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战“疫”行动

4 责任编辑 常丽君 国 际
2021 年 4 月 27 日 星期二

W O R L D 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

科技创新世界潮

创新连线·俄罗斯

◎本报记者 刘 霞

◎本报驻巴西记者 邓国庆

科技日报北京 4月 26日电 （记者张梦
然）英国《自然·可持续性》杂志 26 日发表的

一项分析报告显示，在 2017 年，全世界 72%

的人口面临自然资源缺乏的问题。该研究

进一步凸显了国民经济受自然资源制约的

脆弱性，同时警示了“资源安全”对消除贫困

的重要性。

随着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日益超过

地球生物的再生速度，环境恶化正在加速，

如温室气体累积、海洋酸化和地下水消耗，

其产生的后果是生态系统更新生物量的能

力（即“生物能力”）正在成为人类经济发展

的瓶颈。

然而，保持进步、消除贫困需要充足的

自然资源，或者国家能以足够的资金从国外

市场购买所需物品。如果两个条件都不满

足，该国就可能陷入“生态贫困”陷阱——即

一国自然资源不足以提供足够的食物、纤维

制品、建材和碳封存等要素。

“全球足迹网络”科学家马西斯·瓦克纳

格尔及其同事，此次根据一国在 1980 年至

2017 年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和“生态赤

字”（即生物资源消费量超过其自身生态系

统能再生的数量），将国家分为四类进行比

较，以分析国民经济受资源约束的情况。

研究团队发现，1980 年，世界上有 57%

的人口生活在生物资源不足、低于全球平均

收入的国家，而全球“生态赤字”仅 19%；相

比之下，到了 2017 年，有 72%的世界人口同

时面临“生态赤字”和低于平均收入问题，而

全球“生态赤字”上升到了 73%。研究报告

同时显示，2017 年，面临“生态赤字”的高收

入和低收入国家人均使用的生物资源分别

是全球人均可用资源的 3.7 和 1.3 倍。

此前研究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生

态贫困首先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这

种恶化导致人类因无法再从自然中获取必

需的生存和发展资源而陷于贫困状态中，最

终人与自然关系不断衰减。

报告认为，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低估了

自然资源的重要性。鉴于此次分析结果，报

告建议应制定重塑资源需求的战略，如提高

自然产能和改变消费习惯，从而将国民福祉

的优先级提高。

全球 72%人口缺乏足够的自然资源
警示“资源安全”对消除贫困的重要性

科技日报北京 4月 26日电 （实习记

者张佳欣）美国杜克大学工程师开发了世

界上第一个完全可回收的印刷电子产品：

由 3种碳基墨水制成的晶体管。研究人员

希望以此激发新一代可循环利用的电子产

品的研发，以帮助解决日益增长的全球电

子垃圾问题。相关研究发表在 26日的《自

然·电子学》杂志上。

制作晶体管和集成电路的原料一般是

硅片，很难回收利用。据联合国估计，每年

丢弃的数百万公斤电子产品中，只有不到

1/4被回收利用。

在新研究中，杜克大学电气与计算

机工程教授亚伦·富兰克林及其团队展

示了一种完全可回收的全功能晶体管，

其由 3 种碳基墨水制成，可以轻易打印

到纸张或其他柔韧环保材料的表面。碳

纳米管和石墨烯墨水分别用于半导体和

导体。富兰克林说，这些材料在印刷电

子产品领域并不新鲜，开辟可回收利用

新途径的是一种名为纳米纤维素的木质

绝缘介质墨水。

纳米纤维素可生物降解，多年来一直

用于包装等领域。此次，研究人员开发出

一种悬浮纳米纤维素晶体的方法，这种晶

体从木材纤维中提取出来，在上面洒上少

许食盐，就可以产生一种墨水，作为打印晶

体管的绝缘体。在室温下将这 3种墨水放

在喷墨打印机中，打印出的全碳晶体管性

能良好，可以广泛应用。

将打印出的晶体管浸入一系列水槽

中，用声波轻轻震动它们，并对产生的溶液

进行离心，可依次回收碳纳米管和石墨烯，

平均回收率接近 100%。此外，两种材料都

可以在相同的印刷过程中重复使用，性能

几乎无损。由于纳米纤维素是由木材制成

的，其与印刷纸均可被回收利用。

富兰克林表示，像这样的可回收电子

产品不可能完全取代芯片，而且当前研究

离打印可回收的计算机处理器还很远。但

这种完全可回收的多功能印刷晶体管为我

们开发出拥有可循环“生命周期”的新型电

子产品奠定了基础。

用二维纳米材料，可以印刷电路，制作

电子元器件甚至晶体管。当然，和传统晶

体管相比，这类晶体管在性能上还有一定

差距。这次，科研人员改良了打印晶体管

的“墨水”，用了悬浮纳米纤维素晶体+食

盐的新“配方”。这一配方的最大亮点，就

是“可回收”。电子垃圾是摆在人类面前的

棘手问题，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越来越快，

电子垃圾也越来越多。制备可完全回收的

碳基材料晶体管，也为可循环使用的新型

电子产品制造工艺探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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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核物理研

究所负责学术工作的副所长、物理数学博

士伊万·洛加申科表示，俄中科学家正在就

正负电子对撞机项目展开合作。

洛加申科表示，俄中两国在超级陶粲

装置正负电子对撞机项目改善技术和科学

任务方面存在很多共同点，这些问题将借

助该装置得以解决。他称，俄罗斯和中国

科学家展开合作，其中包括俄罗斯科学院

西伯利亚分院核物理研究所（新西伯利亚）

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内。双方科研人员

正在开展有关开发物理项目、对撞机的磁

结构建模等方面的联合工作。2021年 3月

底，核物理研究所工作人员在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平台上以在线形式展示了正负电子

对撞机项目超级陶粲装置的最新成果。

中俄就正负电子对撞机项目展开合作

俄罗斯托木斯克理工大学和秋明工业

大学的科学家提出一种系统，该系统至少

能够将工业企业采暖的能源成本降低五分

之四。相关研究发表在《热科学与工程进

展》杂志上。

研究人员称，由于车间和其他工业场

所采暖所用能源成本上升，达不到供暖条

件可能会导致企业使用空间减少。根据秋

明科学家的研究，使用燃气红外线辐射器

的辐射加热系统取代传统的对流加热系

统，可以将满足必要工作条件所需的能源

成本降低五分之四或更多。

托木斯克理工大学能源工程学院科学

与教育中心教授格尼·库兹涅佐夫称，在使

用面积和空间较小的局部厂房时，通过加

热整个室内空间来采暖是非常不经济的，

而红外线辐射“有针对性地”加热需要的地

板和设备区，将热量传输到相邻的空气层，

加热的空气上升，将冷空气从局部工作区

排出。该系统的效率可以达到 80%。

（本栏目稿件来源：俄罗斯卫星通讯
社 整编：本报驻俄罗斯记者董映璧）

新系统可将车间采暖成本降 80%近年来，巴西政府通过实施国家预防艾

滋病战略，加强防艾宣传以及早期诊断治疗，

国内艾滋病病毒（HIV）感染人数持续下降，

感染者存活年限大幅延长，相关防治经验获

得联合国的高度评价。

巴西疾病预防研究机构“奥斯瓦尔多·克

鲁斯基金会”病理学专家帕迪诺博士告诉科

技日报记者，原本在拉美国家中疫情最严重

的巴西，由于诊断及时和政府提供的免费医

疗措施得力，在抗击艾滋病的行动中取得了

很大成绩。根据巴西卫生部报告显示，2008

年至 2018 年，全国 HIV 感染者的比例下降了

73.7%，每百万人感染 HIV 的病例从原来的

38.63例下降到 12.84例。

宣传教育是首要环节

宣传教育是预防控制艾滋病的首要环

节。帕迪诺介绍说，巴西国家艾滋病防治战

略把加强防艾宣传作为一项重点工作。卫

生防疫部门通过广播影视、新闻出版、网络

媒体等多种途径，刊播艾滋病防治知识和公

益广告，加强经常性、针对性宣传，积极引导

公众正确、客观认识艾滋病，提高公众对艾

滋病的预防措施、传播方式、危害程度的知

晓率，努力形成全社会共同应对艾滋病挑战

的良性局面。

帕迪诺说：“每年狂欢节期间，卫生部门

都会在公交车站、地铁入口、购物中心等公共

场所设置宣传牌，发放宣传品，让更多的人了

解艾滋病的传播方式和预防措施。普及宣传

防艾知识，让公众都能正视艾滋、关注艾滋，

可以有效预防艾滋病的流行蔓延。”

早期诊疗是重要措施

艾滋病防治战略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强调

对艾滋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帕迪诺指出，

由于对艾滋病做到尽早诊断、尽早治疗，再加

之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普遍使用，巴西国内

艾滋病患者死亡率已大大降低，平均存活年

限明显延长。他介绍说，近些年来，巴西一直

在加紧开发廉价的抗艾滋病药物，目前该国

已掌握十余种该类药品的研制技术。与此同

时，在购买专利药品时，巴西政府也是竭尽全

力压低价格。这些措施为巴西政府节省了数

十亿美元的经费开支，使更多 HIV 感染者能

得到有效诊治。

据统计，巴西每年要为感染者免费发

放 4000 多万份药物。由于诊断及时以及政

府 提 供 的 免 费 医 疗 措 施 得 力 ，2014—2018

年，艾滋病患者死亡率下降了 22.8%，被确

认的 HIV 感染者的存活年限大幅延长，平

均存活年限从 58 个月延长到 108 个月。“研

究成果表明：只要 HIV 感染者得到及时治

疗 ，就 可 以 减 少 95%的 HIV 传 染 。”帕 迪 诺

强调说。

最后，帕迪诺表示，巴西愿意同发展中国

家分享本国在艾滋病防治中积累的经验，以

缩小富国与穷国在这方面的差距。他还透

露，世界卫生组织已表示愿意同巴西加强在

非洲地区开展防治艾滋病的合作。

（科技日报圣保罗4月25日电）

巴西防艾成果显著 感染率十年降七成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梦然）英国《自然》

杂志近日发表一项研究报告分析了新冠肺

炎的长期影响。在报告中，美国科学家团队

指出，新冠肺炎刚发病时病情较重，与长期

并发症的风险上升以及医疗保健资源的使

用增加有关。这项报告详细描述了美国逾

8.7万人从新冠肺炎急性期恢复后长达 6个

月的症状，相关健康学研究结果有助于下一

步全球护理策略的开发和卫生系统的规划。

人们现在已经基本掌握了新冠肺炎急

性期症状的特点，但对新冠病毒感染后的

长期并发症却了解得很少。

有鉴于此，在本研究中，美国退伍军人

健康看护系统的科学家们，利用美国退伍

军人事务部医疗护理数据库的数据分析了

73435 名未住院患者和 13654 名住院患者，

从新冠肺炎急性期恢复后长达 6个月的诊

断、用药和检验结果。

研究团队详细比较了未住院、住院和

住院后被重症监护室收治的新冠肺炎患者

的转归，发现了一个递增的风险梯度：病情

最重的人在后期出现其他新冠相关健康问

题的风险也更高。

这一研究同时发现，在发病最初的30天

后，所有新冠肺炎患者的病亡风险都升高

了，而且比退伍军人健康管理中心近500万

名没有感染新冠肺炎或住院的人，更容易就

其他问题寻求医疗救助——这些问题包括

呼吸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心理健康问

题、代谢和心血管疾病、乏力、疲劳、肌肉骨骼

疼痛和贫血。研究者表示，经历长期症状的

患者还会出现各类用药的增加，包括抗抑郁

药、抗焦虑药和缓解疼痛的药物。

《自然》报告分析新冠肺炎长期影响
助力下一步全球护理策略开发和卫生系统规划

就在几十年前，癌症还是几乎无法战胜

的疾病。很多癌症确诊时就已是晚期，治疗

效果不好，预后差，患者的生存率低。

但《科学美国人》杂志网站在近日的报道

中指出，由于癌症生物学、基因组医学、诊断

医学、精准医疗、免疫肿瘤学和药物发现等领

域迅速发展，肿瘤学家们现在对癌症的控制

能力越来越强。他们已经可以训练免疫系统

的全部力量来对抗癌症，防止癌症复发。更

重要的是，下一代基因组测序技术迅猛发展，

已大幅降低了其成本，为更好地预防、早期发

现并靶向治疗以及预防癌症复发打开了大

门。这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生命

被拯救。

新筛查术：尽早发现癌症

如果癌症能及早发现，那么几乎所有癌

症都可以被治愈，或者说可以被很好地控

制。例如，大多数卵巢癌确诊时已是晚期，确

诊后能活过 5 年以上的患者不足四分之一。

但 15%早发现的卵巢癌患者中，有 95%的人能

活过 5年。

目前，只有少数几种癌症可以使用精准

筛查开展早期诊断，比如，使用乳房 X 光检查

筛查乳腺癌，使用巴氏涂片法筛查宫颈癌，使

用结肠镜筛查结肠癌，使用 PSA 检查筛查前

列腺癌以及使用低分辨率 CT 扫描筛查肺癌

等。目前还没有针对其他癌症的有效筛查方

法，这些癌症患者合计占癌症死亡人数的

60%。

《科学美国人》指出，一些新筛查方法有

助于医生们尽早发现癌症。

一种方法是液体活检。长期以来，医生

们需要通过开展一些具有侵入性的组织活检

才能诊断出某些癌症。但现在，他们可以通

过分析血液样本（液体活检中的“液体”）来发

现癌症的“蛛丝马迹”——这是因为每种癌症

都会向血液中释放癌细胞和 DNA 片段，分析

它们可以揭示正在恶化的肿瘤的本质。

另一种新筛查方法是使用表观遗传学——

在不改变基因的编码方式的情况下，对 DNA

和蛋白质进行化学修饰，这些修饰能决定基

因是打开还是关闭。去年 6月，一个大型研究

小组在《肿瘤学年鉴》上发表报告说，仅仅分

析其中一种化学修饰——在 DNA 分子中添

加一个甲基就有可能检测出多达 50种不同类

型的癌症。

肺癌是借助这一方法最容易发现的癌

症之一。如今，医生可通过连续低分辨率

CT 扫描来监测肺癌高风险患者是否有肺结

节，再辅以液体活检，将能够发现一些可以

鉴别良性或恶性结节的特殊的分子，如科学

家最近报告在血浆中发现了可揭示肺癌的

分子。

此外，患者也可以借助一些已知的信息，

降低罹患癌症的几率。比如，肿瘤抑制基因

BRCA1 和 BRCA2 出现突变的妇女易患乳腺

癌和卵巢癌，她们可以接受名为生物调节剂

的预防性治疗，以降低导致癌症的慢性炎症。

靶向治疗：改善治疗效果

医生们很快将能够了解肿瘤的初始基因

组成，并根据患者的基因对其分类，以优化治

疗决策，这是精准医学的精髓。

这种精准治疗癌症的方法可以带来巨大变

化。在一项针对 2000名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

研究中，没有接受分子检测，也没有接受蛋白激

酶抑制剂等靶向癌症疗法患者的中位生存期只

有10个月，但那些接受分子检测并接受蛋白激

酶抑制剂治疗的患者的中位生存期接近4年。

由于医生已经对引起非小细胞肺癌的两种

最常见的突变进行了靶向治疗，分子检测有望

改变这类癌症的治疗方法。研究结果还表明，

通过精准医学优化治疗可以降低护理成本。

多管齐下：预防癌症复发

除了尽早发现癌症，有针对性地予以治

疗，要想更好地改善癌症治疗的效果，治疗后

的护理（也称为后续护理）也很重要，而这方

面，最大的挑战是预测癌症是否复发、何时复

发以及预防其复发。

报道中还指出，液体活检和下一代测序

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医生可以更好地检测出

人体内癌症的“残兵败将”，如此一来，人们就

能更好地预测和预防癌症的复发。

首先，对残留癌细胞的检测和定性可以

帮 助 医 生 们 制 定 合 适 的 治 疗 方 法 抑 制 疾

病。此外，利用新技术可以量化病人的免疫

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癌症是否复

发，并据此选择免疫疗法，从而帮助防止癌症

的复发。

另外，如今癌症的后续护理不仅仅意

味着监测疾病是否复发。越来越多证据表

明，健康状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特别是运

动、营养和总体健康状况的改变，将有助于

癌症病患提高生存率，改善恢复状态，并减

少复发。

而且，为患者量身定制的更科学的药物

可为他们带来更好的治疗结果，延长生存时

间并降低医疗成本。未来，及早对患者进行

分类，提供有针对性的有效治疗将带来最佳

的结果，这将降低癌症患者的住院率，降低社

会医疗成本，挽救生命。

基因组医学基因组医学、、精准治疗精准治疗、、靶向疗法……靶向疗法……

癌症防治的新时代正在到来癌症防治的新时代正在到来

科技日报北京 4月 26日电 （实习记者

张佳欣）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当

地 时 间 25 日 报 道 ，美 国 国 家 航 空 航 天 局

（NASA）“机智”号无人直升机于 25 日完成

迄今为止速度最快、距离最远的飞行，这是

其在火星上成功实现第三次飞行。

据 NASA 称，“机智”号在美国东部时间

1:31 分（北京时间 13:31 分）起飞，离火星地面

约 5 米高，与之前的飞行高度相同。

此次，“机智”号加快了飞行速度，提高

到了每秒约 2 米，向北飞行了约 50 米（几乎

是半个足球场的长度），然后返回降落在着

陆点。直升机总共飞行了大约 80 秒，这是迄

今为止最长的一次飞行距离，总距离约为

100 米。

“机智”号首席飞行员哈瓦德·格里普在

最新报告中称：“虽然这个数字可能看起来

不算多，但事实上，我们在地球上的真空室

进行飞行测试时，它的横向移动从未超过两

支铅笔的长度。”

在 4 月 22 日的第二次飞行中，“机智”号

自动飞行了近 52 秒，在火星大气层中爬升了

约 5 米。在短暂盘旋后，它倾斜了 5 度角，并

横向移动了约 2.1 米。格里普表示，虽然第

二次飞行提供了大量实验数据，但距离仍有

限。在第三次飞行中，直升机迈出了一大

步，它将开始“体验翱翔天空中的自由”。

“毅力”号捕捉到了“机智”号直升机第

三次飞行的视频，历时 80 秒大部分旅程的视

频预计在未来几天发送回地球。

报道称，虽然“机智”号也配备了自己

的相机，导航摄像机可拍摄黑白照片，帮助

直 升 机 的 计 算 机 在 飞 行 过 程 中 跟 踪 其 位

置。但此前，研究人员只能在地球上的测

试舱中对直升机进行飞行测试，而且在测

试过程中，直升机在任何给定的方向上都

无法移动超过 0.5 米，所以他们无法知道导

航摄像头是否能够在移动更远、更快的同

时跟踪地面。

NASA 喷气推进实验室首席工程师米

米·昂表示：“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相机的算

法在长距离（火星飞行中）运行。”研究团队

相信，这些图像证明了“机智号”的设计可为

空中侦察等未来任务提供有用的帮助。

更快更远！“机智”号直升机完成火星“三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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