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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近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南美三国并出席 APEC 利

马会议，在返程途中经停西班牙大加那利岛。习主席

到访西班牙一时成为这座小岛上最重大的新闻。大

西洋宝岛上吹起了浓浓的中国风。

习主席到访进一步拉近中西关系

习主席到访前夕，南京工业大学巡演艺术团访问

大加那利岛拉斯帕尔马斯大学孔子学院，为当地居民

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中国功夫、民乐、舞蹈

等一系列带有浓郁中国特色的表演，赢得了观众不住

的赞叹和掌声。

大加那利岛圣巴尔托洛梅德蒂拉哈纳市市长马

可·桑切斯出席活动并致辞。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

采访时，桑切斯市长代表市政府和全体市民热烈欢

迎习主席来访并为此深感荣幸，相信这次过境访问

一定会进一步深化西班牙与中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

系。桑切斯市长说：“作为东道主，西班牙和大加那

利岛政府将按照最高规格对习主席过境给予热情接

待，尽力做到宾至如归，充分体现西班牙对中国的友

好情谊。”

大加那利岛旅游资源丰富，气候四季恒温，是著

名的度假胜地。这座面积仅有 1560 平方公里的火山

岛，因拥有多种地形地貌而被称为“微缩大陆”，并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生物圈保护区。著名作家

三毛曾多年旅居大加那利岛特尔德镇，创作的多部作

品记录了其在岛上生活见闻，很多中国人也由此听闻

和认识大加那利岛。桑切斯市长对记者表示，他期待

习主席此次来访能够成为大加那利岛又一张靓丽名

片，在未来吸引更多中国朋友到访。

西班牙加那利华人华侨协会是此次活动的协办

方，协会主席李丽驱表示，对于旅居加那利群岛的近

两万名华人华侨来说，习近平主席此次过境访问是一

件大喜事。加那利群岛华人华侨对祖国日益繁荣富

强备感自豪，与当地民众友好相处，积极融入主流社

会，期待为促进中西友谊作出贡献。

汉语成为联通中西两国的
重要桥梁

大加那利岛是欧盟最外延的特别领域，地处北非

大陆西海岸，同时作为欧洲和南美洲航道上的重要港

口，深受欧洲、非洲和南美洲多种文化的影响。大西

洋深处、人口不足百万的小岛上，中国文化或许会显

得遥远陌生，但记者却在这里看到一番完全不同的景

象，中国文化和汉语在多元文化交融的小岛上受到格

外欢迎。南京工业大学巡演艺术团到访孔子学院的

演出一票难求，文化中心大会场座无虚席，当地观众

不忍错过任何细节，纷纷拿出相机、手机记录下精彩

瞬间，神情如醉如痴。

拉斯帕尔马斯大学孔子学院院长任显忠向记者

介绍，孔子学院每年都会组织类似的大型活动和演

出，获得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民众的热烈欢迎。

习主席过境到访大加那利岛，更是在宝岛上吹起了浓

浓的中国风，加那利群岛最大的媒体《省报》头版整版

对习主席到访进行了报道，很多居民看到消息后都很

激动，相互转告，认为作为大加那利岛人能够代表西

班牙接待习主席一行非常荣幸和自豪。

任显忠院长介绍，汶川地震后，第一批抵达灾区

的国际救援物资就来自西班牙。西班牙民众普遍对

华非常友好，对中国文化和汉语兴趣浓厚，这是中西

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之一。任院长指出，

语言是联通两国的重要桥梁，在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的背景下，进一步增进中西两国友谊和相互了解，

将中国文化和汉语介绍给西班牙民众，就成为一项

很有意义的事业。任院长和一批中国教师投身其

中，乐此不疲。

拉斯帕尔马斯大学孔子学院于 2011 年 5 月正式

成立，在办学教师的不懈努力下，注册学生数在第一

年便达到 1660名，创立之初即一跃成为西班牙孔子学

院之首，另一方面也印证了大加那利岛居民对中国文

化和汉语的喜爱。

作为一家以教学为重点的孔子学院，拉斯帕尔马

斯大学孔子学院在短短5年的发展时间内，已经将中文

课程拓展到8个教学点，成为5所当地中小学校必修课，

并融入到拉斯帕尔马斯大学课程内。在近5年的“汉语

桥”比赛中，该院学生屡获佳绩，如在 2016年西班牙赛

区比赛中，取得了大学生组第一名、中学生组第一名和

第三名的好成绩；2012年，该院学生取得全球总决赛第

三名。学院还积极承办官方汉语考试 HSK 和 YCT，5

年来，共有1600余名学生参加考试并获得资格证书，通

过率达到90%。这些成绩得益于近30位中国教师的辛

勤努力，每位教师星期课时达22小时以上。

任院长表示，随着中国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

大加那利岛居民对中文教学越来越重视，中文教学也

已成为当地中小学校吸引优秀生源的一大亮点。习

主席到访能够进一步拉近中西关系，相信当地民众对

中国人民的感情和对中华文化的热爱都将越来越浓，

孔子学院未来也会越办越好。

（科技日报巴黎11月26日电）

大 西 洋 宝 岛 吹 起 中 国 风
本报驻法国记者 王 江 李宏策

图为南京工业大学巡演艺术团太极拳教学互动节目。 本报记者 李宏策摄

本周焦点

人类染色体三维结构图首次绘成
英国、日本和美国的科学家合作，利用先进成像

技术首次获得人类全部 46 个染色体的详细三维结

构。这些结构图清晰表明，组成染色体的物质只有

一半是遗传物质，远低于人们之前的预期。

该成像技术具有开创性，可帮助人们获得染色

体结构前所未有的细节。100年来，科学家们一直认

为，所有染色体几乎全部由遗传载体染色质构成，没

有人对此提出过质疑，现在则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个

问题。

本周明星

单原子磁体存储设备原型诞生
瑞士洛桑理工学院用单个原子磁体在石墨烯上

铺装成超级晶格结构，成功研制出基于单原子的存

储装置原型，其数据存储密度达到每平方英寸 115太

比特（TB），预示着新一代存储介质即将到来。这一

设计目前的缺陷之一是，磁稳定性会随着温度升高

而降低，下一步有望通过在绝缘基底上培养石墨烯，

以改进超晶格的热稳定性。

外媒精选

一种续航数天的电池充电只需数秒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3 日消息称，一种能续航

数天的新型电池充电却只需要数秒钟。这种高性能

电池使用了超级电容器，除了可以快速储存大量电

力外，还可充放电 3 万次以上，而锂离子电池通常在

充放电数百次之后储能就会下降。该电池克服了小

型化的障碍，只有指甲大小，未来可用于手机、电动

汽车及可穿戴设备。

前沿探索

重力信号可成地震预警新方法
科学家通过检查 2011年日本东北地方太平洋近

海地震数据，首次检测到一种在地震波到达之前就

可观测到的重力信号。这种信号有望改进地震预警

时间，推动地震和海啸预警系统研究取得新进展。

抗菌肽或成“新神器”
美国、巴西和加拿大研究人员合作开发出一种

抗菌肽，可以杀死多种细菌，其中包括一些已对多数

抗生素产生耐药性的细菌。其有望被单独使用或与

传统抗生素一同使用，从而使细菌难以产生耐药性，

为治疗感染性疾病提供新方法。

“最”案现场

史上最强气象卫星升空
当地时间 19 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利用“宇宙神-5”号火箭，成功将新一代静止环境观

测卫星-R（GOES-R）送入太空。该卫星是有史以

来最先进的气象卫星，价值 10亿美元，空间分辨率提

高了 4 倍，扫描速度提高了 5 倍，有望让天气预报发

生彻底变革。

迄今最圆天体是颗恒星
宇宙间的星体并不是完美的圆球，当它们旋转

时，会由于离心力而趋向变平。迄今为止人类观测

到 的 最 圆 天 体 ，被 确 认 为 一 颗 恒 星 —— 开 普 勒

11145123，该星赤道半径和极半径之间的差异只有 3

公里。在遥远的宇宙空间中，它完美地展现了自然

造物的巧夺天工。

一周之“首”

首枚光子神经形态芯片问世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制出全球首枚光子神经形

态芯片，其中的每个节点拥有神经元一样的响应特

征，这些节点采用微型圆形波导的形式，被蚀刻进一

个光可在其中循环的硅基座内。在实验中，其能以

超快速度计算——运算速度快 3个数量级，该芯片有

望开启全新的光子计算产业。

硅和碳首次借助天然酶“联姻”
美国科学家发现，在一种天然酶的作用下，当活

体大肠杆菌细胞被“喂食”合适的含硅化合物时，其内

部可形成碳—硅键。这是科学家首次证明有机生物

体能让硅碳结合。除有助新药研制外，该研究还有助

于解答生物进化过程为何对硅视而不见的问题。

一周技术刷新

疫苗有效性识别与提高有新方法
中美科学家开发出一种提高中东呼吸综合征

（MERS）疫苗有效性的新方法，可识别疫苗中哪些

成分刺激免疫反应的效力最低，进而筛选出较优的

成分。该研究成果将有助于设计更有效的对抗一系

列病毒性感染的疫苗。

挤压铂催化剂缩小0.01纳米性能提高90%
斯坦福大学科研团队通过将铂催化剂与一种超

薄材料键合，挤压铂催化剂缩小 0.01纳米，使其催化

性能提高了 90%。这种能从原子水平调控金属催化

剂性能的新方法，可广泛运用于清洁能源领域，提高

燃料电池的效率。

奇观轶闻

火星上埋藏着巨大冰层
美国科学家详细分析了 NASA 火星勘测轨道

飞行器所搭载仪器的观测资料后认为，火星上巨大

沉积物中含有与地球上最大淡水湖苏必利尔湖一

样多的水，该含水的冰沉积层面积比美国新墨西哥

州的面积还大，被认为是未来宇航员探索火星的可

用资源。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一 周 国 际 要 闻
（11月21日—11月27日）

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27日电 （记者张梦然）英国

《自然·植物》杂志日前在线发表的一篇论文称，斐济的

一种蚂蚁会积极培育植物，之后栖居其上以获得保护。

在对这种行为进行演化分析后，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蚂

蚁早在几百万年前就开始培育植物，远在人类开始农业

耕作之前。

有多种动物，如培养真菌的切叶蚁或甲虫，已经与

其他生物体发展出互惠关系，这些动物会种植、滋养或

培育其他生物体。

德国慕尼黑大学研究人员纪尧姆·乔米基和苏珊

娜·雷娜在最新的研究中发现，在斐济群岛上，凹头臭蚁

属的一种蚂蚁，已积极培育了至少 6 种穗鳞木属植物，

这种植物是在其他植物或树上生长的附生植物，无法从

土壤中获取养分。

研究人员还发现，这些蚂蚁会收集植物果实的种

子，然后将其插入寄主树的缝隙中。长出的幼苗组成

“小房间”，蚂蚁会时时到此排泄，为幼苗提供养分，使其

在没有肥沃的热带土壤滋养的情况下也能成长。随着

这种小房间不断扩大，可为路过的工蚁和永久性蚁群提

供栖息地和保护。

论文作者表示，与此前观察到的蚁植共栖不同，论

文所述的这种互动关系并非兼生性而是必需的：蚂蚁和

植物相互依赖，无法独活。研究表明，蚂蚁培育的单一

作物在寄主树上形成一个居住网络，上面布满了蚂蚁踪

迹，蚁后居于中心位置。

最后，论文作者重建了蚂蚁和植物的演化历史，表

明大约在 300万年前，在共同演化的作用下形成了这种

模式：穗鳞木属植物演化形成了在树皮上固定自己的特

殊能力，蚂蚁则开始了植物培育行为。

蚂蚁培育植物时间可能比人早

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27日电
（记者姜靖）最近出版的《科学》杂

志载文称，科学家通过分析，将去

年在太空中发现的快速射电暴定

义为迄今为止最明亮的射电暴，

其被命名为“FRB 150807”，同时

通过测量，对其发生的位置进行

了更精准定位。这一分析发现有

助于了解星系之间弥漫的稀疏物

质网——宇宙网。

快速射电暴持续仅几毫秒，

但它在一瞬间释放的能量相当于

太阳一个月释放的能量。尽管其

爆发可能蕴含对恒星演化和宇宙

学的有用线索，但爆发来源很难

定位，限制了其在宇宙研究中的

应用。

加 利 福 尼 亚 理 工 学 院 研 究

人 员 维 克 拉 姆·拉 维 说 ：“ 快 速

射 电 暴 来 源 于 数 十 亿 光 年 之

外 的 地 方 。 通 常 认 为 ，近 一 半

的 可 见 物 质 稀 疏 地 散 布 在 星

际 空 间 ，虽 然 望 远 镜 一 般 无 法

观 测 到 这 些 物 质 ，但 可 以 通 过

快 速 射 电 暴 对 这 些 物 质 进 行

研 究 。”

当快速射电暴穿过这些散布

在 星 际 空 间 的 物 质 时 会 发 生 变

形，就像星星发出的光通过大气

层会变形、闪烁一样。通过观察

快速射电暴从产生到抵达地球的

行 程 ，可 以 了 解 宇 宙 的 局 部 细

节。拉维团队观测到，主星系中

的物质仅导致 FRB 150807 微弱

变形，这表明主星系的星际介质

不像最初预测的那样混乱。

迄今为止，仅有 18 次快速射

电暴被观测到。非常神秘的是，

大 多 数 快 速 射 电 暴 只 是 单 次 爆

发，并不会反复闪烁。由于望远

镜分辨率问题，大多数快速射电

暴虽能被观测到，但无法计算出

其 产 生 的 确 切 位 置 。 此 次 FRB

150807 空前的亮度，使科学家能

对其可能发生的位置进行更精确定位，并通过测量将范

围缩小至几个地方，其中最有可能的是一个被称作

VHS7的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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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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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旧金山电 （记者马丹）随着无人机成为

现代军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无人机应用大战开始转向

海底。据美国《华盛顿邮报》24 日报道，美国海军正在

研究在海底大规模部署无人潜航器。

美军方认为，海底世界有朝一日可能会像海面、天

空甚至太空一样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因此寻求用新

技术占据海底战和反潜战先发优势。美海军提出的设

想是，在“七大洋”海底部署无人潜航器和配套的水下

服务站，形成“艾森豪威尔海底高速公路网”。

美海军计划从载人潜艇、大型无人潜艇上发射

无 人 潜 航 器 ，类 似 战 斗 机 从 航 空 母 舰 上 起 飞 那 样 。

被 命 名 为“前 沿 部 署 能 源 和 通 信 前 哨 站 ”的 水 下 服

务 站 ，类 似 高 速 公 路 休 息 站 ，可 供 无 人 潜 航 器 加 油

或 充 电 、传 输 数 据 和 储 存 数 据 等 ，使 无 人 潜 航 器 的

水下巡航时间从现在的数天、数周延长到数月甚至

数年。

美海军正在对一些用于执行海底测绘、探测水雷、

搜寻潜艇甚至发动攻击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系统进行

测试。美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局则计划在海底部署高

15 英尺（约合 4.6 米）的无人机舱。它们可能在海底潜

伏数年，一旦接到信号被唤醒，就会浮到海面，释放出

无人机，执行海岸线侦察等任务。

一些军工企业也纷纷进军水下无人潜航器领域。

近年来，波音公司相继开发出能持续运行数天的“回声

巡航者”号和“回声追寻者”号无人潜航器，今年又推出

“回声航行者”号无人潜航器，能在没有支持舰船的帮

助下持续运行几个月。

被通用动力公司收购的蓝鳍金枪鱼机器人技术公

司，制造的“蓝鳍金枪鱼－21”号无人潜航器能够放出重

量只有 15磅（约合 6.8公斤）的微型无人潜航器，可执行

扫描敌方海岸线、浮出水面把数据传输给在上方飞行

的飞机等任务。

美拟用无人潜航器建海底“高速公路”

历经三个月的建设，北京荟聚中心地下停车场充电站首批55个充电桩近日正式投入使用，包括17台快充和38台普通交流桩。这一超级充电站共计158台充电
桩，快充和慢充比例1∶1，建成后将成为亚洲最大的电动汽车公共充电站，有望缓解电动汽车充电难题。该充电站将使用便捷性放在了首位，可以通过App、e充网甚
至微信等多个渠道实现充电和缴费。 本报记者 姜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