿藏，可满足

日本一年的工业活动所需。日本政府今年

还在继续推进勘探作业，以进一步探明该海

域矿产的分布详情。

日本学者表示，该矿藏稀土成分的有效

含量达到中国代表性稀土矿的 30 倍以上，且

重稀土比重较高。中国作为全球主要的稀

土生产国，供应了全球约 80%的稀土产品，

尤其是直流电机和激光器等产品中使用的

重稀土。

此前，日本已经成立了东京大学和三井

海洋开发等机构参与的“稀土泥开发推进财

团”，重点开发水深 5600 米到 5800 米处稀土

矿的采集和提炼技术。该技术的重点在于将

空气注入海底矿区的泥层，之后通过抽吸作

业完成采矿过程。

有色金属成海底新焦点

近年来，海底硫化物成为重点领域的重

点课题。海底硫化物系海底热液活动产物。

研究发现，海底硫化物富含铜、锌、铅、金、银、

铁等金属元素，是一种潜力巨大的海底矿产

资源。

截至 2008 年，全球 发 现 的 热 液 区 不 过

100 个左右，而到 2014 年，已有 300 多个热

液区被发现。据估算，全球海底多金属硫

化物总含量能够达到 10 亿吨水平，其中铜

和锌含量约 3 亿吨，与陆地上新生代块状多

金属硫化物矿床的铜、锌等金属的测算含

量相当。

2007 年至今，中国勘察团组已经发现了

10 余处热液区，进入了全球海底热液考察的

前列。中国学者勘探的新几内亚海区索尔瓦

拉海底硫化物 1 号远景区样品，其中金含量

达到每吨 1515克。

国际海底管理局通过《多金属硫化物探

矿和勘探规章》后，中国第一个与之签订了矿

区专属勘探权合同，韩国和法国则是第二批

申请勘探权的国家。

可燃冰保持了同样热度

目前，全球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在进

行 可 燃 冰（甲 烷 水 合 物）的 研 究 与 调 查 勘

探，一些能源不能自给的国家更是对可燃

冰抱有很高期待。此前，日本研究人员宣

布在全球范围首次实现了利用海底地层可

燃冰直接生产天然气的试验工艺。日本产

经省今年年初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截至

2014 年，日本已经发现可燃冰可能埋藏点

971 个。2015 年的勘探计划将精确掌握日

本的可燃冰埋藏量，包括近海和深海可燃

冰矿层的分布状态，以及完成日本领海范

围可燃冰储藏量的统计。

日本还在 2014 年提出了 2018 年试生产

可燃冰天然气、2023 年实现商业化的庞大计

划，以期一举摆脱能源匮乏的局面。

韩国可燃冰开发项目团此前也在韩国

东海岸专属经济区深达 1800 米的海底，发

现 3 处海底可燃冰矿层，预计总储藏量超过

6 亿吨。

有观点认为，日益活跃的海底矿产资源

开发活动正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中承担更重

要的角色。信息技术、航空航天技术、原子

能、机械制造等领域的创新成就，以及来自政

府和民间投资的增加，各种海洋勘探领域设

备的建造和升级，将在短短十几年或者几十

年内，以空前的速度提升人类了解海洋、利用

海洋的能力，让海洋成为世界各国可持续发

展的新契机和新支撑。

海洋的开发：底蕴丰厚 如火如荼
——全新意义的海洋产业呼之欲出

本报记者 邰 举

科技日报北京5月13日电（记者刘霞）据

英国《每日邮报》网站日前报道，美国军方要

求为其研制“伪装织物”的公司同舟共济，为

部队研制一种隐身衣，让士兵能在战场上隐

形。军方希望能在 18 个月内对第一款样品

进行测试。

美军方要求相关公司研制出能像变色龙

那样随周围环境改变的伪装织物，它可以在任

何温度下工作，并适用于包括沙漠和热带丛林

在内的任何地形。美军方表示：“一种类似变

色龙的系统或者自适应伪装系统可以持续不

断地更新颜色和模式，让士兵在当前环境下隐

身，这种非火药的解决方案将成为士兵在战场

上制胜的关键。”承包商将在 6 个月内证明他

们产品的可行性。

2006 年，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理论物理

学家约翰·潘德里证明，可以让光在物体周

围发生弯曲，并使用超材料让物体隐身。然

而多项实验研究表明，这一现象只对特定波

长或从某一个角度入射的光适用。而且，尽

管科学家们能让光弯曲，超材料也无法使物

体完全消失。

不过，还是有公司宣称，他们已经研制出

了能工作的产品。如加拿大隐身衣制造商

HyperStealth 生物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盖·克

拉默表示，该公司已于去年向美国军方的科学

家展示了超材料隐形技术。他们的“量子隐

形”材料可通过折射周围光线来实现完全隐形

的惊人效果。这种材料可以用来制作隐形衣，

不仅能帮助特种部队在白天完成突袭行动，还

能帮助士兵在遭遇不测时顺利逃生。此外，这

种材料还有望在下一代隐形战机、潜艇和坦克

上得到应用，让其实现真正的隐形，帮助部队

在“无形”中完成对敌方的打击任务。

目前，Hyperstealth公司仅在其官方网站上

发布了一些“量子隐形”材料的效果图，而并没

有披露更多的技术细节，这也让许多人对其是

否真正拥有这项技术表示怀疑。克拉默则声

称，他们研制出的“量子隐形”材料完全可以在

不借助其他技术的情况下实现隐形，甚至可逃

过红外望远镜和热力学设备的追踪。

美军加紧研制战场用“隐身衣”
“量子隐形”材料可实现完全隐形 新华社华盛顿 5月 12 日电 （记者林小

春）随着技术的发展，微型卫星的功能越来

越强大，利用微型卫星进行地球观测和通信

有望成为航天发展的新热点。美国航天局

将于本月公布一份“征求意见书”草案，计划

资助商业公司研制专门发射微型卫星的运

载火箭。

美国航天局所说的微型卫星的长宽高

度分别约为 10 厘米，每颗这种卫星重约 1.3

千克。微型卫星已应用于图像采集和分析

等 方 面 ，未 来 它 们 还 能 用 于 追 踪 观 测 船 只

及 飞 机、改 进 天 气 预 报 和 扩 大 互 联 网 覆 盖

面等领域。

目前发射微型卫星大多是大型火箭运载

大卫星或探测器时的附带任务，美国航天局的

“发射服务项目”希望制定替代方案，提供“风

险类发射服务”，即用专门的火箭把微型卫星

发射至近地轨道。

根据该机构公布的“征求意见书”草案，美

航天局计划签订一个或多个合同，以一枚专用

火箭把总重 60千克的多颗微型卫星一次性发

射入轨，或者用两枚更小的火箭各自负载总重

30 千克的多颗微型卫星。发射地点和时间由

商业发射公司决定，但必须在 2018 年 4 月 15

日前完成这一发射任务。

该机构“发射服务项目”业务办公室的

飞行项目主管马克·威斯在为此召开的电话

记者会上说，也许美国航天局一开始付的钱

要比现在搭顺风车的发射方式高，但相信商

业发射公司最终会把发射成本降至商业上可

行的程度。

除了在近地轨道上观测地球外，微型卫星

还将被用于深空探测任务。据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航天局计划明年发射的“洞察”号火星着

陆探测器，将携带两颗微型卫星，以便在着陆

阶段提供中继信号。

美拟资助研制微型卫星发射用火箭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13 日电 （记者王小
龙）日本固态硬盘生产商 Fixstars公司，宣布将

从 7 月下旬开售世界第一款 6TB 固态硬盘。

这将是目前世界上容量最大的 2.5英寸串口型

固态硬盘。

据该公司的公报称，这款固态硬盘型号

为 SSD-6000M，就像 U 盘那样的硬盘，内部

的闪存芯片采用了 15 纳米制造工艺，读取

速度最高可达每秒 540MB，写入速度最高可

达每秒 520MB。由于采用了该公司自行开

发的全新主控，这款硬盘能够在整个生命周

期 内 都 保 持 良 好 的 I/O（输 入 输 出）性 能 。

这使其完全能够胜任视频录制、医疗成像、

大数据分析、网络基础设施和工业中的相关

应用。

今年年初，Fixstars 就曾宣布在北美市场

销售容量为 1TB 和 3TB 的固态硬盘，型号分

别为SSD-1000M和SSD-3000M。SSD-6000M

和 它 们 一 样 都 采 用 的 2.5 英 寸 的 尺 寸 和

6Gbps 的 数 据 传 输 接 口 。 有 所 不 同 的 是 ，

1TB 和 3TB 固态硬盘采用的是 19 纳米工艺

制造的闪存芯片。

Fixstars 公 司 首 席 执 行 官 三 木 聪 说 ：

“SSD-6000M 进一步充实了公司的产品线，我

们的固态硬盘目前已经具备了和高端硬盘驱

动器竞争的实力，相信这些产品同样也能够在

数据中心领域赢得关注。”

Geek.com 网站高级编辑马修·汉弗莱斯

称，相对于机械硬盘，固态硬盘的价格目前还

是偏高。要让其成本大幅下降，还需等待相当

长的时间，因此，固态硬盘要想全面取代机械

硬盘，目前来看还不现实。但从另外一个角度

看，两者在性能和速度上的差别是显而易见

的，在很多时候值得为此增加成本。

据悉，目前 SSD-6000M 已经接受预定，

预计 7月下旬开始陆续出货。

日本推出全球首款 6TB固态硬盘

3 名宇航员推迟
至下月初返回地球
据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12 日电

（记者林小春）美国航天局 12 日说，由

于俄罗斯“进步-M27M”货运飞船最

近发射失败，今年一系列往返国际空

间站的任务都将调整时间，原定于本

周返回的 3 名空间站宇航员将推迟至

下月初返回地球。

美国航天局当天发表声明说，3

名宇航员返回具体日期尚未确定。空

间站上还有另外 3 名宇航员，他们将

继续驻站。

声明说，下一次俄货运飞船的发

射推迟至 7 月初，空间站储备的食品

足以供应至今年秋季。搭载新一批 3

名驻站宇航员的飞船发射日期将从 5

月底推迟至 7月底。

此外，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

第七次货运飞船的发射时间仍在评估

之中，目前的计划仍是不早于 6 月 19

日发射。

俄“进步-M27M”货运飞船 4 月

28 日发射后失控，未能与空间站对

接。5月 8日，飞船落回大气层烧毁。

耐药伤寒杆菌
在发展中国家扩散
据新华社伦敦 5月 12日电 （记

者张家伟）英国桑格研究所日前发布

公告说，该机构参与的一项国际研究

显示，具有抗菌素耐药性的伤寒杆菌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常见，已对

当地公众健康带来很大威胁，有必要

加强监控和预防。

这项研究由全球多个科研机构的

74 名研究人员合作完成。他们在英

国《自然·遗传学》期刊上报告说，研究

人员对伤寒杆菌进行了基因研究，发

现这一病菌存在一种名为 H58 的分

支型，它的出现导致伤寒杆菌的基因

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因而成为伤寒杆

菌抵御抗菌素的“幕后推手”。

研究报告介绍说，过去 30 年里，

H58 型的伤寒杆菌主要在东南亚、西

亚和非洲部分地区传播，在非洲东部

和南部已造成传染病流行。

英国桑格研究所的戈登·杜根参

与了这项研究。他评价说，上述研究

已为将来对这一病菌展开监控提供了

很好的信息框架，可帮助专家更好地

了解这种病菌出现的新变化，以便进

一步推广有效的疫苗和防治措施，遏

制该病菌的传播。

日本开发出
反复蓄热的新陶瓷
据新华社东京5月13日电（记者

蓝建中）日本筑波大学13日发表的一份

公报称，该校与东京大学合作，开发出

了一种能反复蓄热散热的新型陶瓷，有

望用于太阳能发电和工厂排热系统。

筑波大学副教授所裕子和东京大

学研究生院教授大越慎一领导的研究

小组，利用特殊条件烧结用于制造白

色颜料的二氧化钛，制作出一种名为

“λ-五氧化三钛”的陶瓷。当这种陶

瓷受到光照或有电流通过时，它就能

积蓄热能。此后若向这种蓄满热能的

陶瓷施加一定的压力，其结构就会发

生变化，转变成“β-五氧化三钛”。

这时，其内部积累的热能也会随之散

发出来。反之，如果加热“β-五氧化

三钛”，它就会在一定温度下又恢复为

“λ-五氧化三钛”且继续吸热。由于

这种转变能反复发生，因此可以反复

蓄热和散热。

研 制 上 述 新 陶 瓷 的 专 家 认 为 ，

这种新材料很廉价，散热条件不高，

因此有望将其开发成太阳能发电所

需的蓄热材料或用于收集工厂排放

的废热。

在里约热内卢体会
和煦“中国风”

日前，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地铁总站
车务段的早班晨会上，北车长客技术人
员为身后的两台列车新车投入使用布置
各项准备工作。

近年来，相隔遥远的中国好像离巴
西越来越近。在里约热内卢，出行可搭
乘中国生产的地铁列车，过海可乘坐中
国生产的豪华渡轮；想体验中华传统文
化，可以上中国与巴西合办的双语学
校。在这里，“中国风”早已不再意味着廉
价小商品，而是惠及两国民众日常生活的
和煦春风。 新华社记者 徐子鉴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