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10 日，芬兰教育与文化部部
长桑尼·格拉恩·拉索恩女士率芬兰政
府、大学、企业等一行 40余人访问北京
师范大学，参观北师大中芬联合学习创
新研究院举办的中芬教育合作成果展，
并见证中芬联合学习创新研究院和以赫
尔辛基大学为代表的芬兰大学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

图为拉索恩在参观现场深入了解中
芬双方在教师培训、创新学习、教育技
术、人工智能、教育产品开发等领域的合
作进展与合作成果。

本报记者 李钊摄

科技日报北京10月 10日电 （记者张梦
然）英国《自然·遗传学》杂志 9 日在线发表的

一篇论文报告，新加坡科学家发布了榴莲的

完整基因组序列，有助于人们从分子角度认

识这一物种，从而真正理解使其产生独特口

味和气味的基因及代谢过程。

榴莲作为热带最著名的“重口味”水果，

因其独一无二的口感和刺激性气味，既被喜

欢它的人誉为一种“流连忘返”的美味，又被

厌恶它的人嫌弃为恶臭，它的气味常常被比

作像洋葱和硫。目前在东南亚国家，榴莲已

成为水果产业的龙头产品，种植面积、产量和

出口额日渐增长。

此次，新加坡国家癌症中心与杜克—新

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的科学家们合作，使用

互补性单分子 DNA 测序和染色体支架技

术，为猫山王榴莲梗组装了一个高质量参照

基因组。通过与其他近亲植物（包括可可和

棉花）进行对比分析，研究人员在榴莲中发

现了一个可能和棉花一样的古代全基因组

复制事件。

研究团队还分析了果实成熟期间的基因

表达，发现榴莲果实器官中的硫代谢基因活

性水平高于非果实器官中的。与榴莲的近亲

相比，榴莲含有更多参与挥发性硫化合物生

物合成的基因拷贝，表明这种演化上的扩增

是榴莲气味产生的基础。

不 同 的 榴 莲 品 种 和 品 系 具 有 不 同 的

口味和气味刺激度，绘制出榴莲基因组序

列以及对硫代谢基因的分析，有助于理解

榴莲的这些特征，对于榴莲产业具有重要

意义。

它香臭香臭的，原因何在？

榴莲完整基因组序列公布

6 月 1 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

退出《巴黎协定》，引发世界舆论一片哗然。

但这只是序曲。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10 月 9

日报道，美国环境保护署（以下简称环保署）

署长斯科特·普瑞特在肯塔基州发表演讲时

指出，他将于 10 日签署一项文件，正式废止

奥巴马政府制定的《清洁电力计划》，并表示

“对煤的战争已经结束”。

一石激起千层浪。普瑞特的这一决定

引发了美国环保团体和前政府官员的激烈

反对。

废止《清洁电力计划》

此前，特朗普就质疑《清洁电力计划》

的合法性并要求对该计划进行重新评估，

普瑞特的演讲正是特朗普政府诸多“努力”

的结果。

废止文件已经泄露出来，CNN 得到了

一份副本。目前来看，环保署仍没有确定是

否会提出一项补充计划来对温室气体进行

管控。

《清洁电力计划》计划要求到 2030 年，美

国发电厂碳排放目标在 2005 年基础上减少

32%，这意味着大量燃煤电厂将关闭。据英国

《独立报》9日报道，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智库的

研究表明，发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碳占美国二氧

化碳总排放的 40%，“比美国所有的汽车、卡

车、飞机加在一起排放的二氧化碳还多”。

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环保署估计，如

果《清洁电力计划》能够实现，那么，有望预防

2700名到 6600名儿童过早死亡，并减少 14万

到 15万例儿童哮喘发作。

今年年初，普瑞特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

采访时被问到，取消《清洁电力计划》可能会

对公众健康产生何种不良影响时，普瑞特回

避了这一问题，并强调该计划会让很多岗位

消失。

普瑞特说：“我们都希望看到美国在获得

清洁空气和水方面取得成就，但同时，我们也

要提供工作岗位，我们必须在国会通过的法

案框架下采取行动。”

引发激烈反对

前环保署署长吉娜·麦肯锡强烈反对废

止《清洁电力计划》，她认为此举是“开历史

的倒车”。麦肯锡上周五发表声明指出：“废

止《清洁电力计划》的同时没有提出任何时

间表，而且也没有作出承诺要减少碳污染，

这并非前进的步伐，而是环保署解决气候变

化威胁时，在法律、科学以及责任等方面的

倒退。”

美国各环保团体很快也开始猛烈抨击

普瑞特的决定，很多人甚至誓言要采取法律

行动。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总裁睿雅·萨周

一发表声明说：“公众可以各抒己见，施加自己

的影响。如果《清洁电力计划》被废止，自然资

源保护委员会可能会将环保署告上法庭。”

美国环保协会负责人费雷德·克鲁普也

说，废止《清洁电力计划》而没有提供替代方

案，将无法保护美国远离污染。

此前，在特朗普政府宣布计划退出《巴黎

协定》之后，纽约市前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

宣布，他创办的彭博慈善基金与合作伙伴将

一起出资约 1500 万美元给《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秘书处，同时还将联合地方政府和

商界领袖继续履行《巴黎协定》。

煤炭或日薄西山

尽管《清洁电力计划》在联邦法院受到质

疑，最高法院阻止其生效，但这一计划仍让不

少燃煤电厂关闭，也被认为是实现《巴黎协

议》规定的减排目标的关键。

环保组织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的负

责人迈克尔·布鲁诺说：“不管谁主政白宫，从

法律上来说，环保署都应该限制危险的碳排

放，而《清洁电力计划》可以做到，且成本并不

高。《清洁电力计划》是美国朝着清洁能源领

域进发并让煤炭‘下岗’的关键手段。”

布隆伯格说：“环保署能废止《清洁电力

计划》，但没法废止经济学法则。这并不会让

煤炭‘卷土重来’，也无法阻止美国达成《巴黎

协定》所定目标的脚步和决心。”

虽 然 普 瑞 特 声 称 ，废 止《清 洁 电 力 法

案》表明“对煤的战争已经结束”，但也有一

些专家认为，削弱《清洁电力计划》不会改

变煤炭行业的命运。由于廉价、充足的天

然气和环保的可再生能源的竞争，煤炭发

电已经失去了大规模的市场，在能源家族

中，煤炭或许已经日薄西山。

（科技日报北京 10月 10日电）

只 破 不 立 ，就 是“ 开 历 史 的 倒 车 ”
——美废止《清洁电力计划》引发强烈反对

科技日报北京10月 10日电 （记者聂翠
蓉）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9日报道，美国约翰·霍

普金斯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合作，

利用全新方法让平面石墨烯自折叠成 3D 几

何形状。发表在最新一期《科学进展》杂志上

的这一成果，将为用石墨烯研制可穿戴电子

设备、活细胞胶囊和折叠式晶体管等带来更

广阔的前景。

作为一种新型纳米材料，石墨烯因具有超

薄、强度大、导电导热性能强等特性，10年来经

常出现在新闻报道中，在生物传感器和可穿戴

电子设备领域带来系列全新应用。但这些应

用装置需要将平面石墨烯制成三维结构，现有

方法主要利用蚀刻技术让石墨烯层在某个基

底物上形成想要的形状，许多形状无法获得，

因此研究人员一直在寻找更好的方法。

在这项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徐伟南（音

译）为第一作者的新研究中，研究人员开发出

一种全新的微图形处理技术，石墨烯层在加热

过程中能沿着预先设定的线条弯曲，像人工折

纸一样折叠成3D结构。这种新方法具有两大

优势，其一，能避免之前工艺中出现的石墨烯

特性受损，折叠过程可完全保留石墨烯的导电

导热等性能；其二，3D形状内的折痕可形成能

量带隙，进一步提高石墨烯的导电性能。

研究人员表示，新技术还能与传统光刻技

术兼容并应用于晶片中，且能进行高度并行处

理，不会出现规模化生产障碍。他们在测试中

利用这种折叠技术制造出能包裹活细胞的 3D

结构、非线性电阻器以及一种晶体管装置，3D

石墨烯将为人们带来各种非常好用的可穿戴

电子设备和置于活体生物体内的传感器。

平面石墨烯可自折叠成3D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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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烯自折叠成花形结构。 图片来源：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科技日报北京10月 10日电 （记者张
梦然）英国《自然》杂志近日发表研究报

告称，日本科学家研发了一种能够发光

超过一个小时的有机夜光材料。与现行

的夜光材料生产系统相比，文章中介绍

的材料不含稀有元素，且不需要很高的

制造温度。

长 余 辉 发 光（LPL）材 料 又 被 称 为 蓄

光型发光材料，常被用作夜光涂料，广泛

应用在仪表、光电子器件、紧急标志等物

件以及国防军事领域上。它的原理是一

种光致发光系统，在光源激发下发出可

见光，并将获得的部分光能储存起来，当

激发停止后，能以光的形式将能量缓慢

释放出来。但是，大部分商业性夜光涂

料以无机系统为基础，不仅需要稀有元

素才能长效发光，而且制造温度需要达

到 1000 摄氏度以上。直到现在，通过有

机分子延长发光（磷光），也只能使发光

时间持续几分钟。

此次，日本九州大学科学家安达千波

矢及其同事，使用两种简单的有机分子在

室温下制成了有机长余辉发光材料，其发

光时间超过一个小时。与目前的无机长

余辉发光系统相比，新材料不含稀有元

素，也更容易制造。

研究人员认为，经过进一步的开发，

该系统有望做到柔性和颜色可调。他们

表示，这些特性能够使最新问世的长余辉

发光材料广泛应用于纺织、窗户、涂料和

有机物的成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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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本报记者 刘 霞

美国政府宣布将正式废止《清洁电力计划》，这一决定遭到了激烈反对。 图片来自网络

科技日报华盛顿10月 10日电 （记者

刘海英）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但

美国一项新研究称，在情感认知领域，这

句话或许并不适用，在辨别他人情感或

意图方面，耳朵比眼睛更管用，闭上眼睛

仔细倾听，会让你更清晰地了解对方的

情绪。

阅 读 对 方 情 绪 ，理 解 对 方 感 受 ，对

于人际交往十分重要，但即使是通达世

情者，也很难准确地识别他人的情绪。

我 们 习 惯 于 用 眼 睛 观 察 对 方 的 面 部 表

情，通过其面部肌肉的一搐一动来识别

对方的喜怒哀乐，耳朵仅起辅助作用。

但 美 国 耶 鲁 大 学 研 究 人 员 的 最 新 研 究

告诉我们，倾听才是识别他人情绪的最

佳方法。

研究人员在美国心理学会期刊《美国

心理学家》上发表文章称，他们通过对 1800

多名美国人的研究发现，纯粹依靠面部表

情，或声音和面部表情相结合，都不是准确

识别他人情绪或意图的最佳策略。不通过

观察，只用耳朵倾听，能更准确地捕捉他人

的情绪。

研究人员认为，之所以通过单纯的倾

听能更准确地辨别对方情绪，一方面是因

为人们善于用面部表情来掩盖自己的真实

情绪，眼见未必真实；另一方面则是信息多

并不意味着信息准确，同时进行观察和倾

听，会造成注意力不集中，效果自然没有只

执行其中一项任务好。

研 究 人 员 指 出 ，目 前 多 数 情 感 认 知

研究，都集中在面部线索的作用上，他们

的 新 发 现 为 情 感 认 知 研 究 开 辟 了 新 领

域，提醒研究人员注重声音背后隐含的

情感意义。而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这一

研究告诉人们，在社会交往中，要善于倾

听。倾听对方的言语内容和言语方式，

可以更好地识别对方的情绪和意图，无

论对工作还是人际交往，这样做都会有

所助益。

眼见为虚，耳听为实

倾 听 比 观 察 能 更 准 确 辨 别 他 人 情 绪

科技日报北京10月 10日电 （记者聂
翠蓉）中 国 天 文 学 家 近 日 在 预 印 版 网 站

arXiv 上发表论文称，他们利用上海天文

台 65 米口径的天马射电望远镜（IMRT）

观 测 人 马 座 B2（Sagittarius B2）发 现 ，这

个巨大气体星云周围广泛分布着两种重

要 的 生 命 前 体 分 子 —— 乙 醇 醛 和 乙 二

醇。这些前体分子可形成复杂的生命物

质，对研究宇宙生命起源之谜具有重要

意义。

人马座 B2 是银河系中心最大的气体

星云，质量约为太阳质量的 300 万倍，距离

地球 2.5万光年。科学家们认为，人马座 B2

的分子云中含有多种不同的复杂分子，如

果这里发现与生命形成有关的复杂分子，

那么银河系其他地方也可能存在这些分

子，从而提供重要的生命线索。

由于直接在太空星体寻找氨基酸等复

杂有机物质很难，科学家们往往借助对前

体分子的探测来找寻生命迹象。前体分子

参与的化学反应是生命分子形成的早期步

骤，启动了生命的形成。乙醇醛是一种与

糖类形成有关的分子，能与丙烯醛反应生

成 RNA 的重要组成成分——核糖；乙二醇

与乙醇具有重要化学关联，能参与许多反

应生成复杂分子。

之前有研究发现，人马座 B2 云层内

含有微量乙醇醛和乙二醇，但这两种分

子的确切分布并不清楚。而此次中国科

学院上海天文台的李娟教授带领团队，

检 测 到 这 两 种 分 子 空 间 分 布 的 详 细 信

息。他们在 2016 年 3 月和 11 月分别对人

马座 B2 进行了观测，望远镜上的数字终

端系统（DIBAS）获得的谱线检测结果表

明，乙醇醛和乙二醇并不只分布在云盘

核附近，其空间分布非常广泛，几乎延伸

到 117 光年的区域范围。研究还发现，这

两种分子的形成可能与低温过程有关，

为冰层含有丰富生命前体分子提供了重

要佐证。

人马座 B2周围广泛分布两种生命前体分子

新华社洛杉矶 10月 9日电 （记者郭
爽）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9日从美国西海

岸发射“猎鹰 9”火箭，一箭十星，成功将美

国铱星通讯公司下一代全球卫星计划第三

批 10 颗卫星发射至目标轨道。随后，火箭

第一级再次成功实现海上回收。

当地时间 9日清晨 5时 37分（北京时间

9 日晚 8 时 37 分），搭载铱星通讯公司 10 颗

卫星的“猎鹰 9”火箭从加利福尼亚州范登

堡空军基地发射升空。

视频直播画面显示，发射约 7.5 分钟

后，火箭第一级成功降落在太平洋海上无

人船“请看说明”上。发射约 57 分钟后，卫

星相继开始在近地轨道部署。此后不久，

地面人员在直播中宣布：“10颗卫星均成功

入轨。”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计划分 8 次为

铱星通讯公司发射 75 颗卫星，预计 2018 年

年中完成全部任务。此次发射的 10颗卫星

是铱星通讯公司下一代全球卫星计划 Irid-

ium NEXT 的第三批。今年 1 月和 6 月，

“猎鹰 9”火箭分别将该计划前两批共计 20

颗卫星发射入轨。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由硅谷企业

家埃隆·马斯克于 2002 年创建，总部位于

加州，是美国商业航天的代表性企业。9

日的发射是该公司今年第 15 次成功发射

“猎鹰 9”。

火箭第一级回收的目的是研制可重

复使用的运载火箭。迄今为止，“猎鹰 9”

火箭第一级已成功实现 17 次回收，其中海

上回收 9 次，陆地回收 8 次。有趣的是，马

斯克用自己喜欢的科幻作品给用于火箭

回收的无人船起名字。在太平洋的无人

船名为“请看说明”，意思是让火箭降落时

“看着点，照说明书的步骤着陆”。另一艘

在大西洋的无人船则名为“当然，我依旧

爱你”。

十星上天 火箭归来

“ 猎 鹰 9 ”第 一 级 再 次 成 功 海 上 回 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