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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6月7日电（记者房琳琳）
长期以来，科学家们一直梦想模仿光合作用，

用太阳光的能量，从二氧化碳和水中攫取烃

燃料。据《科学》杂志 7 日报道，瑞士联邦理

工学院的化学家团队，能让一种廉价的新型

化学催化剂以创纪录的效率工作，使之高效

利用太阳能电池的电力，将二氧化碳分解为

富含能量的一氧化碳和氧气。

报道称，当二氧化碳分解成一氧化碳

和氧气时，转化过程开始，一氧化碳可以继

续 与 氢 气 结 合 ，形 成 各 种 碳 氢 化 合 物 燃

料。例如，为每个一氧化碳添加 4 个氢原

子，就可以生成为新能源汽车提供动力的

燃料甲醇。

过去 20 年中，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了许多

催化剂，其中最好的一种，是比较便宜的氧化

铜，但迈克尔·格雷泽尔带领的团队偶然发

现，用铜和锡氧化物制成的新催化剂，不会像

氧化铜催化剂那样分解过多的水，得到的产

物也几乎是纯一氧化碳。

据这一发表在本周《自然·能源》上的新

进展阐述，为提高催化剂的转化效率，研究团

队重新制作了具有很大表面积的氧化铜纳米

线电极，并用单一原子厚度的锡层覆盖。研

究表明，得到的催化剂能将 90%的二氧化碳

转化为一氧化碳、氧气和其他副产品，创下新

纪录。

业内专家认为，虽然这种转换生产的价

格还不足以与化石燃料竞争，但或许有一天，

它能引领从太阳、水和二氧化碳中，制取重要

的无限量液体燃料的方法，并进一步推动在

化学燃料中储存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新型催化剂可高效分解二氧化碳
将之转换成一氧化碳和氧气的效率达 90%

自太空探索时代的黎明起，美国国家航

空航天局（NASA）和其他机构已耗资数十亿

美元来侦察火星，包括部署轨道探测器、派遣

着陆火星车等；NASA 的火星项目也一直能

博得众多眼球，获得大量资金。

许多天文学家认为，红色星球是搜寻外

星生命的好选择之一，可能性之高，足以保证

其几十年内天文学界的“网红”地位不动摇。

而据《科学美国人》杂志近日一篇文章称，随

着寻找行动不断升级，科学家们正在另辟蹊

径，拓展更多可能性。

水不可或缺吗？

严格来讲，关于在红色星球上进行生命

检测的最佳方式，迄今还没有达成共识。

但寻找“火星人”不可避免地要提到一种

元素：水。火星虽然位于太阳系的宜居区域

内，但当前火星的表面没有海洋。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地质学家杰克·
法默称，目前人们在火星上做的一切，都以生

物“逐水而居，依水而生”为宗旨，但这不一定

符合生命体本身的必然要求，只是遵循了一

般生命系统的基本要求之一。

那如果不考虑液态水呢？法默表示，人们

天真地认为，生物不能离开水而生活，但实际情

况却可能更复杂。在地球上，一些有“弹性”的

生物体，譬如缓步动物门（俗称水熊虫）——地

球上已知生命力最强的生物，如果没有水分，可

以进入一个几乎无限的深层冬眠状态，保持其

组织干燥，但不会生长和繁殖。这种方式在它

们的环境开始缺水时即会发生，但当它们再次

接触水时，又能在很短时间内重新活动。

法默表示，火星微生物也可能大部分时

间保持该状态“等待”水的出现，以此在罕见

条件下生存下去。实际上，地球上某些微生

物，也能在温度、压力、盐度等指标非常极端

的情况下出现类似行为。

钻到地下怎么样？

NASA 天体生物研究所负责人佩内洛

普·波斯顿表示，火星目前的状态是：表面几

乎拥有寻找生命时需要面对的所有挑战——

干燥、辐射、大气稀薄，因此，火星上仍然存在

生命的希望可能在地下。

科学家们认为，如果火星过去存在生命，

那么，它们保存在地下的机会更大——可能

是化石，也可能是单细胞生物。

现在，已有科学家开始朝这一目标进

发。比如，近期在亚利桑那州召开的天体生

物学会议上，与会者就展示了多款下一代高

科技探测设备，包括用于在微观尺度上进行

探测的生命分析仪和集成的核酸提取器等。

除 NASA 外，也有一些私人机构在为此

努力。他们选择的不是“接 NASA 的单”或与

NASA 合作，而是单打独斗，譬如名为“探索

火星”的非营利性团体。该机构的研究人员

设计出了一种寻找火星生命的新工具，可钻

探到火星地表之下进行探测，寻找简单微生

物——类似用于军事的钻地武器。

按照设计，探测器“钻头”是一种投掷装

置，能凭借一定动能穿透火星表面，对火星表

面之下一至两米处进行调查；而通信天线位

于尾部，可利用火星轨道上的探测器与地球

保持联系。这一工作机制并不复杂，不过，该

机构在进一步完善其构思之前，还需要找到

愿意为其“砸钱”的“金主”。

今天火星天气如何？

科学家们指出，如果迫切想要找到一个切

入点，搜寻任何“藏身”红色星球角落里的“火

星人”，那么首当其冲的是要知道火星上究竟

有哪些生命潜在活动的地点；此外，还需要弄

清楚这些地点在最近几天、几个月及几年内天

气如何变化。这才是快速搜寻的途径，而不只

是利用地质时代的变迁。换句话说，想发现

“火星人”的栖息地，研究人员不应只研究这个

星球的长期气候，还应关注日常天气。

我们对地球的日常天气监控，来自于卫

星和气象站。但在火星附近，我们只有屈指

可数的几颗轨道卫星，而且这些卫星上专门

用于观测天气的设备也少得可怜。

此前的“火星天气预报”，由马林航天科

学系统（MSSS）的研究人员完成，每周发布一

次。这家机构还制造了 NASA 火星车和轨道

卫星上的摄像头。他们用于预测火星天气的

资料，全部来自 NASA 火星勘察轨道飞行器

上的彩色成像仪相机拍摄的照片。

NASA 行星科学家迈克尔·史密斯此前

曾表示，如果人们想要建立一个“靠谱”的火

星天气预测系统，还需要让大量轨道卫星和

地面气象站组成网络，追踪气象的实时变

化。而一些低成本的小型航天器，如立方体

卫星，或也能用作远程气象站监测火星。

无论如何，相比几十年前，技术的发展日

新月异，我们发现“火星人”的可能性也与日

俱增。 （科技日报北京6月7日电）

寻 火 星 生 命 ？ 需 另 辟 蹊 径
水 未 必 不 可 或 缺 地 下 也 许 是 乐 土

本报记者 张梦然

科技日报北京6月7日电（记者张梦然）
英国《自然》杂志网站 6 日发表一项重要成

果：德国研究人员在摩洛哥一处考古点，发现

了早期人类的遗骸化石，它们约有 30万至 35

万年历史。研究证实，这些化石正是迄今最

早的智人（Homo sapiens）化石，其有助于人

们了解智人的演化进程。

由于化石记录的空缺和许多样本实际年

龄的不确定性，人类一直无法确定智人形成

的确切时间和地点。被归为迄今现代智人最

早化石的样本来自东非，约有 19.5万年历史，

但现代人类究竟是在约 20 万年前突然“横空

出世”的，还是在过去 40 万年间逐渐演化而

来，一直是个未解之谜。

20 世纪 60 年代，研究者曾在摩洛哥杰贝

尔依罗的一处考古点发现了人类化石，以及

一些动物骨骼和产自莫斯特文化的石器。这

些化石原本被认为约有 4 万年历史，是尼安

德特人的一种非洲“亲属”，但后续分析引发

了人们对这种亲缘关系的怀疑。

最近，研究者在杰贝尔依罗新挖掘出了一

些石器和人类遗骸化石，包括一个不完整的头

骨以及一个下颌。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

研究所的科学家对这些化石进行分析，发现了

大量和早期或近现代人类一致的特征，包括面

部、下颌和牙齿形态，以及较原始的脑颅和颅

内形态。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杰贝尔依罗

的人族化石代表了智人最早期的演化阶段。

此外，最新分析显示，迄今为止在该考古点发

现的所有化石至少代表了5个个体。

在同时发表的另一篇论文中，该研究所

另一组团队发表声明称，所述石器实际上为

非洲中石器时代所特有。他们用热致发光定

年法对与所发现样本有关的人工火石进行了

测年，结果表明，杰贝尔依罗考古点约有 30

万至 35万年历史。

最 早 智 人 化 石 在 摩 洛 哥 出 土
有助了解 30多万年前人类祖先演化进程

俄欧携手研制的痕量气体轨道探测器（TGO）抵达火星释放着陆器效果图，该探测器 2016
年3月发射升空，主要任务是确定现在火星表面有无生命活动。 图片来自网络

6月 7日，气候组织携手美国加利福

尼亚州政府、中国四川省人民政府和能源

基金会，在北京举办“2℃联盟：清洁能源

论坛”。本论坛汇聚高级别政府代表、资

深政策制定者和商界领袖，共同探讨全球

各级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实现《巴黎协定》

中的角色和合作机遇，从而加速实现全球

清洁能源经济。

“2℃联盟”汇集了全球170个州省级

政府，覆盖超过10亿人。

图为联盟成员代表：美国加利福尼亚

州州长埃德蒙·布朗发表主旨演讲。

本报记者 李钊摄

“2℃联盟：清洁能源论坛”在京举行

科技日报东京6月7日电（记者陈超）
日本东京大学柴田直哉准教授领导的研究

小组，利用目前最先进的扫描透射电子显

微镜（STEM）和多分区检测器，首次成功观

测到金原子内部电场的分布情况——该电

场分布在原子核与电子云之间不到 0.1 纳

米的区域内。最新成果对观察原子内部精

密结构极为重要，使未来直接观察原子间

如何结合成为可能。

扫描透射电子显微镜电子探针的大小

决定对影像的分辨能力，目前最先进镜片

技术的影像分辨力可达 0.05 纳米以下。电

子探针可以检测出由原子产生的散射信

号，因此可实现原子可视化。尽管到目前

为止，电子显微镜可观测到原子，但直接观

察原子内部结构（原子核及电子云）却极为

困难。

研究小组使用分辨能力达 0.05 纳米以

下的扫描透射电子显微镜和他们开发的多

分区检测器，对一个金原子内部进行观测，

结果发现，在带正电荷的原子核与带负电

荷的电子云之间电场的影响下，电子束的

行进角度和位置发生了变化，从而直接观

察到了原子内部的电场分布，成功捕捉到

了原子内部电场从原子核向电子云方向涌

动的情形。

目前，电子显微镜广泛应用于物理化

学、电子信息工程学、材料科学、生命科学

等尖端基础研究领域；也在半导体设备、

医 疗 、信 息 通 信 、能 源 等 产 业“ 大 显 身

手”。提高电子显微镜的性能，对纳米技

术研究尤为重要。该研究小组的下一步

计划是，挑战直接观察原子间如何联系结

合这一难题。

该成果发表在近日出版的《自然·通

讯》网络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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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全球化智库(CCG)邀请三届美

国新闻界最高奖——普利策新闻奖得主、

全球化问题研究专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

CCG 北京总部就“科技创新重塑的全球化

世界”这一主题发表了演讲。

弗里德曼先生很早就预见全球化时代

的到来，2005 年《世界是平的》一书横空出

世，掀起了全球化研究浪潮。这些年来，弗

里德曼对全球化持续进行着深入研究和积

极推动。他在演讲中指出，科技进步正带

动世界飞速发展，在这个“加速度”时代，人

类如何适应显得尤为重要。比如在一场约

好的早餐中，一位友人迟到了 15分钟，他反

而因此有机会放缓脚步，去倾听人们的观

点，观察世界的变化，接触新思路，或进行

反思。所以，人类在应对飞速发展的科技

时代时，也许需要适度放缓脚步。

弗 里 德 曼 说 ，当 今 世 界 有 三 大 力 量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影响着世界：一是市

场,二是自然界,三是摩尔定律。市场指

的是数字全球化，微信、推特、脸书、Pay-

Pal、亚马逊和阿里巴巴等技术，它们正以

异于传统的方式使世界变得数字化和全

球化；自然界主要指气候变化、生物多样

性丧失、发展中国家人口增加等带来的

问题；摩尔定律由英特尔联合创始人戈

登·摩尔于 1965 提出。该定律指出，当价

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

的数目，约每隔 18—24 个月便会增加一

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

弗里德曼描述称，由摩尔定律统辖的

科学技术的快速更迭引发了数字全球化，

在此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气候变化等

全球性问题；人们为解决气候变化等诸多

问题又创造性地提出了多种解决方案，从

而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如此往

复，三大力量之间相互交织，共同塑造和影

响着世界。

弗里德曼还以一连串科技进步成果，

展示了科技创新如何从宏观到微观，给世

界和个人造成前所未有的影响。他举例

说，科技发展使特朗普总统通过一则推特

就可影响全世界。不过，需要警醒的是，恐

怖分子也拥有同样的影响力。弗里德曼认

为，人们应设法应对科技带来的加速变化，

从而避免最糟糕的后果。

《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指出——

如何适应“加速度”时代尤为重要
本报记者 李 钊

科技日报巴黎6月 6日电 （记者李宏
策）为帮助在法广大华人学者、学人等更好

地了解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ITER），

激发大家对 ITER 的关注热情，中国驻法国

大使馆科技处、教育处于近日在巴黎举行

专题报告会，邀请中国科学技术部中国国际

核聚变能源计划执行中心主任罗德隆，作主

题为“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进

展及 ITER 组织招聘”专题报告。中国驻法

使馆科技公参孙玉明出席报告会并主持。

罗德隆主任从核能（包括核裂变能和核

聚变能）原理出发，深入浅出为大家做了一

次核能科普，介绍了人类长期以来在探索可

控核聚变能方面所付出的努力、ITER 计划

的产生及目前的总体进展、中国参与 ITER

计划以及中国国内核聚变能研究的状况，并

特别为大家讲述了中国加入ITER计划背后

鲜为人知的生动故事。他还介绍了ITER计

划国际组织的人员构成等情况，鼓励并希望

在法留学生和相关领域的优秀华人学者积

极投身ITER计划和国内核聚变事业。

ITER被形象地称为“人造太阳”。ITER

计划是世界迄今为止仅次于国际空间站的第

二大国际科学工程计划，旨在建设世界上首

个受控核聚变实验反应堆，探索利用可控核

聚变为人类输送巨大清洁能源的可行性。这

一计划吸引了中国、欧盟、印度、日本、韩国、

俄罗斯、美国7个成员方和其他30多个国家

共同参与，其总部和实验堆建设地址位于法

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的卡达哈什小城。

ITER 专题报告会在巴黎召开

据新华社瑞典哥德堡6月 7日电 （记

者潘革平 付一鸣）吉利欧洲研发中心首席

执行官方浩瀚日前在位于瑞典哥德堡的总

部对新华社记者表示，未来汽车应用自动

驾驶技术有助避免交通事故，到 2020 年甚

至可以实现交通事故零伤亡。

吉利欧洲研发中心2013年由中国吉利集

团和瑞典沃尔沃汽车集团联合成立，目的是为

未来汽车开发新技术。据悉，一向注重安全的

沃尔沃将在被动安全、主动安全以及自动驾驶

系统等方面为汽车设置6道安全屏障。

方浩瀚说：“通过在汽车中安装（自动

驾驶）系统，比如传感器、雷达和读取交通

状况的系统，我们可以在非常困难的交通

状况下依然安全行驶，这很大程度上避免

了事故发生，从而真正将交通事故的风险

降至几乎为零。这就是沃尔沃提出 2020年

零伤亡愿景的原因。”

他说：“依靠摄像头、传感器和其他新

技术，汽车已经可以在高速公路上自动驾

驶而且相当安全。但是在大城市或复杂交

通状况下，自动驾驶遇到的挑战更大。”他

预测，自动驾驶推广的第一步，很可能是在

城市中规划供自动驾驶汽车通行的特殊车

道，而随着相关技术逐步成熟，再实现复杂

交通状况下的自动驾驶。

本月 2 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吉

利沃尔沃汽车创新成果展上展出的“中级

车基础模块架构 CMA”，就是吉利欧洲研

发中心的成果。

自动驾驶技术有望让交通事故零伤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