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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7月5日电（记者张梦然）
英国《自然》杂志 4 日发表了一项电子工程重

要成果：一种全新的高能效、高存储率的纳米

电子系统，能将输入/输出、计算和数据存储

能力集合在一块三维芯片上。该系统不但与

现有的硅基电路兼容，更重要的是，能帮助人

们突破计算机领域的重大瓶颈——数据需要

在芯片外的存储器和芯片上的逻辑电路之间

转换。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人员马克斯·舒

拉克及同事提出的这种三维纳米电子系统模

型，创新性地结合了碳纳米管传感器，并应用

了 新 兴 记 忆 技 术 —— 可 变 电 阻 式 内 存

（RRAM）的晶体管，以及传统硅电路。因此，

它能从外界捕捉大量数据，储存并处理这些

数据，最后输出精准处理过的信息，而这些工

作，全部在同一个芯片中完成。

为了让人们进一步了解他们的新型系

统，论文作者在实验中展现了其如何能够感

知不同的气体和蒸汽（包括纯氮气和柠檬

汁、伏特加与啤酒的蒸汽），以及如何将感应

器的数据储存在超过 100 万个可变电阻式内

存元件中，并且用碳纳米管逻辑操作对其进

行分类。

该系统的问世被认为可以使“芯”出于蓝

而胜于蓝。在相关的新闻与观点文章中，美

国布朗大学科学家舍利弗·利达指出，这项技

术最终能够帮助开发重要应用，譬如，拥有高

性能人工智能的嵌入式智能摄像机，以及可

以在血管中“游泳”和传送药物的智能机器

人，甚至人工视网膜。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虽然计算机的功能

越来越强大，但工程师们仍然每一天都面临

新的挑战，因为人们不断要求计算机能以更

高的速度处理更大量的数据——这也是计算

机性能得以进一步提升的源动力。如今，在

同一芯片上实现了海量数据的捕捉、存储、处

理再输出，这不单是计算机芯片的重要成果，

也将是一个崭新的平台，带来更多惠及民生

的新型应用。

全新纳米电子系统突破瓶颈
采集、存储、计算和输出过程，一块三维芯片搞定

科技日报柏林7月5日电（记者王江 李
山 顾钢）国家主席习近平 5 日在柏林同德国

总理默克尔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高度评价

中德传统友好，为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

下阶段发展描绘新蓝图、明确新目标、规划新

路径，一致同意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

作、深化人文交流、密切多边配合，推动中德

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习近平指出，中德建交 45 年来双边关系

的发展是一个“成功故事”，给两国和两国人民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2014年我首次对德

国进行国事访问时，中德确立了全方位战略伙

伴关系新定位。3年来，中德双边机制覆盖两

国交往的几乎所有领域，经贸、技术、双向投资

合作实现新跨越，人文交流内涵更趋丰富，中

德关系步入高水平发展阶段。今年是中德建

交 45周年，两国关系又站在了一个新起点上。

中方愿同德方巩固互信，凝聚共识，挖掘潜力，

拓宽两国合作和互联互通轨道，推动中德全方

位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格局正处在一个

大调整大变革时期，不稳定不确定性增多。

面对变局，最根本的是把握世界多极化、经济

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抓住各国人民对和

平与发展的共同诉求，走合作共赢道路。中

德是世界第二和第四大经济体，也是欧亚大

陆两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稳定性力量。加强

中德全方位战略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有

助于引领中欧关系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

定性和可预期的积极因素。习近平就中德关

系发展提出 4点建议。

第一，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发挥双边对

话机制作用，提升政治互信。充分照顾彼此

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基础上加强对话交流，求同存异，妥善处理分

歧。加强在反恐、打击跨国犯罪、国际追逃追

赃等方面合作。

第二，双方要走开放、创新、共赢之路，开

展战略性合作，携手做大共同利益蛋糕。支

持两国企业开展“中国制造 2025”同德国“工

业 4.0”对接合作，释放两国制造业优势同互

联网结合的巨大创新潜力。鼓励两国企业在

“一带一路”框架内开展更多务实合作，加强

在老工业基地转型改造方面经验交流，深化

在科技、外空、海洋、极地、网络、航空航天、金

融等领域合作。

第三，双方要充分用好今年 5月正式启动

的中德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深化教育、

科技、文化、青少年、政党、智库、媒体等领域

合作，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和旅游合作。抓住

庆祝建交 45 周年这一契机，举办丰富多彩的

文化交流活动。 （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谈
两国领导人同意推动中德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6 月 26 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环境健

康危害评估办公室（OEHHA）将草甘膦列

入“加利福尼亚州已知可导致癌症”化学品

清单，7月 7日起将正式生效。此次裁决仅

是漫长的行政程序中的一环，最后结果还

尚未可知，据悉，相关草甘膦生产商不服判

决还将上诉。

致癌说：孤证造就的
反转危言

草甘膦学名 N-（膦酰基甲基）甘氨

酸，能杀死几乎所有的植物，业界将这类除

草剂叫做“灭生性除草剂”或者“非选择性

除草剂”。但这不代表草甘膦能杀死一切

生物。

由于抗草甘膦的转基因大豆或玉米在

种植方面省时省力，在使用草甘膦后，省去

了人工除草，大豆苗和玉米苗还能正常生

长，而杂草就被杀死了，因此草甘膦在抗草

甘膦的转基因作物种植上非常受欢迎，这

让草甘膦成为反转人士的众矢之的。

实际上，草甘膦拥有 40 年的良好长期

安全使用记录，并在全球进行了超过 300

个的独立毒理学研究和 800个实验研究。

但是，非政府设立的监管机构——国

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并不这么认为。

2015 年，IARC 将草甘膦定义为 2A 类“较

可能致癌物”。在该分类发布后，全球诸多

科学家和监管机构纷纷做出回应，重申草

甘膦是安全的，并指出该评级存在缺陷。

尽管分类发布后广受争议，但是却起

到了“意外”的效果——成为了加利福尼亚

州环境健康危害评估办公室提出将草甘膦

列入清单的唯一依据。

但是这个依据却站不住脚。“国际癌症

研究机构并未做实验研究，只是根据已有

研究论文和报告给出结论。他们对两篇文

章给予了较高权重，一篇是认为草甘膦跟

淋巴瘤有关联，另一篇是认为草甘膦对雌

激素受体有作用。”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研究

所生物学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姜韬分析，

“但这两篇文章都是非常初步的观察，没有

继续深入，也没有同行的跟进研究。而且

此后并没有给出食品中残存的草甘膦跟上

述两个安全风险有何定量关系，因此，这就

成了孤证。”

草甘膦是目前安全
性最高的除草剂

自 2015 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争

议性的报告后，草甘膦就被卷入了欧洲政

治和科学的漩涡。一方面，欧洲食品安全

局（EFSA）等科学团体给出了草甘膦安全

性的肯定结论；另一方面，激进团体持续跟

进造势。

面对争议，今年 5月 23日，欧洲食品安

全局在网站发布“草甘膦评估”官方声明，

公布安全评估过程。官方声明称，草甘膦

的评估依据欧盟对农药的法规要求进行，

持续了 3 年，分析了 9 万多页科学证据和

3300多项经过同行评议的研究。

“反转人士把反抗草甘膦的转基因性状

扩大为反所有转基因作物，实际上，含有抗

草甘膦转基因作物，也可以不用除草剂而使

用人工除草，因此这没什么好反的。”姜韬说。

草甘膦近年来一直占据着我国农药出

口品种榜首的地位。数据显示，草甘膦是

2016 年中国最大的农药出口品种，达 47.7

万吨。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林

敏说，任何除草剂不可能百分之百无毒，相比

其他除草剂，草甘膦的安全性是最高的。

这个清单是否会对中国的草甘膦市场

有影响？林敏认为不会。“与其他除草剂相

比，草甘膦属于低毒性、低残留、高效的绿

色化工产品。目前，还没有比草甘膦更安

全、更有效的除草剂替代产品可用。”他说。

“这只是美国一个州的政策，并不是全

境的政策。短期对国内草甘膦使用无影

响，但如果对这种缺乏科学根据的声音不

回击，三人成虎。”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

生态研究所研究员肖国樱不无顾虑地说。

（科技日报北京7月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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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南京 7月 5 日电 （通讯员

石汝佳 记者张晔）近年来，无人机黑飞

事件频发，虽然国家相关部门和无人机

厂家采取防范措施，仍然防不胜防，给民

用航空和公共安全带来了严重影响。在

7 月 5 日举行的中国江苏·大院大所合作

对接会暨第六届产学研合作成果展示洽

谈会上，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14 所研发的

“蜘蛛网”雷达亮相，它能有效探测跟踪

低、小、慢等飞机物，成为无人机黑飞的

“终结者”。

该雷达全称为“蜘蛛网”系列要地超低

空目标防御雷达，是 14所独创的便携式多

功能侦察雷达，体积小、重量轻，适装各类

轻型化武器平台。采用先进的两维相扫圆

形数字有源相控阵体制，可实现 360 度全

方位大仰角波束电扫，被外界称为“蜘蛛

网”。该雷达具有强地杂波下高概率检测

“低、小、慢”目标的突出能力，可有效探测、

跟踪任意方位来袭目标，可为机场、要害部

位低空及各类大小空中目标预警探测提供

全面解决方案。具有全天候、全天时工作

和快速架设撤收的特点。

把相控阵雷达也能做成便携式，“蜘

蛛网”即为国内首创。它对雷达散射截面

积 0.01 平方米的无人机探测距离不低于

5 公里，且具有多目标探测跟踪能力，可

实现 360 度全向探测，可单独探测跟踪多

个目标。该雷达的部署将极大提升发现、

防范、处理无人机等低、小、慢飞行物的能

力，对于保障敏感区域低空空域安全具有

重要意义。目前，“蜘蛛网”雷达作为低空

无人机防御系统的核心探测设备，已部署

于国家级重点基础设施中，成为低空目标

的“终结者”，将大大提升敏感区域低空安

全防范能力。

“蜘蛛网”雷达：无人机黑飞“终结者”

科技日报北京7月5日电（记者操秀英）
大麻为何会使人产生兴奋的感觉？我国科学

家近日解析出大麻中的主要精神刺激成分激

活人源大麻素受体 CB1的作用机理。这一发

现将对生理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该研究成

果发表于本周的《自然》杂志。

课题负责人、上海科技大学刘志杰教授

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人源大麻素受体 CB1 是

当前的一大研究热点。这个受体被大脑本身

的内源性大麻素系统调控，是疼痛管理、癫

痫、肥胖症、抑郁症、肝纤维化或多发性硬化

症的治疗靶点。

要理解 CB1 是如何引起不同生理反应

的，就有必要知道它和激动剂，即激活它的物

质之间的联系。之前科学家研究过与拮抗剂

（即抑制其发挥作用的物质）结合后的 CB1的

结构，但这些研究只提供了对受体不活跃状

态的解释。通俗来说，科学家此前大概搞清

楚了 CB1 为什么“不高兴”，但不能揭示它为

什么“高兴”。

在刘志杰领衔的最新研究中，由于Δ9-

四氢大麻酚（THC）是管控物质，无法用于实

验，其合作者团队设计出与其结构类似的化

合物，使之作用于 CB1，并解析出这种化合物

与 CB1 的结构。最终揭示了 CB1 受体的活

化机制新细节，并推测了 THC 和其他精神刺

激类大麻素的作用方式。

刘志杰说，此次的新发现将有助于设计

更精准地治疗肥胖症、抑郁症、肝纤维硬化等

与 CB1相关疾病的靶向药物。

为什么有时抑郁有时过度兴奋

人源大麻素受体CB1作用机理揭示

科技日报北京7月5日电（记者陈磊）当一

只小狗经过基因编辑后，又被克隆出另一个“自

己”，将是怎样新奇的存在？现在，中国人最先

做出来了！5日，北京希诺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正式宣布，经权威机构鉴定，该公司培育的比格

犬“龙龙”与世界首例基因编辑疾病模型犬“苹

果”同一认定几率大于99.99%，与代孕犬排除亲

子关系，这证明了“龙龙”就是“苹果”的克隆犬。

“龙龙”成为我国首例完全自主培育的体细胞克

隆犬，也是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克隆犬。

“这标志着我国成为继韩国之后，第二个独

立掌握犬体细胞克隆技术的国家。”中国科学院

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赖良学研究员说。

第一只体细胞克隆绵羊“多莉”诞生后，

人类便克隆出小鼠、牛、山羊、猪等多种哺乳

动物，但克隆犬却迟迟没做出来。犬被科学

界普遍认为是最难克隆的动物之一，这是因

为犬体细胞克隆技术存在诸多瓶颈，此领域

的技术一直为韩国所垄断。

赖良学带领该公司科研团队，利用最新

的基因编辑技术 CRISPR/Cas9，敲除了犬的

APOE 基因，使其血浆胆固醇升高，诱发其粥

样硬化病变，成功培育出世界首例动脉粥样

硬化疾病模型犬“苹果”。之后，研究人员又

培育出“苹果”的克隆犬，并通过优化技术平

台，提高了犬克隆胚胎的着床效率和怀孕率。

上述过程的通俗解释，就是人们对狗基

因编辑，对它功能“定制”，然后以其为模本进

行复制，从而实现“批量”生产。这在我国和

世界还是头一次。

“我国相继培育出基因编辑猴、基因编辑

犬。在大动物疾病模型制备上，中国走在了世

界前列。”赖良学介绍，克隆犬技术突破后，人

们就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功能“定制”，如一次性

培育出一批遗传背景一致、年龄相近的实验

犬，用来研究疾病发生机理和验证新药疗效；

敲除或敲入犬的某个基因，让犬嗅觉更灵敏、

肌肉更发达，使其成为优秀的警犬或搜救犬等

工作犬；还可以在宠物犬过世后再复制个一模

一样的狗狗，让主人的感情得以延续。

希诺谷公司联合创始人米继东透露，目

前，第二只代孕犬又生了两只“苹果”的克隆

犬，并经过了 DNA 同一性鉴定。他们还将深

入开发自闭症等多种疾病模型犬和功能基因

编辑犬，推动犬克隆技术商业化服务。

我自主培育出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克隆犬
“定制”动物“批量”生产成为可能

最新发现与创新

科研人员向记者展示世界首例基因
编辑克隆犬“龙龙”。 本报记者 洪星摄

7 月 5 日，以“玩转科技 点燃梦想”为主
题的 2017 沪台青少年科技夏令营主题日活
动在上海科技馆举行，来自 11 所上海学校
和 21 所 台 湾 学 校 的 近 900 名 中 小 学 生 参
加。在馆内各主题科技展览中，同学们运用
手机 APP，通过定向寻宝比赛，享受运动乐
趣，探索科学知识。

图为 5 日，来自桃园新兴高中的林老师
（前右）用手机跟同学们自拍合影。

新华社记者 方喆摄

玩转科技

点燃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