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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5月 19日电 （记者陈丹）美国犹他

大学的工程师在研制比现有机器快数百万倍的下一代

计算机和移动设备方面迈进了一大步：他们开发出了

迄今最小的超紧凑型分光器，可将光波划分为两个独

立的信息通道。这个新装置使制造利用光而非电子来

计算和传输数据的硅光子芯片更接近现实。19 日的

《自然·光子学》杂志对这一成果进行了描述。

“光是你可以用来传递信息的最快的事物，”犹他

大学电气和计算机工程副教授拉杰什·梅农说，“但这

些信息必须被转换为电子才能进入你的笔记本电脑。

而这种转换会让速度变慢。”

互联网依靠光子携带信息通过光纤网络，一旦一

个数据流抵达家庭或办公室终端，光子必须先转换为

电子，路由器或计算机才能够处理信息。如果数据流

在计算机的处理器内保持光的形态，就可能消除这个

瓶颈。梅农说：“我们的愿景是用光来完成这一切。计

算速度最终可提高数百万倍。”

为此，研究人员在硅芯片上创建了一个更小型的、

看起来有点像条形码的极化分光器，可将引导入射光

拆分为二。之前的这种分光器大小超过了 100×100微

米，而梅农的团队采用了新算法来设计分光器，使其尺

寸缩小到 2.4×2.4微米，相当于人类发丝宽度的五十分

之一，已经接近物理尺度的极限，这使得单一芯片上集

成的分光器数量有望达到数百万个。

新型分光器的潜在优势并不止于提高计算机的处理

速度。其设计使用的是现有的制造硅芯片的工艺，因此生

产成本更低。此外，由于光子芯片“运送”的是光子而不是

电子，内置这种技术的移动设备，如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

脑，将比现在能耗更低、电池寿命更长、产生的热量更少。

硅光子学可显著提高机器的能力和速度，比如用

于超级计算机、数据中心的服务器以及无人驾驶汽车

和无人机专用的可检测碰撞的计算机，并最终“走向”

家用电脑和移动设备，改善从游戏到视频流等应用程

序。目前英特尔和 IBM 等公司均在着力研发首个硅光

子学超级计算机，但其仍将使用保持部分电子学的混

合处理器。梅农认为，他的分光器有望在三年内应用

于这些计算机，而对连接速度要求更高的数据中心也

可能很快采用这项技术。

上图 应用于硅光子芯片的新型分光器俯视图，其
大小仅为人类发丝宽度的五十分之一。

美开发出迄今最小分光器
使制造利用光计算和传输数据的硅光子芯片更接近现实

■环球短讯

■今日视点

近期，中国论文被国外期刊大规模撤回事件闹得

沸沸扬扬，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和野依良治辞职又让人

想起万能干细胞造假，加上一些饱受争议的科研事

件，神圣的科研殿堂似乎成了一些人的名利场。

不过，同科学家接触多了，就会看到在神圣的科

研殿堂中，更多的是虔诚的“修道者”。他们醉心于科

研事业，志洁而行廉；他们取得了斐然成就，但还是甘

于默默奉献，以宁静而求致远。

同施松涛教授接触后，我更确信了这一看法。

同施松涛相识，还是他刚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工作

不久。那时，他刚从南加州大学到宾大担任口腔医学

院解剖和细胞生物学系主任。在他实验室里，施松涛

同科技日报记者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从那时起，就确定要写一篇关于施松涛的文章，

就确定文章主题的重点不是科研成果——虽然施松

涛的科研成果非常出色，那也是我慕名求见他的主要

原因。

我更想分享的，是施松涛的科研“故事”。

一颗牙齿引起的思考

当女儿的第一颗乳牙掉下时，施松涛拿着看了好久。

这时，他正在位于马里兰的国家卫生研究院进行

干细胞的研究工作。但作为拥有美国行医执照的牙

科医生，他想好好看看女儿脱落的乳牙；作为父亲，他

又感到这颗牙齿与自己有种神秘的联系。

当看到牙齿上粘连的牙髓时，他突然想到：这会

和正在研究的干细胞有关系吗？是否脱落的乳牙也

含有干细胞？

当女儿的第二颗乳牙要掉时，施松涛早早就做好

了准备。牙齿一脱落，他就把它装进有培养液的试

管，并连夜赶到实验室进行研究。

机会总是光顾有准备的人，在进行干细胞分离和

培养试验后，施松涛发现了一种前人从未发现的新的

干细胞——脱落乳牙干细胞。

时间过得飞快，当年的小女孩已经上了大学。施

松涛也成为了干细胞研究领域全球知名专家。他同

合作者一起还发现了牙髓干细胞、牙周膜干细胞、根

尖乳头干细胞、肌腱干细胞和牙龈干细胞等一系列干

细胞。在利用干细胞进行疾病治疗方面，他与国内的

合作者第四军医大学的金岩、首都医科大学的王松灵

以及北京大学的周彦恒等，一起利用干细胞成功再生

了牙齿等多种组织，并利用干细胞成功治疗了系统性

红斑狼疮。他在干细胞治疗疾病机理的研究上也取

得了重要成果。

施松涛研究领域早已不局限于原来所学的口腔

专业，但现在他对牙齿仍情有独钟。他告诉记者：“我

希望将来能像储存脐带血一样，建起人体牙齿库，把

乳牙储存起来，这样一旦未来有需要，就可以利用牙

齿的干细胞来治疗疾病。”

守住理想就会获得幸福

“你有中国医院的工作经历，又有美国的牙科私

人行医执照，为什么不做一名私人牙医？这可是在美

国许多人梦想的生活!”记者这样问道。

“我曾做过一年的私人开业牙医，那种生活很安

逸，但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施松涛回答。

“在国内曾上山下乡，回城后在工厂打零工。后

来有了高考，1978年就很幸运地考上了大学。”施松涛

好像转了一个话题，“那时大学风气很好，我们的心中

都很充实。大家都觉得要有追求，觉得未来掌握在自

己手中，觉得人生要有理想，有愿望。”他好像没有回

答我的问题，又好像回答了我的问题。

“来美国前已经在国内做了几年的临床工作，我

希望我研究的最终归宿，还是到临床应用中去。”施松

涛这样表示，“当初的生物医学科研是解决临床问题，

是因为有些疾病还不能被治愈，需要去寻找新的方

法。现在回国，同年轻人交流，发现他们都很有活力，

我希望他们研究的目的不仅仅只为了发表论文，研究

要能解决真正的问题。”

至今，施松涛已在《自然医学》《细胞干细胞》《柳

叶刀》等期刊上发表了超过 160篇的同行评议论文，谷

歌统计显示引用次数已经超过 20000次。施松涛在谈

话中，没有一次向记者提起自己的文章，而是展示了

在临床应用中取得的一些成果。

“看，这颗牙齿是外伤后利用干细胞技术修复

的。最后再生效果是这样好。”他向记者展示着两张

图片。

施松涛和国内的合作者南京大学的孙凌云开创

性地利用间充质干细胞治愈了系统性红斑狼疮，研究

水平一直处于世界前列。“很多红斑狼疮患者，其中一

些患者已经到了晚期，通过干细胞疗法得到了康复。

他们病好了我感到了真正的幸福。”说到这里时，施松

涛脸上露出了笑容。

严谨是个习惯

干细胞研究领域风波不断，前有被封为韩国“民

族英雄”和“首席科学家”的黄禹锡因干细胞研究造假

而身败名裂，近有日本“学术女神”小保方晴子涉嫌干

细胞研究论文造假而黯然离职。与施松涛谈干细胞

研究，不免会谈到学术诚信问题。

“造假属于品质问题，科研上造假迟早都会被发

现。”施松涛对解决这个问题似乎充满了信心。

同时，施松涛却表达了对国内年青学子的另一个

担忧：“现在有些国内来的年轻人，他们并不是想学术

造假，而是不够踏实。不踏实，研究就会有问题。”

施松涛没有讳言自己经历的一件事。他指导中

国国内来的一个学生作论文，实验很好，写的文章发

表后发现用图有问题，“虽然不是造假，但却是个警

报。”他补充说，“严谨是个习惯。我们华人更应该严

格要求自己，为我们赢得良好的名声。”

他建议中国的干细胞研究要确实静下心来，做出

突破性研究，要敢于争天下先。“中国人不缺文章，但

是缺更多的原创性研究成果。”

“现在在干细胞研究领域，国际上对中国越来越尊

重。”施松涛认为中国干细胞研究正在不断取得进步，

一些研究已经处于全球领先水平。他甚至从中国文化

的角度，表达了对中国干细胞研究的信心：“现在研究

表明，干细胞治疗不仅取决于注入干细胞的情况，也与

受体相关，两者会相互作用，达到平衡，很像中国传统

医学中的阴阳概念。”（科技日报纽约5月18日电）
左图 施松涛教授在介绍干细胞研究工作

本报记者 王心见摄

科研是人生的一种选择
——访宾夕法尼亚州大学施松涛教授

本报驻美国记者 王心见

科技日报北京 5 月 19 日电
（记者张梦然）发表在 19 日出版的

英国《自然—通讯》杂志上的一则

疾病研究显示，更高水平的铁蛋白

（一种储存铁的蛋白质）和大脑认

知能力的降低相关联，该研究结果

可用来预测一个患有轻度认知障

碍的病人，是否会继续转化发展成

为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作为一种进行性发展的神经

系统退行性疾病，阿尔茨海默病的

病因迄今未明。以往研究中，科学

家就曾在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大

脑中发现了有更高水平的铁，但是

大脑铁水平和这种病症的临床结

果之间是否有关联，科学家并没有

明确认识。

此次，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弗 洛 里 神 经 科 学 与 心 理 健 康 研

究所的艾希礼·布什和她的研究

团队，检测了 302 个人脑脊液中

的 铁 蛋 白 水 平 和 七 年 当 中 各 种

结 果 之 间 的 关 系 。 这 些 数 据 都

源 自 一 个 阿 尔 茨 海 默 病 神 经 影

像学行动(ADNI）前瞻性临床追

踪研究的参与者。

研究人员发现，铁蛋白水平和

认知表现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而在认知正常人群、轻度认知障碍

者和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当中都发

现了这种负相关关系，并且铁蛋白

水平还被发现可以预测从轻度认

知障碍向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转

化。铁蛋白和阿尔茨海默病生物

标志物——载脂蛋白 E 也高度相

关，在那些携带阿尔茨海默病风险

基因变异 APOE-ε4 的人当中，

铁蛋白的水平也相当高。

新的研究结果把 APOE-ε4

变 异 基 因 和 大 脑 铁 水 平 联 系 在

一起，同时也指明了一种潜在机制——即这种变异

是 如 何 提 高 了 阿 尔 茨 海 默 病 的 患 病 风 险 。 另 一 方

面，这项研究也支持了采用降低大脑铁含量的方法

来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方法，但是这一点仍需要在

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加以探讨。

铁
蛋
白
水
平
与
认
知
能
力
相
关

西班牙当地时间18日上午10时45分，随着一声清脆响亮的汽笛声，备受关注的“义新欧”返程班列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西南部的阿布罗尼迦尔铁路货运站徐徐开
出，目的地是以小商品集散地闻名世界的中国东部城市——浙江义乌。 新华社记者 谢海宁摄

科技日报北京5月 19日电 （记者华凌）瑞典 Ri-

passo Energy 公司在南非纳米比亚沙漠建造了一个如

同向日葵一样紧随太阳方向的碟状斯特林光热发电系

统，可将 34%的太阳能转化为电力，并将电能直接无削

减地输入到电网。这一光热发电系统比传统太阳能系

统的光电转换效率超出两倍之多，被英国《卫报》评为

世界上最高效的太阳能系统。

该项目通过了英国公司 IT Power 的独立测试，测

试网点在北开普省。其表现出 34%的太阳能转化率，并

且电力可以直接不遗漏地输入到电网。而标准的太阳

能板只可达到 23%的太阳能转化率，并且在将电能传输

到电网上时，会有 15%的电力削减。测试报告称，单个

碟子每年可以发电 75到 85兆瓦时，足够给 24个标准英

国家庭供电。而若燃烧煤产生同样的电力，将释放大

约 81吨的二氧化碳进入大气。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5 月 17 日报道，该系统在设计

上采用大量巨大碟子，它们能够紧随太阳运动的方向，

尽可能不断调整自身以捕捉到最多的热能。据介绍，

这些碟子是结合一个斯特林发动机的抛物镜。碟镜看

上去如同典型的碟形卫星天线，它会将太阳光线聚集

在一个“小热点”上，以驱动斯特林发动机运行。该发

电系统不使用水而产生电力，是首个商业化的碟式斯

特林光热发电系统。

斯特林机技术源于瑞典考库姆公司的授权许可，

瑞典海军将它作为潜艇发动机使用。斯特林发动机是

闭式循环再生热发动机，引擎使用一个封闭气体驱动

活塞和飞轮。它由热点驱动引擎产生电力，比蒸汽发

动机更高效、噪音更小，并几乎可以使用任何热源。

向日葵式光热发电系统效率达 34%
新华社东京5月 19日电 （记者蓝建中）日本东

京理科大学研究小组日前宣布开发出一种纸质电池，

能用尿液中含有的糖分来发电。这种电池有望兼具

传感器和电源的作用。

在对失能老人进行护理时，尿失禁是一个恼人的

问题。研究小组设想，如果把这种纸制电池与简单的

电子回路组合在一起，垫到老人内衣中，一旦老人出

现尿失禁，就可以成为一个无线传感器通知护理人

员，从而大大降低护理人员巡回检查的工作量。

他们开发出的这种纸制电池是通过把酶浸透到纸中

制成的。酶分解尿液中的糖分时，就会产生电子，而利用

印刷在纸上的银粒子配线收集这些电子，就可以发电。

在实验中，研究人员将尿液涂在纸制电池上，确认它能够

点亮发光二极管。这种纸制电池大部分可以通过印刷制

作，因此制作成本非常低廉。研究小组计划以护理场所

和医院为对象，争取在5至10年内使其实现实用。

日开发出用尿来发电的新型纸质电池

据新华社伦敦5月 18日电 （记者张家伟）英国

卫星通信企业国际海事卫星组织 18 日发表声明说，

由于俄罗斯“质子－M”运载火箭 16 日发射失败，其

“全球无线宽带网络”（GX）的最新一颗组网卫星发

射日程被迫推迟。

正在组建中的“全球无线宽带网络”是英国最大

的商业太空项目，需要至少三颗在轨通信卫星来覆

盖全球，目前已有两颗卫星在轨运行。该项目的第

三颗卫星原计划于下个月搭乘俄“质子”火箭升空。

国际海事卫星组织首席执行官鲁珀特·皮尔斯说，

俄罗斯的这次发射意外非常不幸，“将不可避免地推迟

我们发射第三颗 GX 通信卫星的计划”。加上这次失

败，俄“质子”系列火箭在过去5年里已经出现了6次发

射失败。目前，俄方已开始调查此次发射失败的原因。

英国最大商业太空项目延后

据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18 日电 （记者高攀）美

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 18 日维持加利福尼亚州一家

联邦法院此前作出的三星产品侵犯苹果公司专利

的裁决，但驳回了有关苹果产品商业外观受到侵

权的指控。

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当天在判决中说，法院

确认陪审团针对部分三星智能手机产品侵犯苹果公

司数项专利的裁定，但无充分证据支持苹果产品的

商业外观也遭到侵权，因此要求加州联邦法院对此

重新审理，并减少三星公司的相应赔偿金额。

苹果与三星两大电子巨头的“专利大战”已持续

数年。2011 年，苹果以三星智能手机抄袭苹果产品

为由向美国加州一家联邦法院提起诉讼。2012 年，

该法院裁定三星产品侵犯苹果公司多项专利和商业

外观，应向苹果赔偿 10.5 亿美元。2013 年，经另一家

陪审团裁定后，三星对苹果的赔偿金额被重新计算

为 9.3 亿美元，其中商业外观的侵权赔偿为 3.82 亿美

元。但三星认为赔偿金额过高，遂提出上诉。

美部分改判苹果三星专利诉讼

新华社华盛顿5月 18日电 （记者林小春）美国

《睡眠健康》杂志 18 日发表的一项新研究显示，与朝

九晚五正常班的人群相比，经常倒班的人群容易出

现睡眠问题。他们超重或肥胖及罹患 2 型糖尿病等

代谢疾病的风险较高。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人员分析了约 1500人的

健康数据，结果发现 48％的倒班人员超重，显著高于

正常班人员的 35％。倒班人员睡眠问题也比正常班

人员严重，两个人群中有过失眠经历的比例分别为

24％和 16％，有过睡眠不足经历的比例分别为 53％和

43％，有过上班犯困经历的比例分别为32％和24％。

研究还表明，出现睡眠问题的倒班人员更易超

重或罹患糖尿病，这种关联在每天睡眠不足 7小时的

人中特别明显。但研究人员也指出，倒班人员更易

超重或罹患糖尿病无法完全用睡眠问题解释。

负责研究的威斯康星大学的玛乔丽·吉文斯在一份

声明中说，倒班工作者需要上夜班、加班或轮班，因而特

别容易出现睡眠问题。越来越多的研究呼吁关注倒班

工作者的代谢健康问题，并认为获得足够睡眠有助减轻

他们的代谢问题。这一研究也提供了新的证据。

研究称倒班人群易肥胖

““义新欧义新欧””返程班列返程班列
从西班牙启程从西班牙启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