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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环球短讯

科技日报北京4月 25日电 （记者郑晓春）由美国

斯坦福大学著名材料学家崔屹与美国前能源部部长、

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朱棣文组成的研究团队，最近在金

属锂电极的实际应用研发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以博士

生梁正为骨干的研究小组首次提出“亲锂性”这一概

念，并利用表面“亲锂化”处理的碳质主体材料成功制

备出一种复合金属锂电极，该电极可大大提高锂电池

性能。

近 年 来 ，随 着 便 携 式 电 子 设 备 、电 动 汽 车 及 可

再生能源的迅速发展，高能量能源存储器件成为新

能 源 新 材 料 领 域 的 研 究 热 点 之 一 。 金 属 锂 具 有 极

高 的 理 论 比 容 量 和 理 想 的 负 极 电 位 。 以 金 属 锂 为

负极的二次电池，具有高工作电压、高能量密度等

优势，使得金属锂成为当今能源存储领域的首选材

料 。 然 而 ，现 有 锂 离 子 二 次 电 池 各 项 指 标 诸 如 容

量、循环寿命、充电速度等，均不能满足消费者日益

增长的需求，因此，新型电极材料的研发成为重中

之重。

新研究的复合金属锂电极在碳酸盐电解液体系的

循环过程中具有较小的尺寸变化、极高的比容量和良

好的循环及倍率性能，其电压曲线也相对平滑，突破了

当前制约金属锂电池大规模商业化的主要问题，即金

属锂与电解液的副反应，循环过程中的电极尺寸变化，

以及锂枝晶的形成。前者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电池的库

伦效率，影响了其电化学性能；后两者则会给金属锂电

池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

针对上述问题，该小组展开了一系列研究。经

过多次尝试后，他们将目光转向了纳米技术。研究

小组对材料表面特殊浸润性进行深入研究后，首次

提出了“亲锂性”这一概念，并利用表面“亲锂化”处

理的碳质主体材料，通过建立“亲锂”的界面材料体

系，开创性地将金属锂融化之后，利用毛细作用吸入

碳纤维网络的空隙中，成功制备出含有支撑框架的

复合金属锂电极。

复合金属锂电极由 10%体积比的碳纤维和金属

锂材料组成。碳纤维网络具有良好的导电性，超高

的机械强度和电化学稳定性，因此，作为金属锂的主

体框架材料是绝佳选择。与之前的相关研究相比，

梁正等人将金属锂融化，并依据不同材料的浸润性

所提出的“亲锂”“疏锂”概念，为金属锂电极研究提

供了新思路，并且对其他领域的研究具有极高的借

鉴作用。

该团队这一研究成果经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在

线发表后，受到业内的广泛关注，多家媒体相继对其进

行追踪报道，被认为是锂电池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

现这项研究成果已申请美国发明专利。

新型复合金属锂电极材料问世
突破大规模商业化瓶颈 可极大提高锂电池性能

科技日报北京4月25日电 （记者

刘园园）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日前对 3D打印出的火箭发动机涡轮泵

进行了测试，这种涡轮泵使用的燃料为

液态甲烷。

涡轮泵是目前 NASA 测试过的最

复杂的以甲烷为燃料的火箭组成部

分。3D 打印方法允许 NASA 在制造涡

轮泵时少使用约 45%的组件，使快速设

计、制造和测试两种不同设计的火箭发

动机涡轮泵成为可能。

在满功率测试中，这些涡轮的功率

可达 600 马力，燃料泵每分钟可循环运

转 36000次并输送出 600加仑的液态甲

烷，足以驱动可产生 22500 磅推力的火

箭发动机。

NASA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工程师

格雷厄姆·纳尔逊表示，液态甲烷燃料

和 3D 打印是 NASA包括火星探测在内

的未来太空探索的核心所在，而这项测

试会同时推动两种技术的进步并提高

NASA执行未来太空探索任务的能力。

作为火箭燃料，液态甲烷需冷却到

零下 159 摄氏度，液态氢需冷却到零下

240 摄氏度。液态甲烷的温度稍高意

味着它比液态氢蒸发的速度慢，所以更

容易实现长时间储存，这对火星探索任

务十分有利。而且，现有技术使从二氧

化碳中制备甲烷燃料成为可能，而二氧

化碳在火星上的含量十分丰富。

这项测试证明，同一种火箭发动机

涡轮泵可以在使用不同燃料的情况下工

作。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工程师马蒂·
卡尔弗特解释说，涡轮泵需要分别以不

同的转速工作，以传送同样的能量来驱

动发动机，才能既适用于液态甲烷，又适用于液态氢。

NASA 官网称，这次测试数据将对美国的商业航天

公司开放，以帮助它们使用新的制造方法生产航天器组

件并降低生产成本。下一步 NASA将使用其他 3D 打印

的发动机组件来测试液态甲烷涡轮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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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编辑技术当下已成为生物医学领域的热词，

素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加拿大盖尔德纳奖，近期就

将 2016 年国际奖的 5 个名额全数授予了基因编辑领

域的专家。在生物医学专家云集的多伦多，也有一位

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开展医学研究的先锋人物——圣

米高医院斑马鱼新药研发中心主任、多伦多大学助理

教授温晓燕博士。

斑马鱼模型作用大

温晓燕博士创立的新药研发中心在建立斑马鱼

疾病模型进而开展药物筛选方面，目前在加拿大乃至

全世界都处于领先地位。2010 年，温晓燕从加拿大

国家研究基金申请到 200 万加元的仪器设备费用，历

经两年建设，斑马鱼新药研发中心于 2012 年正式开

始运行。

该 研 究 中 心 主 攻 两 个 方 向 ：一 是 建 立 疾 病 模

型，研究发病机理及发展过程；二是利用模型进行

药物筛选。药物筛选的前提是建立相关疾病的斑

马鱼模型。目前，该实验室已建立起神经、心血管、

糖尿病等十几个疾病模型，并拥有全自动斑马鱼胚

胎药物筛选平台，平台的机械手臂可进行自动化流

程操作。

温晓燕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专访时介绍说，斑

马鱼是脊椎动物，介乎非脊椎动物与哺乳类动物之

间。人类相应的基因大都可以在斑马鱼身上找到，

因此，可利用斑马鱼建立疾病模型。斑马鱼一次产

卵数量多达几百个，胚胎可在水中发育，基因操作比

较容易。相比之下，对小鼠胚胎进行基因操作后，还

需要将胚胎移植到准备怀孕的小鼠体内。另外，斑

马鱼繁殖速度快、胚胎小，非常适合大规模药物或基

因筛选。

理性看待基因编辑技术

温晓燕说，中心从两年前已开始使用 CRISPR 等

最新基因编辑工具开展研究。在应用层面，目前已在

建立帕金森氏症、阿尔茨海默氏症、心血管病等疾病

模型；在基础研究方面，则是利用 CRISPR 技术敲除

基因后，研究其对脑部发育的影响等。

CRISPR技术操作简便，效率高，但也蕴含一定风

险，如对某个靶点进行基因操作后，可能会带来其他

基因的突变，也就是治好了一种病的同时，又带来另

一种病。科学家可能需要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

弄清其中的关联。因此，基因编辑技术要真正应用于

人体临床试验，并不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温晓燕指出，任何一种技术都是一把双刃剑，

掌握技术的人是关键。生物恐怖不是基因编辑技

术 的 专 利 ，其 他 生 物 技 术 同 样 做 得 到 ，只 不 过 像

CRISPR 这样的基因编辑技术效率更高。基因编辑

技术最大的潜在危害，或在于影响物种的进化。例

如，进行基因改良的动植物在短期内具有了某种生

长优势，但长期来说，可能会对原有的野生物种造

成不可挽回的不良影响；如对人类胚胎按照自身意

愿进行基因改造，势必会带来极大的社会问题。因

此，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必须建立在一定的伦理

规范基础之上。

温晓燕说，基因编辑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无限

商机，现在已有生物医药公司开始针对细胞、动物模

型构建及医学临床研究应用推出各种试剂盒。圣米

高医院斑马鱼新药研究中心目前正在加强与中国中

医药企业的联系，希望能利用研发中心的优势，在既

有疾病模型基础上，在中草药中筛选出可治疗疾病的

有效成分。 （科技日报多伦多4月24日电）

斑 马 鱼 里 寻 新 药
——访加拿大圣米高医院斑马鱼新药研发中心主任温晓燕

本报驻加拿大记者 冯卫东

新华社伦敦4月24日电 英国宇航员蒂姆·皮克 24

日在距离地面约 400 公里的国际空间站上同步“参加”

了伦敦马拉松赛，用时 3小时 35分钟 21秒。

44 岁的皮克是欧洲航天局派驻国际空间站的宇航

员。这次虽然人在太空，但皮克仍然别出心裁，借助特

殊的跑步设备，与地面同步跑完此次马拉松。

伦敦马拉松组委会将皮克先前录制好的一段祝

福视频在起点大屏幕播放，10 秒倒计时后，比赛正式

开跑。

据欧航局网站消息，为避免身体在失重状态下

漂浮，皮克使用腰带及链条将肩膀及腰部固定在跑

步装置上，并通过平板电脑一边观看伦敦街景一边

跑完赛程。

据皮克本人在推特上发布的消息，在他跑完 42.195

公里的同时，空间站绕着地球运行了近 10 万公里。皮

克在推特上说：“祝贺伦敦马拉松赛的每一个人以及（空

间站上）我的宇航员同事。今晚肯定能睡个好觉！”

皮克并非在空间站跑马拉松的第一人。2007 年，

美国女宇航员苏尼特·威廉斯在空间站内同步“参加”了

波士顿马拉松赛，成绩为 4 小时 23 分 10 秒。吉尼斯世

界纪录机构已经确认，皮克的成绩是在绕地轨道上完成

的最快马拉松。

皮克曾在 1999 年以 3 小时 18 分在地面跑完了伦敦

马拉松。此次在太空中，由于微重力、跑步设备等条件

所限，同样赛程的相对用时要长一些。

去年 12 月 15 日，皮克同来自俄罗斯和美国的两位

宇航员一起，从俄罗斯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升空，抵达

空间站完成为期 6个月的驻站任务。

体能锻炼是宇航员训练的一项重要内容，因为长期

的太空失重状态对宇航员们的健康是个巨大考验，如骨

密度、肌肉等都会受到影响。因此宇航员在空间站内都

必须到跑步机及耐力训练机上定期锻炼。

英国宇航员在空间站上跑马拉松
据新华社德国汉诺威 4月 24日电 （记者沈忠

浩 饶博）2016 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简称汉诺威

工博会）24 日晚拉开帷幕。今年展会的主题为“融

合的工业——发现解决方案”，重点聚焦工厂与能

源系统数字化解决方案，将展示百余项工业 4.0 的

实际应用。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当晚的开幕式上表示，工业

是德国经济的引擎。当今世界正处于将“数字议程”

融入工业生产的特殊时期。机械、汽车等行业产生

大量数据，数据经过处理产生附加值，并催生智能系

统，这些系统给工业发展带来了全新机遇。

据悉，今年汉诺威工博会的展厅主要分为工业

自动化、数字工厂、能源、工业供应商、研究与技术等

5 个板块，参展商超过 5200 家，来自 75 个国家和地

区。其中，来自中国的参展商超过 600 家，数量仅次

于德国本土参展商。

汉诺威工博会展示百余项工业4.0应用

新华社孟买4月24日电（记者佘勇刚 唐璐）印度

空间研究组织主席基兰·库马尔23日表示，印度将于下

月底试飞可重复使用发射技术验证器（RLV－TD）。

RLV－TD 犹如“带翼火箭”，是一种可重复使用

的航天运载器，它将采用像火箭一样的垂直发射技

术和像飞机一样的水平着陆方式。

库马尔表示，RLV－TD目前已完成了多项测试，包

括最近在印度国家航空航天实验室进行的声学测试等。

据当地媒体报道，这种可重复使用发射技术验证

器于2012年1月得到印度政府批准，用于验证高超音

速飞行、自动着陆、动力巡航等技术，原本拟于去年下

半年发射，但由于发射跑道存在问题等原因而推迟。

印度将试飞可重复用发射技术验证器

据新华社东京4月25日电 七国集团（G7）农业部

长会议24日在日本新瀉闭幕，日本人口老龄化和高额

政府补贴造成的农业生产效率低下，成为关注重点。

为期两天的会议强调，全球应着力提高农业劳

动生产率，以提高粮食产量来应对不断增长的全球

粮食需求。联合国粮农组织预计，随着人口和经济

增长，到 2050年全球粮食产量须提高 60％。

而在七国集团中，日本农业面临着最严峻挑

战。目前，日本的粮食自给率在七国集团中最低，仅

为 39％；而最高的加拿大自给率达 258％。日本面临

的问题还在于急剧加速的人口老龄化。据统计，目

前日本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中 75％都是年龄超过 60

岁的老人。

此外，自上世纪 70年代起，日本政府就为农民提

供高额政府补贴。鉴于日本已经加入跨太平洋伙伴

关系协定（TPP），一旦这一协议生效，日本高价、低

效的农业生产必将遭受巨大冲击。为此，有分析人

士透露，日本政府计划自 2018 年开始逐步减少农业

补贴。但鉴于农民是日本执政的自民党的重大“票

仓”，改革措施是否能够执行还是未知数。

高补贴和老龄化令日本农业积重难返

加拿大圣米高医院斑马鱼新药研发中心主任温晓燕。 本报驻加拿大记者 冯卫东摄

这是屠呦呦、青蒿和抗疟疾成药的拼版资料照片（左至右）。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屠呦呦、威廉·坎贝尔和大村智。其中，中国
药学家屠呦呦作为青蒿素的主要发现者分享了这份诺奖的一半。

疟疾是由疟原虫属寄生虫所致。这些寄生虫通过被称为“疟疾病媒”的受感染雌性按蚊叮咬传至人类。根据世卫组织发布的《2015年世界疟疾报告》，全球疟疾病
例和死亡数自2000年以来出现了大幅下降，其直接原因就是扩大实施三项重要的疟疾控制措施：药浸蚊帐、室内滞留喷洒杀虫剂和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但抗
疟形势依然存在重大挑战，2015年全球疟疾病例数达2.14亿，死亡人数为43.8万，主要发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有数百万人依然无法获得疟疾防治所需的服务。

世界卫生组织自2008年起将每年的4月25日定为“世界防治疟疾日”。今年“使疟疾得到永远控制”这一主题体现了《2016—2030年全球疟疾技术战略》确立的“无
疟疾世界”愿景。该战略于2015年5月由世界卫生大会通过，其目标是在未来15年大幅降低全球疟疾负担，具体目标包括将疟疾新发病例比例以及疟疾死亡率至少减
少90%。 新华社发（伍婧丹编辑）

为 了“ 无 疟 疾 世 界 ”的 美 好 愿 景 据新华社北京4月 24日电 （记者张莹）发表在

新一期英国《自然·气候变化》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认

为，尽管地球整体性变暖会使部分农作物减产，但在

全球某些地区，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会减轻这

一影响，此外可能有更复杂的因素同时发挥作用。

在新研究中，一个国际研究小组分析从另一项大

范围现场实验中获得的农作物模型和数据认为，虽然

全球升温和水资源短缺使农作物减产，但考虑到二氧

化碳浓度增加会减少农作物对水分的需求，到 2080

年，玉米、大豆、小麦和大米 4种农作物用水效率都将

提高。研究预测，如果将所有因素考虑在内，到 2080

年，在依靠降雨灌溉区域，小麦平均产量将提高10％；

在人工灌溉区域，小麦将平均减产 4％。而玉米几乎

在所有种植区域的产量都将下降，平均下降约 8％。

研究没有对大豆和大米的产量变化作出结论。

论文主要作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气候系统研

究中心环境科学家德尔芬·德里格强调，这项结论并

不意味着二氧化碳是“人类的朋友”，只是提醒相关

研究人员，在讨论气候变化长期影响时应将二氧化

碳浓度对农作物的直接影响计算在内。

全 球 变 暖 对 农 作 物 产 量 影 响 复 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