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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 2月 20日电 （记者张梦
然）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于北京

时间 19 日 22 时 39 分，成功发射“猎鹰 9”号火

箭，执行第十次也是 2017 年首次国际空间站

补给任务（CRS-10）。此次“猎鹰 9”号火箭

搭载的龙飞船上还携带了大量科学设备，包

括一台名为“平流层气溶胶与气体实验 3”

（SAGEⅢ）的重量级观测仪器。

据 美 国 国 家 航 空 航 天 局（NASA）和

SpaceX官网报道，“猎鹰 9”号发射升空数分钟

后，一级火箭被成功回收，随后龙飞船与“猎鹰

9”号二级火箭分离。龙飞船按计划抛弃整流

罩，两个太阳能电池板顺利展开，向国际空间

站飞去，预计将在2天后与空间站对接。

作为 NASA 的货运提供商，SpaceX 手握

NASA 的 合 同 ，需 完 成 为 空 间 站 补 给 的 任

务。此次“猎鹰 9”号火箭搭载的龙飞船上共

携带约 2495 千克物资和科学设备，涉及 250

多项研究，涵盖了植物生长、潜在疾病免疫治

疗以及气候监测等诸多方面。“平流层气溶胶

与气体实验 3”观测仪器就重达 998 千克，它

主要针对臭氧层与气溶胶，后者正是悬浮在

大气中的固态和液态颗粒物。

SpaceX 原本定于北京时间 18 日晚进行

发射，但倒计时 13 秒时突然叫停，原因是发

现“猎鹰 9”号火箭二级推力矢量系统存在问

题。SpaceX 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随后在

其社交媒体上连续发布了几条消息来简述事

故原因，他称一切仍运行正常，但二级火箭发

动机转向液压活塞的运动轨迹仍然有些奇

怪，需要进行调查，而如果这是唯一存在的问

题，那火箭的情况依旧良好。发射遂推迟到

19日晚进行。

本次发射还有令人瞩目的意义：火箭是

从 佛 罗 里 达 州 肯 尼 迪 航 天 中 心 39A

（LC-39A）发射复合体升空的。该发射台曾

经在阿波罗登月时代执行过所有登月任务

使用的“土星 5”号火箭发射；后来又在航天

飞机时代执行过多次发射，包括第一次和最

后一次的航天飞机升空。此次也是航天飞

机落幕 5 年多来，发射台经升级改造后的首

次启用。

重启航天飞机时代发射台

“猎鹰9”为国际空间站送“快递”

据英国《自然》杂志网站报道，美国机构

近日发布了《通用法则（Common Rule）》最

终版本，这一法则统辖所有以人为对象进行

的生物医学研究。最新版本废除了此前饱受

争议的“要求科学家获得生物样本捐赠者的

同意，才能在随后的研究中使用这些生物样

本”的提案。

最新决定让很多支持病人隐私权的人深

受打击，但也让一部分科学家拍手叫好。

与时俱进 减轻科研
监管负担
《通用法则》于 1981 年制定，这一法则就

像一个忠诚的卫士，为美国的生物医学研究

“保驾护航”。

但世易时移，过去十多年间，除了知识更

新和科技进步，医学研究和社会环境也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今天的临床研究

更倾向于多中心协作、招募大量受试者。正

如原总统奥巴马在倡导精准医疗时所号召的

那样，受试者将成为临床研究真正的参与合

作者，在医学实验中发挥更大作用。

此外，临床试验日益增多、电子病历广泛使

用、基因组领域的进步让人担心隐私泄露……

诸多因素让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DHHS）

和其他机构开始对《通用法则》进行修订。而

2013年海拉癌细胞系基因组序列发表引起的

伦理争议，使得国际生物和医学研究伦理学更

加重视参与者的知情同意基本权益。

有鉴于此，2015 年，DHHS 发布了关于

《通用法则》的修订意见，要求研究人员获得

病人同意后，才能在研究中使用其血液和身

体组织等生物样本。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

医学学院随后对此提出批评，他们在 2016 年

4月的报告中辩称，这会给研究人员增加不必

要的负担，应取消这一规定。

于是，新版《通用法则》最终摒弃了有关

要求，并进一步减轻了研究人员的监管负担，

比如不再要求研究人员获得研究所涉每个机

构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修订法则 政府关注
科学家担忧

据美国《科学》杂志报道，新版《通用法

则》让很多生物医学机构和大学研究人员松

了一口气。美国大学协会生物医学政策研究

专家利兹百特·波儒福斯直言：“我们非常高

兴。”

美国范德堡大学生物伦理学家、律师艾

伦·克莱顿则表示，新版《通用法则》最终摒弃

了此前极富争议的“需要病人同意才能使用

样本的要求”，表明政府注意到了科学家们提

出的担忧。

不过，修改后的《通用法则》仍然要求，如

果研究需要对病人的整个基因组进行测序，

研究人员必须告知病人，因为这可能使他们

捐赠的样本具有可辨认性。克莱顿警告说，

随着基因组分析及电子保密技术的不断推

进，“可辨认性”未来可能会发生变化，届时法

律可能也需要与时俱进。

仍有争议 知情同意
权不容忽视

但对特维拉·布瑞斯来说，取消受试者知

情同意权，不啻为一个“坏消息”。特维拉是

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公民健康自由理事会总

裁兼联合创办人，该研究团体一直致力于将

婴儿疾病筛查中使用的血斑划归为人类受试

者所有，如需在研究中使用，必须获得家属的

同意。特维拉表示，在美国现有法律框架下，

国会有 60天来撤回或撤销对《通用法则》的修

改，她的团队会要求国会这么做，并且恢复此

前需病人同意才能进行实验的规定。

此外，新版《通用法则》的确要求，研究人

员必须在病人的同意表中，对其参与的研究

及相关风险和益处加以说明，并要求有些联

邦资金资助的实验在线提交病人的同意表，

但那些没有接受联邦资金资助的研究不受此

约束。DHHS 人类研究保护办公室负责人杰

瑞·曼尼可夫解释称，将这一要求延伸到非联

邦资金资助的实验没有必要。

华盛顿消费者维权团体——公民诉讼组

织（一个监督机构）健康研究负责人迈克尔·
卡瑞姆说，最新决定让人失望。“我们认为，人

类受试者值得保护，不管他们参加的是否是

联邦资金资助的实验。”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前官员凯茜·哈德

森参与了《通用法则》的修订工作，她仍然认

为病人的知情同意权“必须被考虑”。

（科技日报北京2月20日电）

与时俱进，还是忽视权益？
——美新版生物医学研究《通用法则》争议难平

本报记者 刘 霞

科技日报北京 2月 20日电 （记者张
梦然）美国《大众科学》杂志网站 19日消息

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当日宣

布放弃人类里程碑式的木星探测器——

“朱诺”号，因为它已经在错误的轨道上滞

留了太久时间，团队不会再去寻找让其进

入更理想轨道的方式。不过，错误“路线”

却有可能带来“不一样的风景”。

“朱诺”号木星探测器于 2011 年升空，

携带了 9 种科学仪器以研究木星的结构、

组成、引力和磁场等问题，2016 年 7 月 5 日

成功进入木星轨道，成为人类太空探索的

里程碑。同年 8 月底，“朱诺”号抵达近木

点，距木星最近时约 4200 公里，并以 20.8

万公里的时速掠过木星云层上空，比之前

人类所有的木星探测任务都要更接近木星

的云层，捕获了迄今为止我们看过的最好

的木星图像。

原本一切顺利，直到“朱诺”号原定于

2016 年 10 月 19 日进行的主发动机点燃计

划被推迟。主发动机点燃是为了加速航

天器，让其在 14 天内完成绕木星飞行一

周，而此前“朱诺”号环绕木星一周需要

53.4 天。加速飞行同时会展开大量科学

任务以及大规模数据采集工作。但意外

的是，航天器主发动机上的两个阀门却未

能正确打开。

这次“卡壳”之后，“朱诺”号曾短暂恢

复工作，团队收拾信心，已做好 11 月初重

启的准备，但实际上它的发动机仍处于“崩

溃”状态，阀门还是没有正确进行下一步操

作，团队成员们担心这把探测器引入了一

个更糟糕的轨道。现在的情况是，“朱诺”

号将在剩余的时间（即到 2018年 7月）一直

留停在那里。

作为“新疆界计划”实施的第二个探测

项目，NASA 喷气推进实验室一直负责“朱

诺”号整个任务的运行。他们现在试图充

分利用当前情况——因为滞留在这条“路

线”的话，“沿途风景”可能不算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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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2月 20日电 （记者聂
翠蓉）手机用户再也不需携带充电宝或充

电器了，无线充电技术已经达到像连接

WiFi 那样的流畅程度。美国迪士尼研究

中心官网近日发布消息称，该中心研究人

员开发出一种名叫准共振腔（QSCR）的

新方法，发出的近场静磁波能安全充满

16×16 平方英尺（大约 5 米×5 米）的房

间，同时给房间内手机、电扇和电灯无线

充电。

领导该研究的阿兰逊·桑普尔解释道，

无线电力传输是长久以来的技术梦想，著

名科学家尼古拉·特斯拉早在 1890 年代就

证明了无线照明系统，并提出向家庭和工

厂远距离无线传输电力的系统。但至今梦

想难以成真，现有大多数无线电力传输系

统只能实现极短距离传输，且必须依赖充

电板或充电桩。

新的试验结果表明，整个无线传输完

全满足美国电力安全的规定，且总电力达

到 1.9 千瓦，相当于能同时给 320 个智能手

机充满电。所用的 16×16平方英尺房间，

用铝制墙壁、屋梁和屋顶搭建在铝制框架

内建成，房屋中间安装有一根铜柱，柱内有

个小空隙用来插入电容器。电容器内电流

产生低频磁场波，这种低频波在给电子装

置充电同时，不会对房间内其他物体造成

毁坏。

研究人员表示，未来可使用模拟板或

导电涂料对现有房间进行翻新，不需新建

金属化墙壁和屋梁屋顶，且使用多个铜柱

还能增加无线充电空间。发表在《公共科

学图书馆·综合》上的论文报告称，新方法

将使无线充电未来像 WiFi一样普及，还可

开发出不用电池和电线的应用型机器人以

及其他小型移动装置。

25平米房间内实现无线充电

创新连线·俄罗斯

由俄罗斯、希腊和哈萨克斯坦科学家

组成的国际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新方法，

能大大提高医学应用等领域激光器系统的

效率。有关研究刊登在近日出版的《自然·
科学报告》杂志上。

据俄罗斯国家研究型工艺技术大学

（NUST MISIS）消息，该校科研小组与希

腊和哈萨克斯坦的同行们合作，制造出一

种相连的半导体纳米激光块，并首次在这

种大块半导体激光中发现了涡流嵌合体状

态，这种嵌合体能对激光器系统特性产生

影响。

国家研究型工艺技术大学超导超材料

实验室首席科研人员格奥尔吉奥斯·齐罗

尼斯表示：“我们通过试验制造出的这种激

光块，比大型激光器需要的能耗更少，也更

容易制造。”

研究人员指出，这项成果有助于校正激

光器探测时获得的图像，提高激光医学中所

用的纤维内窥镜及各种传感器的效率。

半导体激光块为激光器系统增效

俄罗斯科学家开发出一种新型薄膜，

可以抵御包括病毒在内的微小的危险粒

子，还能让人隐身。

根据样品测试，这种薄膜作为过滤材

料，在拦截微小的危险气溶胶粒子——病

毒、毒素和过敏原方面的效率要远远强于

同类产品。新薄膜可能成为建造广泛防护

类设备的基础材料，用于医疗、军事和其他

用途。

研究团队还将在接近自然使用条件

下 ，对 样 品 进 行 测 试 ，相 关 项 目 预 计 于

2017年 8月完成。

过滤薄膜能高效拦截危险微粒

一个由俄罗斯和美国专家组成的国际

科研团队，首次推出一种一维半导体材料，

可使电路减小到纳米级，同时加快电子仪

器的工作速度，向更小巧紧凑、速度更快的

电子产品迈进一步。

该半导体材料的晶体由相连的纳米结

构、纳米带组成，同时所有的纳米带都有明

确的宽度。其主要应用领域是光电子和微

电子方面。

半导体材料研究的理论部分由俄罗斯

国立工艺技术大学专家完成，该校研究人

员帕维尔·索罗金表示，使用这种“智能材

料”有助于降低装置耗电量，改变其结构和

设计，使其尺寸变小。当所有基础设施变

成纳米级后，人们在日常环境中，比如街

道、超市、医院等地的周边就很容易实现

“智能化”，光继电器、光电二级管、自动传感

器和其他数字设备的运行速度也将加快。

（本栏目稿件来源：“卫星”新闻通讯
社 整编：本报记者 张梦然）

新材料使电子产品更小运行更快

在 LC-39A发射台进行的“猎鹰 9”号火箭
发射。 图片来源：NASA官网

2月19日，在阿联酋首都阿布

扎比，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迪拜

酋长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

克图姆（前左）参观中国防务展区。

当日，第十三届阿布扎比国

际防务展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

国家展览中心开幕。据介绍，本

届防务展为期 5 天，共吸引了来

自 57 个国家和地区的 1200 余家

企业参展。

新华社记者 赵丁喆摄

科技日报柏林2月 19日电 （记者顾钢）
德国不莱梅大学的研究小组找到了一种解决

地下水硝酸盐污染的新方法，利用多金属氧

酸盐（POM）可有效降低地下水中过量的硝

酸盐。参与这一项目研究的还有来自中国等

国的研究人员，最新成果刊登在《欧洲无机化

学杂志》上。

地下水硝酸盐污染是德国一个长期已知

的问题，根据德国政府 2016 年的地下水硝酸

盐监测报告，德国有近三分之一的地下水水

质硝酸盐含量超标，这与过度使用农业化肥

有关。类似的情况在许多国家也很严重。地

下水硝酸盐过量，会影响饮用水质量，并对农

业和工业用水产生不良后果，通常允许的地

下水硝酸盐含量上限为每升 50毫克。

不莱梅大学乌尔里希·库尔策教授领导

的团队研究发现，一种合成的多金属氧酸盐

对于减少硝酸盐水污染有特殊作用，这种纳

米结构物质在水中对硝酸盐还原起电催化效

果。其有效成分主要是镍和铜金属原子，含

镍多金属氧酸盐可使水中的硝酸盐含量降低

4倍，而含铜的金属氧酸盐甚至可以使硝酸盐

含量降低达 50倍。

库尔策教授对这一最新研究成果寄予厚

望，因为使用多金属氧酸盐比使用传统方法

处理地下水中过量硝酸盐更高效和环保，可

大大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现在还需进一步

研究该方法是否能适用于日常生活中。

德找到减少地下水硝酸盐污染新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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