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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柏林8月 30日电 （记者顾钢）发光二极

管（LED）的使用越来越广泛，但目前生产白色发光二

极管的两种方法不是成本太高，就是产品使用寿命短，

限制了该产业发展。最近，德国纽伦堡—埃朗根大学

的研究人员利用荧光蛋白材料，开发出了一种新的生

产工艺，使白色发光二极管的生产变得既简单便宜，又

安全环保，同时还使产品使用寿命大幅延长。

与白炽灯、卤素灯等照明材料相比，白色发光二极

管具有寿命长、能效高、环保及易维护的优点，但缺点

是价格偏高，这主要是其生产工艺相对复杂所致。白

色发光二极管的生产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在蓝色发

光二极管的表面涂上磷或稀土无机材料，此法生产的

白色发光二极管使用寿命长、亮度好，但工艺比较复

杂，而且成本较高；另一种是利用有机发光二极管，在

两个电极之间嵌入像三明治状的多个有机半导体层，

这种工艺相对简单，但产品亮度和寿命要差。

一个理想的方法是将这两种工艺结合起来，纽伦

堡—埃朗根大学的研究人员就是基于这种想法来开展

研究的。该大学先进材料工程系的柯斯塔博士与合成

生物学教授绍内瓦尔德教授合作，发明了一种既简单又

廉价的生产工艺。他们将荧光蛋白涂在一种橡胶材料

上，然后嵌入到发光二极管中。柯斯塔介绍说，荧光蛋白

既环保又便宜，还容易调色，彩色或白色都可以控制。唯

一的缺陷是荧光蛋白只有在缓冲水溶液中才稳定，所以

无法在常规涂层工艺中应用。此外，研究人员还必须解

决荧光蛋白在高温、潮湿等不同环境下的稳定性问题。

为此，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新的涂层技术。他们

将荧光蛋白涂在一种凝胶状材料上，这种凝胶由蛋白

水溶液及一种聚合物的共混物组成，聚合物的作用是

使蛋白质水溶液连接到网状凝胶上，并维持必要的湿

度。他们通过真空干燥使凝胶转换成一种橡胶材料，

然后将其用于白色发光二极管的多层涂层。柯斯塔

称，他们采用这种方法成功制成了寿命长、能效高、环

保又廉价的白色发光二极管。他表示，这一生产工艺

有望应用到下一代发光二极管的工业化生产中。

用荧光蛋白生产LED工艺简单成本低
有望应用到下一代发光二极管的工业化生产中

圣保罗市是巴西最大的城市，人口接近 2000 万。

根据圣保罗市交通管理局的数据，从 2008 年至 2014

年，圣保罗市区机动车数量上升了 15.6%，数量已突破

800 万辆。目前圣保罗市日常拥堵路段总长度达到

130 公里，高峰时段超过 200 公里，交通拥堵已成为制

约城市发展的一大障碍。

面对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地铁交通以其

方便、快捷、准点的优势，在城市公共交通工具中日

益扮演着重要角色。圣保罗首条地铁建于 1974 年，

经过 40 余年的发展，如今已开通 1 号线（蓝色）、2 号

线（绿色）、3 号线（红色）、4 号线（黄色）和 5 号线（紫

色）5 条线路，全长 67 公里，车站 58 个，日均载客量为

360 万人，乘坐地铁成为圣保罗市民出行的首选交通

工具。

建设地铁将高效便捷、舒适环保与城市规划、建

设协调发展结合起来，是圣保罗市发展地铁交通始终

遵循的原则。按照《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圣

保罗市将在 2015年至 2020年间斥资 6亿美元，用于完

善城市轨道交通网，新建 6条轨道交通线，运营里程达

到 110 公里。目前正在施工中的线路包括 2 号线和 5

号线的延长段。新修的 6号线是连接圣保罗西区和市

中心的一条主干线，将于 2018年投入试运营。线路全

长 16公里，将建设 15个站台，预计每天运送乘客约 64

万人次。

圣保罗市交通厅的安东尼奥工程师向科技日报

记者介绍了地铁建设的十字原则：安全、可靠、实用、

经济、先进。他拿手机做了比较：“手机功能越来越

多，越来越先进，但实际上很多功能用不到。地铁建

设也一样，过分追求先进没必要，适合我们的就是最

好的。固然，我们要有一定的前瞻性，但没必要超前

太多。”地铁造价直接关系票价，“地铁票价太高，难以

吸引广大市民，大量的人还是拥在地面交通，道路资

源让不出来，交通还是拥挤。”安东尼奥补充说，在地

铁铺设施工中也力求做到因地制宜，在城市中心区或

建筑物集中的地段，地铁便深入地下；而在地域开阔、

交通顺畅的郊区，地铁就上了地面。

把一个城市变成地上地下两个城市，带来的不仅

仅是交通的显著改善，还有城市生活方式的变迁。安

东尼奥认为，地铁与其他交通工具最大的不同，是其

相对的封闭性。在地铁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突

然进入一种暂时的与世隔绝的状态，人们的心理和情

感上也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城市里人多，人与人

之间绝大部分不相识，有一种陌生感，如果大家每天

大致在相同时间乘坐同一条地铁线路上下班，大家可

能就不再感到陌生。在特殊的地铁环境中，人们就产

生了或真实或虚幻的“亲密感”。这就好像同一小区

的居民，早上一起散步、遛狗，久而久之，大家也就熟

悉了。因此，地铁可以成为城市中人与人相互交流的

新空间。

安东尼奥说：“地铁不仅仅是交通工具，地铁空间

应该是一个充满人文内涵的地方，可以弥补大城市人

与人之间交流的不足。同时，地铁连接着火车站、空

港等交通枢纽，是城市连接外部世界的重要通道。地

铁的功能应该是综合的，尤其是文化功能。地铁应该

是展示城市文化的重要窗口，这样就可以让外来的人

很快认识和融入这座城市。”

圣保罗市政府已计划在现有 58 个地铁站中选取

15 个设立地铁文化中心，其中 4 个地铁站内将建有小

型电影院，每个电影院可容纳 80 名观众，地铁乘客可

以免费观看影片。与巴西人民狂热的足球文化相呼

应，还有 5个地铁站将修建小型足球博物馆，展示圣保

罗市足球强队的辉煌战绩。

路面上，是涌动的车流人潮；路面下，未来城市轨

道交通的主干线，正由建设者们的双手一米一米地推

进着、延伸着。安东尼奥对记者表示，到 2020年，依托

于完善城市轨道交通网，圣保罗市民每天将至少节约

30％的上下班时间。

（科技日报圣保罗8月29日电）

快 捷 高 效快 捷 高 效 缓 解 拥 堵缓 解 拥 堵
——巴西圣保罗市加速推进地铁建设

本报驻巴西记者 邓国庆

发光二极管

本周焦点

人类朝可控核聚变又迈近一步
一家名为三阿尔法能源的美国私人投资公司

建立了一个装置，利用场反向位形结构磁性约束将

球型过热气体在 1000 万摄氏度的温度下，稳定地保

持了 5 毫秒。这超过了以往采用同样技术的其他的

尝试，第一次证明了人们能将这种过热气体保持在

一个稳定的状态。这一温度已高到足以维持核聚

变反应的程度，代表了热核聚变技术一个可能的突

破点，让人们距离这种丰富、廉价的清洁能源又近

了一步。

外媒精选

生物黑客“染指”基因编辑技术
据英国《自然》在线报道，业余生物爱好者们现

已做好准备，尝试重写 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尽管

完全缺乏正式科学训练，但他们仍要利用 CRISPR做

试管内实验，并计划将该技术应用于酵母以及植物

拟南芥。生物黑客们甚至期望能在实验室内培育出

人体组织或其他器官。

本周争鸣

霍金新见解颠覆黑洞传统理论
掉进黑洞，你也能逃出去。著名理论物理学家

斯蒂芬·霍金新近的一番话再次颠覆了人们对黑洞

的认识。霍金认为，黑洞并不像人们此前认为的那

样，是不可逃脱的“永恒监狱”。当信息被吸入黑洞

之后，并非被存储在黑洞内部，而可能位于黑洞边

缘，甚至黑洞视界（黑洞最外层的边界）附近。一些

信息会以黑洞辐射的形式逃逸出来，另一些仍然会

停留其中。

本周擂台

3D打印一次搞定10种材料
传统的多材料 3D 打印机一次最多只能打印

3 种 材 料 ，每 台 成 本 高 达 25 万 美 元 ，还 需 要 人 工

操 作 。 而 美 国 麻 省 理 工 学 院 找 到 了 一 种 能 造 出

更便宜、操作更方便的打印机的方法。这种新型

打印机称为“多种制造”系统，能一次打印 10 种不

同材料，打印分辨率达 40 微米级，不到人头发丝

的一半。

3D打印精美玻璃
传统的玻璃制造工艺包括塑模、成型、吹制、电

镀或烧结等工序，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在研究一种

加法制造精细玻璃的新工艺：通过 3D 打印技术造出

精美绝伦而且可能用途更广的玻璃，新工艺被称为

“G3DP”。

3D打印可游泳的“鱼”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利用新的 3D 打

印技术，开发出能够在液体中游泳并具有多种用

途 的 微 型 机 器 人 。 这 种 被 称 为“ 微 型 鱼 ”的 机 器

人，可通过过氧化氢的化学反应以及磁力来驱动

控制，能实现排毒、遥感和定向给药等多种功能。

一周之“首”

天然蛋白首次组成聚合物网络
美国桑迪亚国家实验室创建了类似神经结构

的 聚 合 物 纳 米 管 连 接 ，具 有 自 愈 能 力 ，并 且 其 带

有许多突出的细丝可收集或发送电脉冲，用这些

柔 软 的 人 造 结 构 可 与 人 体 的 神 经 结 构 进 行 无 痛

连接。

前沿探索

全新化学反应率先破坏最强化学键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发现一种全新化学反应完全

颠覆了传统反应中先破坏最弱化学键的模式，而先

朝最强的化学键“开刀”，并可以在化学合成中形成

全新的中间体。这一颠覆传统的化学反应模式证

明，化学家们完全可以开创性地获得常规方法无法

企及的一些化合物。

海洋物种大灭绝原因有新解
比利时科学家日前对畸形浮游生物研究的结

果，可能意味着物种大灭绝有其他驱动因素。虽然

过去最古老的重大物种灭绝曾与冰川事件联系在一

起，但最新的地球科学证据显示，造成物种大灭绝的

原因更有可能是海洋中大规模出现的缺氧现象和有

害金属。

抗肿瘤，不妨模拟病毒
加拿大研究人员以结肠癌干细胞为靶标，发

现 了 一 种 可 模 拟 病 毒 并 触 发 抗 癌 免 疫 反 应 的 机

制。此项研究成果为理解抗肿瘤机制的重大转变

指明了方向，同时也确定了对抗结肠癌干细胞的

成药目标。

一周技术刷新

用纯光制造量子逻辑门
加拿大物理学家在利用纯光打造量子计算机基

础元件——逻辑门的研究工作中取得进展，成功通

过单光子对其他光束施加影响，这一过程未来将用

作全光量子逻辑门，实现输入、信息处理和输出，而

观察到其相互作用也使光学研究领域又翻开了新的

一页。

新型柔性电路室温下可自愈
经得起弯曲，耐得住折叠，被彻底剪断后也能自

行修复，且功能完好如初。美国科学家日前开发出

一种在室温下即可实现自愈的柔性电路，即便被完

全切断也能恢复原来的导电性。新成果有望在柔性

电子产品、机器人、人工皮肤、仿生假体等领域获得

应用。

量子点新技术或带来LED照明新时代
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展示了一种新的量子点制

造技术，不仅能保证所造量子点的大小和形状始终

如一，还能进行更精确的颜色控制，材料无毒，制作

成本低，环保性能好，其可能意味着 LED 照明新时代

的来临。

奇观轶闻

大脑中可能进行着量子处理
美国科学家提出了“神经量子比特”概念——

大脑中可能在利用核自旋进行着量子处理。量子

处理的核心是量子纠缠，酶催化反应会破坏焦磷

酸 盐 离 子 ，产 生 两 个 磷 酸 盐 离 子 ，形 成 量 子 纠 缠

对，可作为量子比特。这种磷酸盐对和细胞外的

钙离子结合形成波斯纳分子后，仍会保留核自旋

纠缠。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一 周 国 际 要 闻
（8月24日—8月30日）

新华社布鲁塞尔 8 月 28 日电
（记者张晓茹）充电问题一直是制约

电动汽车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欧

盟委员会 28 日发布公报说，欧盟研

究人员开发出更加实用和高效的电

动汽车无线充电方法，旨在增加电

动汽车对用户的吸引力，帮助电动

汽车生产商提高竞争力。

公报说，受欧盟资助的“快速充

电”项目研究人员为电动汽车在停

止状态充电设计了新的无线充电

站，具有简单易用、易于维护等特

点，并有清晰直观的提示，便于驾

驶者为充电选好停车位置。此外，

这种新型充电站还能与电动汽车之

间交换充电数据，包括用户编码、

供应商编码、充电持续时间和电量

表信息。

研究人员表示，这种信息交换

过程由置于电动汽车中的平板电脑

控制，因此可简化驾驶者与充电站

之间的直接交流。他们还在开发一

种新的应用程序，能提示电动汽车

驾驶者附近充电站的位置，并确保

充电站和车辆之间能够通信。

此外，该项目研究人员还在开

发汽车行进状态中的无线充电技

术，希望能有助于显著增加电动汽

车的行驶里程，并缩小车载能量存

储系统的尺寸。目前，他们正试图

提高感应电能传输模块的效率，这

种模块可使电动汽车通过无线连接

便利充电。

研究人员认为，如果能在道路

沿线有规划地配备感应面板，为行

进中的电动汽车充电，就有望延长

电动汽车的行驶里程。

从 2014年 10月到 2015年 10月间，研究团队在法国

北部城市杜埃对新型充电站进行试验性验证，并将在

验证结束后评估无线充电的效率和可行性、及其给电

动汽车用户带来的好处和对电网的影响。

实
用
性
电
动
汽
车
无
线
充
电
站
面
世

博 物 馆 奇 妙 夜
8月29日，在德国柏林，一名参观者游览德国历史博物馆。
当日，德国首都柏林举行传统“博物馆长夜”活动，柏林各家博物馆从当日18点到次日凌晨2点面向公众

开放。本次“博物馆长夜”活动共有77家博物馆参加，并为柏林民众准备了近700项各类文化活动。
新华社记者 张帆摄

新华社东京 8月 30日电 （记者蓝建中）小孩接种

流感疫苗到底有没有预防效果？日本研究人员最新调

查发现，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接种疫苗后，预防流感的效

果是不同的。例如，6个月至 11个月年龄段的孩子和 13

岁至 15 岁年龄段的孩子即使接种了流感疫苗，也没有

预防效果。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的研究人员以 4700 多名孩子为

调查对象，这些孩子年龄从 6 个月至 15 岁不等，都出现

过 38 摄氏度以上的发热，并于 2013 年 11 月至 2014 年 3

月到该校附属 22家医院就诊。

研究小组调查了这些孩子是否感染流感病毒以及

是否接种过流感疫苗，并且分析了各种流感疫苗对于预

防甲型和乙型等流感的效果。如果接种了疫苗，但是仍

有很多感染病例，则预防效果很低；如果接种疫苗后很

少有人感染，则预防效果就高。

结果显示，6个月至 11个月年龄段的婴儿在接种疫

苗后，并不能预防甲型流感。而 13 岁至 15 岁年龄段的

中学生接种疫苗后，既不能预防甲型流感，也不能预防

乙型流感。

不过，在其他年龄段，流感疫苗对甲型流感的预防

效果较好。研究小组认为，在 1 岁至 12 岁阶段，流感疫

苗能够预防 60％至 70％的发病，特别是对甲型 H1N1流

感的预防效果更好。

人们一直希望接种疫苗后能够预防流感发展成重

症。研究小组通过对全部年龄段进行调查后发现，甲型

流感疫苗整体上可以减少 76％的重症化，甲型 H1N1流

感疫苗可以减少 90％的重症化。不过乙型流感疫苗则

没有发现有预防重症化的效果，而且此次调查还显示不

分年龄段整体上乙型流感疫苗的有效率只有 26％。

研究小组对 2014 年至 2015 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

析，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相关论文发表在新一期美国

《科学公共图书馆综合》杂志网络版上。

流感疫苗对孩子有预防效果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