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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8月2日电（记者房琳琳）美国伊利

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和西北大学的研究人员设计出一

种人工核糖体，它们可以像自然核糖体一样在细胞内

部产生蛋白质和酶。该方法可用于生产新型药物和下

一代生物材料，进而帮助科学家更好地理解核糖体的

功能。

当 细 胞 产 生 蛋 白 质 的 时 候 ，从 DNA 复 制 出

mRNA（信 使 核 糖 核 酸）。 核 糖 体 的 两 个 亚 基（由

RNA 和 蛋 白 质 构 成）一 个 较 大 、一 个 较 小 ，它 们 与

mRNA 共同作用，构成转录过程中组装蛋白质的一种

功能单位。一旦蛋白质分子完成，核糖体的两个亚基

自动分道扬镳。

研究人员对于核糖体亚基在每一个蛋白周期中都

会分开又合并的情况感到很沮丧，因此他们设计出将

两个亚基永远链接在一起的方案。在发表于最近一期

《自然》杂志中的研究论文中，研究人员描述了被称为

“Ribo-T”的人工核糖体的设计和属性，并重点强调了

它的两个亚基最终不会被分开。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报道，在实验室中对这种人工

核糖体进行操控，可以让它们做一些自然核糖体做不

到的事情——生产具有独特功能的聚合物以深入探索

核糖体功能，或许某天还能生成非生物聚合物。

令人惊喜的是，人工核糖体不仅可以在细胞中形

成天然核糖体具有的功能，在缺乏核糖体的细胞中，它

也能支持生命的生长，比如它可以在缺乏天然核糖体

的细菌细胞中产生足够的蛋白质，进而保证了细菌继

续存活。

这一事实推翻了此前科学界认为的“核糖体两个

亚基的分开是由蛋白质合成驱动”的观点。

研究人员认为，新的人工核糖体制造方法为合成

生物学和生物分子工程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这种

探索核糖体功能的工具绝对是全新而又让人兴奋的。

首个人工核糖体设计出炉
两个亚基可不分离 能合成新药与新生物材料

科技日报北京8月3日
电 （记者陈丹）剪纸艺术可

以将纸张剪成复杂的图案，

比如雪花。美国康奈尔大

学的物理学家也变身成为

剪纸艺人，不过，他们手中

的“纸张”是只有一个原子

厚的石墨烯，他们剪出来的

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机器。

康奈尔大学卡夫利纳米

尺度科学研究所所长保罗·麦

克尤恩带领的研究团队在发

表于最新的《自然》杂志的论

文中，展示了如何将只有 10

微米厚的石墨烯（人的头发大

约是 70微米厚）裁剪、折叠、

扭转和弯曲成多种造型，从而

使剪纸艺术扩展到了纳米级。

在这样的微观尺度上，

石墨烯以及其他超薄材料会

变得非常黏。因此，研究人员

使用了一个惯常的小伎俩，使

其更容易操纵：将石墨烯悬浮

在加入表面活性剂的水中，就

像滑滑的肥皂水一样。他们

制造了一个金拉环作为“手

柄”，以便能够抓住剪出造型

后的石墨烯的末端。此外，研

究人员还借来激光切割机，按

照设计建立纸模型，然后再用

石墨烯将其制造出来。

他 们 用 一 张 石 墨 烯 薄

片造出了一个柔软弹簧，其工作方式就像一个非常灵活

的晶体管。麦克尤恩说，拉开这种弹簧所需的力，与一

个动力蛋白可能产生的力相当。这项实验进入了生物

力学范畴，为纳米级弹性器件的应用打开了思路，如可

以将其作为传感器放置在人体细胞附近或在大脑中。

研究人员还演示了如何将石墨烯弯曲成简单的铰

链设计，并量化了所需的力。他们发现，打开和关闭铰

链 10000次，它仍然完全完好，伸缩自如，这对于纳米尺

度的可折叠机器和设备来说可能是个有用的特性。

康奈尔大学一个相关的研究小组已经获得了美国

国防部的资助，采用这项研究所展示的部分剪纸理论，

围绕类似于石墨烯一样的柔性材料继续进行技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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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

部长级会议日前在美国夏威夷毛伊岛落幕，谈判各

方在农产品和汽车业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议

题上未能打破僵局取得实质性突破，没有达成协议。

本轮 TPP 部长级谈判自 7 月 28 日开始，历时四

天，参与方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墨西哥、澳

大利亚、新西兰等 12 个国家。这是美国国会 6 月底

通过贸易促进授权法案后召开的首次 TPP 部长级会

议，外界曾期待本次会议能够在一些关键议题上取

得突破，但会后各国贸易部长发表的联合声明非常

简短，显示 TPP谈判进展有限。

声明说，贸易部长和谈判官员承诺在本次会议

基础上保持密切联系和加强接触以寻求共识，努力

将本周取得的成果正式确定下来，同时继续就少数

悬而未决的议题进行磋商，为结束 TPP 谈判铺平道

路。声明还说，各国贸易部长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

信心正接近达成协议。

TPP 谈判主要包括两大重点，一是市场准入谈

判，其中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最具政治敏感性也

最为困难；二是贸易和投资规则谈判，涉及知识

产权、国有企业、环境保护、劳工保护、原产地

规则等领域。不少 TPP 成员已明确表示，希望在

市场准入谈判取得满意成果后才接受在贸易和投

资规则方面的高标准要求。因此，目前 TPP 谈判

的焦点和难点仍然在市场准入谈判，尤其是农产

品领域。

新西兰贸易部长蒂姆·格罗泽在会议闭幕的新

闻 发 布 会 上 明 确 指 出 ， 奶 制 品 市 场 准 入 是 目 前

TPP 谈判亟待解决的两大难题之一。他表示，过

去 30 年他参与的各项贸易谈判中，奶制品市场准

入往往到谈判最后才得到解决，足见这一议题的

艰难。

从多方透露的消息看，加拿大今年 10 月将举行

大选，加政府因此不愿意更大程度地开放奶制品市

场，导致美日等国不愿意在糖、大米等敏感产品市

场准入谈判方面作出让步，市场准入谈判因而陷入

僵局。

近期，一些美国国会议员警告说，加拿大若

不 开 放 奶 制 品 市 场 将 面 临 退 出 TPP 谈 判 的 风 险 。

不过，加拿大贸易部长埃德·法斯特否认该国选举

阻碍 TPP 谈判取得进展的说法，称加拿大仍将积

极参与谈判。

作为谈判各方中两大经济体，美国和日本仍

未就关键的农产品进口关税和汽车贸易关税问题

达成一致。此前外界曾期待美日两国能够就市场

准入谈判先行达成一致，以推动整个 TPP 谈判取

得进展。但美国商会负责亚洲事务的副会长塔米·
奥弗比告诉新华社记者，她认为美日双边谈判不

大可能在整个 TPP 谈判完成之前结束，因为两者

的谈判条件相互关联，美日双边谈判和整个 TPP

谈判更可能同时完成。

澳大利亚贸易与投资部长安德鲁·罗布表示，

美国、日本、加拿大和墨西哥在汽车贸易关税及原

产地规则方面存在较大分歧。此外，在生物制药的

知识产权保护期限方面，美国与其他 TPP 成员未达

成一致。

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表示，未来一段时

间谈判各方将通过双边会谈、小组会谈等多种形式

就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磋商，但目前尚未确定下一

轮 TPP 部长级会议的时间。日本经济财政政策担当

大臣甘利明在会后向日本媒体透露，他认为谈判各

方应在今年 8月底之前再次举行会谈。但也有媒体报

道说，下轮部长级会谈可能会推迟到 10 月加拿大大

选结束之后。

正如弗罗曼在本轮谈判开始之前所讲，贸易

谈判步入最后阶段后总是最困难的，各方还有许

多艰难的工作需要完成。经过 5 年多的谈判，TPP

谈判确实进入最后阶段，可以说已经到了各方最

终摊牌的时候，各方能否作出一些艰难的政治决

策还有待观察。

奥巴马政府曾计划尽快完成 TPP 谈判，并在

年底之前将协定送交国会批准。由于美国总统在

签署贸易协定之前，还需要提前至少 90 天通知国

会，TPP 谈判完成时间延后意味着国会对协定的

审议程序很可能会拖到 2016 年年初，将不可避免

地受到美国总统选举初选阶段选情的影响。美国

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资深顾问欧内斯特·
鲍尔说，如果美国国会不能在 2016 年一季度之前

批准协定，那么奥巴马政府任内批准该协定的希

望就会很渺茫。

TPPTPP 谈判谈判：：分歧大分歧大、、破局难破局难
——焦点难点仍在农产品等领域市场准入方面

新华社记者 高 攀 石英珊

科技日报北京8月3日电（记者刘园园）1000多名

知名科学家和人工智能领域专家近日签署公开信，警告

可能出现人工智能军备竞赛，并敦促联合国发布针对

“攻击性自动化武器”的禁令。

据英国《卫报》报道，公开信的签署者包括著名科学

家斯蒂芬·威廉·霍金、特斯拉 CEO 伊隆·马斯克、苹果

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以及谷歌人工智能项目

负责人米斯·哈撒比斯等。这封信已在网上公开发表，

并于日前提交至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国际

人工智能联合会议。

公开信称：“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地

步：尽管不合法，自动化武器的使用将在几年内而不是几

十年内会成为现实。这将带来极大的风险，自动化武器

已经被称为继火药和核武器之后的武器的第三次革命。”

这封信认为，人工智能可以让战场对军事人员而言

更为安全，但是能够自主操作的攻击性武器会降低战争

发生的门槛，从而给人类生命带来更大的损失。

公开信指出，如果某个军事力量开始研发能选择攻

击目标并在没有人类直接操控情况下自动运行的武器

系统，会像当年的原子弹一样引发军备竞赛。而与核武

器不同的是，人工智能武器并不需要具体的、难于制造

的材料，因此很难对其生产进行监控。这封信称，“人类

今天所面对的关键问题在于，是在全球范围内启动一场

人工智能军备竞赛，还是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

新南威尔士大学人工智能教授托比·沃尔什对这一

呼吁表示支持：“我们需要在当下做出决定，这个决定将

主宰我们的未来，并事关我们是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杀人机器人”是当今的热议话题。霍金和马斯克

此前都曾警告说,人工智能是人类最大的威胁，而且完

全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导致人类的终结。今年 4月，联合

国曾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包括“杀人机器人”在内的未

来武器的发展，这次会议曾考虑针对某些特定类型的自

动化武器颁布禁令，但遭到一些国家的反对。

霍金等千名专家敦促禁止“杀人机器人”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3日电 （记者张梦然）极光出

现于星球的高磁纬地区上空，绚丽多彩令人见之难

忘。英国《自然》杂志近日公开的一篇论文介绍了一

颗太阳系之外的星体，天文学家在它的大气层中观察

到了标示着极光的活动。这是人类首次在太阳系外

观测到极光，其亮度比发生在地球上的任何一次极光

强一百万倍，散发的能量则比木星磁气圈中产生的要

强一万倍。

极光是在地球的南极和北极能看见的美丽现象，

其不只在地球上出现，我们太阳系所有其他有磁极的

行星上也都能观测到。

极光的出现源于包裹着地球的磁气圈中的磁流驱

动的、带来高能量的电子，落入到高纬度地区的大气层

上部。可以说，极光产生的条件有三个：磁场、大气、高

能带电粒子，缺一不可。

此 次 ，美 国 加 州 理 工 学 院 格 雷 格·哈 里 南 和 他

的 研 究 团 队 ，在 LSR J1835（又 名 2MASS 1835）星

体上监测到了无线电和光学的极光发射。这是一

颗 离 太 阳 18.5 光 年 、正 在 迅 速 旋 转 的 太 阳 系 外 星

体 ，目 前 天 文 学 家 判 断 它 为 一 颗 褐 矮 星 。 像 太 阳

这样的恒星的磁活动，是由其大气底层驱动的，而

LSR J1835 星 体 上 的 极 光 ，却 是 发 源 自 褐 矮 星 更 外

层 的 磁 气 圈 驱 动 的 ，从 而 能 将 能 量 带 入 大 气 层 下

层。

这 项 发 现 也 表 明 ，极 光 可 能 是 拥 有 大 规 模 磁

气 圈 星 球 的 一 个 十 分 常 见 的 特 征 ，而 其 可 以 达 到

的 亮 度 ，远 超 过 那 些 在 太 阳 系 中 已 经 观 测 到 的 亮

度。

研究人员同时推测，类似的磁气圈磁流活动可能

在褐矮星的一些天气现象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展示地球以外的绚丽多彩

太阳系外首次观测到极光

科技日报北京8月3日电（记者王小龙）最新出版

的《自然》杂志介绍了一种新型高分子介电质，这种材

料不但能存储能量,还具备良好的耐高温性能，在混合

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以及航天器的制造中有着广泛

的应用前景。

介电质是一种可被电极化的绝缘体。它的电传

导能力很低，却具备很好的介电强度，是制造电绝缘

体的理想材料。

此外，由于介电质可被高度电极化，也非常适用于

制造电容器。用介电质制造的电容器在电子产品和供

电系统中的应用极为广泛。

但此前绝大多数的高分子介电质都对温度比较

敏感，只有在较低的温度下才能正常工作。以电动

汽车为例，当内部温度达到 140 摄氏度时，就必须对

含有介电质的部件进行冷却。必须为此配备一个降

温系统。额外的组件不仅增加了整车的重量，也在

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高分子介电质材料密度小、质量

轻的优势。

新的研究中，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研究人

员王庆和他的研究团队用一种含有氮化硼纳米膜的高

分子混合材料制造出了一种新的耐高温介电质。这种

新材料不但在储能特性上超过了现有的高分子介电

质，还能耐受一定的高温，即便在 250 摄氏度的高温下

也能正常工作。

此外，该材料还具备轻便、可图案化以及高度的柔

性，在反复弯折后依然能保持良好的性能。

研究人员表示，这种新型材料或将改变极端条

件下密集能源模块和电力电路的建造过程，对那些

在温度和重量上有严格要求的设备的制造，具有重

要的价值。

新型介电质能耐 250℃高温
可用于制造轻型电动汽车和航天器

8月2日，在克罗地亚的乌斯蒂卡村，人们向二战期间被杀害的罗姆人敬献花圈。当日，克罗地亚举行“罗姆人大屠杀欧洲纪念日”活动。在乌斯蒂卡村的罗姆人墓
地，有21座群葬墓，埋着1942—1945年在集中营遇难的罗姆人。罗姆人因地域不同又被称为吉卜赛人和茨冈人等。1944年 8月2日，德国纳粹利用毒气室集体屠杀
了3000多名罗姆人。欧洲委员会提供的统计数字显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共屠杀了22万罗姆人，相当于当时罗姆人总人口的约四分之一。今年4月，欧洲
委员会通过决议，将每年8月2日定为罗姆人大屠杀欧洲纪念日。 新华社发（米绍·利沙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