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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 9月 21日电 （记者张梦
然）英国《自然》杂志 20 日发表一项材料科学

最新突破成果：美国科学家研发出一种 3D 打

印高强度铝合金的新方法。目前绝大多数采

用增材制造方式研制的合金会出现周期性裂

纹，但新问世的合金不但未出现裂纹痕迹，且

强度堪比锻造材料。该方法还可用于其他合

金的制造。

3D 打印又称基于金属的增材制造，是指

逐层添加金属粉末进行制造的技术，这种方法

可以提高设计自由度和制造灵活性。但遗憾

的是，在目前使用的 5500多种合金中，绝大多

数无法采用增材制造，只有少数几种合金能可

靠地打印出来，因为在制造过程中的凝固动力

学会导致所得材料出现周期性裂纹。

此次，美国休斯研究实验室科学家约

翰·马丁及其同事，引入了纳米粒子来控制

增材制造过程中的凝固，为这个问题提供了

一个良好解决方案。他们首先选用了和汽

车、航空以及消费应用密切相关的铝合金进

行实验 ，随后利用计算机软件，分析了 4500

多种不同合金和纳米粒子的组合，最终选定

表面氢化（处理过）的锆为一种合适的纳米

粒子材料。

在实验中，研究人员给两种铝合金——

7075（常用的 7 系铝合金，强度最好）和 6061

（强度没有 7 系高，但加工性能极佳）的雾化

粉末加上表面氢化锆纳米粒子涂层，再使用

选择性激光熔化技术，进行增材制造。结果

发现，相较于用无纳米粒子涂层的 7075 和

6061 粉末制造的部件，用纳米粒子制造的合

金未出现裂纹痕迹，而且强度堪比锻造材料。

研究人员认为，这种新方法既突破了传

统制造方式的约束，强度上又毫不逊色，还可

应用于其他合金，从而进一步扩展了增材制

造材料的“家族”。

3D 打印材料“家族”又扩员
新 方 法 处 理 的 合 金 制 件 强 度 堪 比 锻 材

研究人员用新方法处理的铝合金进行
3D打印的图案。 图片来自网络

上周，“卡西尼”号走了。这架探测器完

美执行了最终的自毁计划，消散在土星的大

气中。人们为“卡西尼”号作出的巨大贡献而

感动，它的一生让我们对太阳系的了解惊人

地增加，但接下来，对太阳系的探索需更加努

力才行。

与其他政府部门相比，美国国家航空航

天局（NASA）的日子虽然好过，但并没有好

到能满足其列表中的所有任务。在“钱包吃

紧”的日子里，必须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

上。据美国《大众科学》杂志网站文章称，

NASA 目前没有计划派遣其他飞行器立刻返

回土星系统。实际上，近期也很难再有一个

探测器项目，像“卡西尼”号这样的旗舰任务

一样，拥有如此宏伟的野心。

“新疆界”计划：众所瞩目

“ 新 疆 界 ”计 划（New Frontiers）是

NASA 一个中等规模的太阳系探测计划，自

2003 年 进 入 NASA 预 算 规 划 以 来 ，就 采 用

了 NASA 的创新机制，即引入项目竞标，由

主要科学家领导项目，吸引公众的眼球与

参与度。

2010 年，该计划在推出两项太阳系任务

之后，曾向全球科学家征求第三个低成本的

太 阳 系 探 索 方 案 。 因 为 一 度“ 很 差 钱 ”，

NASA 要求不论最后花落哪家方案，经费一

律不能超过 6.5 亿美元。这个数字听起来虽

庞大，但和 NASA 载人航天任务的巨额开支

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不 过 ，第 三 个 项 目 最 后 青 睐 的 是

OSIRIS-Rex小行星探测器，其已于 2016年 9

月 8日升空。整个任务成本达到了 8亿美元，

还不包括巨额发射费用。

而在今年 11 月，NASA 预计为“新疆界”

计划的下一任务挑选出一名或多名“候选

者”。目前，NASA 正在审议 12 项提案，在 11

月份前拟定“候选者”并做初步研究，以证明

这些项目的可行性，最后进一步缩小范围。

三大项目：实力雄厚

对多数人而言，“新疆界”计划很陌生，但

受其资助的三大项目却如雷贯耳。

譬如，“新视野”号探测器——“新疆界”

计划实施的第一个探测项目，也是人类目前

发射过的速度最快的太空设备，以及首个探

测冥王星的人类飞行器。目前，它正在快速

飞离冥王星、进入柯伊伯带中心地带，准备以

前所未有的 3500 公里近距离飞掠小型天体

2014 MU69，创造另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太

空探索成就；

“朱诺”号木星探测器是“新疆界”第二个

探测项目，它让人类首次有机会以极近距离

观察“行星之王”——木星，并一举打破了依

靠太阳能提供能源的探测器最远航行纪录。

在今年，发表在《科学》和《地球物理通讯》杂

志上的超过 40 篇论文，报告了迄今为止人类

对木星的最深入探索成果；

第三个是 OSIRIS-Rex 探测器，全名为

“源光谱释义资源安全风化层辨认探测器”，

而它将要执行的任务比名字更复杂——从小

行星带回样本，这也是美国发射的首个此类

任务。鉴于小行星是太阳系诞生时留下的

“碎片”，对小行星进行全面研究可以发现太

阳系诞生奥秘。该探测器将在发射的 4 年

后 ，即 2020 年 接 近 一 颗 近 地 小 行 星 1999

RQ36。

其他项目：虎视眈眈

除了“新疆界”计划外，NASA 即将推出

的“欧罗巴快帆”任务，正计划多次飞掠木卫

二——此处的冰层之下是含盐的液态海洋，

而“欧罗巴快帆”将探测该星球是否有生命存

在的可能。整个任务计划包含 40 至 45 次飞

掠，任务将在 2020年代启动。

该机构还在 2017 年初宣布了两个探索

未知小行星的任务——露西（Lucy）和普赛

克（Psyche）。“露西”无人探测器要造访 6 个

小行星，预计 2021 年升空，2025 年抵达首个

目的地；而“普赛克”只探索一个巨大的金

属小行星，2023 年出发，2030 年抵达。这两

项任务预算比“新疆界”计划要小得多，但

也会为我们打开一扇了解早期太阳系历史

的窗口。

NASA 不是唯一对太阳系孜孜以求的太

空机构。2018 年 10 月，欧洲空间局和日本宇

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也将发射名为 BepiCo-

lumbo 的探测器。这是一个为期一年的水星

任务，预计会在 2024 年抵达水星，接手上一

任“信使”号留下的工作。NASA 这回也搭了

个“顺风船”——他们在探测器上放了一个质

谱仪，用以探索水星的大气层。

而 2020 年前后实施的中国火星探测工

程，目前正稳步推进，该任务将对火星开展

绕、落、巡的科学探测。

（科技日报北京9月21日电）

太 阳 系 内 ，群 雄 逐 鹿
——谁在后“卡西尼”时代接棒外太空探索？

本报记者 张梦然

“ 卡 西 尼 ”号 极
大地增加了人们对
太阳系的了解，其谢
幕似乎留下了一块

“空洞”，等待其他任
务来弥补。这意味
着人类对 太 阳 系 的
探索仍需努力。

图片来自网络

科技日报华盛顿 9月 20日电 （记者刘
海英）农药对增加作物产量贡献巨大，但大量

使用农药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美

国华盛顿州立大学日前一项新研究发现，在

美国广受欢迎的除草剂阿特拉津（Atrazine）

对受污染哺乳动物的表观遗传影响巨大。大

鼠实验发现，其不良影响会隔代遗传，造成第

二代甚至第三代大鼠更易患上多种疾病。

华盛顿州立大学生物学教授迈克尔·斯

金纳和同事发现，怀孕的雌性大鼠曝露于阿

特拉津污染后，其生育的大鼠（第一代）除体

型较小外，并不会显示出其他不良影响，但第

一代大鼠的后代，会表现出严重的发育异常，

不仅体型更瘦小，还会出现早发性早熟，患睾

丸疾病、乳腺肿瘤的几率也明显增加。这种

异常影响还会延续到第三代。

研究人员称，他们在后代大鼠精子中发

现了甲基化变异。同时他们还确认了一些特

异性突变，这些突变的发现有助于改进对一

些易感疾病的诊断。

该研究发表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

期刊上。斯金纳从事环境表观遗传学研究多

年，他的早期研究发现许多环境毒素，如杀虫

剂、杀菌剂、二 恶英、避蚊胺等，会对动物产生

长期的不利影响，通过表观遗传学影响其下

一代甚至下两代。

阿特拉津属于内分泌干扰型化合物，

因会引起雄蛙雌化而受到很多关注。该除

草剂还会造成水污染，因此被欧盟禁止使

用，但在美国获得了国家环境保护署的批

准，成为美国中西部玉米种植区常用的一

种除草剂。

农药污染动物研究显示——

除草剂不良影响会隔代遗传

科技日报北京 9月 21日电 （记者聂翠
蓉）据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官网 20 日报道，该

校科学家研制出世界上首个“分子机器人”，

其能接收化学指令并完成组装分子等基本任

务，未来可用于研发药物、设计先进制造工艺

以及搭建分子组装线和分子工厂。

曼彻斯特大学化学学院教授大卫·雷的

课题组在《自然》杂志发表论文介绍，组成分

子机器人的碳、氢、氧和氮等原子总共只有

150 个，大小只有百万分之一毫米，将几百亿

个这种机器人堆起来，也只有一粒盐那么

大。但如此微小的分子机器人，却拥有机器

手臂，能够根据指令操控单个分子，用机器手

臂搭建分子产品。

虽然建造这类分子机器人极其复杂，但

雷的团队所用的技术都是基于简单的化学反

应，科学原理全是原子和分子相互作用，以及

小分子如何构建大分子等化学知识。雷解释

道，所有的物质都是由分子构成，而分子的基

本单位又是原子，与组成乐高机器人的过程

极其相似，只是这次换成了原子，与药物和塑

料制品等合成工艺相同。

而其接受的指令是在特定溶液中进行

的化学反应，科学家通过操作和编程不同的

化学反应，给分子机器人发出不同化学指

令，机器人对这些指令做出反应并执行一些

基本任务。“一旦合成分子机器人后，科学家

就会通过化学反应给它们下达化学指令，就

像计算机程序一样告诉它们在什么时间执

行何种任务。”

与汽车组装线上的机器人组装汽车主体

部件类似，分子机器人能够以不同方式安装

和固定分子组件，打造出不同的分子产品。

而且由于非常微小，这些分子机器人具有很

多优势，能降低材料需求、加速药物研发、大

幅减少能源消耗及推进产品微型化等，因此

未来有望在诸多领域带来令人激动的应用。

科技的魅力，存在于求证假设模型的执

着中，显现在通过各种工具“看”到未知世界

的惊讶中，还在于用已知条件创造未知的乐

趣中。本文的成就显然属于最后一种情况，

科学家把基本规律当成魔法棒，念动咒语，分

子们就乖乖听话了。

世界首个分子机器人诞生
拥有机器手臂 能接收化学指令组装分子

科技日报北京9月21日电（记者房琳
琳）据物理学家组织网日前报道，国际研究

团队发现，一个古代陨石与地球岩石碰撞

后，产生了地球表面迄今最高温度的纪录。

发表于最近《地球和行星科学通讯》杂

志的一篇论文，介绍了该团队研究的这个

位于加拿大的陨石坑，以及计算多年前产

生温度的方法。

行星科学家认为，地球在形成初期，陨

石和其他太空岩石会不断“轰炸”地球。这

些“轰炸”留下的一些痕迹，今天仍以坑洼

形式存在，同时也是观察研究的原始证

据。其中一个是位于加拿大拉布拉多省的

米斯塔临湖陨石坑，直径达 28公里，表明撞

到地球的物体很大。研究人员对碰撞事件

进行调查，发现其发生在大约 3800万年前。

研究人员指出，大多数陨石坑被撞击

的残余材料大部分消失了，因此很难更多

地了解太空岩石的性质和发生时的情况。

然而科学家知道的是，当发生碰撞时，大量

能量以热的形式释放，问题是当时释放了

多少热量。

在这项新研究中，研究人员利用了一

种新方法，来衡量加拿大陨石坑遭受袭击

时产生的热量。他们在研究火山口时发

现，一种常见的矿物锆石变成了氧化锆，而

此前的研究表明，这种改变需要 2370℃的

高温才能实现。因此，陨石冲击时产生的

热量至少会达到这个温度。

这一发现代表了地球表面目前自然存

在的最高温度，也是第一次用氧化锆来计

算冲击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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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9月 21日电 美国科学

家发现，一种长链 RNA（核糖核酸）能增强

实验植物拟南芥耐受干旱和盐分的能力，

这项发现将有助于开发农林植物新品种。

RNA 通常由 DNA（脱氧核糖核酸）转

录而成，在生物体内普遍存在。美国得克萨

斯农业与机械大学近日发布新闻公报说，该

校研究人员新发现的长链RNA属于非编码

RNA，不参与编码蛋白质，但能调节其他基

因表达，提高植物对恶劣环境耐受力。

研 究 人 员 说 ，这 种 RNA 被 称 为

DRIR，正常情况下在植物体内含量较少，

但是当植株遇到干旱或高盐分等压力环境

时，其水平就会上升。使用一种抑制植物

生长、促进叶子脱落的激素——脱落酸，可

人为提高植物体内 DRIR的水平。

实 验 表 明 ，用 脱 落 酸 使 拟 南 芥 体 内

DRIR 含量上升可显著提高缺水或氯化钠

含量较高的土壤里植株的生存率。此外，

有一种基因变异可增强 DRIR 的表达，同

样具有增强植株耐旱、耐盐能力的效果。

基因分析显示，植物体内高水平的 DRIR

改变了许多基因表达，影响植株的水分输

送、抗压能力和脱落酸信号传导等。

相关论文已发表在新一期美国《植物

生理学》杂志上。

人们一度认为非编码 RNA 是无用的

“垃圾 RNA”，但近年来逐渐发现许多这类

RNA 在催化生化反应、调控基因表达中扮

演重要角色。

植 物 耐 旱 耐 盐 非 编 码 RNA 找 到

科技日报北京 9月 20日电 （记者李
钊）日前，2017年“法国创新发现之旅”北美

站与中国站（中法创新发现之旅）启动仪

式，在法国国家投资银行总部举行。

由两支专业评审团队选出的 33家法国

创新企业将接受一系列关于美国、加拿大

以及中国市场和投资环境的培训，其中 21

家企业将从今年 10 月 17 日开始，前往纽

约、旧金山、蒙特利尔、多伦多；另外 12家企

业则将在 12 月 4 日启程，前往深圳、香港、

上海及北京等城市，与当地政府机构、投资

商及商业合作伙伴进行对接。

这项活动由法国商务投资署和法国国

家投资银行共同发起，目的在于加强法国

创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开拓市场发展空

间及海外合作。参选企业必须符合创新水

平高、对目标市场适应力强、企业团队操作

能力好、项目拥有发展潜力等多项标准。

法国商务投资署创新技术部门主任埃里

克·莫朗强调：“‘法国创新发现之旅’挑选

出的都是本国最有潜力的先进科技企业代

表。”

入围今年“中法创新发现之旅”的 12家

法国创新企业，提供的产品包括中法双语

招聘网络服务提供商、智能手机音乐操作

系统、智能品酒软件、4D 商业模式制作平

台、实时定位数据收集、物联网管理、室内

环境智能机器人、多功能云服务系统等。

中国拥有超过 7 亿网民以及多个国家

级明星企业，并有望于 2020 年将国民生产

总值的 2.5%分配至研发项目，推动创新产

业的国际化发展，对于想要进入中国市场

的法国创新型初创企业而言，这一讯号极

具吸引力和号召力。

“中法创新发现之旅”在巴黎启动

12 家法国科技企业要来中国淘金

科技日报讯 （记者钱力）在日前召开

的第八届中国（泰州）国际医博会上，国际

遗传工程与生物技术中心（ICGEB）就中国

区域研究中心与中国（泰州）医药城交换了

合作文本。该中心将由中国生物技术发展

中心、ICGEB和中国医药城三方共建。

按照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与 ICGEB

签署的合作备忘录，他们确定了在中国发

展“三步走”计划：第一步是国际奖学金项

目；第二步是推动建立 ICGEB 中国区域研

究中心和联合实验室；第三步是将具有资

格的研究中心或联合实验室升格为分部。

目前正致力于第二步和第三步同步推进。

预计明年 4 月，ICGEB 总部赴江苏泰州中

国医药城考察，并将结果提交理事会讨论，

以确定区域研究中心具体建设地点和未来

有望升格为分部的研究中心。

成立于 1983 年的 ICGEB 是隶属于联

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政府间国际科技组

织。其总干事马乌洛·吉阿卡在接受科技

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从区域创新的角度

看，不同地区诉求不同。譬如非洲和拉丁

美洲，拥有一些生物仿制药即可，不需要太

多创新。而中国的生物技术水平已经很

高、生物的医药产业规模大，未来更需要着

力于前沿创新药物研发。”

马乌洛·吉阿卡还表示，他对即将建立

的中国区域研究中心寄予厚望，希望今后

对于一些重大疾病，譬如帕金森病、心脏

退化的疾病等，可以从干细胞、抗体药物

等方面着手，找到生物技术的药物和治疗

手段。

助力国内创新药物研发

ICGEB中国区域研究中心将落户泰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