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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科技

◎本报记者 张梦然

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澳大利

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研究人员开

发出一种新方法，可直接将海水分解

成氢气和氧气，而无需脱盐。最新从

海 水 中 直 接 制 取 氢 气 的 方 法 简 单 、

可扩展，且比目前市场上的任何“绿

氢 ”生 产 方 法 都 更 具 成 本 效 益 。 相

关 研 究 论 文 刊 发 于 最 近 的《SMALL》

杂志，朝真正可行的绿氢工业迈出了

关键一步。

长期以来，氢气一直被视为清洁燃

料，是应对能源挑战的潜在解决方案，

对制造业、航空业和航运业等难以脱碳

的行业来说更是如此。但目前世界上

几乎所有氢气都来自化石燃料，而获得

这些氢气每年会产生约 8.3亿吨二氧化

碳，相当于英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年排放

量之和。由水裂解制成绿氢尽管不会

排放二氧化碳，但成本高昂，仅占全球

氢气总产量的 1%。

为制造绿氢，科学家一般会使用电

解槽向水中输送电流，将其分解为氢和

氧，电解槽目前会用到昂贵的催化剂，

消耗大量能源和水：制造一公斤氢气大

约需要 9 升水。另外，还会产生有毒物

质氯。

为获得更具成本效益的绿氢，研究

团队开发出了一种专门用于海水的特

殊催化剂：多孔 N-NiMo3P。这种新型

催化剂使用时所需能量很少，且可在室

温下使用。虽然此前已有科学家开发

出用于海水裂解制氢的其他催化剂，但

它们很复杂，难以规模化生产。研究团

队此次通过一种简单的方法改变了催

化剂的内部化学性质，使它们相对容易

大规模生产。

研究人员表示，这项技术有望大

幅降低电解槽的成本，且制造出的绿

氢能满足澳大利亚政府的绿氢生产目

标——每公斤 2 美元，从而使其比化石

燃料制氢更具竞争力。

研究团队已为相关技术申请了专

利，计划首先开发出一个电解槽原型，

结合一系列催化剂来生产大量氢气。

无需脱盐的海水制氢新法出现
朝 真 正 可 行 的“ 绿 氢 ”工 业 迈 出 关 键 一 步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联大主

席克勒希近日在安理会就海平面上升

问题举行的公开辩论上共同指出，安理

会应发挥关键作用，应对海平面上升对

全球安全构成的毁灭性挑战。

安理会通常审议的话题是国家间

冲突、国际安全局势，“海平面”为何要

在安理会层级探讨？它真已到了威胁

全球安全的程度？

它是“威胁倍增器”

答案从古特雷斯的发言中可见一

斑：海平面上升不仅本身是一种威胁，

还会让各种威胁成倍增加。

古 特 雷 斯 援 引 世 界 气 象 组 织

（WMO）数据称，自 1900 年以来，全球

平均海平面的上升速度比过去 3000 年

当中任何一个世纪都要快；最近一个世

纪里，全球海洋变暖的速度则比过去

1.1万年间任何时候都要快。

与此同时，世界气象组织还警告

说，即使全球变暖“奇迹般地”限制在

1.5℃，地球海平面水位仍将大幅上升；

但如果气温上升 2℃，海平面的上升幅

度可能会翻一番。

古特雷斯警告，无论是在哪种情

形下，孟加拉国、中国、印度与荷兰等

国都处于风险之中，各大洲的特大城

市也都将面临严重影响，包括曼谷、

孟买、上海、伦敦、布宜诺斯艾利斯和

纽约在内。对于生活在低海拔沿海

地区的近 9 亿人来说，这种危险尤其

严重。

大会主席克勒西则援引预测称，在

不到 80 年的时间里，可能有 2.5 亿至 4

亿人需要在新地点建造新住房，这将对

“世界粮仓”造成破坏性影响，尤其是尼

罗河、湄公河和其他河流沿岸肥沃的三

角洲。

毫无疑问，海平面上升已经引发新

一轮的不稳定和冲突。不久的将来，低

洼地区国家可能整个消失；大规模人口

迁徙；对淡水、土地和其他资源前所未

有的激烈争夺；农业、渔业和旅游业相

关工作岗位大幅缩减；食物和医疗保健

的获取更加艰难……它对全球数十亿

人构成“无法想象的”风险，对安全、国

际法、人权和社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根源问题是气候危机

古特雷斯明确表示，各方必须通过

采取多方面行动来应对这一与日俱增

的不安全因素。“首先，我们必须解决海

平面上升的根源问题，那就是气候危

机。我们急需以更协调的行动来减少

排放，同时确保气候公正”。

此外，古特雷斯还提出要着眼于海

平面上升在司法和人权层面带来的后

果，尤其是陆地面积缩减可能会引发的

领土完整与海洋空间争端，以及对被迫

流离失所人口的影响。

克勒希在随后的发言中也强调了

海平面上升引发的全新法律问题。

他强调，当前至关重要的是预防措

施，而不是等到日后去应对粮食短缺和

大规模人口移徙产生的问题。他呼吁，

“在预防和保护工作的规划中，我们应

该将气候分析纳入进来。我们还应该

意识到，作为和平建设的一项关键工

具，气候行动有着重要意义”。

克勒希重申，科学和数据能够提供

不偏不倚的证据来指导决策，“我们拥有

数据，也制定了框架，现在我们比以往更

加需要的是实施行动的政治意愿”。

科研数据告诉我们
的事实

如克勒希所言，近期相关研究数据

的确增进了人们对重要冰川当前状态

的理解，并指出了未来气候领域面临的

主要挑战。

《自然》杂志发表的两篇论文报道

称，西南极冰盖思韦茨冰川崩塌可能会

让全球海平面升高超过半米。思韦茨

冰川损失的冰量不容忽视，其能使海平

面在下一个世纪里快速上升，而这一冰

川如果完全崩塌，预计会使全球海平面

升高约 65 厘米。崩塌同时可能还会使

周围的冰川也变得不稳固，令未来海平

面再升高 3米。

鉴于人们已认识到人类对全球变

暖的影响会加速海平面上升趋势，因此

在《自然·通讯》发表的一项最新研究

中，科学家们做了一个模拟：未来高排

放场景下，至 2150 年，南极和格陵兰冰

盖预计会使全球海平面升高约 1.4 米；

如果全球气温上升超过工业化前水平

1.8℃，预计将出现不可逆的南极海冰

损失并急剧加速海平面上升。

南极冰盖对全球变暖的反应，一直

是估计未来海平面的最大不确定性。

与此前的气候模型相比，这些研究提供

了前所未有的准确度。但它也告诉人

们，在本世纪末前必须将全球升温限制

在哪一水平内，才能避免海平面上升带

来的灾难。

海平面上升缘何成了安理会议题？
风 险“ 难 以 想 象 ”“ 世 界 粮 仓 ”受 到 严 重 威 胁

科技日报讯（实习记者张佳欣）科

学家 16 日报告，南极冰盖面积缩小至

历史最低水平，支撑南极洲地面冰盖的

较厚冰架暴露在海浪和温暖的气温下。

美国国家冰雪数据中心（NSIDC）

表示，近日南极洲的海冰面积降至 191

万平方公里，为 1979 年有记录以来的

最低水平。此前的历史最低纪录是

2022年创下的。

NSIDC 在 一 份 声 明 中 说 ：“ 由 于

融化季节可能还剩几周时间，预计在

达到年度最低水平之前，还会进一步

下降。”

海冰融化对海平面没有明显的影

响，因为冰已经在海水中了。但是，海

冰环抱着南极洲的巨大冰架，这些冰架

是淡水冰川的延伸，如果它们随着全球

气温的上升继续融化，将在几个世纪内

导致灾难性的海平面上升。

NSIDC 表示，大部分南极海岸的

水现在没有冰，使冰盖边缘的冰架暴露

在波浪作用和变暖的条件下。

南极在夏季解冻和冬季结冰循环

期间，经历了显著的年度变化。过去 40

年，全球变暖使格陵兰冰川和北极冰盖

快速融化，南极大陆没有经历这一过

程，但自 2016 年以来的高融化率引发

了人们的担忧，显著的下降趋势可能正

在形成。

此前，南极冰盖面积最小纪录是在

去年 2 月创下的，当时漂浮在南极海洋

上的冰层面积首次降至 200 万平方公

里以下。

据欧洲哥白尼气候监测器（C3s）信

息显示，今年 1 月份的冰层面积已创下

历史新低。

尽管 2022 年全球范围内受到拉尼

娜天气模式的降温影响，但该年仍是有

记录以来第五或第六个最热的年份。

南 极 海 冰 面 积 创 历 史 新 低

近日，美国多所名校的医学院相继

宣布，退出“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进行的世界大

学及专业排名。

美国媒体随即发布文章指出，该排

名一直压制着美国高等教育，是一种

“暴政”，呼吁更多美国高校以退出排名

的行动来改变这种局面。

多年来，美国高校为提升排名而错

报数据、进行资金交易的丑闻一直存

在。该文认为，各高校可以自行提供参

与排名的有关数据，这让排名的可信度

不断受到质疑。“商品化”带来的市场竞

争与利益关系，显然有悖教育初衷。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2022年中国高

校退出世界排名时，美国媒体的态度却

截然不同。彼时发布的一些文章，将中

国人民大学等校退出排名的行为，说成

是中国科研和学术界正试图自行定义

“中国特色的教育”，甚至说中国正在科

学领域“闭关锁国”。

同样是退出排名，对美国高校，美

媒表示强烈支持，对中国高校却横加指

责，反映出美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的自以

为是——双标言论经常赤裸裸地见诸

媒体，甚至发表在同一家媒体的同一个

言论专栏。

以冷战思维理解中国的崛起，一部

分是出于思维定式和历史偏见。但值

得警惕的，是中国新发展道路、新发展

模式带来的成果直接冲击美国世界霸

主地位后，激起的反华舆论体系操控、

扭曲中国议题的强烈动机。

即便中国做出符合国情的正常举

动，一些美国媒体也经常以白诋青，找

出自认为“合适”的角度，予以看似逻辑

自洽的所谓“精准打击”。

就拿退出世界大学排名来说，中国

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

一定是以中国国情为决策出发点的。

当初，中国高校参与世界排名的初

衷，是接轨世界教育、增强办学实力。

但是，世界大学排行榜的某些标准，比

如国际教师与留学生所占比例、办学历

史等，并不能准确反映中国高校的真实

实力。

中国一些高校退出世界大学排名，

应当被看作对美西方评价教育体系工

具的一种平视。

如今，我们有足够的自信、全球的视

野来务实办学、为国育才。在服务中国

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双一流”建设正在

探索一条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来自外部的排名，可以作为高校发

挥国际影响力、吸引全球高质量人才的

参考，但绝非主要甚至唯一的标杆。从

这个意义上讲，中美两国高校退出同一

排名实际上有着同样的底层逻辑，如此

不加掩饰地搞“双标”着实有失体面，毕

竟，受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一种行为、两种评价，美媒“双标”有失体面
◎张若佳 房琳琳

古特雷斯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就海平面上升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
发表讲话。 图片来源：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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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2月19日电（记者

张梦然）人们一般认为，超过100%的效

率只有使用“哈利·波特”的魔法才会实

现。而荷兰埃因霍温科技大学和霍尔

斯特中心的一个研究团队，使用绿光和

双层电池设计出一种光电二极管，其光

电子产生率超过了200%。研究成果发

表在最新一期《科学进展》上。

研究人员解释称，这听起来不可

思议，但这里不是在谈论正常的能源

效率，在光电二极管领域，重要的是量

子效率。它计算的不是太阳能总量，

而是二极管转换为电子的光子数。

光电二极管要正常工作，必须满

足两个条件：首先应该尽量减少在没

有光的情况下产生的电流，即所谓的

暗电流，暗电流越小，二极管越灵敏；

其次，它应该有从红外光中区分出背

景光（噪音）的水平。不幸的是，这两

件事通常不会同时发生。

研究团队为此创造了一种串联二

极管，这是一种结合了钙钛矿和有机

光伏电池的装置，这两层技术的使用

让其达到 70%的效率。然后，研究团

队借助绿光来进一步提高效率。

之前研究发现，用额外的光照射

太阳能电池可改变其量子效率，最新

研究表明，这在提高光电二极管灵敏

度方面的效果甚至比预期的还要好，

近红外光的效率提高到 200%以上。

研究人员解释说，额外的绿光会

导致钙钛矿层中的电子积聚。当红外

光子被有机层吸收时，它就像电荷库

一样释放出来。换句话说，每一个红

外光子通过并转化为电子，都会得到

额外电子的陪伴，从而使效率达到

200%或更高。

团队在实验室测试了光电二极

管。二极管被放在距离手指 130 厘米

的地方，研究人员能够检测到反射回

二极管的红外光量的微小变化。这些

变化能正确反映一个人静脉血压的变

化，因此也指示了心率。当将二极管

指向人的胸部时，还能够测量胸部轻

微运动时的呼吸频率。

效率超过 100%，听起来仿佛“很

不科学”，但当我们在谈论光电二极管

的效率时，指的是量子效率，简单理

解，就是一个入射光子可以产生大约

多少个电子。光电二极管是一种能将

光转化为电流或者电压信号的探测

器。此次，科研人员创造了一种串联

二极管，用绿光照射它使电子积聚，并

在红外光子被吸收时释放出来，这样

进入的红外光子就得到了额外的电

子，从而实现效率 200%的“魔法”。这

种光电二极管能对微小光量的变化产

生更加敏锐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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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西班牙

科学家开发出一系列光敏分子药物，

这些药物可被外部光激活，从而实现

更局部化和可控的生物效应。最新研

究表明，光药理学（受光控制的药物）

为高度特异性治疗铺平了道路，未来

有望精准治疗癌症等疾病。相关研究

刊发于最近的《药物化学杂志》。

抗癌药物的一个局限性是，它们

往往无法完全区分癌细胞和健康细

胞，这不仅会降低治疗的有效性，也会

导致副作用。

研究人员解释道，光敏药物能解

决上述问题，因为其活性可借助外部

光以可逆方式精确控制，这使它们能

在所需时间内有效控制作用部位，从

而减少副作用，提高疗效。但迄今这

类药物在视网膜或疼痛方面的应用尚

处于实验阶段，在肿瘤学方面取得良

好结果的研究并不多。

最新研究聚焦于肿瘤学领域的一

个 共 同 靶 点 ：组 蛋 白 去 乙 酰 化 酶

（HDAC）。当这些酶失调时，它们会

阻止某些基因（如肿瘤抑制因子）表

达，使细胞更有可能成为癌症细胞。

鉴于此，科学家开发出了多种旨在抑

制 HDAC 失调的药物，但其中一些具

有毒副作用。

研究基于这些常规药物分子，但

可通过改变光照条件来控制其活性。

当这些分子被光激活时，它们能抑制

HDAC。以前这些分子需要紫外光才

能被激活，这可能对细胞有害且药物

在生物组织中的渗透性很低。研究人

员采用绿光来激活这些分子，这些分

子的活性在宫颈癌、乳腺癌、白血病和

结肠癌这 4 种癌症细胞系中得到了验

证。研究结果表明，绿光照射后，癌细

胞凋亡率增加。

研究团队据此开发出了一个小型

光敏分子药物库，仅通过可见光照射

就可控制这些药物的细胞活力，可见

光更具渗透性，对细胞的损伤更小，未

来有望在人体、斑马鱼或小鼠体内开

展可行性研究，证明利用光药理学能

更有效、更安全地治疗癌症。

光控药物有望精确治疗癌症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梦然）根据

《自然·能源》近日发表的一项建模研

究，由于能源价格变化，全球家庭能源

总开支或上升 62.6%—112.9%。

全球能源价格在 2022 年急剧飙

升，疫情后经济复苏带来的需求上涨，

使当前的价格涨幅进一步扩大。普通

家庭因取暖、降温、出行产生的能源账

单以及整个全球供应链的其他商品和

服务成本均有所上升。许多政府因而

推出了帮助家庭和企业的支持政策。

随着危机的持续，理解能源价格影响

的分布对于提供定向支持十分必要。

包括英国伯明翰大学在内的研究

机构组成的团队此次模拟了能源价格

上涨对 116 个国家的 201 个消费组别

（代表不同消费水平人群，消费水平按

中位数划分）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覆盖

了全球 87.4%的人口。他们根据煤及

煤产品、原油及石油产品和天然气在

2022 年 2—12 月期间不同阶段的均

价，构建了不同的能源价格情景。团

队还将这些情景与跨区域投入产出法

相结合，用来评估这些价格变动对家

庭能源开支的影响。研究人员认为，

家 庭 的 能 源 总 开 支 上 升 了 62.6%—

112.9%，这会使家庭开销增加 2.7%—

4.8%。他们估计，全球另有 7800 万至

1.41亿人口可能会因为这些开支增加

而陷入极端贫困。

研究人员指出，定向能源补助可以

帮助脆弱的家庭，同时有必要针对食物

等必需品的成本上升提供帮助。他们

强调，应对生活成本危机的短期政策必

须符合减缓气候变化的目标和其他长

期可持续发展承诺。他们总结道，需要

采取多边行动消除全球社会在获取可

负担能源道路上的不平等现象。

新模型揭示能源危机下家庭开销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