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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环球短讯

科技日报北京9月 15日电 （记者张梦然）在全球

“活化石”物种的榜单上，腔棘鱼一直位列榜首，这种深

海鱼甚至一度被认为已经灭绝。而巴西科研人员最新

发表的论文，确认了活着的腔棘鱼当中有肺的存在，并

证实肺已经不再具有任何实际功能，但是它能帮助人

们了解到这种著名的“活化石”鱼类 4.1 亿年前的古老

祖先们是如何生存的。

腔棘鱼是一种大型的肉鳍鱼，是现今还存活的最

古老鱼类，但很长一段时间它都被认为在约 6000 万年

前即已灭绝，直到 1938 年，人们才在南非的海边发现

了还存活的一个物种——西印度洋矛尾鱼（Latimeria

chalumnae），从此它们获得了“活化石”的称号。与已经

变成化石的物种相比，矛尾鱼缺少一个典型的“钙化

肺”，钙化肺被认为是一种对于浅水的适应特征，而且

科学家一直不清楚的一点是：那些已经变成化石的物

种，在当下腔棘鱼的身体结构中是否还有少许残余。

此次，巴西里约热内卢大学普鲁裸·布里托和他的

研究团队，使用 X-射线断层扫描成像方法，成功完成

了活腔棘鱼种西印度洋矛尾鱼五个发育阶段的肺的 3D

模型重建。研究人员证实，虽然这个物种在早期胚胎

中具有一个发育良好的、有可能发挥功能的肺，但这个

肺在后来的胚胎阶段、亚成体阶段和成体阶段的生长

很大程度地减缓了，最终变得没有功能，从而退化了。

研究团队还报告称，在成年矛尾鱼退化的肺周围

散布着小而柔软的“盘”装结构，并且表示它们与腔棘

鱼化石的“钙化肺”比较类似。虽然这些结构在如今用

鳃呼吸的腔棘鱼当中已经不再使用，但对已经变成化

石的那些物种来说，研究人员认为这些“盘”在调控肺

活量中曾经起过一定作用，而当后来的物种适应了深

水环境后，这些“盘”的作用便最终消失了。

研究相关论文发表在 15 日出版的英国《自然-通

讯》杂志上。

3D模型确认活腔棘鱼有“没用”的肺
有助了解这种“活化石”鱼的生存演变

据BBC等英媒近日报道，英国布里斯托Open Bi-

onics公司 27岁的乔尔·吉伯德，凭借设计的原型 3D打

印机械手，获得了2015年度英国詹姆斯·戴森设计奖。

与现有同类产品相比，吉伯德设计的机械手制作时间

大大缩短，价格也大幅度降低。通过3D扫描患者的截肢，

40小时内就可量身定做出非常轻便的机械手。该设计被

戴森奖誉为“开启了机械手发展历程的阶跃式变化”。

源自卧室的创业

2013 年 ，刚 从 普 利 茅 斯 大 学 毕 业 的 25 岁 的 乔

尔·吉伯德怀着一种强烈愿望，要让年轻截肢患者拥

有令其自豪的机械手。为此他放弃了待遇优厚的工

作，通过众筹计划走上了研发 3D打印机械手之路。

最初，他从家人、朋友以及一些手指截肢患者

那里筹措了 44000 英镑，并得到了大名鼎鼎的布里

斯托机器人实验室的支持，把卧室作为办公室开始

了设计工作。他向采访他的记者说：“在遇到职业

厨师利亚姆和 6 岁小女孩夏洛特之后，这一想法更

加执着。利亚姆需要一只机械假肢手，来帮助他完

成厨房的日常工作；夏洛特则因患脑膜炎失去了全

部手臂，但她看不上现有假肢手，认为它们过于丑

陋、过于沉重。”

在设计过程中他也曾遇到很多挑战，先后 10多次

修改原设计方案，最终将部件数量大幅减少为 4 个。

他说，正是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人的不断激励，使他

锲而不舍地最终将设计引入市场。

想颠覆整个行业

吉伯德设计的机械手是由 3D 打印的 4 个独立部

分组成。机械手通过紧贴于使用者皮肤上的传感器

侦测肌肉运动，再利用这些肌肉电讯号控制手的抓握

动作。使用者收缩一次肌肉便可控制手指的展开和

闭合，收缩两次肌肉就可使机械手完成轻握动作。使

用者本人无法具体感觉到手指正在接触的究竟是何

物，但当传感器接触到物体时却能分辨出来，从而控

制手指的施力强度。这样，即便握住类似鸡蛋一样的

易碎物品也不会将其弄碎。

利用一种配置特殊传感器的小平板，吉伯德在数

分钟之内就能对一名使用者做出综合判断，然后在 40

小时内 3D打印出机械手的各个部件，再需两小时就能

成功装配一只机械手。他最初的设计主要是采用塑料

部件，用螺栓将其与其他一些现成部件组装在一起，耗

时长且易折断。新设计采用了热塑性弹性体，需打印

的部件数量只有4个，还具有柔性接头。这意味着新机

械手能承受更大的撞击力，需要更少的装配流程，因此

可以节约成本和时间，其性能也得到了改善。

迄今，Open Bionics 公司已制作了 10 只机械手，

并获得了一些订单。但吉伯德承认，设计依然有很多

局限性。他说：“与那些高端产品相比，目前使用的是

低成本电机，因而综合实力就相对较低。我们通过使

用者和家用物品等对设计进行测试，正在尝试实现一

种折中方案——消费者能够支付得起，且拥有足够力

量帮助人们完成他们想做的大部分事情。”

吉伯德的计划也获得了美国迪斯尼创业孵化器

“技术新星加速器”（Techstars Accelerator）的资助。目

前，吉伯德这种设计只能帮助那些失去前臂的患者，

其最终目标是能帮助所有肘上截肢患者。吉伯德愿

意让截肢者免费分享和使用其设计，但他们要共享使

用中的任何改进建议。

吉伯德打算于 2016 年开创一家公司专门销售定

制机械手，并设定了最终目标——向所有人提供他们

能支付得起的机械手，以此颠覆假肢产业。

开启行业里程碑

摘取英国詹姆斯·戴森设计奖有助于吉伯德的设

计获得更广泛认可，并有机会与其他 20多位竞争者角

逐 2015年度国际詹姆斯·戴森设计奖。英国国际修复

外科和培训基金会创始主席芭芭拉·杰梅克女士认

为，“具有正常功能的机械手能对那些迫切需求者带

来重大影响，能使他们正常工作、照顾自己和家庭。

吉伯德正在推进假肢修复器械的实用性进程，这值得

祝贺。我将怀着极大兴趣关注其未来进展。”

詹姆斯·戴森说：“这表明大胆创意并不需要巨额

资金，如果该技术能取得成功将会提高全世界截肢患

者的生活质量。”他还在一项声明中指出：“通过快速

的原型技术，吉伯德已经开启了机械手发展历程的阶

跃式变化。”

（科技日报伦敦9月15日电）

大 胆 创 意 无 需 巨 额 资 金大 胆 创 意 无 需 巨 额 资 金
——3D 打印机械手获英年度詹姆斯·戴森设计奖

本报驻英国记者 郑焕斌

据新华社联合国 9 月 14 日
电（记者顾震球）第一个由中国民

间机构参与并赞助的联合国能源

大奖 14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揭

晓。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第 69

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库泰萨、负责经

济和社会事务的联合国副秘书长

吴红波等出席颁奖典礼。

美国非营利机构“我们关心太

阳能”因研发便携式太阳能电力供

应系统，解决了非洲、南亚及其他

偏远地区妇女因缺电而在黑暗中

分娩导致死亡及婴儿夭折等问题，

获得“联合国－中华能源基金委员

会能源可持续发展资助大奖”。阿

布扎比的“马斯达尔特别项目”获

得特别贡献名誉奖。

潘基文在致辞中说，能源问题

是联合国的一个工作重点，能源与

经济增长、社会平等，以及稳定的

气候和健康环境紧密相连。能源

是各国实现发展目标的关键，从消

除绝对贫困到提高食品安全，以及

为基本医疗服务机构和教育机构

提供电力都离不开能源。

据介绍，此次能源大奖创下三

个第一：一是联合国成立 70 年来

第一个面向世界机构及个人的能

源大奖；二是首次设立单项奖金金

额为 100 万美元的联合国大奖，也

是联合国首次推出最大金额的单

项资助奖金；三是第一个由中国民

间机构参与并赞助的能源大奖，也

是迄今为止中国第一次在国际社会发起、数额最高的关

于能源及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奖金计划。

“我们关心太阳能”此次获得奖金 100 万美元。他

们研发的太阳能手提箱是一个简单轻便、经济实惠的太

阳能储存器，可为产房、急诊室照明，并为所需仪器设备

提供足够电力，避免发生因电力短缺导致产妇在分娩过

程中死亡的悲剧。

这次获奖的企业与个人是从世界 200 多个报名者

中，经全球能源界权威人士组成的评奖委员会多轮评选

产生的。该奖项将在今后五年内，每年颁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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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维也纳9月 14日电 （记者刘向）国际原子

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 14 日在维也纳说，中国正在发

展核电新技术并重视未来核电的安全，这令人鼓舞，人

类可以从核电技术发展中受益。

14 日，天野之弥与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许达

哲共同参观了中国自主研发的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

号”和大型压水堆 CAP1400 的展台。天野之弥在参观

后对记者说，为确保核能的未来，开发新技术并加强核

电安全性能非常重要。

许达哲说，中国发展核电技术，把安全放在非常重

要的位置。华龙一号采取“能动和非能动相结合”的安

全设计理念，保证核岛的安全。CAP1400 拥有先进的

非能动压水堆核电技术。中国希望加强国际合作，让核

能造福全人类。

天野之弥说，核电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社会接受程

度，日本福岛核事故引发人们对核安全的担忧，对核能

的未来产生了负面影响。国际原子能机构最近发表了

有关福岛核事故的报告，希望报告有助于人们吸取教

训，加强核电安全。

许达哲在当天开幕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第 59届大会

上发言说，今年 5月和 8月，“华龙一号”的国内首堆和国

外首堆分别正式开工，标志着该技术的先进性、成熟度、

经济性等已得到广泛认同。与此同时，中国自主研发的

大型压水堆 CAP1400 和小型多功能堆 ACP100 等核电

技术研发也进展顺利，具备了工程实施的条件。

为期 5天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第 59届大会 14日在维

也纳联合国城开幕，来自机构 165个成员的几百名政府

代表与会，讨论机构未来一年的计划和行动。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称

中国核电发展令人鼓舞

奔驰“数字变形金刚”概念车法兰克福车展全球首发
9月15日，在德国法兰克福国际车展媒体预展上，戴姆勒集团董事长、梅赛德斯-奔驰汽车公司总裁蔡澈在梅赛德斯-奔驰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全球首发奔驰“数字

变形金刚”智能空气动力概念车。当天，法兰克福国际车展向媒体开放。 新华社记者 罗欢欢摄

新华社华盛顿9月 14日电 （记者林小春）美国

白宫 14 日宣布，将投入 1.6 亿美元资金推动“智能城

市”计划，帮助提高城市服务水平。

白宫当天发表声明说，奥巴马政府“智能城市”计划

将首先推动“物联网”应用试验平台的建设。“物联网”是

指由互联设备、智能传感器和大数据分析构建的一个无

所不在的网络，美国有机会成为该领域的“全球领头羊”。

声明还表示，当今世界 54％的人口居住在城

市。到 2050 年，全球城市人口预计将再增加 25 亿

人，其中约 90％的增长将集中在非洲和亚洲。持续

的人口增长和城市化将会为美国智能城市相关产品

和服务创造巨大的出口机会。

从投资机构看，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家标

准与技术研究所将提供共计 4500 万美元资金，以用

于建设智能城市的研究用基础设施。另一些美国

联邦政府机构如运输部将提供共计 1.15 亿美元资

金，以用于探索城市安全、能源、气候、交通和健康等

方面难题的解决方案。

美将投资1.6亿美元推动“智能城市”计划

新华社伦敦9月14日电 （记者张家伟）英国气

象局 14 日发布研究报告说，全球气候系统出现的一

些变化将影响气温和降水趋势，预计创纪录的高温

天气会继续在 2015年和 2016年出现。

继 2014 年创下史上最热年份后，美国国家海洋

和大气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前 3个月的气温也达

到创纪录的水平。这也符合英国气象局做出的相关

预测。

英国气象局研究人员分析了主要区域的气候数

据后发现，在太平洋和大西洋区域自然的气候循环

周期出现逆转现象，这会进一步放大气候变化的影

响，导致各地气候模式异常，部分地区可能会继续遭

受热浪侵袭。

此前有观点认为，全球气温上升趋势已处在一

个暂缓上升的区间，但气象局的研究人员说，所有迹

象都表明气温其实仍在上升，全球变暖的趋势会在

未来数年内加速发生。

英国气象局下属的哈德利气候预测与研究中心

教授斯蒂芬·贝尔彻说，今年以来的高温天气显示了

持续上升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所带来的影响，类似

的趋势会在明年延续，“很明显我们的气候正不断出

现变化”。

英研究预测全球高温天气将延续到明年

新华社东京9月14日电 （记者蓝建中）日本国

立癌症研究中心 14日首次公布了该国各都道府县的

癌症患者 5年生存率。

调查显示，日本所有经过治疗的癌症患者 5年生

存率平均达到 64.3％，说明大部分癌症患者经科学

治疗可以存活下来。

5 年生存率是指癌症患者在治疗后生存 5 年以

上的比例。癌症经过治疗 5年后再复发或转移、扩散

的比例很小，可被认为痊愈，所以 5 年生存率是医学

界通行的评估癌症疗效的指标。

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统计的是 2007年在合作

医院被诊断为癌症后开始治疗者的 5年后生存率，共

获得 177 家医院约 17 万名患者的数据，其年龄跨度

为 15岁至 99岁。

调查发现，在各种主要癌症中，乳腺癌、大肠癌

和胃癌的 5 年生存率较高，肺癌和肝癌则不容乐观。

其 中 乳 腺 癌 5 年 生 存 率 达 到 92.2％ ，大 肠 癌 为

72.1％ ，胃 癌 为 71.2％ ，肺 癌 和 肝 癌 则 分 别 只 有

39.4％和 35.9％。

此次提供癌症数据的日本医院均与这家研究中

心有合作关系。该研究机构还公布了不同地区的癌

症患者 5 年生存率，结果该生存率最高的东京达到

74.4％，而最低的冲绳只有 55.2％，相差近 20 个百分

点。这说明日本不同地区的癌症诊断和治疗水平差

异较大。

该研究中心希望，那些癌症患者 5年生存率低且

得到早期确诊的患者比例较少的日本各地能以此次

调查为契机，改善其防癌措施。

日本主要癌症患者5年生存率达60％以上

乔尔·吉伯德和他的3D打印机械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