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新闻热线：010—58884080
E-mail：kjrbgjb@vip.sina.com

■责编 陈 丹 2019 年 6 月 27 日 星期四
国际新闻 GUO JI XIN WEN

今日视点

马泽利的公司一直在研究如何用机器鱼

诱捕三文鱼寄生虫，他今天的主要目标，是寻

求与挪威等北欧国家的深海养鱼相关机构探

讨潜在合作。

6月 26日，第四届科技外交官创新资源对

接活动上，抱有类似需求的中国企业、国际技术

转移机构应约而至。来自加拿大、法国等多国

科技外交官，分享了与中国合作的经典项目。

法国驻华大使馆科技参赞皮埃尔·雷明

德娓娓道来，中法两国在政府层面聚焦环境、

气候、农业、卫生、空间技术、先进材料和人工

智能七大领域所开展的合作。其中，中法联

合发射的海洋卫星运行良好，能实时监测海

上风和波浪等指标和数据，用于构建计算模

型，以预测全球变暖趋势；在打击和防控传染

病方面，中法合作建立了最严格等级的 P4 实

验室，还共建了上海巴斯德研究所；此外，中

国与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等机构的合作也成果

显著。

随后，巴西、伊朗、墨西哥、立陶宛、葡萄

牙等国的外交官们，也一一分享了本国的科

技政策、产业亮点和国际合作机会。

巴西驻华大使馆科技创新处参赞范天阳

说，他刚上任不久就发现，平均每两周，就有

巴西企业代表团提出申请，要来中国洽谈合

作，这让他深切地感受到，“中国与巴西一样，

正经历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范天阳重点推

介了巴西的天狼星粒子加速器，这是巴西科

学界多年来重点推进的大型科学装置，“将加

速新材料的测试实验等基础科学的研究，我

知道中国也建设了同类装置，这更印证了两

国在科研领域拥有共同发展目标和方向”。

跨国公司在科技合作中的纽带桥梁作用

不容忽视。其他发言嘉宾对到会企业提出了

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建议。

欧盟驻华使团公使衔参赞认为：“知识产

权是创新和营商的基础，绝不限于法律层面，

而应是企业发展战略层面的决策重点，每一

个科技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都要考虑公司的

知识产权价值能否变现，以及如何运用知识

产权策略创造最大价值。”

泰国国际贸易商会中国首席代表高洋提

醒中国企业，在“走出去”之前，从正规渠道获

悉当地官方支持政策；“走出去”之后，更要注

重提升配套的后续跟踪服务质量，以提升中

国企业形象。

下午的项目对接环节，重点围绕节能环

保、清洁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展开。活动主

办方北京技术交易促进中心和中国国际技术

转移中心主任黄平表示：“在经济全球化驱使

下，科技创新合作是应对气候变化、自然灾害

等全球性问题的根本出路。以全球视野谋划

和推动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正是我们举办这次

活动的初衷。”（科技日报北京6月26日电）

多国科技外交官“晒”看家资源
——第四届科技外交官创新资源对接活动速览

本报记者 房琳琳

6 月 28 日至 29 日，G20 领导人第十四次

峰会将在日本大阪举行。提起日本，就不得

不提其发达的科技。据统计，在过去的 18 年

间，日本共斩获 18 个诺贝尔奖，年均 1 个，堪

称是“量产”诺贝尔奖的国家。同时，日本也

是最受中国留学生欢迎的国家之一。日本

每年大约接受 30 万留学生，其中 40%左右来

自中国大陆。

日本到底拥有怎样的科研秘诀？科技

日 报 记 者 就 此 采 访 了 全 日 本 中 国 人 博 士

协会理事、国家公派日本京都大学博士宫

春杰。

鼓励原创研究 从小
培养创新
“日本大学的科研工作非常鼓励原创型

研究。”宫春杰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京都大学

以“学风自由”而著称，强调创新型研究，被

称作“科学家的摇篮”。其科研导向是鼓励

寻找新的方向，引领国际科技发展，当别人

都熟知该领域的时候，就及时开拓新的研究

方向。

“比如我当时所在的化学研究所，每年

都会举行研究发表会，由评委投票选出本年

度研究所内‘研究发表赏’，即最具创新性的

研究，作为对研究者追求创新的一种奖励。”

宫春杰谈到，发表会后的晚宴上，很多同学

会同获奖者合影留念，从中足以看出日本研

究人员对创新研究的向往和崇拜。

“日本对创新能力的培养并非以大学为

起点，而是从中小学甚至幼儿园就开始了。”

宫春杰说，日本的中小学、幼儿园也会开设

一些鼓励创新的课程，特别注重创新思维训

练、动手能力的培养。京都大学每年都会接

纳一定数量的中学生进入实验室，开展为期

一个月之内的研究训练。这些实验看似很

基础，但其目的是使中学生体验科研乐趣、

获得基本的科研技能，为未来的职业生涯规

划提供依据。

宫春杰还说，京都大学会定期举办大学

校园社会开放日，由教授为社会人员、中学

生、小学生、幼儿园甚至更小的孩子授课讲

解，允许参观者进入实验室认识一些科研仪

器，了解一些科学研究。“很多年轻的母亲抱

着孩子坐在教室里全神贯注听讲，力求从小

培养孩子对科研的兴趣。”

倡导协同合作 极富
工匠精神
“另外，日本的科学研究极其推崇协同

合作。”宫春杰说，“就我当时所在的化学研

究所分子微生物学研究室，总的研究方向

由导师确定，学生围绕这一方向寻找自己

的研究重点，每个人的科研成果都在组内

共享，一个好的实验方法很快就能在全研

究室获得推广。研究团队形成一个完善的

科研系统、发挥合力，往往能在目标方向上

取得突破。”

“除了组内协作，日本学者也非常注重

跨组合作。”宫春杰介绍，京都大学工学部、

医学部、农学部及研究所等不同部门从事微

生物研究的课题组每年都要集会举办研究

发表会，每个团队的教授都会就自己的研究

方向和成果在会上发表演讲。研讨会后的

晚宴上，大家共同讨论、分享，如果有机会就

开展合作。这种跨方向的交叉很可能取得

突破性的研究成果。

“除了协同合作，日本严谨的工匠精神

也在科研工作中发挥到了极致。”宫春杰说，

日本学者注重科研细节，喜欢刨根问底，“以

我导师为例，我在开始进行一种转移酶研究

时，得到的结果个人感觉良好，但导师却注

意到我几次实验中的数据有细小的差别。

其实这很可能是实验仪器或者温度、湿度等

条件导致的误差，影响并不大，但导师却坚

决要求再做一次，以确定误差来源。我经常

看到身边的日本同学为了一个很小的实验

现象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地研究，这种精神

非常值得敬佩。”

科研保障给力 评价
不唯论文
“为了鼓励学生大胆探索、大胆研究，日

本大学提供了非常有力的科研保障。”宫春

杰表示，首先是免除学生的科研后顾之忧。

比方说，很多学生都担心在做实验时损坏实

验仪器、浪费价格高昂的实验材料而不敢放

开手脚进行实验，但这种担心在日本是不必

要的。

宫春杰举例说，他在京都大学曾因操作

不当导致氮端测序仪和高效液相色谱仪损

坏，导师没有批评他，更没有追究他的责任，

而是鼓励他继续大胆开展实验，类似的事情

在其他同学身上也经常出现。此外，京都大

学的图书馆是 24 小时开放，学生有需要即使

深夜都可以自行去查阅资料。

“更重要的是，日本的科研评价不唯论

文和专利，而是更看重科研能力和成果产

出，并且为此建立了比较公正、严格的评价

机制。”宫春杰介绍，以京都大学博士生毕业

标准为例，学生即使仅有一篇日文论文也可

申请毕业，只要研究成果满足毕业要求，经

导师同意后就可以申请进入答辩环节。毕

业论文经教授委员会审核，整个学部三四十

名教授参与答辩评审，并通过投票决定学生

能否毕业，走向社会。

宫春杰最后谈到，从整体上看，日本的

科学研究更多是以能够走向生产实践、能够

为社会服务为导向。“学风严谨、崇尚创新、

执着追求”是很多中国留学生对日本科研最

突出的感受。

（科技日报东京6月26日电）

“量产”诺贝尔奖的日本，有何秘诀？

本报记者 王 江 陈 超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26日电 （记者张
梦然）《自然》杂志 26日发表了一项工程学

研究：美国哈佛大学团队研发出一款名为

RoboBee X-Wing 的仿飞行昆虫无缆机

器人。这个小型机器人长度不足 5 厘米，

重量仅为 259 毫克，可用于在狭窄空间执

行环境监测或导航任务。

飞行器的能耗一般较高，小型飞行器

尤甚。所谓“昆虫大小的飞行器”其实是很

难实现的——对于像真实昆虫那么大的飞

行器来说，锂离子电池这类商用电源可能

重达飞行器实际质量的数倍之多，因此这

类机器人一般都需要缆绳连接外部电源。

太阳能电池是一种备受瞩目的替代电源，

但对于先进的飞行器而言，无缆飞行所需

的光照强度约为阳光强度的 5—7倍，超出

了实际范围。

此次，哈佛大学的诺阿·杰弗里斯、福

莱尔·赫尔伯灵及其同事，在以前的研究

基础上设计了一款飞行器，成功解决了部

分问题。研究人员提高了致动器效率，并

用 4 个扑翼（此前为两个）提升升力，从而

无需过多增加对电源的需求，而飞行器的

推进效率也与体形类似的昆虫相当。为

了延长飞行器寿命，研究人员使用了低电

压，飞行器能在该低压状态下维持短时间

无缆飞行。

研究团队指出，仍需进一步改进才能

实现持续室外飞行；且飞行器需要强光才

能为起飞提供足够动力（阳光强度的 3 倍

以上）。但他们表示，此次新问世的飞行器

具有额外的载荷能力，可在今后的自主飞

行实验中搭载更大的电源。

早在 1989 年，世界上第一台仿昆虫机

器人就出现了。数十年来，尽管仿生机器

人越来越小，越来越轻量化，但模仿自然

界飞行的昆虫依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其

需要空气动力、高效电池、高科技材料等

多方位的技术支持。不过，这种微型飞行

机器人在实际应用中也会对人类起到极大

帮助——它们可以在倒塌的建筑物里、微

小狭窄的空间中飞行，搜寻幸存者，用于灾

区搜救行动和环境监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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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oBee X-Wing机器人。
图片来源：哈佛微型机器人实验室

为加强中韩渔业合作、共同养护和恢复黄海渔业资源，6月26日，中韩渔业资源联合增殖放
流活动在山东省青岛市举行，现场放流中国对虾、三疣梭子蟹等苗种40万尾。

新华社发（张进刚摄）

科技日报华盛顿6月25日电（记者刘海
英）为进一步推动美国人工智能研发进程，保

持美在该领域的领导地位，特朗普政府近日

对 3年前颁布的《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

略计划》进行了更新。新计划重新评估了联

邦政府人工智能研发投资的优先次序，指出

扩大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对美人工智能研发至

关重要。随着新计划的出台，美政府人工智

能研发战略重点也随之扩展至 8个。

此次战略计划的更新工作由国家科学

技术委员会人工智能特别委员会领导，美

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

局和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共同主持。为了

使新计划能更准确地反映美国人工智能研

发需求及重点，相关部门在去年秋天进行

了广泛的公众意见征询活动，前后共获得

了 58 个利益相关方的反馈意见。在这些反

馈意见中，普遍强调政府应加强公私合作

伙伴关系，因而被新计划列为研发战略重

点之一。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的林恩·帕克指出，

政府已经意识到加强公私合作对于人工智能

研发的重要性，一些联邦机构也正在推动这

方面的工作。新战略计划将有力促进政府各

机构和包括产业界、学术界、非营利组织在内

的私营部门共享资源，进一步推动美国人工

智能研发。

此前的《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

计划》是奥巴马政府于 2016 年 10 月制定的，

旨在通过政府投资深化对人工智能的认识和

研究，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地

位。该计划确定了 7个政府研发战略重点，分

别是：对人工智能研究进行长期投资，开发有

效的人类与人工智能协作方法，加强人工智

能的伦理、法律和社会学研究，确保人工智能

系统的安全，为人工智能培训和测试开发共

享的公共数据集和环境，通过标准和基准测

量和评估人工智能技术，以及更好地了解国

家人工智能研发的人力需求。此次更新版本

中，这 7个战略重点依然保留。

美政府更新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
强 调 扩 大 公 私 合 作 重 要 性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26日电 （记者刘
霞）据美国趣味科学网站 25 日报道，一项

新研究指出，对地球生命来说，磷化氢有

毒，但它可能是外星生命存在的信号，外星

生命或将其用作细胞间通信的一种方式。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分子天体物理学

博士后克莱拉·索萨-席尔瓦在天体生物

科学年会上表示，地球上的磷化氢是一种

极易燃、极有毒、极恶臭的分子，可以在污

水、沼泽地、鱼和人类婴儿的肠道、稻田等

地方找到，但所有这些地方都有一个共同

点：没有氧气。这是因为，与氧气接触时，

磷化氢会反应并干扰细胞利用氧气产生

能量的能力。

她推测，在没有氧气的遥远星球上的

其他生命“可以愉快地产生磷化氢”，它们

可能借助磷化氢进行防御、捕获金属用于

生化过程或与其他细胞进行交流。

鉴于此，研究团队模拟了各种系外行星

上磷化氢的生成、维持和被破坏过程。他们

发现，在某些条件下，确实可以通过测量磷

化氢与光的相互作用来检测到其存在。数

据表明，如果磷化氢在该系外行星上的浓度

与地球上缺氧生态系统（如污水处理厂）的

浓度相当，那么其可被检测出来。

更重要的是，磷化氢不会产生任何“假

阳性”——有时候，非生物现象（如闪电）或

地质结构（如火山）可释放甲烷或生物体产

生的分子等，愚弄天体物理学家。

模拟显示，闪电、火山以及其他现象也

可以产生非常微量的磷化氢，但这可以忽

略不计且无法被检测到。索萨-席尔瓦强

调说：“显然，在岩石温带系外行星上检测

到的磷化氢都只能通过生命产生。”

但她也表示，一颗行星产生大量磷化

氢的可能性仍然很低，因为磷化氢需要大

量能量来制造，且磷在任何行星上都不太

可能大量存在。而且，这个潜在目标只是

16000 多种可能作为生命信号的潜在分子

中的一种。

寻找地外生命添新指标：磷化氢
外星生物细胞或用这种剧毒气体通信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26日电 （记者张
梦然）根据英国《自然·通讯》杂志 25 日发

表的一份环境学研究，英国牛津大学团队

评估了全球交通基础设施的损坏成本并报

告称，每年全球因自然灾害造成的公路和

铁路基础设施损坏，成本平均约达 146 亿

美元。模型研究显示，约 73%的损坏源自

地表洪灾（由极端降雨引起）和河水洪灾。

交通基础设施包括了人们所熟悉的公

路、铁路、机场等公共服务系统，其作为社

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一般物质条件，保证了

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

此次，英国牛津大学科学家埃尔科·库

克斯及同事使用全球公路及铁路资产数据

和灾害地图，计算了交通基础设施所面临

的自然灾害暴露程度和风险，这些灾害包

括热带气旋、地震、地表洪灾、河水洪灾和

沿海洪灾。

研究团队发现，全球约 27%的交通基

础设施至少暴露在一种灾害之下，每年全

球遭受的损坏成本估计在 31亿—220亿美

元。诸如巴布亚新几内亚之类的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其交通基础设施尤其易受这些

灾害的影响。虽然日本的绝对损失额在高

收入国家中最高，但是中等收入国家，如格

鲁吉亚和缅甸，面临的损失相对于其 GDP

更大。

研究人员认为，各国应在未来各项相

关评估中纳入风险信息，以改善交通规

划。通过有针对性地强化关键资产，预防

自然灾害对其造成损坏，有助于使所有资

产的支出最小化。

全球交通设施每年因灾损失逾百亿美元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26日电 （记者张梦

然）英国《自然·生态与演化》杂志 24 日在线

发表的一项演化及考古学重要发现称，野

生黑纹卷尾猴制作石制工具的历史至少有

3000 年，更厉害的是，这种猴子的制作技术

在此期间还发生过变化。

一般认为，石器制作是人类演化历史

中重要的一环，使我们的祖先逐步演化出

现代人的手部特征，身体的协调性和认知

能力也由此得到提高。但是，猴子可以制

作石头工具的事实告诉我们，演化的进程

可能并没有这么简单。目前科学家已知猴

子、黑猩猩和水獭会在野外利用石头敲开

坚果和贝壳，但黑猩猩是迄今唯一拥有已

知考古记录的非人类动物。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研究人员托马斯·
普 罗 菲 特 及 其 同 事 挖 掘 了 巴 西 的 一 处 黑

纹卷尾猴考古遗址，那里的猴子如今还会

用 石 块 砸 开 腰 果 。 研 究 团 队 通 过 放 射 性

碳测年和石制工具分析发现，黑纹卷尾猴

这 么 做 的 历 史 可 能 已 有 3000 年（或 450 个

世代）。

研究人员还发现，黑纹卷尾猴在此期

间曾改变过使用工具的方式。该遗址最早

可追溯至 3000 年前，最初，这些猴子使用的

是小而轻的石制工具；但从 2500 年前至 300

年前，黑纹卷尾猴开始使用更大更重的石

头处理食物；而到近期，它们又开始使用稍

小的工具，与现在处理腰果方式具有相关

性。

研究人员认为，工具使用的变化或许

有几种理论上的解释：不同黑纹卷尾猴群

体可能曾使用不同的石头；抑或在腰果流

行前，不同食物需要不同的加工工具。

黑纹卷尾猴制作石器已有3000年历史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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