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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连线·俄罗斯

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2月6日电（记者刘霞）据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官网近日报道，

NASA 太空技术任务理事会（STMD）发布了

《合作机会公告》（ACO），希望与致力于太空

技术研发的美国公司合作，促进商业太空产

业的发展，并让 NASA未来的探测任务受益。

在《合作机会公告》框架下，NASA 的研

究中心将同这些公司开展合作，通过项目资

助及提供专业技术和测试设备等方式，推进

相关技术的发展。NASA 的投资有助于减少

私人企业的研发成本，加快商业太空系统与

政府太空探索任务的相互融合。

根据该公告，NASA 将在以下四大技术

领域加强与私企的合作：

一是小型运载火箭技术研发。小型航天

器专用发射的需求与日俱增。随着 NASA 考

虑利用小型航天器扩充其主要探测目标，它

对加速发展与小型航天器发射系统有关的潜

在技术非常感兴趣，希望借此让某些商业太

空服务成为可能。

二是可靠的电子技术研发。现有商业化

电子技术长时间暴露于太空环境会降低可靠

性，NASA 希望同工业伙伴合作，研制出低成

本、可靠的太空电子设备。

三是先进通信技术研发。用于命令、控

制和数据下载的通信系统，对所有太空任务

至关重要。长期以来，NASA 的通信基础设

施面临着挑战。新兴商业技术的发展，使

NASA 有机会与私企合作，在下一代科学和

载人探索任务中实现端对端命令、遥感勘测

以及数据传输。

四是太空推进技术研发。NASA 希望与

工业伙伴携手研发两类重要的空间推进系

统。其一，利用小型航天器平台和低成本空

间访问的推进系统；其二，提升商业太空能力

所需的大规模化学低温推进系统。

STMD 副主管史提夫·尤尔奇克说：“我

们希望借助《合作机会公告》促进商业太空能

力的发展和 NASA 长期战略性目标的实现，

增强美国在太空领域的工业竞争力。”

NASA 发布《合作机会公告》
将在小型运载火箭等四大技术领域加强与私企合作

联合国智囊团——联合国大学组织的世

界首个“区域电子垃圾检测”项目发布的最新

研究报告称，东亚和东南亚的废弃电子产品

数量在 2010 年至 2015 年间增长了 63%，电子

垃圾总量和人均产生量均快速增长，速度超

过了人口增长。在全球金融危机后，这一增

长现象更显惊人。

亚洲的 12个国家和地区构成了最大的消

费者群体，购买了近一半市场份额的电子产

品。报告独特地展示了区域电子垃圾状况，

直接将不同区域进行横向比较，并根据先行

国家的成熟经验，向不发达地区提出未来电

子垃圾管理的体系和政策建议。

数量骤增源自哪里

联 合 国 大 学 项 目 研 究 人 员 鲁 迪 格·库

尔说：“对于缺乏环境友好型电子垃圾管理

基础设施的许多国家来说，这类垃圾的数

量骤增令人担忧。”现有电子垃圾收集和处

理系统负担过重，对环境治理产生了不小

的压力。

报告列举的电子垃圾增加的主要趋势

包括：技术创新加速了新产品的推出，特别

是便携式电子产品类别，如平板电脑和智

能手表等小型可穿戴设备层出不穷；在东

亚和东南亚地区，工业化国家人口不断增

加，迅速扩大的中产阶级成为相当有实力

的电子产品消费者；由于硬件不兼容和软

件要求，电子产品很快因快速发展的技术

变得不再时尚，更新换代越来越快，电子垃

圾也随之增长；进口贸易提供了更多的新

产品和二手产品，也增加了电子垃圾的潜

在来源。

非法倾倒原因何在

研究报告警告，大多数国家普遍存在不

当和非法电子垃圾倾倒，却没有考虑由国家

来对电子垃圾立法。

消费者、拆解商和回收商往往成为非法

倾倒的主体，他们拆卸和处理非功能部件的

残余物释放到环境中，形成了“开放倾倒”。

研究表明，非法倾倒电子垃圾的主要原

因有如下几条：首先，用户缺乏单独处理过时

电子产品和电子垃圾的意识，非正规电子垃

圾回收商也往往缺乏相关的行为危害性知

识；其次，如果用户需要为回收电子垃圾支付

费用，一般都会选择忽略收集和回收系统，因

为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再者，现有系统需要

花费时间和精力处置电子垃圾，造成的不便

让人们缺乏正确处置的动力。另外，缺少合

适的场所来处置危险废弃物和电子垃圾残余

物，以及电子垃圾立法管理不当或执行不力，

也可能导致电子垃圾泛滥。

非法回收伤害多大

报告明确指出，当分离有机和无机化合

物，如燃烧电缆以回收铜时，电子垃圾的露天

焚烧等“后院回收”，成为非法回收电子垃圾

的常见做法，对公共卫生和环境造成严重和

长期的不良影响。

当电池部件短路时，火灾也时有发生。

这种情况虽不太常见，但也不能忽视。大多

数情况下，这些回收商主要从印刷电路板和

电线中回收金、银、钯和铜，使用危险的湿化

学浸出工艺（也被称为酸浴）进行分离，通常

导致有毒烟雾的释放。

研究人员警告：“在非正规部门的露天焚

烧和酸洗池回收，对处理者的职业健康有严

重的负面影响；在没有手套、眼镜和面罩等保

护措施情况下，若接触危险化学品和物质将

直接影响工人健康。”

报告认为，对电子垃圾处置不当，与甲状

腺功能改变、肺功能下降、儿童生长缓慢、精

神健康结果消极、认知发育受损、细胞毒性和

基因毒性之间存在一定联系。

研究人员强调，对于经常在同一地点生

活和工作的非正规回收者家庭成员及周围社

区的居民，间接接触这些有害物质也将带来

健康问题。

日韩等国有何经验

报告称，日本、韩国等在建立电子垃圾收

集和回收系统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从上世

纪 90 年代起，实施了专项立法，其特点是：重

视收集和回收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强有力的

执法。也有像新加坡那样虽然没有立法，但

政府和生产者通过公司合作伙伴关系管理电

子垃圾。

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国近期对电

子垃圾进行了立法。但这些国家在执行过程

中，还面临资源有限和制定规则能力等方面

的挑战，同时公众对于不当处置电子垃圾的

危害仍认识不足。

另外，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虽尚未

建立电子废物管理法律框架，但其一些非正

规部门已建起了收集和回收进口报废产品、

维修、翻新和零件供应的网络。

（科技日报北京2月6日电）

5年飙升63%，电子垃圾泛滥成灾？
——首个东亚和东南亚区域电子垃圾检测报告出炉

本报记者 房琳琳

科技日报北京2月6日电（记者张梦然）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网站近日消息，德国

的研究人员利用人机接口，帮助完全瘫痪患

者与外界进行了沟通交流。该成果对改善闭

锁综合征患者的生活质量有极大影响。相关

研究在线发表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生物卷》

期刊上。

完全瘫痪患者在医学上被称为闭锁综合

征，多因脑桥基底部血栓所致。顾名思义，患

者会被“锁定在自己的身体”里，但患者的大

脑半球和脑干被盖部网状激活系统并未受

损，因此意识可以保持清醒，对语言的理解也

没有问题。不过，因为双侧皮质脑干束与皮

质脊髓束均被阻断，患者运动性传出功能丧

失，会表现为不能言语，失去身体控制能力。

其中一部分患者仍可以利用眼睛运动来进行

沟通，但另一些则失去了包括控制眼球移动

在内的所有运动能力。

此前科学家已经知道，脑细胞活动会改

变血液中的氧气水平，从而改变血液的颜

色。此次，研究团队开发了一种“脑—机”界

面，用于阅读完全瘫痪患者的想法。他们利

用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探测实验对象大脑血

液颜色，尝试解读完全瘫痪患者的思维。这

些实验对象处于“完全闭锁”状态，即连眼球

都无法运动。

在实验中，他们尝试询问患者例如“你丈

夫的姓名是否为某某”这类的问题，以训练计

算机解读大脑信号。结果显示，解读的准确

率达到了 75%，这就意味着可以通过反复询

问问题，最终确定患者的答案，以实现简单沟

通的功能。

研究人员表示，这种形式可用作实际的

日常交流手段，如探查患者的疼痛程度等，帮

助完全瘫痪患者与外界产生交流，与周围世

界进行第一步的互动。

人机接口帮助全瘫患者沟通交流
通过反复询问确定患者答案

科技日报华盛顿2月6日电 （记者刘
海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布莱根妇女医

院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依靠胃酸驱动

的伏打电池，可产生足够电力供微型传感

器或药物输送设备运行。他们在 6 日出

版的《自然·生物医学工程》杂志上撰文

称，这一新型电源更安全廉价，有望成为

目前体内传感器或药物输送设备所用电

池的替代品。

医生们常用植入式医疗设备进行生命

体征监测或递送药物，这些设备通常由微

型电池驱动，但传统电池会自放电，存在安

全风险。为解决这一问题，研究人员开发

出靠胃酸驱动的新型电池。

该电池设计灵感源于柠檬电池。柠檬

电池只需将镀锌螺丝钉和铜片插入柠檬，

即可利用柠檬酸中的氢离子产生电流。在

新设计中，研究人员将锌和铜制电极放置

在微型商用温度传感器表面，锌会释放离

子到胃液中，利用胃酸驱动电路，产生足够

的能源驱动传感器和一个 900 兆赫的发射

机。

研究人员在猪身上进行的试验显示，

传感器平均要用 6天才会通过猪的消化系

统。在胃部时，电池可提供足够的能量驱

动传感器，并每隔 12 秒发射一次无线信

号，将数据传送至 2米外的基站；一旦设备

进入小肠，电池提供的能量会大幅减少，但

仍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驱动设备并传

递信息，只不过传递频率会降低。

目前，该设备原型是一个直径 12 毫

米、高 40 毫米的圆柱体。研究人员认为，

通过定制集成电路，将能量采集器、发射机

和微型处理器集成，可使设备体积缩小三

分之二。一旦小型化成功，他们将开发其

他类型的传感器和应用程序。

研究人员还指出，对于植入式医疗设

备来说，能源的管理、转换、存储和利用始

终是挑战。新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使他们

意识到可利用人体自身资源开发出完全自

我维持的系统。将来人们或仅靠一个自供

电的“药丸”就可进行持续数周的生命体征

监测，相关数据会传送到自己的手机上。

此外，新设备还可用于递送药物。研

究人员靠此设备成功释放了封装在金薄膜

中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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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莫斯科电 （记者栾海）为使

俄罗斯军方特种兵在执行体能消耗较大的

任务时保持正常体感温度，俄科研人员开

发出了一种兼具散热和保暖功能的保温

衣，并已开始交付使用。

据俄新社报道，这种保温衣简称“幻

影”衣，由俄工业和贸易部斥资 3000 万卢

布（1卢布约合 0.116元人民币）组织研发。

研发单位提供的资料显示，“幻影”衣

分 为 上 衣 和 裤 子 两 部 分 ，衣 料 成 分 为

83％的聚酰胺、15％的氨纶和 2％的聚丙

烯。这种衣服在抻拉时有很好的延展性，

能够紧贴体表以便排出由汗液产生的湿

气。在正常增减外衣的情况下，该保温衣

可在 30 至零下 50 摄氏度环境下使特勤人

员保持舒适的体感温度，该温度上限约为

37 摄氏度。

研发人员介绍说，根据人体排汗特点

和保温需求，“幻影”衣所对应的人体不同

部位处，有 5种不同的网格状凹凸纹络。

据俄媒体报道，“幻影”衣已于 2016 年

年底投入批量生产。

“幻影”保温衣增强俄特种兵舒适感

俄 罗 斯 国 家 研 究 型 工 艺 技 术 大 学

（NUST MISIS）“超导超材料”实验室的科

研团队研发出一种独特超材料，有望为“隐

形”传输信息奠定基础。

超材料（Metamaterial）是具有超常物

理特性的人工复合材料，因其结构的不均

匀性，它可以改变电磁波的方向和性质，以

及控制光的性质。比如，借助它们可以在

某种电磁辐射波段内使物体隐形。这种材

料最重要的实际应用之处在于国防工业或

者超级计算机领域。

该团队制造出了一种独特的扁平超材

料，它是由强激光从普通钢铁上切下的所

谓超分子的小型扁平栅栏晶格。该大学信

息学副博士阿列克谢·巴沙林说，通过这种

方法所制造出来的晶格特殊排列构成了电

磁力矩的总和。

巴沙林说：“我们开发的电磁力矩最不

可思议的应用方向是，不借助于电磁场而借

助于电磁势来研究物体的相互作用，这是量

子物理中著名的阿哈罗诺夫—玻姆效应。”

他说：“电磁力矩不辐射电磁场，但可

以辐射电磁势，这样就出现了掩蔽各种物

体的独特可能性。具体而言就是把它们从

电磁场中屏蔽掉，制造出仅靠矢势调制而

秘密传输数据的装置。这可能意味着，我

们看不到自然界中的许多物体，因为它们

不与电磁场发生相互作用，而只同电磁势

发生相互作用。”

目前，俄罗斯国家研究型工艺技术大

学的专家们正设法验证利用这种新材料来

“隐形”传输信息的可能性。

（本栏目稿件来源：“卫星”新闻通讯
社 整编：本报记者 刘霞）

超材料或能使信息“隐形”传输

俄 罗 斯 国 家 研 究 型 工 艺 技 术 大 学

NUST MISIS（莫斯科国立科技大学）的科

学家利用“溶液燃烧”中的自蔓延高温合成

法（SHS），研制出有特殊性能的纳米材料。

这些材料可广泛应用于燃料、太阳能电池、

新一代电容和蓄能装置及新型催化剂中。

亚历山大·穆卡思扬教授领导的团队将

硝酸镍和甘氨酸混合物放到高孔隙环境中

让其反应，获得了不会衰减也不会受到污染

的催化剂。新催化剂比一般催化剂可多用

数十次，这一方法现已取得专利权。这种催

化剂用于汽车中可减少有害物质的排放。

近10年来，纳米技术蓬勃发展，纳米材

料因性能独特，有望在电子、医药、建筑、军

事、农业等领域“大显身手”，但要想研制出

特定纳米尺寸（比如磁性要求小于10纳米）

的材料，需要专门的复杂设备且能耗很高。

有鉴于此，科学家们正在积极研究合

成纳米材料的新方法——在溶液中或“溶

液燃烧”中的自蔓延高温合成法，也就是含

有氧化剂（硝酸盐）和还原剂（溶解于水的

有机胺、酸和氨基酸）的成分相互作用维持

放热反应（燃烧）。在溶液中，化学反应强

烈地扩展直至消失，形成最终的纳米产品。

材料的燃烧与合成过程一直是科学家

们关注的对象。1967 年，苏联科学家亚历

山大·梅尔扎诺夫领导的团队发现了无需

氧气和氧化物的燃烧过程——自蔓延高温

合成法。上世纪 90 年代，印度喀希纳什·
帕蒂尔教授领导的团队发现了这一方法的

“变种”——溶液中的自蔓延高温合成法，

他们用硝酸盐做基础，并在其中添加了有

机可燃物甘氨酸、蔗糖、柠檬酸或尿素，得

到了纳米材料。

新合成法造出特种纳米材料

2 月 5 日，在葡萄牙里斯本举
办的宠物展上，一名女子携宠物猫
参展。

当日，为期三天的葡萄牙宠物
展在葡首都里 斯 本 会 展 中 心 落
下 帷 幕 。 本 届 宠 物 展 吸 引 了
160 余家专业机构和品牌参加，
参展的各类宠物达 3000 余只。

新华社记者 张立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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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宠来袭
葡萄牙里斯本宠物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