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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百余名诺贝尔奖得主联合签名支持转

基因作物”事件又有了新进展。

截至 7 月 4 日，在“挺转”请愿网站（sup-

portprecisionagriculture.org）上公开署名支持

转基因技术应用于农业领域的诺贝尔奖获

得 者 人 数 ，由 两 年 前 的 108 人 上 升 至 134

人。除此以外，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知名科

学家和科技工作者等也踊跃签名，人数已达

12847 位。

“如此众多的诺贝尔奖科学家签名支持

某一特定专业领域的科学技术，以及支持者

持续增加，在现代科学发展史上前所未闻。”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

昉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中国工程院院士、玉米育种学家戴景瑞说：

“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从 1996年的 170

万公顷增加到 2017年的 1.898亿公顷，增长了

112倍，创造了1000多亿美元价值，这使生物技

术成为近年来应用最为迅速的作物技术。”

但是，长期以来转基因技术深陷舆论漩

涡，转基因产品致癌等谣言广泛流传。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16年 6月 29日，百

余位诺贝尔奖得主发表了支持转基因技术的

联名公开信。信中指出，全球的科学和监管

机构反复研究，一致发现，通过生物技术改良

的农作物和食物至少与通过其他方式生产的

农作物和食物同等安全。

此后，一些“反转”组织“不再像以前那么

活跃了”。

“关于转基因技术，虽然国际社会已争议

多年，但不容否定的事实是，在转基因食品获

得批准的国家，民众消费这类食品迄今并未

显示对人类健康有负面影响。”黄大昉说。

黄大昉认为，诺奖得主的签名正是在对

转基因理性思维与严谨求证之后，对上述基

本事实和科学结论的尊重和认可，是对新兴

生物技术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关注与有

力支持。

公开签名信的发起人之一、1993 年诺贝

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理查德·罗伯茨曾专

门致函中国友人，热切期望中国友人加入支

持转基因技术签名的行列。“我们的主要目的

是抵制愈演愈烈的反转运动的误导和彻头彻

尾的谎言，让最新的育种技术得以顺利发

展。”他在信函中写道。

“我们也号召过国内院士、科学家支持此

事。”戴景瑞说。此后，许智宏、范云六、戴景

瑞、陈晓亚、康乐等多位中国两院院士的名字

也出现在该网站的签名榜上。

就在今年 5 月 24 日，公开信中着重提及

的转基因黄金大米，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已宣布可安全食用。至此，世界上已

经有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力挺黄

金大米。 （科技日报北京7月4日电）

现 代 科 学 发 展 史 上 前 所 未 闻

134 位诺奖得主力挺转基因
本报记者 马爱平

“全世界约有两亿人的饮用水砷含量超

标，东南亚地区、拉丁美洲国家的砷污染很严

重；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我国可能有近 2000

万人饮用有健康风险的含砷地下水；此外，英

美等发达国家也都曾发生过饮用水污染导致

的砷中毒事件。”在 7月 3日于北京举行的“第

七届环境砷国际学术大会”上，中国医科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研究所所长、环境与

慢性疾病研究中心教授孙贵范对科技日报记

者说。

据悉，世界卫生组织（WHO）和美国环境

保护署（USEPA）将砷定为一种“已知的人类

致癌物”，人体长期暴露于砷环境，可引起皮

肤癌、肺癌、膀胱癌和肝癌等癌症。

如何除去饮用水里的砷，为受影响的两

亿人提供洁净的饮用水，与会各国专家纷纷

建言献策。

饮水除砷技术面临诸
多挑战

据孙贵范介绍，消除水中的砷污染在技

术上面临诸多挑战：首先，砷会随氧化还原条

件不同而变换形态，导致常规过滤技术不能

有效去除砷。不少技术在实验室条件下能

很好地处理水中的砷，但一到现场遇到不同

的水环境和竞争性粒子，就容易导致技术

“熄火”。

其次，除砷技术和方法面临的最大问题

是，处理后的砷容易产生二次污染。砷不像

其他有机污染物，人类目前还无法分解和消

灭它，多年来很多除砷的技术和方法没能解

决这个问题。

此外，天然地下水含砷的地区主要分布

在以自家打井抽水作为饮用水的经济落后农

村地区，如果新技术在使用和维护过程中太

复杂，或成本太高，就很难推广应用。

吸附法优点多广受追捧

目前，与会人士归纳总结的净水除砷方

法主要有 5 种，即混凝法、离子交换法、生物

法、过滤法和吸附法。其中吸附法是应用最

广泛、研究最多的一种饮用水除砷技术，该法

是利用物理、化学、离子交换等机制，将水中

溶解性的砷吸附，从而达到去除砷的目的。

来自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茱莉塔·加

西亚-奇里诺说：“吸附法去除水中砷，因其效

率高、可使用物质多、可规模化、低成本以及

易操作等优点而广受追捧。”在墨西哥，她领

导的团队借助铁渣吸附来去除水中的砷，取

得了不错的效果。

但孙贵范指出，尽管各种除砷吸附材料

不断被报道，除砷效率各有不同，但这种方法

最大的问题是，砷被材料吸附后可能再次溶

出，即二次污染问题。因此，目前研发吸附法

的核心是，吸附效率要高且吸附的砷不能二

次溶出。

新型纳米微陶材料杜
绝二次污染

有鉴于此，孙贵范团队另辟蹊径，采用纳

米微陶材料来去除水中的砷，不仅成本低廉、

高效、易于操作，最重要的是，杜绝了砷的二

次污染。

纳米微陶材料除砷的原理是：先将砷物

理吸附在 1 纳米—50 纳米的介孔里，然后与

孔中形成的针状纳米材料缓慢反应，将砷封

闭固定在小孔内部。这样，用过的材料就不

再将砷释放到环境中，彻底杜绝二次污染。

据介绍，这种新材料制成的产品还可在

不使用电源、化学品的情况下，通过重力自流

过滤高效滤掉砷等重金属，具有操作简单，应

用范围广和生产成本低廉等优点。目前，他

们团队已经研发出 3 种产品，分别为纳米陶

瓷颗粒、陶瓷滤纸和陶瓷粉末，其中陶瓷颗粒

和陶瓷滤纸在 2017 年 1 月和 2018 年 3 月分别

获得国际权威的“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国

际认证机构”（NSF International）的认证。新

产品不但可用于家庭和社区的砷污染饮用水

处理，还能有效进行工业废水处理。

加强国际合作打赢攻坚战

尽管目前涌现出了不少除砷技术，但正

如来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布鲁·艾沃努女

士所说：“最重要的是让技术落地，让技术能

够被当地人所用，才能更好地发挥技术的真

正威力。”

而且，与会专家一致认同，砷污染及其健

康危害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全球

性的解决方案，需要相关研究人员通力合作，

制定相关标准和规则，才能真正打赢除砷这

场攻坚战。

（科技日报北京7月4日电）

全球两亿人的心声：请给我一杯无砷水
中国专家研发纳米微陶材料杜绝砷二次污染

本报记者 刘 霞

这张2016年的资料图片显示，一名孟加拉国男孩正从管井中抽取被砷污染的水。
图片来源：sos-arsenic.net

科技日报北京7月4日电（记者张梦然）
所有物体，不论其自身重力如何，在外部引

力场中下坠时具有相同的加速度，这一原理

通过了迄今为止最严格的测试。根据英国

《自然》杂志 4 日发表的一项物理学研究，欧

洲科学家通过分析中子星—白矮星—白矮

星三星系统，验证了等效原理，为爱因斯坦

广义相对论的关键预测提供了极其重要的

支持。

等效原理是引力的最基本物理性质。

与其他引力理论不同，建立广义相对论依据

的前提是所有做自由落体运动的物体都将

获得相同的加速度。理论学家认为，这甚至

应当适用于像中子星这样自身拥有强大引

力场的物体，因此被称为强等效原理。可以

说，正是在这个假设基础上，爱因斯坦建立

了广义相对论的引力场方程。但是到目前

为止，人们还没有在强场体系中成功测试这

一理论。

此次，荷兰射电天文研究所科学家安

尼· 阿奇博尔德及其同事，首先观测了一个

双星系统的运动：在该系统中，一颗白矮星紧

密地绕一颗中子星运行。同时，另有一颗遥

远的白矮星绕二者运行。这个三星系统使研

究人员能够调查外侧白矮星的引力，是如何

影响内侧白矮星及其伴星中子星的，而中子

星具有强大的自引力。

根据其他的引力理论，中子星相关的时

空曲率（在引力场中，物体“质量”的分布状

况使时空性质变得不均匀，引起了时空的弯

曲），会导致它以不同的加速度向内侧白矮

星降落，从而扭曲内层轨道。但是，研究团

队发现，二者之间的加速度差异至多只有

260 万分之一，因此这一发现依然支持广义

相对论，且较之前关于等效原理的测试增强

了 1000 倍。

自由落体普适性通过迄今最严格测试
具有强大自引力的中子星验证了强等效原理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4 日电 （记者刘
霞）据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EPFL）官网

近日消息，该校研究人员领导的国际团队

开发出一种使声波无失真地穿过无序媒介

的系统，可用于消除从潜艇等物体上弹回

的声波，使声呐无法检测到它们，从而让潜

艇等“隐身”。

大多数天然材料都拥有无序的原子结

构，这种结构会干扰声波和电磁波的传

播。当波与这些材料接触时，会向四周反

弹并扩散开来，而且波的能量会逐渐消散，

强度也渐次减弱。这也意味着，要利用波

技术让数据或能量无损地通过这些波散射

媒介，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智能手机的

地理定位功能在建筑内部会受到影响，因

为在其间，无线电波会向所有方向散射。

在生物医学成像和地质调查等领域，让波

穿过高度无序的媒介也至关重要。

此次，EPFL工程学院的两个实验室与

奥地利维也纳技术大学、希腊克里特大学

的研究人员合作开发出一种系统，可使声

波无失真地穿过这些媒介。该系统采用微

型扬声器作为声学中继器抵消波散射，并

已成功在真实的声学系统上进行了测试。

研究人员解释，微型扬声器可被控制

用于声波的增强、减弱或者相位移动，这使

其可以抵消声波碰到障碍物时发生的散

射，并在无序媒介的另一端重现原始声音。

研究人员发表在最新一期《自然·物

理》杂志上的论文称，他们在实验中构造了

一个长约 3.5 米、充满空气的管子，并在其

中放置各种障碍物，例如墙、多孔材料等，

制造出声波无法通过的、高度无序的媒

介。然后，他们将微型扬声器放置在障碍

物之间，并安装电子控制设备来调整扬声

器的声学特性。

这种有源声学控制方法有望应用于

包含普通环境频率的声音，也可以用于消

除从潜艇等物体上弹回的声波，使声呐无

法检测到它们。而且，新研究背后的理论

同样适用于光波或无线电波，因此能使物

体“隐身”，或让人能透过不透明材料拍摄

图像。

人眼可见世界，虽然只是物质世界的

一小部分，但也丰富到经常超乎想象。对

人眼不可见的其他波长光谱成像、无处不

在的声波、大有用处的磁场等，也因各种工

具的精密化，让其能用人类可以“看见”的

方式呈现，极大地拓展了我们的视界。在

追求拓展人类感知极限的过程中，每一次

努力，都值得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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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7月4日电（记者张梦
然）英国《自然·通讯》杂志3日发表的一项地

球科学研究称，光纤电缆已被用于检测地震

信号，为地质断层成像。这表明未来宽带通

信网络或可用于定位和评估地质断层，光纤

电缆或可用作地震仪的一种替代工具。

地震监测是指在地震发生前后，对地

震前兆异常和地震活动的监视、测量。专

业的地震台站和群测点，主要用水位仪、地

震仪、电磁波测量仪等监测仪器。一般来

讲，传统的地震台网可能需要耗资几十万

美元才能运转和维护，但是这对于地震多

发区域至关重要。不过，有人提出采用通

信用的光纤电缆作为一种低成本的地震监

测方式。

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科学家菲利

普·朱赛特及其同事在冰岛设置了一项实

验：将光纤电缆改造为一系列传感器，用以

记录天然地震波和人为地震波。这些传感

器通过检测地震波通过时光纤电缆长度的

细微变化，来量化光纤电缆所承受的应

力。研究团队发现，光纤电缆不仅记录了

地震信号，还能详细解析周围断层和其他

深层地质结构。

目前世界各地已经铺设了成千上万千

米的通信光缆，所以材料几乎是现成的，因

此这一方式被认为造价便宜、灵敏度高。

虽然光纤通信网络也许能够用于监测地震

灾害，但是研究团队提醒，相关技术还有待

进一步发展。

检测地震信号 定位地质断层

通信光缆或可用作地震仪

科技日报北京7月2日电 （记者张梦
然）据英国《自然·通讯》杂志日前发表的

一项心理学报告，美国科学家实验研究表

明，“不确定性”的存在更容易产生合作与

信任——在事先不能准确知道某个事件或

某种决策的结果，或者风险回报可能性未

知的情况下，仍愿意承担风险的人，更有可

能与其他人合作并信任他人。

“不确定性”经常作为一种经济学概

念，意思是指经济行为者事先不能准确地

知道自己的某种决策的结果，或者说，只要

经济行为者的一种决策的可能结果不止一

种，就会产生不确定性。而心理学家和经

济学家之前已经确定了两种“不确定性”：

风险（其中每一种未来结果的可能性已知）

和模糊性（其中每一种未来结果的可能性

未知）。此前研究表明，不同个体对这两种

“不确定性”的容忍度不一样。

在这项最新研究中，美国布朗大学心

理学家奥利尔·菲尔德曼霍尔及其同事进

行 了 一 系 列 实 验 ：首 先 让 200 名 志 愿 者

（106名女性和 94名男性）完成单独的赌博

游戏，以评估其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容

忍度；然后让他们玩社交游戏，他们必须决

定是否与其他玩家合作，合作可能会让双

方都受益，但合作者也可能会遭遇背叛，蒙

受损失。

实验结果表明，模糊性容忍度与亲社

会行为量呈正相关；相反，风险容忍度和社

会决策之间没有关联。

研究团队认为，人们把信任他人的决

定视为或等同于一种不知道可能性的赌

博，而且模糊性容忍度所反映的个性特征，

有助于促进我们的社交行为。

“不确定性”更易产生合作与信任

EPFL 研 究 人 员
开发的新系统，可使
正常情况下声波透不
过 的 材 料 完 全“ 透
明”，让声呐无法检测
到它们。

图片来源：
EPFL官网

这是 7 月 4 日在泰国清莱拍摄的被困
溶洞的少年足球队员。

因洪水被困在清莱一个溶洞里的13名
泰国少年足球队成员目前状态良好，救援队
正寻求最稳妥的解救方案。救援人员已进
入山洞为被困人员提供食品药品和可保温
的锡箔纸，以防出现意外。中国洞穴救援专
家队也加入了搜救行动。

新华社发（泰国军方供图）

洞穴救援
锡箔纸保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