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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 4月 26日电 （记者张梦
然）据英国《自然》杂志 25日报道，一个国际研

究小组报告称，他们观察到了大爆炸仅 14 亿

年后至少 14个星系的大合并——一个巨大且

极其密集的原星团，即星系团的前体。这些

“强强联合”的星系极可能演变成现今宇宙中

最大型结构之一，其将改变人们对宇宙的认

知和理解。

天文学家日前利用位于阿蒙森—斯科特

考察站的南极望远镜（SPT）进行巡天观测时，

发现了一群罕见的极明亮的亮源。包括美国

耶鲁大学科学家蒂姆·米勒在内的国际研究

团队，通过对一氧化碳和电离碳排放的灵敏

观 测 ，发 现 其 中 最 明 亮 的 亮 源 是

SPT2349-56——它由一个原星团组成，其中

至少包含 14 个富含气体的星系，这些星系正

以惊人的速度形成恒星。

研究团队报告称，这些星系集中位于一

个直径只有 130 千秒差距左右的区域内。在

对 14 个星系的连续体和光谱线进行测量后，

天文学家预估出这些星系中恒星的形成特

性：这里每一个星系形成恒星的速度都是银

河系的 50倍到 1000倍。

对 比 其 他 已 知 的 高 红 移 原 星 团 ，

SPT2349-56 是 一 个 非 常 独 特 的 大 型 密 集

系 统 ，天 文 学 家 认 为 ，其 很 可 能 正 在 形 成

现 今 宇 宙 中 最 大 型 结 构 之 一 。 欧 洲 南 方

天 文 台 的 阿 塔 卡 玛 大 型 毫 米 波 阵 列（AL-

MA）正 在 使 用 高 分 辨 率 图 像 展 现 这 一 系

统的更多细节。

研究团队表示，根据目前的宇宙模型，

大爆炸后的宇宙黑暗了一段时间，科学家

看到的第一个星系出 现 在 大 爆 炸 10 亿 年

后 。 而 最 新 发 现 的 系 统 标 志 着 一 个 在 宇

宙 仅 有 14 亿 年 历 史 时 就 处 于 高 级 阶 段 的

星 系 团 核 心 。 这 一 事 件 是 对 当 今 关 于 宇

宙结构认知的巨大挑战，但在先进计算机

模拟的帮助下，天文学家可以更好地理解

早期宇宙的性质，以及它是如何演变为当

前状态的。

宇宙极早期14个星系上演“强强联合”
极可能形成现今宇宙最大型结构之一

2018 汉诺威工业博览会 23 日隆重开幕，

展会为期 5 天，共有来自 75 个国家的 5000 多

家参展商参展。本届展会的主题是“产业集

成——连接与协作”，展现了人与机器、机器

与机器如何通过信息和自动化技术高度融汇

贯通。东道主德国以其雄厚的研发能力演示

了众多新技术和应用，将工业 4.0提升到一个

崭新的阶段。

工业 4.0 数字技术层
出不穷

数字化智能生产、联网能源系统、智能化

物流解决方案是本届展会的主要亮点。

西门子公司展出了多种数字化工业生产

装置和方案，比如多乐士数字化涂料厂，这是

全球首个利用数字技术实现虚拟现实的工业

化生产装置，可在很短时间内向客户提供真

实完美的产品效果。博世公司展出了未来工

厂的新模式，1.5 米高的机器人可以完成多种

复杂工序，人工智能的自我学习能力还可帮

它适应新的环境和要求。费斯托公司将人工

智能和仿生机器人结合，展现了一种能自我

学习的未来生物工厂。工业软件巨头 SAP 则

展出了莱昂纳多（Leonardo）自动化仓储管理

系统，利用 SAP 的云平台实现机器人仓储实

时管理。

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董事局主席柯克勒

博士表示，“自动化技术、IT 平台和机器学习

集成将推动工业 4.0更上一层楼”。

智能制造成经济增长
新亮点

以智能制造为特征的工业 4.0 在德国企

业中已经深入人心。根据德国信息与通信技

术行业协会（Bitkom）的最新报告，德国工业

1/4的机器设备已经联网或准备联网；半数以

上的生产企业对工业 4.0充满期待，这与几年

前德国中小企业对工业 4.0 的恐惧和怀疑态

度已经大不相同。Bitkom 主席贝格在采访中

表示，过去几年里，德国在工业 4.0 方面做了

许多扎扎实实的事，工厂里出现了越来越多

的联网机器。麦肯锡德国分公司的一份报告

显示，智能制造每年给德国带来的额外经济

增长超过 100亿欧元，随着智能机器人和具有

自我学习功能的计算机不断引入，乐观估计

到 2030年能给德国经济贡献 1600亿欧元。

工业4.0促德国制造业回归

随着德国工业 4.0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

外迁的德国企业开始回归。以生产火车和汽

车玩具模型的马克林公司为例，这一家族企

业 2006年关闭了在哥津根的工厂，迁址中国，

当时图的是中国劳动力便宜，生产成本低。

但随着中国工人工资的不断增长和德国智能

制造的兴起，马克林公司现在又把工厂迁回

到了巴符州老家。公司引进了机器人自动化

生产装置，过去在中国需要雇佣大量的工人

手工制作的车模，现在 30秒就能制造一个，生

产效率大大提高。据弗朗霍夫协会系统与创

新研究所（ISI）的调查，从 2000 年以来，德国

制造业出现回归本国趋势，目前约有 3%的海

外企业已经回归。

数字经济仍面临多重风险

在本届展会上，参展商议论最多并担心

的是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德国是制

造业强国，而且是以出口经济为导向，德国数

字经济能否发展顺利，全球自由贸易对其至

关重要。德国总理默克尔和主宾国墨西哥总

统佩尼亚在开幕式致词中都强调了全球自由

贸易的重要性。德国发展数字经济还面临来

自其他国家的挑战，默克尔在讲话中提到中

国和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非常活跃，德国企

业需要全力维护自己的地位。而在展会上也

看到，除了德国企业外，中国参展商也非常引

人瞩目。对德国企业来说，最大的风险还涉

及工业 4.0的专业人才严重短缺，Bitkom 的统

计显示，目前德国 IT 行业有 55000 个岗位空

缺，有 57%的企业感觉到人才短缺的压力。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德国政府计划强化对本

国人才的培养，以及加大对外来人才的吸引

力度。 （科技日报汉诺威4月25日电）

工业4.0让德国企业“初尝甜头”
——2018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一瞥

本报驻德国记者 顾 钢

工博会上的西门子展区。 本报记者 顾钢摄

科技日报北京4月 26日电 （记者刘霞）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25 日报道，在一项开创性

的新研究中，美国研究人员使用定制的低成

本 3D 打印机，首次在手上打印出电子产品。

借助新技术，战场上的士兵能在身体上打印

出临时传感器以检测化学或生物制剂，或打

印太阳能电池以给电子设备充电，而且只需

镊子就可将其剥离，也可用水冲洗掉。

研究报告发表于 26日出版的《先进材料》

杂志。论文主要作者之一、机械工程学副教授

本杰明·马修吉说：“我们对这种新型 3D 打印

技术的潜力非常期待。新技术使用价格低于

400美元的便携式打印机。想象一下，士兵可

以将这台打印机从背包拿出来，直接在皮肤上

打印出需要的化学传感器或其他电子产品。”

新型 3D 打印技术的关键创新之一是，打

印机可以适应打印过程中身体的微小移动。

将临时标记放置在皮肤上并扫描皮肤，打印机

可使用计算机视觉来进行实时调整。研究主

要作者迈克尔·麦卡尔平解释说：“在皮肤上使

用打印机时，人很难保持静止。新打印机可使

用标记跟踪手，并实时调整以适应手的运动和

轮廓，因而不会改变电路的形状。”

新 3D 打印技术的另一个独特之处在于，

它使用由银片制成的专用墨水，其不同于需

在 100 摄氏度高温下固化的 3D 打印油墨，室

温下就能固化和导电。

除打印电子产品外，新 3D 打印技术也可

在其他领域大显身手，包括打印细胞救助皮肤

病患者。麦卡尔平团队与世界一流的皮肤病

专家合作，成功地将生物细胞印制在实验小鼠

的皮肤伤口上，该技术有可能带来愈合伤口的

新疗法，或者直接打印移植物来治疗皮肤病。

皮肤上首次直接打印出3D电子元件

“它可以很软、可以很硬，还可以半软半

硬；它还能隔音、隔热以及变形。聚氨酯拥有

的多样性和灵活性，给材料科学家很多想象和

发挥创造的空间。材料跨界嫁接，把不可能变

成可能。”25 日下午，在 2018 年北京国际车展

期间，美国领先的化工企业陶氏聚氨酯业务部

亚太区商务总监于淼女士，跟与会专家共同为

行业媒体和公众上了一堂少见的科普公开课。

聚氨酯具有较高的机械强度，较高的柔

曲性和回弹性，良好的耐油性、耐溶剂性和耐

水性，用途很广，与其相关的创新科技会直接

影响产品的环保、耐用、舒适和保温等性能。

消费升级，聚氨酯厂
商很敏锐

消费市场很多领域的趋势，都会反馈到

聚氨酯产品的生产商。在陶氏，聚氨酯系列

品牌产品涉及多达 166个应用领域，单品超过

4600种，拥有全球 4000多家客户。

“如此宽泛的应用，各方面的经济脉动，

我们都能感受到。”于淼打比方，陶氏的一个

客户说，每年都能提前感到“双十一”的临近，

因为用到聚氨酯材料的枕头、床垫等厂商，开

始积极备货、保障库存，为“双十一”冲刺；另

一个客户说，每年万圣节来临之前，聚氨酯做

的南瓜灯订单会激增。

“消费升级就是创新机会，亚太区聚氨酯

目前每年约有 700万吨的需求总量，陶氏与其

他化学材料巨头，共同以创新科技引领更新

一轮的消费升级。”研发部主管张萍如是说。

考虑到聚氨酯是液体，运输成本高且不

方便，本土化是全球聚氨酯企业的制胜核

心。“只有生产、研发、营销和服务都完成本地

化，才能在市场上获胜。陶氏聚氨酯在全球

有 40 多个生产基地，十几个应用开发实验

室。今年 6月末，其在张家港投资的工厂就要

开工。未来的陶氏，将更加关注聚氨酯及其

改性聚合物领域的基础研发，叠加精准的市

场定位和服务，以实现‘创新为你（指最终消

费者）’的永恒主题。”于淼如是说。

汽车工业，聚氨酯大
有可为

作为材料界的变形金刚，聚氨酯在汽车

中的应用也举足轻重。一辆家用汽车用到

的聚氨酯泡沫量就达到 15 公斤—18 公斤，

此外，还有很多造型特殊的连接件，以及轻

量化要求的结构件等产品，也会用到聚氨酯

材料。

以北美为例，陶氏用于高端轿车的材料

产品，平均每辆成本几百美金，然而给最终使

用车辆的家庭用户的体验价值，却无法用金

钱计算。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汽车保

有量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与此同时，

对于汽车的舒适性、安全性和环保性，消费

者的期望不断升高，政府部门的标准也日

益严苛。

比如，对于气味的标准，中国的要求近乎

严苛。互动讨论中，一个例子引来哄笑——

欧洲二手车场为了卖个好价格，经常在广告

语中特意标出“新车的味道”，而这在中国恰

恰是最让消费者无法忍受的体验。

与会专家指出，其实，除了聚氨酯材料以

外，纤维、涂料、皮革、粘胶等材料都会挥发一

定的气味。为了追求“低 VOC（挥发性有机

化合物）”材料，陶氏上海研发中心的研究人

员与来自其他发达国家的团队一起，正不断

挑战极限。

除此之外，隔音降噪、轻量化金属替代等

新趋势，也催生了汽车产业聚氨酯的系列技

术创新，比如，此次参加车展的新款奥迪 A8

的后围结构件，用到了陶氏环氧复合材料系

统，其与碳纤维混合使用后，刚度、强度、耐腐

蚀性、环保性和可回收性，特别是脱膜生产的

速度较行业节省一半时间的特性，都达到了

较高的性价比。

随着汽车行业迎来新能源、自动驾驶和

车联网等巨大变革，聚氨酯材料也将迎来更

大的发展空间。

比如，新能源汽车电池占空间较大，座椅

的设计会更薄，但舒适度不能降低，因此，对

材料设计提出了新的挑战；自动驾驶汽车后

备箱，就是移动的“超级电脑”，如何保障散

热、隔潮、减震和稳固，都是聚氨酯行业要涉

及的课题，等等。

行业观察家认为，未来 5 年—10 年时间，

是中国汽车行业转型的窗口期，而材料供应

商为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机遇。

（科技日报北京4月26日电）

聚氨酯：材料里的变形金刚
——听全球领先企业陶氏科普生活中的化学

本报记者 房琳琳

科技日报北京 4月 26日电 （记者张
梦然）据英国《自然》杂志 25日发表的一篇

论文，美国科学家团队使用冷冻电镜技术，

以迄今最高的分辨率确定了端粒酶的结

构。鉴于端粒酶与癌症和老化关系密切，

该发现代表着人类向开发端粒酶相关疗法

迈出了重要一步。

时至今日，科学家并不能完全肯定衰

老和癌症的真正起因，而端粒功能的发现，

被认为是开拓了一条抗衰老与癌症新疗法

之路。端粒是染色体末端的“帽子”结构，

类似于鞋带上的塑料尖头，起着保护作用，

可以防止染色体“磨损”。每一次细胞分

裂，端粒都会变短，直至细胞停止分裂并死

亡。而端粒酶可以通过向染色体末端添加

DNA而避免这一点。学界认为，如果能合

理运用提取生物端粒酶技术，将揭开人类

衰老和罹患癌症等严重疾病的奥秘。

以往电子显微镜的分辨能力可以展示

微观世界的细节，但由于生物样品无法承

受电子束的辐照损伤，一直很难获得关于

生物样品的高分辨率信息。美国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研究人员凯瑟林·科林斯及其

同事决定利用更新的技术手段“揭秘”端粒

酶。而冷冻电镜技术结合近几年的分辨率

革命，被认为开启了解析生物分子结构的

新纪元，这项技术的几位先驱也因此荣颁

2017 年诺贝尔化学奖。研究团队此次正

是利用冷冻电镜技术，最终确定了人体端

粒酶的结构，这也是迄今为止人类获得的

分辨率最高的端粒酶图像。

在论文随附的新闻与观点文章中，美

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科学家迈克尔·
斯通表示，以往端粒酶结构数据的缺乏，妨

碍了临床调控端粒酶的进展，但现在，研究

人员终于在亚纳米尺度上得到了该分子与

其底物相结合的图像。

在生命科学发现的长河里，“黑匣子”

正逐一向人们打开。神秘的端粒，涉及到

了细胞的寿命与死亡——当端粒变短，细

胞就老化；反之，如果端粒酶活性高，端粒

长度就能得到保持，细胞的老化就会延

缓。因此科学家们相信，在人体相关谜题

所构成的巨大拼图中，端粒是极其重要的

一片，端粒酶结构的完全揭晓，将可能帮助

实现逆转衰老，并将癌症改变为一种可治

疗的疾病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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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4月 26日电 （记者房
琳琳）据《科学》杂志官网报道，美国环境保

护署（EPA）驻华盛顿特区首席代表近日表

示，出于监管目的，该机构现在将木材定义

为碳中性燃料。

《华盛顿邮报》援引环保署署长斯考

特·普鲁伊特的话称，这一界定为美国林业

人员提供了木材生物质碳中和方面急需的

确定性和清晰度。但许多环保组织和能源

专家对此表示谴责，认为科学家对木材是

否为气候友好燃料的属性尚未确定。

长期以来，木制品行业一直在推动碳

中和的定义，力图使木材成为有吸引力的

替代燃料，以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支

持这个想法的逻辑看起来非常简单——当

新的树木生长时，之前树木被砍伐和烧毁

时释放的碳汇被再次吸收，从而说明，其对

气候的影响是有限的。

然而，将木材指定为碳中性燃料的举

动，除了让产业在相关的税收、贸易和环境

法规下获益外，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批评者认为，对碳回收的考虑远比看

起来复杂得多。他们表示，支持木材产业

发展，实际上是在纵容碳排放而不是限制

碳排放。相比较而言，风能和太阳能才是

真正的清洁能源，是利于保护气候的更好

选择。一些科学家也担心，宣传木质燃料

的政策可能会引发全球性伐木行为，以及

以气候保护的名义破坏森林生物多样性。

环保署科学顾问委员会多年来一直在

研究，如何解决木材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

排放问题以及有效管理燃木发电厂，但试

图给木材贴上“气候友好”标签的举动，一

直受到国会议员和立法者的持续压力。

美环保署定义木材为碳中性燃料

打印在手上的3D电子元件。
图片来自网络

4月 26日，第十届全球移动互联网大会全球人工智能（AI）领袖峰会在京举行。本届
峰会主题为“AI生万物”（爱生万物）。

图为业内专家共议AI最新技术趋势和AI人才培养等热门话题。 本报记者 李钊摄

全球人工智能领袖峰会在京举行全球人工智能领袖峰会在京举行

科技日报北京 4月 26日电 （记者张
梦然）塑料污染已经扩散到多远？英国《自

然·通讯》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环境学研究

称，曾经纯净的海冰正成为塑料微粒的临

时“储存库”——海冰内含有大量塑料微粒

（直径小于 5 毫米的塑料），它们是随海冰

移动而扩散至北冰洋的。该发现同时证

实，大量塑料微粒可能因气候变化导致的

海冰消融而被释放进入海洋。

每年大量塑料垃圾涌入海洋，其中大

块塑料会分解为微粒。此前一项研究显

示，已有数以万亿计的塑料微粒出现在北

极海冰中，每立方米海冰含有多达 240 个

塑料微粒，这一密度约是大太平洋垃圾漂

浮带塑料微粒的 2000倍。

此次，德国阿尔弗雷德·魏格纳极地与

海洋研究院科学家埃尔科·皮肯及其同事，

分析了冰芯中塑料微粒的组成以及海冰的

漂移轨迹，使用冰生长模型鉴定了究竟是哪

些区域的塑料微粒在海冰生长期间被困在

冰内，并鉴定出了不同起源冰芯内聚合物的

独特组成。研究还表明，这些海冰样本源自

美亚海盆和欧亚海盆，大部分是通过北极贯

穿流（Transpolar Drift）穿过北冰洋中部的。

研究人员认为，北冰洋中部的塑料微

粒分布比之前所想的要复杂得多。更严重

的是，因海冰消融而释放的塑料微粒，很可

能将遍布北冰洋表面和深水区域，被海洋

中的滤食性动物吃掉，存留在它们体内，再

经过食物链层层传递。

海冰已成塑料微粒临时“储存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