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巴黎 5月 29日电 地球

上的生命是怎么来的？有一种理论

认为是彗星带来的。欧洲“罗塞塔”

彗星探测器为此提供了新的支持证

据，它发现，彗星“丘留莫夫－格拉西

缅科”上存在氨基酸等物质，它们被

认为是生命形成的基石。

欧洲航天局等机构的研究人员

在新一期美国《科学进展》上报告说，

“罗塞塔”发现，“丘留莫夫－格拉西

缅科”彗星周围稀薄的气体中存在甘

氨酸和磷元素。甘氨酸是一种氨基

酸，而氨基酸在生命体中发挥重要作

用，被认为是“生命基石”。磷元素也

广泛存在于脱氧核糖核酸（DNA）和

细胞膜等处，有重要的生理作用。

此前，美国航天局的“星尘”号探

测器曾穿越“怀尔德 2”彗星的彗尾，

有迹象显示其中存在甘氨酸。但由

于“星尘”号是返回式探测器，其采集

的样本可能在回到地球穿越大气层

时受到污染，一些科研人员对此持怀

疑态度。

“ 罗 塞 塔 ”探 测 器 项 目 组 的 卡

特琳·阿尔特韦格说：“这是第一次

毫无疑问地在一颗彗星上探测到

甘氨酸。”

对于地球上生命的起源，有一种

理论认为，是坠落到地球上的彗星带

来了一些“生命基石”，这些物质在地

球原始环境中互相作用，最终产生了

生命。

欧洲航天局的“罗塞塔”探测器

2004 年升空，它携带的“菲莱”着陆

器在 2014 年成功登陆目标彗星“丘

留莫夫－格拉西缅科”，是首个在彗

星上软着陆的人造探测器。虽然

“菲莱”已经失去联系，但“罗塞塔”仍在绕彗星的轨道

上运行。

“丘留莫夫－格拉西缅科”彗星诞生于 46亿年前太

阳系形成初期。与地球上地质变化频繁不同，彗星内部

变化较少，因而好似一个在太空中飞行的“冰箱”，可能

保存着最原始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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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届 C2 蒙特利尔商业与创新大会（以下简称

C2）日前落下帷幕。科技日报记者在会议期间带着满

满的好奇心，探班这个被国际知名媒体称为“创意达

沃斯”的大会。

C2：结合商业与创新的典范

2012 年春，加拿大著名的太阳剧团（原太阳马戏

团）首席执行官与蒙特利尔广告创意公司 Sid Lee 的

董事长在闲聊中突发奇想：有没有可能举办这样一场

会议，让不同背景的企业既能相互合作，又能展现创

意？两人一拍即合，C2 由此诞生。C2 的名字取自商

业（Commerce）和创新（Creativity）两个单词的字首。

从 2012 年举办第一届大会开始，C2 的规模和涉

及领域逐年扩大，与会者层次也逐年提高。本届大会

的演说嘉宾中不乏英特尔、IBM、谷歌、德勤、IDEO 等

国际商业巨头的高管，以及哈佛、麻省理工等著名高

校的创新研究专家，连加拿大总督大卫·约翰斯顿也

亲临会场视察并与嘉宾进行对话。

大会组织者介绍说，举办C2的宗旨在于，通过各行

业的重量级演说嘉宾分享其独特观点与创新经验，并创

造直接交流机会和提供欢聚庆典场所，激发与会者的灵

感，让与会者在3天的活动中获得非同寻常的启示。

协作：实现发展与成功的基石

每届 C2 大会都会设定不同的主题，本届大会将

探讨：如何摆脱以少数人为主的商业模式，并转向精

明的消费者、敏锐的企业家和那些甚至敢于与竞争对

手开展合作的企业。昨日商业巨头的成功策略已时

过境迁，明日的成功将建基于协作意识，这种深刻的

巨变将完全改变人们如何协作、共享、学习、工作和创

业的方式。

比如，消费者将不再依赖于少数人进行买卖、投资

和学习，企业可从共享经济的精神气质和商业模式中

学到什么？怎样在本行业中成为与众不同的一员或成

为引领者？在一个地下室中的视频主播或是网络相册

中的模特将比黄金时段电视新闻的主播拥有更多粉

丝，如何定义未来的媒体？它将如何影响你吸引客户

乃至投资者的关注？靓丽的文凭和终身职位正在让位

于不断学习和零工经济，在数字化、老龄化和人工智能

崛起的时代，企业如何吸引和留住人才，培育真正的包

容性和重塑工作方式？市场正从严密控制的生产方式

转向开放平台，制造业的未来还握在制造商手中吗？

企业又该如何平衡内部研发和收购策略？带着种种问

题的参会者，都将在会上找到自己的答案。

社交：激发灵感与创意的平台

一走进 C2 大会现场，记者感觉到与其说这是一

场商业论坛或峰会，这里更像是一个游乐场。当然，

这里没有卡丁车的碰撞，有的只是思维的碰撞，灵感

的火花。在大会全场，处处充满着组织者刻意打造的

新奇。

与会者可以坐下来静静聆听世界顶尖创新者

的演说和对话，从他们的成功经验中汲取灵感；或

是 步 入 大 师 课 堂 ，与 走 下 演 讲 台 的 大 师 组 成 一 个

小组，深入挖掘演说内容，尝试新的思维方式，并

将 思 路 转 化 为 解 决 方 案 ；也 可 以 步 入 C2 实 验 室 ，

在 全 新 的 头 脑 风 暴 环 境 中 集 思 广 益 ，激 发 最 佳 创

意；还可以到工作坊中脏脏手，和各行各业才华横

溢的创新者、年轻企业家和高管一起摆弄模型，交

流案例，碰撞思维，体会新工艺，为真实的商业问

题 找 到 创 新 方 案 ；甚 至 可 以 在 会 场 刻 意 布 置 的 雪

景中打着伞并肩行走，倾心交谈创意；或是在由金

属和原木精心打造的小屋中，听着音乐冥想，任创

意的思绪飞扬。

大会组织者向记者介绍说，C2就是要改变正襟危

坐开峰会的形式，大会本身就是一种商业社交模式的

创新。在这里，与会者不必西装革履，通过专门设计

的社交软件，每个与会者都可以在任何地点匹配到自

己感兴趣的人进行交流。软件可帮助与会者实时了

解会场动态，并为其提供互相认识、联系、确定见面时

间地点的平台。有趣的是，软件的设计公司也曾是 C2

与会者，如今它的产品被用于会场建设中并从中获得

了巨大的效益。

夜幕降临，户外狂欢的音乐声渐渐响起，与会者

将在这里尽情享受狂欢的乐趣，在尽情释放自己身心

的同时，某个精美的创意点子或正在绚烂的霓虹中迸

发出来。

（科技日报多伦多5月29日电）

脑 洞 大 开 创 意 飞 扬
——第 5届 C2蒙特利尔商业与创新大会侧记

本报驻加拿大记者 冯卫东

科技日报北京5月 30日电 （记者常丽君）据日本

北海道大学近日报道，该校研究人员和东京大学、日本

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等合作，利用一种新的模型工具预

测了寨卡病毒传入及在 189个国家本地传播的风险。

研究人员发表在学术期刊《Peer J》上的论文指出，

与巴西联系密切的国家传入寨卡病毒的风险尤其高，

那些有登革热及其它蚊子传播疾病史的热带、亚热带

国家，一旦有病毒传入，传播风险最高。这意味着南

美、中美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的许多国家面临最高的传

染风险，应采取措施预防蚊虫叮咬。

寨卡病毒最早于 1947 年在乌干达发现。2015 年

初，巴西寨卡病毒暴发，随后波及到 39 个国家，包括欧

洲、英国、南美和亚洲。由于病毒能被轻微感染的旅行

者携带，通过蚊子传播给他人，加上今年夏天在巴西里

约热内卢召开奥运会，成千上万的参观者将前往那里，

增加了人们对病毒感染的担忧。许多研究人员希望能

对其传播趋势作出预测。

北海道大学卫生学教授西浦博和同事利用一种幸

存分析模型，结合航运网络信息、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病

毒传播数据（它们和寨卡病毒一起可由同种蚊子传

播），并收集了截至 2016 年 1 月 31 日的寨卡病毒数据，

预测了到 2016年底病毒传入和本地传播的可能性。

研究人员指出，要对区域内传播情况作出更准确

预测的话，还需更精细的分析，如模型还应结合蚊子的

生态信息等。

西浦说，尽管今后还需进一步提高预测能力，本

研究已成功设计出一种简单的、全球输入与本地传

播风险预测方法。预测显示，那些流行过登革热或

基孔肯亚病毒的热带和亚热带国家，本地传播风险

更大，其周围国家传入风险更大。低风险国家可以

侧重预防，重点人群是那些必须到疫区旅行的怀孕

妇女。

新模型可预测寨卡病毒传播风险
有 登 革 热 等 传 播 史 的 地 区 风 险 最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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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观察的病毒在本地传播比例，预测到 2016年
底不同地区的风险程度（按颜色深浅分级）。

C2与会者正在进行“脑力约会”。 本报驻加拿大记者 冯卫东摄

科技日报伦敦5月 30日电 （记者郑焕斌）由英国

诺丁汉大学研发的创新型监控系统将应用于我国长江

两个世界级特大型桥梁上。这个名为 GeoSHM 的系统

集成了全球导航卫星系统与对地观测技术，可对特大型

桥梁结构状况进行实时监测。该系统已在欧洲最长的

桥梁之一——苏格兰福斯路大桥上使用，用以监测大桥

的动态形变。

悬索桥常被设计成具有一定程度的弹性,以应对

风、温度及交通载荷的变化。然而,工程师们很难确切

知道，在某一特定时间段内桥梁究竟移动了多少，或是

什么原因造成了桥梁的非正常形变。诺丁汉大学中英

地理空间信息联合研究中心主任孟晓林博士领导的研

究团队，长期以来致力于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和

对地观测技术等的集成，以综合评估桥梁的运营状况。

该团队研发的 GeoSHM 是一种实时监测系统，已于

2014年 9月在福斯路大桥上得到应用。

2015 年 12 月，福斯路大桥的东北塔发生了桁架端

连杆断裂。诺丁汉大学与负责大桥运营维护的 Amey

公司合作, 利用 GNSS 接收机、气象传感器和其他结构

健康监测传感器，实时评估桥梁在荷载测试和大风作用

下的位移。发现桥上裂缝后，科学家基于观测数据，提

出了大桥在遭遇异常载荷或恶劣天气时的应对方案。

目前，孟晓林团队在福斯路桥上开展一系列项目可

行性研究，并在项目示范应用阶段负责在中国长江的两

条世界级特大桥梁上安装该系统。GeoSHM 可行性研

究和示范项目均由欧洲空间局 ARTES综合应用推广计

划资助，其第二阶段已获欧洲空间局等机构总计 230万

欧元的资助。2015 年下半年，中国铁路大桥勘察设计

院投资 60 万欧元，用于该项目在中方所属大桥上的进

一步测试。

谈到 GeoSHM 技术，孟晓林在中铁大桥院的项目

正 式 启 动 仪 式 上 表 示 ，通 过 实 时 监 测 桥 梁 状 况,

GeoSHM 系统可以及时全面了解桥梁结构和运营状

况，并据此有针对性地对桥梁进行安全高效的维护。

集成卫星导航与对地观测技术

英特大型桥梁监控系统将在华首用

新华社莫斯科5月 29日电 （记者温馨）俄罗斯

空天兵 29日用“联盟－2.1B”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一

颗“格洛纳斯－M”导航卫星，这是俄罗斯今年第三

次用“联盟－2.1B”火箭发射卫星。

俄国防部新闻局当天发布的公报说，莫斯科时

间 29 日 11 时 45 分（北京时间 16 时 45 分），俄罗斯空

天兵从该国西北部的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用一

枚“联盟－2.1B”中型运载火箭发射了一颗“格洛纳

斯－M”导航卫星。近 4 个小时后，火箭的最后一级

将导航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目前地面可以稳定

地收到来自这颗卫星的遥测信号，卫星内各系统运

行正常。按计划，这颗导航卫星将在入轨一个月后

开始工作。

“格洛纳斯”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是俄罗斯的军民

两用系统，它与美国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中国

“北斗”系统和欧洲“伽利略”系统类似，可为全球用

户提供陆地、海上及空中的定位和导航服务。这一

导航系统的在轨运行卫星目前已超过 30颗。

“联盟－2”系列运载火箭是俄罗斯目前使用

的主要运载火箭类型之一，从 2004 年 11 月 8 日首

次发射以来，俄空天兵已从普列谢茨克发射场发

射 了 27 枚 该 系 列 火 箭 。 研 制“ 联 盟 － 2”火 箭 是

为了逐步取代已服役了约 40 年的“联盟－U”运

载火箭。

俄“联盟”火箭发射一颗导航卫星

科技日报东京5月 30日电 （记者陈超）由日本

冈山大学、理化学研究所等研究人员组成的研究小

组，发现了口腔中味觉受容体蛋白质与味物质结合

发生的结构变化。这一结构变化传递给味觉细胞即

可产生味觉。

目前，在实验室通过各种细胞可以生产越来越多

的活体蛋白质，科学家能够使用精制蛋白质进行精密

的结构和机能分析。而另一方面，味觉受容体目前还

无法在保证其结构和机能的状态下在实验室大量生

产。因此，科学家对味物质结合的详细情况，以及味

物质结合后受容体会发生何种变化了解不多。

味道中有甜、香、咸、酸、苦 5个基本种类，每种味

道都存在感知该味道物质的感应蛋白质，也就是味

觉受容体。这些受容体由被称为 T1r家族的蛋白质

构成。三分之二的 T1r家族受容体分布在味觉细胞

之外，即暴露在口腔内，细胞外区域是味道物质与味

觉受容体结合的主要部位。也就是说，味觉是受容

体在味觉细胞外部分与味物质结合后产生的。

研究小组发现，当受容体和味物质结合后，细胞

外区域从扩散状态变化为紧凑状态，即结构发生了

变化，当这种结构变化传递给味觉细胞后人们就能

感到味觉。

该研究成果是理解味觉机理结构的基础，今后可

利用味觉受容体结构变化开发新的味物质评价系统。

“酸甜苦辣”味觉机理有新发现

新华社东京 5月 29 日电 （记者华义）日本厚

生 劳 动 省 日 前 制 定 了 一 份 干 细 胞 临 床 应 用 安 全

标 准 ，要 求 对 诱 导 多 功 能 干 细 胞（iPS 细 胞）和 胚

胎干细胞用于临床治疗和研究，进行一系列安全

性审查。

在 2014 年起实施的日本《再生医疗安全性确保

法》中，使用 iPS 细胞和胚胎干细胞的治疗和研究被

划分为危险性最高的“第一类”，在实施相关治疗和

研究时，研究人员需要接受一个专门委员会的审

查。但由于没有关于这些干细胞安全性的具体标

准，审查可能出现混乱。

根据最新制定的安全标准，在利用 iPS细胞等培

养用于移植的细胞时，研究人员需要调查分化后细

胞的染色体数量和形态，以及和癌变有关的 600多个

基因是否异常；在进行人体移植前，还要展开动物实

验以确认细胞是否有癌变风险。

干细胞研究在再生医疗领域备受期待，但安全

性问题也日益成为这一领域的热点课题。以 iPS 细

胞为例，这种细胞可以在分化为特定细胞后用于移

植治疗，但如果移植了尚未分化的 iPS细胞，或 iPS细

胞本身存在基因异常，那么移植后的细胞就会存在

癌变的风险。

日本制定干细胞临床应用安全标准

全球首座使用3D打印技术建造的办公室近日在阿联酋迪拜国际金融中心落成，该办公室的主体部分由盈创建筑科技（上海）有限公司3D打印完成。这座单层建
筑楼板面积为250平方米，建筑材料为一种特殊的水泥混合物。所有“零部件”由一台6米高、36米长、12米宽的大型3D打印机耗时17天打印，然后由施工方仅用2天
时间完成安装。目前这座建筑被用作迪拜未来基金会的临时办公室。 新华社发（田维摄）

全球首座全球首座33DD打印办公室在迪拜落成打印办公室在迪拜落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