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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环球短讯

科技日报北京7月 17日电 （记者王小龙）一个由

美国、法国、英国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称，他们对“好

奇号”火星探测器发回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这颗红

色行星上或许曾经存在过与地球类似的大陆地壳结

构。相关论文发表在《自然·地球科学》杂志上。

研究人员在论文中描述了“好奇号”火星车探测过

的 20 个火星岩石样本，并论述了为什么他们认为这颗

行星的历史和人们之前想像的不太一样。

根据最新的数据，研究人员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

火星存在大陆地壳的证据。“好奇号”火星探测器在靠

近夏普山南半球的盖尔环形山区域发现了一块浅色的

长石矿样本，经测定后研究人员发现，其历史可以追溯

到约 36亿年前。

研究人员描述称，这块岩石看起来就像是从地球

黑色玄武岩上剥离下来的矿物样本。这种相似性表

明，火星或许和地球一样，曾经也经历过板块构造活

动。

此前的研究认为，火星、金星和水星都曾被暗淡密

集且富含铁的玄武岩覆盖，在它们的早期地质演化中，

并没有像地球一样经历过大规模的岩浆和板块构造活

动。火星上的这些岩石可能是远古时期以后的持续岩

浆运动的产物。如果是那样的话，在大陆板块上就会

覆盖上玄武岩——类似于地球海洋底部的状况。

而这种浅色的长石矿被认为是复杂岩浆活动的产

物，这一发现证明火星地表以及地壳的早期演化要比

科学家此前的预计复杂得多。结合其他区域富含长石

的岩石情况，以及火星南半球地壳较低的平均密度，研

究人员得出结论：富含二氧化硅的岩浆岩可能是构成

火星地壳的一种重要成分，这与地球早期大陆地壳非

常类似。

研究人员称，要进行更多深入研究后才能最终确

认这一结论。

“好奇号”发回数据分析表明

火星曾具有与地球类似的大陆地壳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16
日电（记者王小龙）一个由

瑞典、阿根廷、意大利科学

家组成的联合研究小组报

告称，他们在南极发现了迄

今最古老的精子，它们被非

常完好地保存在一块环节

动物的虫茧化石中。研究

人员称，这一发现或许能为

人们获知类似动物数千年

来的进化历史提供帮助。

相关论文发表在英国皇家

学会《生物学快报》上。

据悉，这些史前生殖细

胞来自一种与蚯蚓和水蛭

同类的环节动物，来源于

5000 万 年 前 的 始 新 世 早

期，当时马、犀牛和羊才刚

刚出现。这些细胞由于被

包裹在胶状虫茧层中，才如

同被包裹在琥珀中的昆虫

一样得以保存如此之久。

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

古生物学家本杰明·鲍福勒

说：“由于精子非常小且脆

弱，几乎从未在化石中出现

过。新发现让我们知道了

一种新的保存媒介。”

虫茧化石是在南极洲

西摩尔岛上被发现的，研究

人员通过锶同位素分析后

确定其历史可追溯到 5000

万年前。他们从这块化石

中提取到一个 1.5 毫米×

1.8 毫米的虫茧残片，而后

借助电子显微镜所获得的

数据对该残片做了 3D 建

模。在对图像放大后，他们

才注意到一些看起来像是

精子的微小生物结构。在

与生物学家共同分析后，最

终确定这些正是 5000 万年

前环节动物的精子。

研 究 人 员 表 示 ，该 发

现将最古老精子的时间又

前推了 1000 万年。在这之

前，最古老的精子是晚始

新世时期的一个琥珀化石中发现的跳虫精子，以及在

澳大利亚一个洞穴沉积物中发现的甲壳类动物精子。

鲍福勒说，虽然化石保存得非常好，但其成分完全

发生了变化，已经不含有任何有机物质，无法从中提取

到任何 DNA材料。

通过对比化石精子的物理特性，该团队发现它

与 目 前 只 在 北 半 球 存 在 的 小 龙 虾 蠕 虫 的 精 子 非 常

相似。

“这很神奇，如果能确定这种联系，意味着这种

动物在 5000 万年前的分布要比现在广泛得多。”鲍福

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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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多伦多7月17日电（记者冯卫东）根据世

界科学出版社 7月 15日新闻公告，即将出版的加拿大滑

铁卢大学物理学家卢庆彬教授的科研新著认为，20世纪

中期以来全球变暖由人类活动造成的观点可能正确地反

映了当前的科学思想，但冤有头、债有主，气候变化的真

正罪魁祸首应是氯氟烃（俗称氟利昂）而非二氧化碳。

大约 16 年前,卢庆彬与同事提出，宇宙射线产生的

电子在臭氧层损耗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发现，吸附

于冰层表面的氯氟烃及其他含卤素分子的分解式电子

转移反应非常有效，从而提出臭氧洞形成的新机制。此

后，在大量观察数据的基础上，卢庆彬进一步提出，氯氟

烃才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驱动力。

在即将出版的新著《臭氧空洞和气候变化的新理论

和预测》中，卢庆彬对宇宙射线驱动的电子诱导反应

（CRE）机制导致臭氧洞的贡献率，以及氯氟烃变暖机

制导致全球地表温度变化的贡献率进行了量化。

CRE 理论预言，南极上空的臭氧损耗和导致的平

流层变冷存在着一个 11年的变化周期。过去数十年在

南极上空收集到的数据证实了上述预测，大气中的氯氟

烃与观测到的全球表面温度之间存在着线性相关性，相

关系数高达 0.98。

尽管只使用了极少的甚至零参数，但卢庆彬的新模

型与实际观察到的臭氧和全球表面温度数据间表现出

高度一致，其准确性达到了 90%。

二氧化碳造成全球变暖是科学界的主流认识，但卢

庆彬认为，氯氟烃才是全球气候变化的真正元凶。他建

议在全球持续不断地淘汰所有卤代烃的使用，如氯氟碳

化物、氢氯氟碳化物、氢氟碳化物等。

加华裔物理学家新著力证

气候变化的真正元凶是氟利昂 科技日报北京7月 17日电 （记者李文龙）美国

科学家研究发现，学习活动能够增强老鼠大脑抵御

毒品诱惑的能力，有助于戒除毒瘾。

毒品泛滥和毒瘾是世界上破坏性强、造成损失

大并且难以克服的问题之一。以前的研究发现，贫

穷、精神创伤、精神疾病以及环境和生理上的压力会

改变大脑反馈回路并能够使人们更容易吸毒。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一研究团队最新研究则表明，在刺

激性的环境中进行短时间地学习就能够恢复大脑的

反馈回路，并且能够降低大脑对毒品的依赖性。

据该校网站报道，研究人员将 70 多个成年雄性

老鼠分成三组，进行不同的处理，分析可卡因对它们

的诱惑力。研究发现，那些每天需要搜寻和学习才

能找到食物的老鼠对毒品的抵抗力更强；而没有经

过认知训练或者没有食物的老鼠则对可卡因的欲望

更强烈。

该校心理和神经学副教授琳达·维尔布赖特说：

“数据表明，主动积极地学习经历能够锻炼和发展大

脑回路，从而增强吸毒个体的恢复能力。那些搜寻

和学习行为改变了老鼠的反馈系统，从而可以减弱

可卡因对它们大脑所产生的影响。”

研究人员称，最新研究找到了一种能够增强生

活在艰难环境中的老鼠抵抗毒品诱惑能力的干预手

段——对老鼠进行认知训练。

学 习 或 可 助 老 鼠 戒 毒 瘾

新华社伦敦7月16日电（记者张家伟）英国卡迪夫

大学16日说，该校一个研究团队利用多种新型环保材料

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建造了一个低成本、低能耗的环保房

屋，不但大大降低房屋居住时的能耗，还能将多余电能传

送到电网上，也就是说房屋本身成了半个“迷你”电站。

这个环保房屋位于威尔士地区的布里真德附近，由

该校教授菲尔·琼斯等人设计，目的是探讨如何以低成本

方式实现英国政府设定的零排放标准房屋建造目标。

据研究人员介绍，为了大幅降低能耗，他们选用

了密封性更好的环保材料来修建房屋，同时在屋顶

上直接集成太阳能光伏面板，为整栋房屋的供热、用

电提供能源，这种设计比房屋修建完后再安装太阳

能面板要节省成本，也更美观。

为了解决太阳能供应的稳定性，房屋还配备了先进

的电池储能系统，将太阳能面板产生的多余电能储存起

来以备不时之需。由于房屋从门窗、墙体到使用的电器

都按照最节能标准设计，因此电池所储存的多余电能还

可通过智能电表随时传送到电网供他人使用。

琼斯说，目前这个环保房屋原型能帮助他们更

好地检验这些技术是否能实现最严格的排放和能耗

标准，未来相关的技术方案可以推广到其他地区，用

于建造更多的绿色社区。

英 环 保 屋 成“ 迷 你 ”电 站

新华社柏林7月16日电 （记者郭洋）德国马克

斯·普朗克协会 16 日说，研究人员发现，如果某一基

因被人为关闭，其他基因会“拔刀相助”，降低甚至抵

消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

基因敲除和基因抑制是科学家改变遗传物质的

两种方法。若想阻碍某种特定蛋白的合成，人们可

以删除基因中的部分遗传密码，即使用基因敲除的

方法关闭基因，也可采取基因抑制的手段，借助信使

RNA等妨碍基因正常表达，阻止蛋白质合成。

不过，多项动物实验结果表明，虽然两种方法均

可阻碍特定蛋白合成，但效果却不尽相同。为此，研

究人员选定斑马鱼体内一种调节血管生长的 egfl7基

因为研究对象，以探究竟。研究发现，如果以基因敲

除的方式关闭该基因，幼鱼血管发育不受影响。如

果采用基因抑制方法阻碍该基因表达，幼鱼血管则

发育不正常。

研究人员猜测，egfl7 基因被以基因敲除的方式

关闭后，可能有其他基因替其完成任务。研究人员

将该基因被关闭的斑马鱼与普通斑马鱼对比，结果

在前者体内发现了大量不同的信使 RNA 及蛋白，如

Emilin 3B 蛋白。研究人员给经基因抑制的斑马鱼

幼鱼注入这种蛋白，其血管发育重新恢复正常。

研究人员说，实验表明，egfl7 基因关闭后，斑马

鱼体内会加强 Emilin 3B 蛋白的合成，以弥补基因敲

除的影响。相比之下，被实施基因抑制的斑马鱼体

内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接下来，他们将分析其他基

因是如何知晓有基因被敲除并“拔刀相助”的。

研究人员表示，很多科学家正在研究通过基因敲

除或基因抑制来治疗某些疾病，而了解基因敲除和基

因抑制可能产生的影响有助于相关疗法的研究。

研 究 称 基 因 也 会“ 拔 刀 相 助 ”

“在这里我必须要说，欧洲在许多方面已经落后

了，从德国方面来看必须要重视，我们要比较在中国、

在美国、在韩国都发生了什么？我们要知道如何创造

一个使我们欧洲也能获得机遇的环境。”这是德国总

理默克尔 7 月 14 日在参观被称为“萨克森硅谷”的德

累斯顿电子工业园时说的一番话。

总理亲访显重视

刚从布鲁塞尔参加完长达 17 小时有关希腊危机

的首脑会谈，默克尔总理就不知疲劳地来到德累斯

顿，足见德国政府对发展微电子技术的高度重视。

当天在德国联邦教研部部长万卡、萨克森州州长

蒂利希的陪同下，默克尔视察了格罗方德半导体股份

有限公司（GlobalFoundries）德国工厂、英飞凌（Infine-

on）半导体芯片生产厂和弗朗霍夫光电微系统研究所。

默克尔饶有兴趣地参观了工厂的生产车间和研

究所的实验室。格罗方德德累斯顿工厂的前身是

AMD 德国工厂，是全球生产 300毫米超大芯片的主要

企业。英飞凌的前身则是西门子半导体部。以这两

家大型半导体芯片企业为主的萨克森微电子产业群

共吸纳员工 25000人，年产值超过 60亿欧元。

4.0战略成功关键

德国微电子产业在欧洲名列前茅，欧洲市场半数

微电子芯片来自德国，但和美国相比仍有一定的距

离，甚至中国在投入方面也大大超过德国。例如，中

国企业拟收购美国的美光科技（Micron）时准备出资

230亿美元，如此大手笔在德国是难以想像的，这也是

德国政府特别担心德国的竞争力的原因。

德国政府认为，德国的工业 4.0 战略能否取得成

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微电子技术的发展水平。联

邦教研部部长万卡在参观时强调，“发展工业 4.0 需要

有强大的芯片技术，没有传感器的机器人就是瞎子，

传感器是数据的来源，这就是我们在谈工业 4.0 和智

能服务时一直要提到它的原因。”为此，默克尔在这次

视察时宣布，德国联邦政府将在未来 5 年投入 4 亿欧

元专门用于发展微电子技术。

德国企业也表现出了强烈的投资愿望。在默克

尔视察时，格罗方德公司表示将在德累斯顿投资 2.2

亿 欧 元 ，建 造 新 的 硅 上 绝 缘 体 技 术 工 厂

（FD-SOI-Technik），这是一种基于硅衬底电路的制

造技术，具有更快反应时间和更低能耗优势。

规划好前景有望

弗朗霍夫光电微系统研究所所长拉克纳表示，微

电子技术发展还在继续，从对工业 4.0 和互联网的需

求来看，还有更大的发展前景，例如 15 年之后互联网

汽车将出现在日常生活中，汽车更加省油，能自动避

免事故，这就要求汽车工业开发相应的微电子芯片。

微电子产业在德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德国有

近 20%的就业岗位直接或间接与微电子产业有关，其

中汽车制造业和精密机械制造业 80%与微电子有关，

包括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产业也与微电子技术密切

相关。现在越来越多的科研院所和创新性企业聚焦

于与计算机、电子芯片有关的行业。

在视察时，默克尔总理还与当地政府负责人、企

业和研究机构代表探讨了德国未来微电子产业的发

展战略。萨克森州州长蒂利希向默克尔总理介绍了

萨克森州微电子的发展规划，他表示，未来萨克森州

微电子产业从业人员有望达到 58000 人，年产值 130

亿欧元，年增长率 9%。

默克尔总理这次抽出 3小时专门对德累斯顿微电

子工业园进行视察，给德国微电子工业带来了新的希

望，正如默克尔在视察时一直强调的，德国及欧洲在

未来全球高技术产业竞争中不能输给北美和亚洲国

家。 （科技日报柏林7月17日电）

高技术产业竞争高技术产业竞争，，德国不能输德国不能输
——默克尔视察“萨克森硅谷”促微电子产业发展

本报驻德国记者 顾 钢

图为德国总理默克尔参观德累斯顿电子工业园。 （图片为联邦教研部网站提供）

7月16日，参观者在布鲁塞尔艺术中心欣赏中国
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当天，《乌托邦的尺寸——重读中
国当代艺术展》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共展出9
位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 新华社记者 王晓郡摄

火星上多样的岩石

布鲁塞尔举办中国当代艺术展布鲁塞尔举办中国当代艺术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