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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6月7日电（记者常丽君）据奥地利

维也纳理工大学报道，该校科学家在实施一项名为

“Harvest4D”研究计划过程中开发出一种新算法，只

需 用 现 有 二 维 图 像 数 据 就 能 很 容 易 地 生 成 3D 图 ，

不 必 专 门 采 集 三 维 数 据 ，生 成 的 3D 图 还 能 变 成 随

时 间 变 化 的 4D 图 ，可 用 于 从 考 古 到 洪 水 研 究 等 一

系列领域。

研究人员首先利用激光扫描测量实际的物体结

构并获得相关数据，在此基础上利用新算法生成所需

图像。视图详细程度可根据需要确定，不必完全一

致。如果不是用于科研，通常不需要最大分辨率。如

表现普通石雕只需一些基本数据即可；如是有研究价

值的壁画，可以在 3D 模型中加入高分率壁画像；若要

求精度不高，用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就能呈现流畅的

3D 模型。该算法有容错程序，能自动处理图像对焦

不准、光照不一、有干扰物等问题。研究人员还设计

了专门的浏览器 Potree，支持在低功率终端设备上浏

览图像。

该校计算机图形与算法学院教授迈克尔·威莫

说，目前的 3D 图像主要是用激光扫描仪通过极复杂

的方法生成，专家要设计一个扫描方案，拍摄高分辨

率图像，最后还要耗时地编辑数据。他们的设想是进

行根本性的模式改变。现在高分辨率拍摄设备越来

越普遍，需要有更好的算法才能更充分地利用这些图

像数据。

团队成员雷恩霍地·普雷纳解释说，新方法实际上

用大数据结合更好的算法来生成三维图，“不仅是把这

些图像在电脑上拼在一起，还可以用它们计算完整的

3D模型。”比如，在考古挖掘研究中，可以采集完整的普

通照片数据，用这种方法构建 3D目标。

研究人员称，利用新算法技术可以在屏幕上围着

一个物体自由移动，从各个角度观看，包括那些被挡住

的部分。如果知道图像采集的时间，还能给三维空间

加入时间维度，让 3D 景物根据图像拍摄光线、角度或

者不同的设备而看起来不同。这种算法还可以用于洪

水研究等多个领域。

新算法变普通照片为三维动态图
可用于考古等多个领域

从100幅单张照片生成的3D雕像图

■今日视点

始建于 1734 年的哥廷根大学是德国著名高等学

府，历史辉煌，名人辈出，曾有 40余位诺奖得主在该校

学习、研究或任教。近日，科技日报记者专访了来华

访问的哥廷根大学校长乌尔里克·贝司格尔教授。

中国的发展令人振奋

贝司格尔教授是一位著名的生物化学家，1983年

荣获德国海因茨·迈尔-莱布尼茨奖，先后在马尔堡大

学、德克萨斯大学和汉堡大学工作，2011 年开始担任

哥廷根大学校长。目前，她还兼任德国莱布尼茨协会

和马克斯·普朗克学会董事及德国大学校长会议副主

席等职。

“这是我第二次以校长身份访问中国。五年前，

我刚到哥廷根工作不久，曾访问过一次中国的合作伙

伴。五年来，中国的飞速发展和巨大变化令人印象深

刻。”贝司格尔教授笑着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贝司格尔教授此次来华，先后访问了北京外国语

大学、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清华大学和南京

大学等合作伙伴。对比两次来华的变化，贝司格尔教

授感慨地说：“中国近五年的变化非常大，一切都在向

着好的方向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进步很快，大学也

得到了长足发展。我们的合作伙伴变得越来越开放，

国际化和全球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学生培养水平也

得到大幅提升。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基础设施建

得很好，很多设备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我们。”

中国正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

行列，贝司格尔教授理解中国为此付出的努力。当谈

到中国有的大学每年的经费预算已经超过百亿元人民

币时，她难掩对中国同行的羡慕。她说：“我对南京大

学新校区印象深刻，它已经走到了前面。我想这与中

国大力投资教育有关。相比之下我们的投资很有限，

哥廷根大学不包括医学的话，每年只有约 3.5 亿欧元

（约合 20亿人民币）的预算。当然，正如南京大学校长

陈骏院士所说，大学的发展还需要聪明的头脑。”

大学需要更加开放

谈到哥廷根大学辉煌的历史及传统，贝司格尔教

授表示，为获得新知，大学的科学探索需要思考的自

由、好的环境和独立自主精神。她说：“哥廷根大学曾

经获得过很多诺贝尔奖，但近年来，我们发现哥廷根

大学不再那么开放了，这一点很关键。现在，我们仍

然有着非常杰出的科学家、尤其是数学家和物理学

家，但却与社会发展不在同一个轨道上。”

为了促进哥廷根大学的发展，2013年2月，贝司格尔

教授主持制定了《哥廷根大学国际化战略》，目标是面向

2020年打造一个对国际学者更有吸引力的“哥廷根研究

校区”并扩大哥廷根的全球合作。现这一国际导向战略

已初见成效，哥廷根大学与全球90多个国家的高校建立

了合作关系，开展的国际合作项目超过800个。

贝司格尔教授说：“2011年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

科学的转化。大学需要更加开放，为此我们推出了很

多大的项目，我认为这对工业和社会的发展非常重

要。这些年，我们取得了很多进步，尤其在生命科学

等新兴领域。化学、医学、物理等学科也有了长足发

展，有的还获得了诺贝尔奖。”

贝司格尔教授介绍说，哥廷根大学与位于哥廷根

的 5个马普研究所、一个莱布尼茨研究所、一个赫姆霍

茨研究所、还有一个科学院密切合作，建立了“哥廷根

研究校区”。经过 10 多年发展，已经建立了良好稳固

的合作关系。通过这样的合作，使得哥廷根保持着科

学研究上的领先地位。因此，哥廷根大学对即将到来

的 2017年德国“精英大学”评选充满信心。

期待深化与中国的合作

关于哥廷根大学与中国大学的合作，贝司格尔教

授介绍说，哥廷根大学与中国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有

着越来越深入的合作。其中首先是南京大学，双方的

合作已经超过 30 年。从 1984 年开展中德法学硕士双

学位项目，到 1989 年成立中德经济法研究所；从联合

招收跨文化日耳曼学研究生，到现在合办中德社会计

算研究所，从上述发展历程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双方

在合作交流上迈出的坚实步伐。她期待今后能进一

步加强与南京大学的联系，在交流合作上取得更加丰

硕的成果。

接着，贝司格尔教授又介绍了与北京外国语大学

（和南京大学）合办的“中德跨文化日耳曼学硕士生双

学位课程”，以及后续的博士生项目。她特别谈到了

三方在孔子学院领域的合作。2014年，哥廷根大学与

北外和南京大学合作建立了全球首家学术型孔子学

院，现已成为一个很好的学术交流平台。此次访华，

哥廷根大学与清华大学新建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并与

中科院大连物理化学研究所开始讨论研究生培养及

共建国际学院事宜。

贝司格尔教授说：“除科研进展外，我觉得学生的

国际化交流是我们合作最大的成果。得益于我们推出

的一些方便中国学生来哥廷根大学学习的新项目和新

措施，现在已有近600名中国学生在哥廷根大学学习和

进行跨文化交流。”与哥廷根大学开设了50多个英语教

学的硕士和博士项目相比，目前中国大学用英语教学

的课程还比较少，这导致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的数量

还不多。贝司格尔教授说：“我相信，随着语言障碍逐

渐克服，会有越来越多的德国学生来中国学习。”

深化大学间国际合作正当其时
——访德国哥廷根大学校长贝司格尔教授

本报记者 李 山

哥廷根大学校长乌尔里克哥廷根大学校长乌尔里克··贝司格尔教授贝司格尔教授

科技日报华盛顿 6 月 6 日电
（记者何屹）哈佛大学医学院和麻省

综合医院的研究人员日前发现，β

淀粉样蛋白在保护大脑免受细菌入

侵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适量蛋白

可消灭有害细菌，但免疫系统功能

一旦下降，反而会产生大量β淀粉

样蛋白导致阿尔茨海默氏症。发表

在《科学转化医学》杂志上的研究结

果，或将改变这一老年病的治疗方

向。

β淀粉样蛋白是治疗阿尔茨海

默氏症的主要药物靶标，其数量少

了、多了都不好。此前科学家一直

不清楚其在体内发挥什么作用。

在最新研究中，研究人员分别

利用白色念珠菌感染仓鼠、蛔虫和

线虫，发现高表达的β淀粉样蛋白

具有保护作用，未被感染的细胞数

量翻了一倍，存活率提高一倍。他

们还用沙门氏菌使老鼠患上脑膜

炎，可过量产生β淀粉样蛋白的基

因小鼠，比没有该蛋白质的小鼠存

活率高两倍。当将细菌注射到患有

阿尔茨海默病的实验小鼠大脑，淀

粉样蛋白斑块在 48 小时内形成，呈

现了该疾病的特征。研究人员对迅

速形成的淀粉样蛋白斑块进行分析

时发现，每个斑块中间均含有沙门

氏菌。

新发现表明，阿尔茨海默氏症

可能是由感染导致形成过多的β淀

粉样蛋白所致。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体免疫系统功能下降，使得细菌

更容易侵入大脑，导致淀粉样蛋白

形成，引发炎症，加速了病情的发

展。研究人员还发现，β淀粉样蛋

白在免疫系统中的作用在于防止细

菌附着到宿主细胞，并最终捕获细

菌。

新发现可能改变科学家治疗阿尔茨海默氏症的方

法。目前大部分的药物试验是循着减少炎症的方向进

行开发，但如果淀粉样蛋白产生和沉积是先天免疫反

应，那么针对免疫系统及细菌的治疗可能才是正确的研

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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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东京6月7日电 （记者陈超）以电鳐为代

表的强电鱼类，体内发电器官能够以近 100%的转换率

高效发电。日本理化学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小组利用电

鳐发电器官原理开发出了新型发电机。

研究小组对捕获数日以内的活体电鳐施加刺激，结

果在 10毫秒的极短时间内脉冲电流的峰值电压为 19伏

特，峰值电流 8安培。他们还利用该脉冲电流成功启动

LED 灯并向电容器蓄电，储蓄的电量能使 LED 长时间

发光和驱动迷你车行驶。

研究小组还测定了所取出器官的发电性能。他们

在发电器官上下部位连接电极，在正极一侧插入 7根注

射针，每根注射针同时注入 0.25毫升浓度为 1毫摩乙酰

胆碱溶液。实验测定结果为峰值电压 91 毫伏，峰值电

流 0.25毫安，发电时间比活体电鳐长 1分钟以上。注射

器增加至 20 只后，峰值电压提高到 1.5 伏特，峰值电流

0.64毫安。

研究小组在发电器官中植入元件制作出发电机原

型。他们把发电器官切成 3厘米直角型，固定在铝和硅

胶做成的容器中，结果发现，在 16个元件直列连接情况

下峰值电压 1.5伏特，峰值电流 0.25毫安。

电鳐利用平时存在于细胞膜内的离子泵，使用三

磷 酸 腺 苷（ATP）能 量 产 生 细 胞 内 外 离 子 差（电 位

差）。同时神经纤维末端释放出神经传达物质乙酰胆

碱，刺激细胞膜内的离子通道，细胞外部的钠离子立

刻流入细胞内产生电流。发电器官的细胞膜聚集众

多离子泵和离子通道，增加了电流密度。细胞的直列

积蓄层产生高输出发电。由于电鳐难以大量捕获，研

究小组未来将人工制作发电器官，融合微米、纳米流

体技术，从分子开始自下而上地开发细胞结构，研发

出与发电细胞相同的材料。

该研究成果刊登在近日出版的英国《科学报告》杂

志上。

科学家受电鳐启发造出新型发电机

6月 6日，在美国波士

顿的哈佛大学，哈佛大学

校长德鲁·福斯特在剪彩

仪式上讲话。

哈佛大学建校 380 年

来首栋以华人命名的教学

楼赵朱木兰中心 6日在哈

佛商学院举行剪彩仪式，

宣告正式启用。这也是哈

佛商学院首栋以女性命名

的建筑。赵朱木兰中心是

美国福茂集团董事长赵锡

成及其家族基金会 2012

年对哈佛大学 4000 万美

元的捐赠项目之一，以赵

锡成已故妻子命名。

新华社记者 李畅翔摄

科技日报莫斯科6月7日电（记者亓科伟）据俄塔

斯社报道，7 日，俄罗斯水文气象和环境监测局北方分

站“莫尔恰诺夫教授”号科考船从阿尔汉格尔斯克港出

发，开始了 2016年度“北极浮动大学”项目航行。

此次科考的主题是“新地岛探秘之旅”。科考队领

队、北极联邦大学极地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康斯坦丁·扎伊

科夫介绍，今年的科考计划与往年相比有所不同，主要关

注的是北极陆地和沿岸地区生态情况，而非北冰洋。

北极联邦大学介绍，此次航行期间，科研人员和大

学生将试图复原北极新地岛的古代风貌，为此，今年的

科考中首次加入了地质学和古地磁学勘探工作。扎伊

科夫认为，这对于估算新地岛群岛的资源储量具有重

要意义，因为该地区是稀土资源的富集地之一。此外，

今年科考还将完成北极风光的三维全景拍摄，届时观

众可佩戴 3D眼镜直观感受北极地形地貌。

此次国际科考队共有56名成员，分别来巴西、德国、

印尼、加拿大、挪威、俄罗斯和瑞士等 7个国家。俄希望

通过此次活动向各国青年展示俄北极地区独特的生态

系统及历史文化遗产。科考队计划于6月27日返航。

“北极浮动大学”项目于 2012年 6月 1日启动，得到

了俄水文气象和环境监测局、北极联邦大学和俄罗斯地

理学会的资金支持，此次航行是该项目的第八次科考。

俄“北极浮动大学”第八次科考起航

科技日报联合国6月6日电（记者王心见）联合国

6日在纽约总部举办首届年度科学、技术和创新多利益

攸关方论坛，以通过科学、技术和创新推进相关可持续

发展目标，使全球共享繁荣。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论坛上发表讲话表示，在

未来 15年中，科学、技术和创新的进步对实现所有可持

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从消除贫困到农业和粮食安

全，从能源到水和卫生，以及气候变化等。在基层，将

科学、技术和创新与地方的可持续发展相关联，是目前

最艰巨的挑战。

潘基文表示，科学、技术和创新作为一个重要的执

行因素，贯穿于整个“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所有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169 个具体目标。科学、技术

和创新并不仅仅表示利用一项新技术或采用一套新软

件，它代表着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态度，意味着重新考

虑建立制度和程序，并引入新的发展战略。

潘基文指出，科学、技术和创新必须成为社会包容、

消除贫困和可持续发展的工具。为此，联合国将在未来

15年中每年举办一次多利益攸关方论坛，以集思广益，设

法激励、扩大并实施突破性的解决方案。

联合国举办多利益攸关方论坛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6日电（记者林小春）美国副

总统拜登 6日宣布，启用癌症“登月计划”首个大型开放

数据库，旨在更好地分享癌症相关数据，帮助科研人员

更好地认识癌症，从而开发出更有效的疗法。

美国白宫当天发表一份声明说，这个名为“基因组

数据共用”的数据库将为储存、分析和分享癌症基因组

数据及相关临床数据提供一个公共平台，这对推进精

准医学、改善癌症治疗水平至关重要。

声明说，这个数据库是一个交互式系统，易于搜

索，提供的都是未处理过的原始数据，因而科研人员

可以使用新研发出的计算工具与分析方法重新分析

这些数据。数据库整合了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现有

多个癌症研究项目的资料，目前已拥有 1.2 万名癌症

患者的数据,今后全世界科研人员可继续向其中添加

更多数据。

“基因组数据共用”数据库将由芝加哥大学代美国

国家癌症研究所管理，拜登当天访问芝加哥大学时宣

布启用这一数据库。

美癌症“登月计划”开放数据库启用

哈佛大学启用首栋
以华人命名的教学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