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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

际 癌 症 研 究 机 构（IARC）

26 日宣布，经过来自 10 个

国家的 22 位专家对 800 多

份现有相关科学研究的深

入分析，发现有足够证据

表明，食用加工肉制品会

导 致 人 类 罹 患 结 肠 直 肠

癌，因此决定将经过腌渍、

烟熏、发酵或其他用于增

强口味或防腐处理方式制

成的加工肉制品列为“致

癌物”，并把生鲜红肉，即

牛 、羊 、猪 等 哺 乳 动 物 的

肉，列为仅次于加工肉制

品的“致癌可能性较高”的

食物。报告指出，若每人

每天摄入 50 克（1 两）加工

肉制品，可导致罹患结肠

直肠癌的风险升高 18％。

这样的消息足以把吃

货们吓哭。

28 日，中国肉类协会

相关人士的回应多少算是

给了吃货们一颗定心丸。

“IARC 这 个 报 告 是 不 慎

重、不科学的，且报告结论

不能完全代表全球科学界

观点，肉类产品是否致癌

还需进行更为全面、客观

的 风 险 评 估 才 能 得 出 结

论。”北美肉类协会、韩国

肉类加工协会也先后发表

了类似观点。但因是利益

相关方，消费者对这类观

点也是将信将疑。

小伙伴们到底还能不

能愉快地“撸串”？吃肉到底会不会得癌症呢？科技日

报记者为此采访了有关专家。

吃了致癌物并不一定得癌症

“IARC的致癌分级依据是致癌证据的确凿程度。”中

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朱毅告诉科技

日报记者，物质的致癌等级和致癌能力不是一回事。她

解释说，“培根、火腿属等级最高的Ⅰ类致癌物，意思是有

很确凿的证据显示它们能增加人罹患癌症的风险，但这并

不表示吃了培根、火腿就一定得癌症。”（下转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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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电、供热、淡化海水需求

时，将电站拉过来；不需要了，用船

将电站拉走，这种“招之即来挥之

即去”的海上浮动核电站为未来海

洋开发注入一剂强心剂。

据媒体报道，当地时间 10 月

26日，英国劳氏船级社宣布与中核

集团下属的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

院签订框架协议，共同联合研究搭

载浮动核电站的船舶法规标准。

值得一提的是，该海上浮动核

电 站 是 利 用 小 型 核 反 应 堆 建 造

的。英国劳氏船级社大中华区能

源战略发展副总裁梅尔文·张说：

“这个项目将为核电如何能在能源

和海洋中可持续发电树立榜样。”

“小型核反应堆如今是研发热

点，是国际核能应用开发的新趋

势。”业内人士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以前核能应用主要集中在核电、核

舰船动力推进，如今更注重谋求多

元化应用市场，包括供热、供电。

在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定

义 中 ，“ 小 型 ”机 组 是 指 电 功 率

300MW 以下的机组，而电功率在

300MW 以上、600MW 以下的为中

型反应堆机组。中、小型反应堆类

型有：轻水堆、高温气冷堆、液态金

属反应堆和熔盐堆，轻水堆是小型

堆的主要堆型。

2004年 6月，IAEA宣布重新启

动中、小型反应堆的开发计划。国

际上，美国、俄罗斯、韩国等核电强

国已着手小堆研发和应用。

在我国，包括中核集团、中国

核建、中广核集团在内的核电企业

近年加快小型核反应堆研发和推

广，虽起步时间不同，但发电、供

热、海水淡化等工业化和市场推广

成为共识。

相关人士表示，现在小型核反

应堆技术大都出自核动力舰船的

小型反应堆，技术水平和工程实用

都已非常成熟。浮动式核电站因

采用成熟技术以及高效、经济性等

优点，被认为是最理想的海洋开发

能源保障，近年逐步成为世界核能

界关注的热点。

2010年6月，ACP100成为中核

集团重点科技专项，根据应用范围

不同，分为陆上小型堆和海上浮动

堆（ACP100S）两个类型，用时约 5

年完成了设计和关键试验验证，并具备工程实施条件。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多用途模

块化小堆总设计师宋丹戎在“第三届能源论坛”上透

露，计划 2016 年完成 ACP100S 工程初步设计，工程开

工；2017 年，完成工程主系统施工设计，船体下水；2018

年，完成电站主设备安装；2019年，电站建造调试完成，

并投入运行。

虽然在 2010 年才被立为专项，但相关人士表示，

ACP100项目已有 20多年技术研发历史。

“它采用‘固有安全加非能动安全’的设计理念，安

全性好。”针对海上应用特点，相关专家介绍，ACP100S

相关主设备均开展过抗冲击试验，设计时充分考虑海

上台风、海冰、雪载荷等对核动力装置的影响。

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美国将船只改造的 10MW 浮

动式核动力装置用于军事基地供电。美国海上电力系

统公司曾设计完成两个安装在驳船上的浮动式核电

站，并计划部署 4座这样的浮动式核电站满足石油开采

需求，但因 70 年代后期的石油危机导致能源需求减少

而放弃建造计划。俄罗斯首座浮动核电站于 2007年开

工，船体已下水，预计 2016年交付使用。

有预测称，到 2030 年全球将在运 1820 万千瓦的模

块式小型核反应堆，到 2050年，该型堆可占经合组织与

非经合组织国家核电装机容量的 25％。

（科技日报北京10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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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关注着大家。你们有一点高兴的事，我们也

高兴；你们有一点难过的事，我们也难过。”中国商用飞

机浦东基地奠基石上的题字——“让中国的大飞机早

日飞上蓝天”，也是科技部沉甸甸的牵挂。

10 月 27 日—28 日，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

万钢一行来上海调研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实施情况，先

后考察了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航天设备

制造总厂和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万钢指出：“要集

中精力办大事，潜心努力办大事，齐心合力办大事，实

现跨越式发展，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来到中国商飞有限责任公司，驻足于 C919 大型客

机 01 架静力试验机中机身部段前，万钢对试验机大部

段的制造材料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询问，还细心地就铆

钉制造金属的选择与相关人员饶有兴致地进行了交

流。万钢说，基础研究很重要，有些部件看起来很小，

但很关键。先后察看了中国商飞总装制造中心浦东基

地复材车间、C919 大型客机部装车间、总装车间，万钢

一行实地了解了中国商飞型号研制进展，并听取了有

关情况汇报。中国梦连着科技梦，科技梦助推中国

梦。实现中国梦，科技是动力、是支撑。发展大飞机项

目是国家作出的重要战略决策，是向全世界展现中国

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志，更是中国梦不可分割的部分。

万钢强调，中国商飞要进一步探索创新机制，投入

到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潮流中去，建立开放

性、协调性、众创性和共赢性结合的创新中心，整合创

新资源，吸引更多人才，提升企业的科技竞争力。科技

部将继续为中国商飞公司做好各方面服务保障工作，

汇集全国科技力量，支持民用航空工业发展。

“我们 3D 打印的产品已经飞上天了！”上海航天设

备制造总厂相关人员向万钢介绍说。在上海航天设备

制造总厂，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的“高档数控机床与

基础制造装备”专项成果显著。其中，“航天复杂结构

件高档数控加工示范工程”“大型关键构件搅件摩擦焊

设备”更是证明了国产数控机床也可以加工航天部

件。工业 4.0 在航天上的应用使传统意义上难以加工

制造的高温合金部件成为现实，包括长征系列火箭上

应用的铝合金零部件等都可用于批量生产，大大加快

了研发进程，大幅节省研发成本。 （下转第八版）

齐 心 合 力 办 大 事
万钢在上海调研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实施情况

李 俊 本报记者 王 春

10 月 27 日，美国“拉森”号军舰未经中国政府允

许，擅自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邻近海域。我

海军舰艇和航空兵依法对美舰进行了必要的、合法

的、专业的跟踪、监视和警告。

军事专家张军社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指

出，美军自 1979 年以来长期在世界海洋实施的所谓

“航行自由计划”，其实质就是以美国的标准、依靠美

国强大的海上力量挑战其他国家在领海、专属经济

区、群岛水域、海峡等海域的主权和管辖权。中方完

全可以采取一对一盯梢战术。在对方舰艇试图进入

领海时，通过无线电警告、喊话、外逼、撞击等逐步升

级的方式来应对。

“这是国际通行的做法。美国和前苏联过去经

常采取这样的做法。”张军社在 10 月 27 日刊发的署

名文章《“航行自由”不是破坏南海和平的借口》中透

露，1988 年 2 月，美国海军第六舰队派出巡洋舰和驱

逐舰各 1 艘驶入黑海，执行“航行自由计划军事宣示

行动”，以挑战苏联制定的军舰无权在苏联领海实施

“无害通过”的主张。苏联军舰采取撞船的方式捍卫

自己的主权，美国军舰在受到损伤后仓皇逃离苏联

领海，之后几十年内美军舰机鲜有再次侵入苏联或

俄罗斯领海的行动。

“一般来说，不会采取武力的方式，而是采取撞

击、喊话、警告等‘冷处理’方式，显示维护主权的决

心，又不至于升级紧张局势。如果迫不得已使用火

炮等武器进行‘热处理’，就会引发态势升级。这显

然不是双方愿意看到的。”张军社指出。

路透社报道称，伴随“拉森”号驱逐舰巡航的还

有 P-8A 侦察机。资料显示，P-8A 的前部机腹携带

有红外/可见光侦察系统，可以对地面、海面目标进

行红外、可见光视频和图像侦察。此外，该机携带有

音频记录装置，对通过无线电侦察来的对方音频信

息进行记录，用于情报分析，美方还能通过记录音纹

进行人物识别。

那么对于此类空中侦察，有没有反制方式？会

不会采取电子战的方式？

（下转第八版）

美航母难以进入南沙岛礁邻近海域
——军事专家张军社谈美军舰南沙巡航事件

本报记者 张 强

科技日报北京10月28日电（记者房琳琳）牵引

波束的概念曾被科幻作家用于《星际迷航》等科幻作

品中，如今科学家让这一幻想成真。英国布里斯托尔

大学和苏塞克斯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共同创造了新

型的声波牵引波束，仅用声波就能举起和移动物体。

研究人员使用由 64 个微型扬声器组成的阵列，

创建了高音调和高强度的声波，通过小心控制扬声

器的输出功率，可以让被控制在某一点力场上的物

品悬停、移动或旋转。

这项发表在最近一期《自然—通讯》上的技术成

果将获得广泛的应用。比如，声波生产线可以在没

有实体接触的状态下运输并组装易碎的物品；微型

声波牵引波束可以在活的组织中抓取并输送药物胶

囊或者操控显微手术器械。

论文第一作者、布里斯托尔大学的阿斯尔·马索

表示，第一次看到牵引波束真的举起了一个物品的

体验令人难以置信。布里斯托大学机械工程系超声

波学教授布鲁斯·均克沃特则称，虽然知道声波可以

产生一定的物理作用，但操控声波到如此地步还是

前所未有的。

“超级触觉”公司创始人之一、苏塞克斯大学教

授瑟莱姆·苏泊尔曼称，他们已经可以单独操控数十

种扩音器，产生最佳的全息图方案，进而无接触地操

控多个物品。

据每日科学网站 28 日报道，研究团队已创建出

三种不同声波力场的工作形态：第一种将之塑造成

一对手指的捏合，就像一个镊子；第二种是声涡形

状，被控制的物体被困在其核心；第三种被认为是最

好的，高强度声波形成一个笼子，能够环绕物体并使

之向任何方向移动。

据了解，之前此类的声学研究局限于在物体周

围布满扬声器，这限制了物品的移动范围，也很难拓

展其他应用。去年，英国邓迪大学提出了牵引波束

的概念，但是并没有举起任何物体。

在血管中运送药物、凌空操作手术、牵引宇宙

飞船，这些都太高大上。如果能把声音塑造成一只

灵巧温柔的手轻抚脸庞，是否也能把它变成一记铁

拳猛击面门，或成为一颗穿透身体的子弹，又或是

湖面吹来的一缕清风？这些想法用到现实中太暴

力，但用到虚拟现实的游戏中，定会创造新的体

验。当前，虚拟现实主要是视觉和听觉，只能做到

身临其境；如果能用

声波进行触觉模拟，

那才是真正的感同

身受。坚信借助虚

拟现实，牵引波束能

很快走进生活。

把声音变成一双灵巧的手
英科学家创造出声波牵引波束

科技日报讯（记者马爱平）记者日前获

悉，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国家有色金属复合

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先进控制凝固团队，

在国家 973、863计划和国际合作项目的持续

支持下，掌握了半固态金属凝固过程的基本原

理，发明了螺旋环缝式电磁搅拌新技术，解决

了铝合金半固态成形的核心技术问题。

将金属材料做成所需要的零件，都有一

个从熔化到成形的过程，也都有一个从液态

金属到固态金属的转变过程。上世纪 70 年

代，人们发现金属材料从液态冷却到固态过

程中，先有部分固态从液体中凝固出来，存在

着一种半液态、半固态共存的过渡状态，这种

液固共存的金属被称为半固态金属。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首席专家、教授

级高级工程师徐骏介绍，半固态金属成形技

术从理论上讲，可以在铝、镁、铜、钢及金属

基复合材料等大多数金属中获得应用，但是

由于各种金属合金的性质不同，在制备半固

态金属浆料过程中会遇到不同的难题。尽

管如此，该项技术作为一种绿色、近终成形

的新技术正在不断得到推广应用。

采 用 该 方 法 ，可 制 备 出 直 径 大 于

300mm 的高强铝合金铸棒；同时，该技术已

落户到湖南文昌科技有限公司，建成国内第

一家车用耐磨铝合金零件半固态专业化生

产企业，产品已经替代进口，实现了科技成

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目前，该技术团队正在利用这项技术原

理，开发地铁及动车用铝基复合材料刹车制动

盘，该产品目前仅有德国和日本可以生产。经

过攻关，现在该产品已经通过中国铁道科学研

究院的考核试验，预计不久，中国的地铁和动

车将会装上国产的关键部件——制动盘。

新技术使铝合金半固态更易成形

科技日报北京10月28日电（记者王小龙）美国密

歇根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 28日发布消息称，通过对“罗

塞塔”号彗星探测器数据的分析，他们在 67P/丘留莫

夫－格拉西缅科彗星（简称 67P 彗星）彗核周围的气体

（彗发）中发现了氧气分子，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发

表在《自然》杂志上的这项研究，极有可能刷新人们对

太阳系形成过程涉及的化学反应的认识。

彗发是彗核的气体蒸发物，一般由水、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和一些尘埃组成。一般来说，离太阳越近，彗

发越大越亮。虽然科学家们在其他有冰的天体，例如

木星的卫星和土星的卫星上也发现过氧气，但对彗星

来说这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安德烈·比埃勒和他的研究团

队，在 2014 年 9 月到 2015 年 3 月期间，使用“罗塞塔”号

上名为 ROSINA-DFMS 的质谱仪，对 67P 彗星的彗发

进行了测量，并将研究结果发表在此篇论文上。

研究人员称，这些测量结果是在“罗塞塔”号环绕

67P 彗星飞行时做出的。结果显示，与水相比 67P 彗星

氧气的平均丰度达到 3.80％。进一步对其氧气和水比

例的分析显示，两种物质同样来自于彗核。这意味着，

原始氧气在太阳系形成时产生的分子云中就已经存

在。研究人员推测，在 67P彗星形成时这些氧气又被融

合进入到了彗核当中。比埃勒称，这一发现之所以让

人深感意外，是因为目前用来描述太阳系形成的模型，

并不能预测出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导致了这种情况的

发生。

右图“罗塞塔”号彗星探测器和67P彗星（示意图）。

彗星上首次发现氧气分子
或刷新人们对太阳系形成过程的认识

10月28日，上海师范大学宣布，该校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昆虫学研究室的青年教师殷子为博士等在我国海南省发现了昆虫新物种，并将其命名为“海南缺翅虫”。据了
解，缺翅虫是一类稀有的原始昆虫，迄今全球仅记载1属39种，主要分布在赤道两侧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图为殷子为博士在介绍“海南缺翅虫”。 新华社发（刘晓晶摄）

发现新物种发现新物种：“：“海南缺翅虫海南缺翅虫””

■科报讲武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