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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9月 11日电 （记者房琳琳）瑞典查

尔莫斯大学研究人员能够用一种新的显微技术来观

察单个纳米粒子，而不是观察聚集在一起混杂不清的

一团粒子。发表在《自然·材料》杂志上的成果显示，

研究人员利用等离激元纳米光谱电子成像技术实现

了对单个钯纳米粒子的观察。

项目领导者克里斯托弗·朗海默说：“我们能够证

明，通过观察单个纳米粒子就可以洞察纳米材料与周

围分子之间相互作用的物理属性。”

据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光谱》杂志官

网 11 日报道，研究人员用这种技术检测单个钯纳米

颗粒吸收氢的能力，实验发现，尽管纳米粒子具有相

同的大小和形状，但在 40 毫巴（大气压力单位，1 毫

巴＝100 帕斯卡）的大气压力下吸收氢的程度是不尽

相同的。

在 现 实 应 用 中 ，这 种 观 察 能 够 帮 助 开 发 更 为

敏 感 的 氢 传 感 器 ，用 以 探 测 燃 料 电 池 汽 车 的 泄 漏

问题。朗海默说：“氢传感器在工作时的主要挑战

之 一 ，就 是 能 否 设 计 出 对 氢 的 反 馈 具 有 线 性 和 可

逆性的材料。”

此前，已经有人能够为单个纳米粒子成像，但这需

要较高的成本来给纳米粒子加热，或者用其他的方式

消除影响观察精确度的问题。

朗海默说：“当要研究单独纳米粒子，你需要让某

种特殊的探测器去询问这个粒子‘你在做什么’？这通

常意味着需要在极其细微的范围内聚焦一束高能电

子，或者光子。然后你能迅速获得非常高能的密度，但

它可能破坏你想要观察目标的某些过程。”

新方法不仅将这种破坏作用降到了最低，还能很

好地与环境相协调，能够允许在实际环境中一次只研

究一个纳米粒子。这种在实验室外观察纳米粒子的能

力可能让“环境中的纳米粒子影响力”成为该领域的重

点发展方向。

新成像技术能洞察单个纳米粒子
或有助于开发更敏感的氢传感器

15 年前，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的诞生曾震惊整

个医疗界。现如今，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孙钰教授正在

把机器人手术推进到全新的细胞水平。

达芬奇系统，医疗机器人领
域的成功范例

这项可在微观水平执行的微型机器人细胞手术

新技术由孙钰所在的先进微纳系统实验室开发，而该

实验室是孙钰 2004 年进入多伦多大学机械和工业工

程系时创立的。孙教授曾多次荣获多伦多大学干诺

道创新奖（2011年—2014年），并于 2014年成功当选加

拿大工程院院士，他目前还是加拿大微纳工程系统领

域的研究主席。

孙钰说，在医疗机器人领域，迄今最成功的例子

就是达芬奇机器人系统。其成功之处不仅在于学术

成果，还在于其对社会产生的重大影响。

作为被世界各地医院采用的一项主流技术，达芬

奇系统允许外科医生通过监视三维虚拟现实环境，更

直观地操作手术进程。达芬奇系统给孙教授在微型

机器人细胞手术领域的工作赋予了灵感，孙钰希望其

正开发的新技术也能带来类似的社会影响力。

技术有新旧，新技术比旧技
术有更多优势

孙钰表示，技术有高低新旧，或许都能获得良好

的手术效果，但新技术无疑会使手术过程更高效，速

度更快，对患者的侵入性也较小。

新系统的潜在应用之一是肿瘤细胞的微活检。

孙钰团队开发的一个可安装在机器人手术系统上的

小爪，能抓住单个或少量的细胞用以活检。这种方法

的优势在于对患者造成入侵和创伤较小，而且跟目前

普遍使用的活检方法一样不会对肿瘤细胞造成破坏。

另一个应用前景则在于体外受精。体外受精技

术由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爱德华兹于上世纪 70年

代发明，并创建了全球首个试管婴儿。孙钰实验室正

在努力开发新的机器人技术以改进精子的选择和注

入过程。

当前的手工过程需要高技能胚胎学家将单个精

子收集到一根针中，并将其注入卵子。精子尾端宽度

仅为约 1 微米，而人类头发的宽度约为 80 微米。因此

手工方法对胚胎学家的灵活性要求极高。

相比之下，孙教授的机器人注入系统则要精确和

有效得多。包含在成人手掌般大小设备内的微机器

人，能够抓取单个健康精子并将之注入卵子，所有这

一切只需点几下鼠标即可轻松完成。

孙钰开发的这个新系统曾在 2012 年进行过首次

小规模人体试验，当时卵子已成功受精，可惜的是患

者最终流产了。目前，孙教授正在筹措资金，并争取

在今年到位，以便对技术进行进一步改进并开展大规

模人体试验。

孙钰说，体外受精机器人系统拥有与其他机器人

系统一样的固有优势：更为精确和高效，降低人力技

能需求。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 6对夫妇中就有 1

对不能正常生育。此外，治疗不孕症的专业人士数量

也极为短缺。体外受精是最需要机器人和自动化技

术的领域之一，新技术应用带来的社会效益将会非常

明显。

（科技日报多伦多9月10日电）

不孕不育莫要慌不孕不育莫要慌，，微型机器人来帮忙微型机器人来帮忙
——加华裔科学家开发微型机器人细胞手术新技术

本报驻加拿大记者 冯卫东

9月10日，在美国纽约，一名美国观众在图片展上参观中美文化交流图片。当日，由美国中国总商会举办的《梦想与坚持——中美关系发展历程》与《中美铁路合
作150年回顾》图片展在纽约曼哈顿开幕。该图片展以翔实的历史资料图片再现了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新华社记者 王雷摄

新华社东京 9月 10日电 （记者蓝
建中）东京大学 10 日发表的一份公报

称，该校研究生院教授河西春郎领导的

研究小组通过操控老鼠脑神经细胞的某

个“零件”的大小，成功消除了老鼠的一

种运动记忆。这一发现有助于研究具有

类似症状的认知障碍。

树突是神经细胞上形似树枝般的突

起，而树突棘是树突继续分岔而形成“零

件”。树突棘上有特定受体，能与神经细

胞间传递刺激信息的“中转站”——突触

相互结合。此前有研究显示，个头儿大

的树突棘上有较多受体，因此与突触结

合得更紧密，而小树突棘则与突触结合

得弱一些。随着记忆和学习活动增多，

部分树突棘会增生变大。

河西春郎和同事在新一期英国《自

然》杂志网络版上报告说，他们通过基因

操作，培育出一种老鼠。当它们的大脑

受到蓝光照射时，脑神经细胞的树突棘

就会缩小。

研究者把15只这样的老鼠放到旋转

的圆筒上，当老鼠在圆筒上跑动时，圆筒会

旋转得越来越快。起初，这些老鼠在圆筒

上平均只能跑2分半钟就会掉落下来，但经

过反复练习，老鼠们逐渐掌握了技巧，平均

能在圆筒上跑将近4分钟。研究小组随

后发现，这些老鼠脑神经细胞的部分树

突棘有所变大或是发展出新的树突棘。

此后研究人员通过蓝光照射使上述

老鼠的树突棘缩小，结果老鼠们在圆筒

上平均跑不到 3分钟就掉下来了。研究

小组据此认为，在人为操控导致老鼠的

树突棘缩小后，它们通过神经回路接收

的刺激信息减少，通过学习获得的运动

记忆也消失了。

研究小组指出，此次实验显示树突

棘是实现记忆功能的一个重要“零件”。这一发现有助

于进一步研究某些认知障碍的原因和创伤后应激障碍

的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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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9月 11日电 （记者房琳琳）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黎明”号飞船新发回的一组

图像中，矮行星谷神星中最大的亮点闪耀着神秘的光

芒。这些迄今为止最接近奥卡托火山口的图片分辨率

高达 140 米/像素，使得科学家能从更深的层次和全新

的角度开展研究。

“黎明”号团队利用这组新图片，了解了近距离的

谷神星亮点形状、中央点和坑底特征。他们将两张不

同角度的图片复合处理，获得的新图片能显露亮点及

其周围表面特征。他们还制造出一个可视的虚拟动

画，能模拟“黎明”号飞临火山口的视觉演示图，其中包

含了彩色地形图。

这组清晰图像是从距离谷神星表面 1470公里处的

轨道高度拍摄的，比 6 月份传回照片的分辨率好 3 倍，

比 4月和 5月的好上 10倍。科学家注意到，火山口边缘

有一些地方几乎直上直下，落差高达 2公里。

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的“黎明”号首席工程师、项

目主管马克·雷蒙说：“借助‘黎明’号的努力，近来发现

的那些少数‘亮点’已经变成了复杂、美丽、熠熠发光的

景观。很快，科学家的进一步分析将揭示这些令人着

迷的外星景观的地质和化学性质。”

“黎明”号已经完成了两个为期 11天的谷神星地表

测绘周期，9 月 9 日开始第三个周期。它将在接下来的

两个月内完成剩下的六次测绘，而每次测绘周期包含

14个轨道高度，通过每个周期略有不同的拍摄角度，科

学家将完成谷神星的立体视图和 3D地形图。

“黎明”号飞船是第一个造访矮行星的任务执行

者，也是第一次飞临太阳系两个距离遥远的天体目标

开展探测任务。2011 年到 2012 年的 14 个月期间，它

环绕灶神星进行了系列研究，并于今年 6 月到达谷神

星轨道。

谷神星神秘亮点细节照曝光
其地质和化学性质仍待解

纽约举行纽约举行《《中美关系发展历程中美关系发展历程》》图片展图片展

新华社开普敦9月10日电 （记者高原）南非人

类学家 10日宣布，他们在约翰内斯堡西北大约 50公

里处发现了原始人骨骼化石，该物种此前不为人知，

这一发现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人类的起源和进化。

当天，南非金山大学的人类学家首次展示了这

些新发现的原始人骨骼化石，其发掘地点位于一处

洞穴。此次发掘共发现骨骼化石 1550 多块，其中包

括头骨、颚骨、牙齿和指骨，它们分别属于该物种的

幼年、成年及老年个体。

南非研究人员将这个新人种命名为“纳莱迪

人”。南非金山大学人类学教授李·伯杰说，这是一

个“了不起的发现”，可能会改变学界对人类先祖的

认知。初步研究显示，纳莱迪人身高 1.5 米左右，能

够直立行走，生活在距今 250 万至 280 万年前，可能

是有意将死者尸体藏于洞穴深处。而此前很多学者

认为，这种存放尸体的行为是人类进化到距今较近

的某个时期才形成的习俗。

研究人员还指出，纳莱迪人的手掌、腕关节和脚

与现代人相似，但前者的大脑仅相当于一个橙子大

小，其上半身结构也较为原始。

此次发掘现场位于斯泰克方丹古生物化石区，

它是世界上埋藏古人类遗迹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这

里发现的人类先祖化石约占全球总数的一半，为探

索人类起源提供了大量重要依据。

南 非 人 类 学 家 发 现 新 人 种 化 石

新华社巴黎9月10日电（记者韩冰）法国总统奥

朗德10日说，目前距离巴黎气候大会在年底召开仅约

3个月时间，法国在此期间将多管齐下，为 190多个与

会方如期在巴黎达成新的气候协议创造条件。

奥朗德说，国际气候谈判已显现一些积极信号，

截至 9月 10日，已有 60个国家提交了自主贡献文件，

尤其是中美等重要国家均已就应对气候变化进程提

供路线图。但不应忽视的是，国际气候谈判“仍存在

较大的失败风险”。

奥朗德说，为保证新的气候协议在巴黎如期达

成，法国希望借 9 月底联合国大会召开之机，组织各

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就气候变化进行讨论，为气候谈

判注入政治推动力。

同时，法国还将以10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

银行年会召开为契机，再次呼吁欧盟开征金融交易税，推

动发达国家履行筹资承诺，为气候谈判减少障碍。

在 2009 年举办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发

达国家曾承诺 2020 年前每年共同筹集 1000 亿美元

资金，用于应对气候变化，但这一承诺至今未实现，

成为国际气候谈判达成协议的一大“拦路虎”。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将于今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1 日在法国召开。法国总统府提供的资料显示，届

时将有 195 个国家及欧盟派出代表参会。参加会议

的还包括来自全球各地的近 2000个非政府组织。

法称将为在巴黎达成气候协议创造条件

（上接第一版）
会议强调，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必须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前进方向，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紧紧

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实践、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推出更

多无愧于民族、无愧于时代的文艺精品，不断满足人民精

神文化需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的

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

会议强调，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要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建立经得

起人民检验的评价标准。要聚焦中国梦的时代主题，培

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国精神成为社会主

义文艺的灵魂。要把创新精神贯穿创作生产全过程，高

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理论和评论工作，大力发展网络

文艺，加强文艺阵地建设，推动优秀文艺作品走出去。

要把思想道德建设放在队伍建设首位，培养造就文艺领

军人物和高素质文艺人才，做好新的文艺组织和新的文

艺群体工作，努力建设德艺双馨的文艺队伍。

会议强调，党的领导是文艺繁荣发展的根本保

证。各级党委要把文艺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抓好

宏观指导，把好文艺方向。各级政府要把文艺事业纳

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落实中央支持文艺发展的

政策，制定本地支持文艺发展具体措施。各级党委宣

传部门要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做好文艺工作，形成党

委统一领导，宣传部门牵头抓总，文化、教育、新闻出版

广电、文联、作协等部门和团体协同推进，社会各方面

积极参与的文艺工作新格局。要选优配强文艺单位领

导班子，推动文艺界廉政建设，营造繁荣发展文艺的良

好环境。要不断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加强和改进

文艺评奖管理，切实提高评奖公信力和影响力。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