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北京10月15日电 （记者刘
霞）星际旅行是人类永恒的梦想，科学家们

提出了诸多方法，希冀实现这个永恒之

梦。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一位

工程师最新提出了一种实现星际旅行的新

方法：一种“螺旋引擎”。他表示，这款引擎

有望在不使用任何推进剂的情况下让航天

器实现星际遨游。

据美国《新闻周刊》网站 14 日报道，来

自 NASA 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的戴维·伯

恩斯在 NASA的技术报告服务器上介绍了

他的想法，他将这一研究描述为“试图定义

一种不使用推进剂的太空推进发动机”。

要实现星际旅行面临极大的挑战。首

先，目前的航天器行驶速度很慢，比如，

NASA 的“旅行者”号和“新视野”号需要数

万年才能到达离我们最近（约 4.2 光年）的

邻近恒星比邻星。

此外，星际旅行非常昂贵：美国太空探

索技术公司发射“猎鹰 9”号火箭的成本约

为 6200 万美元；而发射“猎鹰重型”火箭的

成本高达 9000万美元。

最后，目前无法在太空给航天器添加燃

料，因此，航天器在太空的行进距离有限。

有鉴于此，人们提出了各种飞船构想，

希望借此实现星际旅行，其中最引人瞩目

的是“电磁推进引擎”（EmDrive），它可以

在封闭的空腔内利用微波产生推力。但此

后的测试表明，EmDrive无法正常工作。

伯恩斯说，他的螺旋引擎可以通过加

速囿于一个循环中的离子来工作。通过稍

微改变离子的质量，引擎将让离子在行进

的方向上来回移动以产生推力。英国《新

科学家》的报道指出，螺旋引擎大小需要达

到长约 198米、宽 12米才能工作。

伯恩斯写道：“这种太空发动机可用于

长期卫星站维护而无需添加燃料。它还可

以推动星际飞船跨过星际距离，达到接近

光速的速度。除了离子在真空管线中行

进，并被困在电场和磁场中外，发动机没有

运动部件。”

伯恩斯在接受《新科学家》杂志采访时

说，这项研究“基本概念尚未得到证实，可

能存在数学错误”。来自德国德累斯顿工

业大学的马丁·塔基马尔是对 EmDrive 可

行性进行测试的科学家之一。他表示，螺

旋引擎可能会重蹈 EmDrive 的覆辙。他

说：“据我所知，所有惯性推进系统都无法

在无摩擦的环境下工作。”

过去评书里常说，大侠使出梯云纵，

“左脚踩右脚，右脚踩左脚，噔噔就上了

天”——这也是太空工程师的理想。现在

宇宙飞行器哪怕有个核动力引擎，也得靠

喷气来变速，再节省，推进剂也有喷完的一

天。如果能改用某种波“暗中使力”，那就

万事大吉。可惜现在无一成功。但我们必

须攻克难关，否则不可能星系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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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世界潮

巴黎是公认的世界一流科创之都，而

位于法国东南部的边陲小城格勒作为法国

第二大创新型城市，其创新影响力可与巴

黎媲美。因其并非传统的“大都市型”创新

中心，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欧洲神秘的

创新之都”。

这个因成功举办 1968年世界冬奥会而闻

名的滑雪胜地，先后有 6位科学家因在此开展

原创性工作而获得诺贝尔奖。5 座国际一流

水平的大科学装置集聚于此，形成世界少有

的“ 大 科 学 装 置 集 群 ”。 研 发 岗 位 占 比 达

7.4%，位列法国首位。加上完善的电子和信

息技术“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发展布局和出众

的全球影响力，被业界誉为法国乃至欧洲的

“硅谷”。

著名科学家奠定基础

格勒科学中心形成于二战前后。1869

年，世界首座水电站在格勒东北郊的朗赛投

入运营，格勒成为世界水力发电的先驱之

一。20 世纪 30 年代，格勒已经拥有格勒理工

学院（IPG）、电化学和电冶金研究所（IEE）、傅

里叶研究所等若干一流研究机构，提供能源、

电子、冶金等领域高水平的高等教育与职业

培训，并与当地相关产业形成了紧密的互助

合作关系。二战后期，法国著名物理学家、

1970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路易·尼尔、诺

尔·费里西、路易·威尔等一批科学家在格勒

开展的出色工作成为格勒科学中心建设的重

要推进器。

战略布局迎来发展机遇

二战结束后，在戴高乐总统提出的“独

立自主发展方针”指引下，法国迅速围绕一

系列重大战略领域进行布局。20 世纪 50 年

代中期，法国政府开始实施“去中心化”整治

规划，将产业逐步向巴黎大区外的区域性中

心城市转移，致力打造一批以图卢兹、格勒

等为代表的各具特色优势的城市群。作为

全球亚铁磁学领域的奠基人，路易·尼尔教

授建议依托其在格勒已经建立的硬件设施

和实验条件以及格勒雄厚的产业基础，建立

一个可与巴黎相匹敌的科学中心。最终，法

国政府决定在格勒打造民用核能和集成电

路研发基地，以满足法国核能和信息科技革

命的重大战略需求，格勒迎来了前所未有的

发展机遇。

国际化助推二次加速

经过战后 20 多年的建设与发展，格勒科

技创新异军突起。在此基础上，格勒利用法

德两国政府和解并联合建设高通量劳厄-郎

之万研究所（ILL）、1968年举办世界冬季奥运

会两大契机，对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进行大

规模改建，科学半岛和高教园区东西两翼并

行发展的城市建设框架日趋清晰和完善，显

著提高了格勒国际开放程度，国际化成为格

勒二次加速的重要助推力。

1975 年，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EM-

BL）设立格勒园区；1992 年，欧洲结构生物学

研究所在科学半岛正式成立；1994 年，欧洲

同步辐射光源（ERSF）落户格勒，使科学半

岛成为同时具有 3 个国际大型科学机构的科

学园区。在电子、集成电路和信息技术领

域，科学半岛同样成果丰硕，产生了若干具

有重要影响力的研究机构和企业，如 1967

年，原格勒核研究中心集成电子集团正式成

立电子与信息技术国家实验室（CEA-LE-

TI）；1972 年 ，特 种 集 成 电 路 研 究 与 制 造

（EFCIS）公司在格勒诞生，是著名的法意半

导体（STMicroeletronics）的前身；1992 年，施

耐德集团在格勒成立全球著名的施耐德电

气等，使格勒在法国科技成果转化、基础科

研引领产业发展方面享有盛誉。

高教园区着眼未来发展

格 勒 高 教 园 区 始 建 于 上 世 纪 50 年 代

末，是格勒科学中心建设的另一重大举措，

旨在强化吸引和培养格勒未来发展所需青

年后备人才的规模和质量。通过将多家高

等院校在同一园区合署办学，解决原来院

校地理分布过于分散的问题，提升硬件与

教学资源的资源共享。目前，该园区有格

勒-阿尔卑斯大学、格勒综合理工学院工程

师学校、格勒巴黎政治学院等多家法国一

流的大学和精英学院。得益于格勒科研、

高等教育和产业的深度融合，一流的科研

和产业集群吸引了全世界大批的学生来格

勒深造。

向跨学科、跨部门协
同创新转变

随着新世纪传统能源不断耗竭，社会整体

环保意识的普遍提高，人类对清洁、新型可替代

能源需求日渐旺盛，成为科技创新亟待解决的

重大社会挑战之一。同时，为提振法国经济，政

府和民众期望科技创新能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更有力的支撑。在此背景下，格勒开始着力将

传统民用核能研究向绿色能源转型，将学科纵

深发展同时向跨学科、跨部门协同创新转变。

自 2000 年至 2015 年期间，格勒科学半岛

原有的 3 座核反应堆相继停用并进行全面拆

除，腾退后的区域主要用于新兴的生命健康、

生物质能源等领域的应用研究。目前格勒每

年在航空、信息和能源等领域签署 400余项合

作研究合同，2014 年拥有 1162 项专利等技

术，是欧洲唯一布局整个产业链的研究中心。

在数字技术、纳米微电子、电子工业和信

息技术领域，格勒利用在该领域雄厚的产业基

础和研发能力，深度挖掘以大科学装置为特色

的基础研究对传统产业的转化支撑，努力促进

信息技术产业与能源、医疗健康、化学的深度

融合，着力探索跨机构、跨学科的协同创新模

式。这种理念以2006年微纳米技术园区（MI-

NATEC）的设立得以呈现，是“格勒创新模式”

划时代的进步。该创新集群集中了研究机构、

高等教育、企业各类创新人员共计 4800名，其

中3000名研究人员，1200名学生和600名工业

企业研发人员，覆盖从技术转移到工业应用的

学生培训、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整个创新链。

受MINATEC创新模式的启发以及学科交

叉展现出的巨大创新潜力，2009年格勒科学半

岛推出了更宏大的格勒先进新技术创新园（GI-

ANT）计划。该计划由法国国立科研机构

CEA、CNRS；国际大科学装置ESRF、ILL、EM-

BL；以及当地著名大学格勒诺布尔管理学院

GEM、格勒诺布尔国立理工学院INP、格勒诺布

尔阿尔卑斯大学集团 UGA共 8家机构共同发

起，旨在科学半岛共同建设GIANT园区，营造和

谐的创新生态，促进学科交叉和技术共享、鼓励

思想碰撞，传播知识，更好地回应如数字转型、气

候变化及其他环境问题、生命科学和健康发展等

当下和未来重大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挑战。

法国格勒科学中心为何被誉为欧洲“硅谷”（上）

中国驻法使馆科技处 茹志涛
本报记者 顾 钢

欧洲同步辐射光源ESRF。 来源ESRF

科技日报北京10月 15日电 （记者张梦
然）据英国《自然·通讯》杂志 15日发表的一项

报告，英国科学家通过模型研究警告称：埃博

拉疫情暴发预计将在一系列潜在的全球变化

情景下加剧。

自 2013 年起，名为埃博拉的“幽灵”在非

洲多国徘徊不散，世卫组织称它是和平年代

所面对的最大挑战。埃博拉病毒会引起严重

的出血热，死亡率高达 90%。而这类人畜共

患病，都是先出现在动物身上再传播给人类

的疾病，其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包括保虫宿

主动物的分布和健康、人类与这些宿主动物

的接触率以及疾病干预策略。

此次，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科学家戴维·
里丁、凯特·琼斯及其同事，创建了一个埃

博拉病溢出的多元数学模型，并纳入了所

有 这 些 因 素 。 模 型 能 准 确 预 测 之 前 暴 发

过 疫 情 的 非 洲 地 区 。 研 究 人 员 因 而 能 预

测 出 将 来 有 暴 发 风 险 的 地 区 ，以 及 在 气

候 、人 口 增 长 、医 疗 实 践 变 化 情 景 下 暴 发

的可能性。

研究团队发现，在所有气候变暖的情景

下，可能会暴发埃博拉病的地区都将会增

加，尤其是非洲中西部此前没有出现过疫情

的地区。在气候持续变暖和社会经济发展

放缓的情景下，溢出事件导致的暴发可能性

会增加 4 倍。

此前埃博拉病暴发概率模型，都忽略了

保虫宿主生态学和气候变暖的潜在效应。研

究人员最后表示，基于最新模型的研究结果

或指明了应进行疾病监测的重点地区，以防

将来的疫情暴发。

《 自 然 》发 文 警 告

全球气候变化或将加剧埃博拉疫情暴发

考文垂这个名字，相信大部分人多少会

有一点儿印象，因为二战时，这里曾经遭遇毁

灭性大轰炸，而考文垂大学，知道的人就没那

么多了。2019 年 6 月，考文垂大学和中国传

媒大学签署协议，将在中国海南共同创办一

所联合学院。为什么是中传，为什么是海

南？带着对这些问题的疑惑，记者对戴维教

授进行了专访。

中英携手推动“一带
一路”倡议

戴维说，中英同为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

对国际局势和世界发展都有着相近的看法。

英国是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

系的西方大国，也是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两

国交往历史更是可以追溯到乾隆时期。

我们都知道，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发

展的不平衡，很多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缺乏，

还有不少人生活在贫穷和短缺之中，在这些

方面，中英携手，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由于历史原因，英国与很多英联邦国家都

保持着密切联系和友好合作，其中大部分是发

展中国家，而且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而中

国杰出的经济建设成果和发展速度令世界赞

叹，中英在不同方向上，都可以帮助“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更好更快的发展自己，为共同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要想看起来毫不费力
就必须竭尽全力

教育是一项百年大计，考文垂大学从

1843 年建校以来，经过 176 年的发展，已经建

立了成熟的教育体系，并形成了自己的教育

理念。中外合作办学，在中国已经有了诸多

先例，苏州西交利物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和

宁波诺丁汉大学都是先行者，考文垂大学在

海南的新尝试有很多突破和创新，更多国际

学生会有机会来华体验和生活学习。

中国的发展代表着世界的未来，要想不错

过未来，那就必然不能错过中国。考文垂大学

与南京理工大学也有着长期友好合作，戴维一

次在南京时，南理工的朋友请他看昆曲表演，

长达三个小时。戴维一句都听不懂，却看的津

津有味。他说，这就是中国的歌剧啊，一切都

那么美，每一个动作，举手投足都展示出艺术、

文化和魅力，这么多的演员是怎么做到的？南

理工的朋友回答说，这些昆曲演员从小就要学

戏，唱念坐打，经过长时间的刻苦努力，才能呈

现出今天这样一台精彩的演出，要想看起来毫

不费力，就必须竭尽全力。

戴维赞叹到，我们做教育也是这样啊。

大学是一个共同体，不在乎校舍有多么宏伟

高大，设备有多么先进完备，大学最重要的还

是人。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愿意拿出自己

的青春、智慧、时间和努力，来一起为人类共

同的命运和未来作出贡献。这是一项艰苦的

工程，但同时也是一项伟大的使命。

只有合作，才能共赢；
只有开放，才能发展

戴维说，中国的政治家邓小平曾经说过，

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和平与发展，其中和平

主要是东西问题，而发展则是南北问题。

放眼世界，发展问题尚未解决，而和平问

题大致在可控范围之内。二战后，人类已经

享受了历史上少有的全球性和平长达 70 多

年。而这其中最主要的主导因素，就是东西

方的良好沟通与互动。只有合作，才能共赢；

只有开放，才能发展。固步自封、与邻为壑的

新保守主义只能损人害己，给世界带来不安

和恐慌。

考文垂大学之所以决定来中国开展合作

办学，从而让东方和西方在彼此的交流中都

变得更加美好。

考文垂大学与中国传媒大学在海南陵水

联合建立的国际学院招生规模将达到 2000

人，本科和硕士生为主，博士生项目也会后续

展开。海南正在建设国际旅游岛，急需国际

优秀教育力量的支持协作。这次来华，戴维

深深感到了中国人对于教育的重视和对西方

的友好。

合作需要信任，合作需要诚意。高校合

作，只是中英各方向合作中很小的一部分，但

是由小见大、由点带面。相信中英合作能越

来越好，共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作出

各自应有的贡献！

让东方和西方在交流中变得更美好
——专访英国考文垂大学常务副校长戴维·皮尔斯伯利教授

科技日报北京10月 15日电 （记者张梦
然）刚果（金）卫生官员 13 日说，自下月起，在

该国东部埃博拉疫情严重省份，政府将为民

众接种第二种埃博拉疫苗。

由于目前缺乏有效治疗手段，因此，有

效 预 防 和 控 制 埃 博 拉 病 毒 暴 发 的 疫 苗 接

种仍是重中之重。在过去 20 年里，有多种

疫苗被研发，且在不同动物模型中研究其

有效性，每种疫苗均有其独特的优点和限

制性。

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出现始于去

年 8 月，病例集中在北基伍省、南基伍省和伊

图里省这 3个省份。此前，刚果（金）已经投入

使用了第一种埃博拉疫苗，其由美国默克公

司制造，去年 8月以来超过 20万人接种，防护

效果明显。而即将引入的第二种疫苗名为

Ad26-ZEBOV-GP，由美国强生公司研制，不

过它要间隔 8周接种两次，而第一种疫苗只需

接种一次。

据刚果（金）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所长

让-雅克·穆延贝介绍称，强生公司首批将向

刚果（金）供应 50 万剂埃博拉疫苗，这批疫苗

将于本月 18 日运抵北基伍省首府戈马，下月

初在当地开始接种工作。

穆延贝还表示，如果免疫效果比较明显，

那么接种范围将会进一步扩大至南基伍省和

伊图里省。

依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数据，截至 10 月

10 日，刚果（金）已有 2144 人在本轮疫情中死

亡。这是全球史上第二严重的埃博拉疫情，

仅次于 2013 年至 2016 年夺走 1.1 万余人生命

的西非三国埃博拉疫情。

刚果（金）疫情严重区将接种第二种埃博拉疫苗

本报记者 李 钊

科技日报北京10月15日电 （记者刘
霞）众所周知，母乳是母亲给孩子最好的礼

物，含有抗菌化合物和免疫调节活性。现

在，人类母乳又带来新惊喜！美国研究人

员在最新一期《科学报告》杂志撰文称，他

们发现，人类母乳中的一种化合物月桂酸

单甘油酯能够对抗有害细菌造成的感染，

同时不会影响有益细菌，为母乳有益婴儿

健康再添佐证。

艾奥瓦大学和全国犹太人医学研究中

心等机构研究人员合作发现，人类母乳中

的月桂酸单甘油酯含量约是牛乳中的 20

倍；而婴儿配方母乳中则不含这种化合物。

月桂酸单甘油酯是一种在自然界中

天然存在的化合物。研究人员在确定人

类母乳中含有高水平月桂酸单甘油酯的

同时，还发现人类母乳能抑制金黄色葡萄

球菌、枯草杆菌和产气荚膜梭菌致病细菌

的生长。此外，在母乳喂养的婴儿体内，

双歧杆菌、乳酸杆菌等有益细菌的含量也

相对更高。

而且，当研究人员移除人类母乳中

的月桂酸单甘油酯后，发现其对抗金黄

色葡萄球菌的能力也一并消失；牛乳添

加一定量的月桂酸单甘油酯后也拥有了

抗菌能力。

研究还发现，月桂酸单甘油酯能够抑

制上皮细胞出现的炎症。因此，母乳可用

于治疗儿童特应性皮炎。上皮细胞主要分

布在肠道及其他一些黏膜表层，而炎症能

造成上皮细胞损伤，可能会导致细菌和病

毒侵入。

研究人员表示，这项研究为母乳有益

婴儿健康这一论断再添新证据。用抗生素

治疗婴儿细菌感染会同时杀死致病细菌和

有益细菌。相较而言，母乳中所含的月桂

酸单甘油酯更有选择性，仅攻击有害细菌

造成的感染。

人类母乳中一种化合物能抗致病菌

目前风力发电风车广泛使用螺旋桨式叶片，对风速、风向的应答性较好。但难以适应
天气复杂的气候类型，在风向急剧变化等情况下，发电效率较低，快速旋转容易损坏叶
片。为解决上述问题，日本大学理工学部提出了高稳定性折叠式风车概念，并制作了样
品。其原理是叶片纵向曲线设计降低噪音；较重的发电机可以放置在较低的位置，有利于
减轻支撑结构的重量；转子叶片在圆周方向上倾斜和折叠的独特设计，在高速运转时不必
制动可快速安全地停止，防止损坏；采用特殊翼型的板条，实现轻风启动。

图为日本大学的研究人员制作的折叠风车原型机。 本报驻日本记者 陈超摄

高稳定性折叠式风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