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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疫”行动

英国《柳叶刀》期刊近日刊发的社论指

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带给人类社会

两个有益的教训：首先，提醒我们关键从业

者真正地维持了社会的运行；其次，为了解

决社会系统的脆弱性，我们需要韧性，还需

关注健康、社会和地球的可持续性。

社论文章称，在疫情之前，全球 7.34 亿

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6.9 亿人忍受饥饿，

795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现在，对于数十亿

人来说，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的常态生活停滞

了，人们可能无法回到往日的状态，但或许，

也不应该再“回望往昔”。新冠肺炎疫情是

一场人类的灾难，但却让卫生界有机会反思

并重新定义“常态”这一概念。

此次大流行带给人类社会两个有益的

教训。一是，它提醒我们谁是真正维持社会

运行的人——关键从业者，这些人包括医护

人员、商场及社会工作者、公共交通工具司

机、银行出纳人员、教师、警务、农民和清洁

工。社会往往把这些人的工作视为理所当

然，但没有他们，社会就会陷入混乱。

第二，社会系统其实有其脆弱性，迄今

为止，一些最佳的卫生系统通过极端紧急措

施和英勇的个人努力，避免了全面崩溃，但

呼吸机、个人防护设备、氧气短缺和卫生工

作人员的压力等问题已然出现。而在面临

食物囤积和及时供应链中断的情况下，食品

供应系统也可能表现的脆弱。这种脆弱性，

并不是饱受战争侵扰的国家才有，它就在所

有人身边。

社论指出，如果要从此次疫情中汲取教

训，那必须将公平、韧性和可持续性作为未

来社会发展的重点。

此次大流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至少有

7000万人将因此次大流行而陷入贫困。即将

离任的联合国极端贫困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

员约翰·阿尔斯顿表示，人们需要重新审视经

济增长与消除贫困之间的关系。与每年经济

增长 1%相比，各国每年若能将衡量居民收入

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降低 1%，可能对减轻全

球贫困产生更大的影响。不能只看经济增

长，财富的再分配同样至关重要。

为了应对社会系统的脆弱性，人们还需

要一种韧性——即应对压力、冲击和变化的

能力。一个有韧性的卫生系统，可以对突发

卫生事件作出有效反应，灵活且具备适应能

力；一个有韧性的卫生系统，也不会在新冠

病毒暴发时仍按照流感大流行的应急预案

来处理。

经济系统同样也需要韧性。疾病大流

行、气候灾害和金融危机在很多人看来都是

“异常事件”，但它们并非“意外事件”，应重

新调整抵御能力事项的优先性，以便能应对

上述问题。

此外，人们还需要关注健康、社会和地球

的可持续性。挑战社会的常规观念（即对效

率、消费和增长的追求）并不新鲜，但如今，卫

生界站在道德制高点助推人们更进一步挑战

所谓的常规观念。然而，这需要人们改变既

往文化影响并更新衡量标准，还需要每一个

执迷于效率、消费和增长指标的个人、机构、

组织和社会进行反思，因为“昔日难再回”。

《柳叶刀》社论提醒“昔日难再回”

人类社会如何更有韧性地面对疫后“常态”

2020年年初，全球遭遇了近一个世纪以

来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新冠肺炎疫

情。为防止疫情扩散，各国纷纷进入封锁状

态，全球经济基本停滞，石油产业需求遭受

重创。面对困境，巴西政府把生物燃料（主

要包括生物乙醇和生物柴油）作为科技创新

优先发展领域，将其作为走出经济困境的一

条重要途径。

长期鼓励发展生物燃料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由于当时巴西探

明的原油储量不足，巴西石油基本上依赖进

口。1973 年，世界爆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

原油价格暴涨使得所需原油一多半需要进

口的巴西经济遭受沉重打击。由此，巴西政

府决心利用本国丰富的土地资源和有利的

农业气候条件，从甘蔗、木薯等作物中提取

乙醇燃料，因地制宜发展出以乙醇、生物柴

油为代表的生物燃料技术。

1975 年，巴西宣布实施国家乙醇计划，

鼓励利用甘蔗生产乙醇以替代石油，拉开了

发展生物燃料的序幕。联邦政府通过补贴、

设置配额、统购乙醇燃料、调整价格以及行

政干预等手段，鼓励民众使用乙醇燃料。巴

西甘蔗工业联盟估算，1975 年至 2015 年的

40 年间，巴西生产的乙醇替代了大约 25 亿

桶的汽油，成功减少了对石油进口的依赖。

巴西把传统的通过甘蔗发酵生产的乙醇

称为一代乙醇。如今巴西一代乙醇生产技术

已非常成熟，由于使用了一种特殊的酶，成本

比美国从粮食中提取乙醇要低1/3。近年来，

巴西政府开始鼓励发展玉米乙醇。巴西玉米

一年可收获两季，巴西农业科研人员通过品

种改良和轮作制度使玉米产量得到很大提

高。玉米单位产量从 2004/2005年度的每公

顷3000公斤提高到2016/2017年度的5560公

斤。玉米产量的大幅度提高，为开发乙醇提

供了新的原料来源。2017年巴西第一家玉米

乙醇厂在中西部地区的戈亚斯州投产。

巴 西 的 生 物 柴 油 原 料 主 要 使 用 蓖 麻

籽。在东北部的皮奥伊州建立了巴西最大

的生物柴油厂，年产量 700万升。但是，东北

部气候干燥，限制了蓖麻的增产。此后，巴

西用大豆油作为生物柴油的主要原料。目

前，巴西生物柴油 71%的原料来自大豆油，

12%来自牛脂肪，其余来自猪、鸡等动物脂肪

或棉籽油、棕榈油等植物油。

出台新的国家生物燃
料发展规划

尽管巴西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生物燃

料生产国，但是，目前巴西交通运输的能源

消费结构中，仍然是以石化燃料为主。在

2018年的交通运输领域能源结构中，汽油占

30%，普通柴油占 45%，乙醇占 15%，生物柴

油仅占 2.4%，其余为天然气和煤油等。巴西

生物燃料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消费需求。

2016 年 12 月，巴西矿能部、环境部和农

业部联合制定了《国家生物燃料发展规划草

案》，以规范和鼓励国内生物燃料生产和应

用。2017 年 2 月，规划草案在政府网站公

布，广泛征求相关产业部门及社会各界意

见。同年 12 月 26 日，时任总统特梅尔正式

批准了《国家生物燃料发展规划》。该规划

是巴西政府制定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法律文

件，强调了生物燃料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

促进经济发展上的重要作用。

该规划明确提出，到 2030年要把可再生

能源在全国能源结构中的比重提高到 45%，

其中生物燃料的比重占 18%。计划到 2030

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城市投资开发生物燃

料，可为国民经济提供大约 1500 亿雷亚尔

（约合 283 亿美元）的产值，还将创造大约

100万个就业岗位。

根据巴西农业部的统计数据，巴西农作

物种植面积约 6400万公顷，仅占全国土地面

积的 7.6%，其中大豆种植面积 3390 万公顷，

甘蔗种植面积 900万公顷。扩大甘蔗和大豆

产量，巴西有充足的土地资源，生物燃料不

会与粮食生产发生“争地”冲突，巴西生物燃

料的发展空间巨大。

（科技日报圣保罗8月3日电）

科技创新支撑 发展空间巨大

走出经济困境，巴西拟优先发展生物燃料

本报记者 张梦然

科技日报北京8月 4日电 （记者刘霞）
据英美媒体 3 日报道，美国白宫新冠病毒特

别工作组反应协调员黛博拉·伯克斯 2 日表

示，美国已进入新冠病毒大流行新阶段，农

村和城市地区的感染一样“极其广泛”，南部

和西部各州已成为新冠病毒热点区域。伯

克斯敦促人们遵循健康建议，包括坚持佩戴

口罩并保持社交距离等。针对此番言论，当

地时间 8月 3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发

推文首次公开批评了伯克斯。

另据英国《新科学家网站》3 日报道，伯

克斯 2 日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表

示，美国正处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新阶段”，

病毒的传播范围比疫情早期更广泛。她说：

“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与 3、4月份不同，病毒

现在在农村和城市地区一样广泛传播。农

村地区的人不要掉以轻心。”

伯克斯强调，美国人仍然应该遵循防疫

健康建议，保持社交距离并坚持佩戴口罩。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最新发布的预

测显示，到8月22日，美国将有17.3万多人死

于新冠肺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前局长

斯科特·戈特利布博士上月也对美国消费者

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表示，如果美国现

在不改变应对策略，到今年年底，该国新冠肺

炎死亡人数可能翻倍，达到30万人。

尽管伯克斯没有给出到今年年底美国

将有多少人死于新冠病毒的数字，但她表

示，死亡人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南部和西部

各州是否能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减缓并遏制

新冠病毒在这些地方的传播势头，目前，这

些州已成为新冠病毒传播热点区域。

伯克斯强调说：“这是超级传播事件，我

们必须阻止这些事件，各州应该因地制宜，

采取符合当地情况的应对措施。”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统计，

截至北京时间 8 月 4 日 6 时 34 分，美国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超 471 万例，病亡人数超过 15

万例。

白宫：美新冠疫情进入大流行“新阶段”

科技日报讯 （记者胡定坤）日前，据雅

虎新闻报道，面对日益严峻的疫情形势，美

哈佛大学全球卫生研究所和埃德蒙德·萨

夫拉伦理中心联合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

究与政策中心、乔治敦大学全球健康科学

与安全中心等机构，共同提出名为“归零之

路”的国家抗疫方针，建议美国政府通过更

可靠的接触者跟踪、检测和隔离等措施扼

制病毒传播。根据该方针，美国 13 个州应

立即封城。

具体而言，哈佛领衔的研究团队将美国

各地划分为红、橙、黄、绿 4个风险等级，如过

去 7 天平均每 10 万人每天新增病例超过 25

例为红色，介于 10—25 例之间为橙色，介于

1—10 例之间为黄色，小于 1 例为绿色。根

据上述标准，美国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密

西西比等 13 个州为红色风险，加利福尼亚、

密苏里、北达科他等 22个州为橙色风险。

研究团队认为，红色代表此地病毒传播

已经达到“无法控制”的临界点，需要立即采

取“居家令”，也就是“封城”措施应对疫情；

橙色代表社区传播已加速到“危险水平”，除

非“病毒检测和接触者追踪能力”足够强大，

否则建议“封城”。

研究团队强调，政府在政策实施中，应

充分考虑地方和州的具体情况及其动态关

系。例如俄亥俄州的整体风险为橙色，未必

要全面实施“居家令”，但其下属默瑟县平均

每 10万人每天新增病例数达到 33.7例，风险

等级是红色，故应该对该县“封城”；洛杉矶

县所处的加州为“橙色州”，该县的风险等级

也是橙色，但其被 4个“红色县”包围，因此也

要封城。

哈佛大学：美国13州应立即“封城”

科技日报北京8月4日电（实习记者龙
云）《科学》网站 8月 3日报道称，尽管美国已

将新冠病毒检测量提升到每周逾 500 万例，

但在遏制病毒传播方面，美国仍为“后进

生”。专家、公共卫生官员和流行病学家正

在呼吁彻底改变检测策略，使用更快、更便

宜但可能没那么精准的检测方法进行集体

筛查，以更迅速地发现和隔离感染者，减缓

病毒的传播。

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拉吉夫·沙阿表

示:“新冠肺炎灾难正步步逼近美国。新冠

病毒检测需要大量实现快速廉价筛选测试

的可及性，以发现携带该病毒的无症状患

者。”但研究人员表示，联邦政府需要为这一

测试策略的改变提供财政支持。

目前，新冠病毒检测主要依靠聚合酶链式

反应（PCR），该技术可放大病毒的遗传物质，

使其易于被检测到。这类测试高度准确，对于

治疗个别患者的决定至关重要，但花费高、专

业性强、出结果慢，易延误病情并加剧疫情。

根据感染的接触者和感染时间，研究人

员认为新冠肺炎感染者最有可能在症状出

现前 1.8天开始传播病毒。科罗拉多大学博

尔德分校的应用数学家丹尼尔·拉雷莫尔认

为，这一发现表明，只有在人们出现症状时

才对其进行测试，并在数天至数周后给他们

提供测试结果，对减缓疫情并无助益。他的

团队模拟了抗原重复检测的益处。抗原检

测的准确性不如传统检测手段，但提高测试

频率后，多轮测试结果可以弥补灵敏度不

足。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专家大

卫·帕蒂尔团队发表在 7 月 31 日《新英格兰

医学杂志》一篇论文也印证这一点。

7 月 16 日，洛克菲勒基金会发布了一项

大规模检测计划，并呼吁联邦政府为此投入

750 亿美元，以确保每周在全国范围内提供

3000万次筛查和诊断测试。

事实上，即便有联邦政府的资助，广泛的

筛查项目也是昂贵的。帕蒂尔的研究估计，

检测费用可能超出了许多学校和企业的承受

能力。但他补充道：“对国家来说，该笔投资

将远低于控制疫情造成的经济停摆损失。”

如何摆脱疫情噩梦？

美各界呼吁彻底改变病毒检测策略

本报驻巴西记者 邓国庆

巴西圣保罗的一家生物燃料生产厂。这家工厂用甘蔗生产糖，然后用剩余的植物物质生
产乙醇燃料。 图片来源：网络（media.sciencephoto.com）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4日电 （记者张梦
然)地球轨道上的太空垃圾越来越多，对有

源卫星构成了严重威胁。据英国《自然·通

讯》杂志 4 日发表的一项物理学研究，欧洲

科学家团队通过将望远镜、探测器、滤光片

相结合，实现了在白昼对太空垃圾进行激光

测距。这一最新成果极大增加了该技术的

使用时长——从以前的一天中只有几小时，

延长至全天大部分时间，提高了地球轨道上

卫星和太空站的操作安全性。

假如人类探索太空的壮举，要伴随无处

不在的太空垃圾，那简直无异于在枪林弹雨

中前行。太空垃圾是指一些零碎的、围绕地

球轨道的无用人造物体，也称轨道碎片。它

们小到报废卫星碎片、漆片、粉尘，大到一整

片火箭或飞船的残骸。目前，近地轨道就像

是拥挤的交通要塞，而且还没有“警察”疏

导。这些垃圾的速度非常快——可达 17500

英里/小时（28200公里/小时），即使是最小的

一块也可能造成巨大损害，致使地球轨道上

的大片区域荒废。

因此，太空垃圾激光测距应运而生，可

以用来跟踪太空垃圾、防止发生碰撞——

太空垃圾激光测距能测量离这些物体的距

离 ，从 而 帮 助 避 免 对 卫 星 和 航 天 器 的 破

坏。不过，这种技术目前只能在暮色时分

的几小时内开展——此时地球上的卫星激

光测距站处于黑暗中，而太空垃圾仍能被

太阳照亮。

奥地利科学院太空研究所科学家麦克

尔·斯奈德福尔及其同事，此次将一架望远

镜、探测器和滤光片相结合，以提高物体相对

白昼天空的对比度。他们还开发出了实时目

标探测软件，可以计算出目标预测偏差，利用

这种偏差纠正不准确的预测。研究团队通过

实验演示了白昼太空垃圾激光测距是可行

的，而且能增加所有卫星激光测距站的潜在

观测时长。作者指出，奥地利格拉茨的太空

激光测距站的观测时长可以依季节从每天 6

小时增加至 22小时。

研究团队称，超常观测时间允许对太空

垃圾进行更精准的轨道预报，有助于提高地

球轨道上卫星和太空站的操作安全性。

在功成身退之后，航天器的碎片成为

令人头疼的存在。它们已经无法主动向人

类世界发出讯号，只能由人类主动发现、主

动定位并主动躲避。所谓激光测距，简单

来说，就是利用物体的激光反射来测量物

体与激光发射源之间的距离。为了让测量

更精确，常常还需动用激光阵列。此次，研

究 人 员 采 用 了 一 种 看 起 来 并 不 麻 烦 的 方

法，延长了太空垃圾激光测距的时间，从而

实现更精准的位置预测。不过，现在这只

是实验结论，在实践中白昼测距的准确性，

还需要经受进一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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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莫斯科8月3日电 （记者董映
璧）俄罗斯门捷列夫化工大学、俄罗斯科学院

金物理化学与电化学研究所和俄罗斯国家科

学中心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利用

电化学原理研发出从锝化合物溶液中制备锝

的新方法。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电分析化

学》期刊上。

锝是一种放射性元素，由铀和钍矿石自

然衰变形成。锝在核工业与医学领域具有

广泛应用。比如在医学上使用的锝是半衰

期为 6 小时的 99mTc 亚稳态同位素，锝的这种

同 位 素 是 从 便 携 式 核 发 电 机 中 直 接 获 得

的。工作原理是通过中子流照射钼靶，然后

分阶段从得到的混合物中分离出锝，整个过

程复杂且非常昂贵。目前，工业上通过化学

方法制备锝。

俄罗斯门捷列夫化工大学教授维塔利·
库兹涅佐夫认为，如果使用电化学方法而不

是化学方法来制备锝，让电流通过混合物，可

以简化制备过程。他称，锝具有多种氧化值，

在照射钼靶后得到的混合物中，锝的最高氧

化值为+7，最好的方法是将锝以氧化值为 0

的金属形式分离出来，之后再进一步按照需

要进行分离。

维 塔 利·库 兹 涅 佐 夫 说 ，当 高 锝 酸 盐

（KTcO4，锝的氧化值为+7）仅溶于水时，不

可能获得金属锝。因为在电解过程中，电极

表面会形成氧化锝膜，而这层膜不传导电流，

从而阻止锝进一步还原。他称，俄罗斯科研

人员则选择了一种不同的电解质：利用恒定

pH 值的乙酸盐溶液代替纯净水，在这样的溶

液中，锝还原为氧化值为 0形式，并以薄膜形

式沉积在电极上。不过，X 射线光谱显示，这

些薄膜中的锝不是金属态，而是非晶态。

研究人员指出，除核医学或放射性废

物处理外，该项研究成果还可以用于其他

有发展前景的用途。比如利用这一方法可

以从乏核燃料中制备锝，然后从锝的核反

应中提取贵金属钌—铂。这些贵金属目前

越来越多地用于电子产品中，但它们在地

球中的储量却非常有限，是一种非常稀少

的贵金属。

俄研发出电化学制备金属锝新方法

科技日报北京8月4日电 （实习记者卢
子建）日前，美国毕格罗海洋科学实验室与欧

道明大学共同在《应用光学》发表的最新研究

成果表明，他们用激光雷达来探测藻类和测

量相关指标，能探测的海洋深度最高可达卫

星遥感测量的 3倍。

据毕格罗海洋科学实验室高级研究员巴

尼·巴尔克称，传统的卫星遥感测量可以收集

海洋上层的各种信息，但是这种方式最深只

能“看”到海下 10米。而采用激光雷达，可以

探测到海洋更深处的相关情况，就像“拥有了

一双新的眼睛”。

激光雷达通过发射激光来获取海水中微

粒的相关信息，如同蝙蝠和海豚利用回声来

定位目标。通过发出激光脉冲，并计算光束

触及微粒和弹回的时间，激光雷达可以感知

海水中的微粒，比如藻类。

北美缅因湾正经历 30 年来最大规模的

球石藻爆发，该团队通过激光雷达来探测球

石藻的相关情况。球石藻表面被白色碳酸钙

板包裹。该碳酸钙板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反射

光线，从根本上改变光波方向，使科学家能通

过激光雷达将其识别出来。

该团队还指出，激光雷达可能帮助研究

人员远程估算球石藻的数量，从而无需停船

进行海水采样。这不仅提高了团队收集数据

的能力，还可以节省资金。

该团队在不同的海洋环境测试了激光

雷达探测技术，包括马尾藻海的清水和纽

约市海岸的浑水。结果证明，该项技术在

这些情况各异的海水环境中都能有效发挥

作用。

研究首席作者布莱恩·克里斯特说：“激

光雷达探测有望填补我们太空探测海洋生

物能力的一些重要缺失。这项技术将带来

关于海洋上层生物分布的新解释，并使我们

更好地理解这些生物在地球气候中所扮演

的角色。”

在未来的研究中，科学家也可能将激光

雷达装在卫星上，开拓新的探测方式。

激光雷达成探测海洋更深处的“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