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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今日视点K
◎本报驻德国记者 李 山

近年来，智能电动汽车在中国和世

界汽车市场的销量和渗透率持续上

升。随着造车新势力不断入场，传统车

企持续向智能电动化转向，市场竞争日

益激烈。2023年以来，中国新能源汽车

购置补贴政策终止，领先车企特斯拉带

头全系降价加剧价格竞争，多位德国汽

车专家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竞逐海外市场将是中国电动车企业未

来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电动车拥有最大潜力

“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商正在进入

德国市场。”这是德国汽车专家、杜伊斯

堡—埃森大学汽车研究中心主任费迪

南德·杜登霍夫教授的论断。他的例证

是新款名爵 MG4电动汽车比德国竞争

对手的产品便宜 6000 欧元。扣除政府

补贴后，紧凑型中国产品已可从 25000

欧元起购买。2022年，来自上汽集团旗

下的名爵 MG在德国售出了 15684辆汽

车，增长率高达 484%，远超阿尔法罗密

欧、捷豹、路虎、本田等知名品牌。

杜登霍夫指出，强大的中国制造商

正在体现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像比亚

迪、蔚来或华为等，都在积极发展各自

的智能座舱和自动驾驶系统。中国企

业在电动汽车的核心竞争力——电力

驱动方面已部分超越了特斯拉。中国

新推出的高端电动车，无论是软件功

能、品质还是电池性能，都优于如今的

特斯拉车型。在愈演愈烈的价格战方

面，也只有中国企业能与特斯拉抗衡。

中国在电动汽车方面拥有最大的增长

潜力。

竞逐海外面临诸多挑战

就职于德企的汽车安全制动系统

专家张洋特别谈到中国电动车走向国

际市场面临的挑战。他介绍说，3 月 26

日，他在德国同济校友会 2023 年年会

上主持了一场电动汽车论坛。在这个

论坛上，中国车企国际业务技术专家胡

静文呼吁重视欧洲法规和文化的挑

战。欧盟 27 国有 24 种官方语言，任何

车辆开发都需要对各个国家和语言作

匹配，特别是语音识别、道路标识、驾驶

环境等，在中国成熟的功能不一定能迅

速移植到欧洲，这需要车企长期大量的

投入。

蔚来欧洲公共事务资深代表李长

阳在论坛上强调，作为中国汽车工业转

型阶段的新兴力量，蔚来在新车的研发

上能从比较高的起点出发，在构建品牌

和服务体系上独树一帜，能给用户提供

不一样的体验。蔚来的换电和快充结

合的补能体系也是核心竞争力之一。

而南京楚航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技术官张我弓博士则谈到，

进入国际大车企供应链的确有难度，但

因为中国市场竞争激烈，产品迭代速度

快是中资供应商的优势。因此在国内

打磨好产品，然后竞逐海外市场是楚航

科技的长期发展战略。

张洋说：“面临挑战的同时也要看

到中国的造车新势力有后发优势，可

从新的构架入手打造全新产品，提升

竞争力。例如很多传统车企在电动车

上仍然保留了不少物理按键，对于传

统车企而言，取消掉某个按键，就意味

着对背后原来的一整套的开发团队和

供应链开刀，转型会遇到较大的内部

阻力。而特斯拉、蔚来等新势力车企

则没有类似的历史包袱，直接把许多

按键功能通过软件整合到中控大屏或

语音控制上，让用户得到了全新的人

机交互体验。此外，中国车企在欧洲

建立自己的品牌美誉度非常重要。打

造有竞争力的产品，用高性价比的产

品和良好的服务赢得欧洲客户，才能

树立‘中国智造’的形象。”

聚焦创新提升中国
品牌形象

围绕中国车企竞逐海外市场，资深

汽车专家、全德华人机电工程学会主席

张式程博士说：“企业全球化首先需要人

才全球化。要采取全球化战略，建立全

球研发、生产和销售网络，以实现更广泛

的市场覆盖。这个过程中用好国际智力

资源尤为重要，应探索新的合作方式及

灵活的用人方式。在技术方面，中国汽

车创新重点在于新能源、自动驾驶、汽车

软件等新领域。要不断提高产品的质量

和安全性，进行系统的研发和技术准备，

确保产品不仅满足各种国际标准和法规

要求，而且充满技术创新的亮点。”

张式程也特别强调品牌建设的重

要性。他表示，中国汽车走向世界只能

通过创新树立自己的品牌形象，提高国

际消费者的认知度和信任度。汽车不

仅是一种产品，更是一种服务和生态。

品牌形象应与产品全链生态管理和服

务水平匹配。另外，随着全球环保意识

的提高，中国汽车品牌在低碳、环保方

面也要做足功课，应把碳中和纳入企业

可持续发展战略，并在产品全产业链管

理及售后服务等方面明显地体现出来。

德 国 专 家 建 言 中 国 车 企 ——

发力海外市场需保持创新优势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佳欣）美国中

佛罗里达大学的研究人员从蝴蝶翅膀

中汲取灵感，开发出一种自然、环保的

新型节能涂料，它能隔热，可以是任意

颜色，保留时间长达几个世纪，它也是

迄今为止创造的世界上最轻的涂料，这

种颜料着色剂替代品有助于节能和减

缓全球变暖。相关研究发表在最新一

期《科学进展》杂志上。

这种涂料不是由颜料制成的，而是

利用无色材料铝和氧化铝的纳米级结

构排列来产生颜色的，因此十分环保。

通过将它们以不同的方式排列在氧化

涂层铝镜的顶部，可以控制光的散射、

反射或吸收方式。蝴蝶翅膀的丰富色

彩也是类似的原理。

研究团队将其命名为“等离子涂

料”。人造颜料的每种颜色都需要新分

子，但两种无色材料的几何排列会产生

所有颜色。

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纳米科学技

术中心教授德巴希姆·昌达介绍说，正

常的颜色会褪色，因为色素会逐渐失去

吸收光子的能力。但结构色涂料不受

这种现象的限制，一旦涂上，它应该会

保留几个世纪。

根据科学家们的计算，只需要 1.4

公斤的等离子涂料就可覆盖一架波音

747的表面。而用传统商业涂料至少需

要 454 公斤才能得到同样的效果。这

意味着它可显著减少航空涂料产生的

温室气体排放。

此外，研究人员说，由于等离子涂

料吸收的热量较少，因此其底层表面比

商业涂料覆盖的表面温度要低。美国

总发电量的 10%以上用于空调的使用，

这种温差等离子涂料有望显著节约能

源，也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研究人员还特别表示，等离子涂

料很轻。这是因为这种涂料的面积

与厚度之比很大，在只有 150 纳米的

涂料厚度下就能实现完全着色，使其

成为世界上最轻的涂料。不过，这种

涂料距离大规模生产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

受蝴蝶翅膀启发的最轻涂料制成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梦然）根据

《自然·地球科学》3日发表的论文，2010

年至 2020 年，5 种消耗臭氧层的氟氯烃

（CFC）浓度和排放急速增加。

CFC 常用于制冷剂、气雾推进剂、

溶剂和发泡剂，但人们发现它是臭氧层

破坏的首要驱动因素，基于《蒙特利尔

议定书》，自 2010 年其生产在全球受到

禁止。但 CFC 仍会作为其他化学品生

产过程中的原料（用于生产其他化合物

的原材料）、中间产物和副产品释放，如

生产 CFC替代品的氢氟烃（HFC）。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团队调查了 5

种目前已知很少或没有使用的 CFC

（CFC-113、 CFC-112a、 CFC-113a、

CFC-114a、CFC-115），并 测 量 了

2010—2020 年间其在全球 14 个地点大

气中的浓度变化。他们发现，这 5 种

CFC 的大气浓度从 2010 年开始上升，

到 2020 年达到了最高浓度。不过，在

旧电器或建筑发泡剂中预计几乎不存

在这些 CFC。团队估计，这 5种 CFC在

2020 年结合起来的排放相当于 4200 吨

CFC-11，这是含量第二高的氯氟烃。

在变暖效果上，则相当于 4700 万吨二

氧化碳。

研 究 人 员 认 为 ，这 5 种 CFC 在

2010 到 2020 年间累积的排放暂时对

臭氧层影响不大，但是以现在的速率

持续增加，可能会抵消《蒙特利尔议定

书》实施取得的成果，带来额外的气候

影响。

五种侵蚀臭氧层的氟氯烃浓度创新高

科技日报北京4月 5日电 （记者

张梦然）受人类手指的启发，美国麻省

理工学院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机器人

手，它使用高分辨率的触摸感应在抓

取物体一次后即可准确识别物体。这

项研究在 3 日至 7 日于新加坡举行的

RoboSoft会议上发表。

此次制造的机器人手指，其刚性

骨架包裹在柔软的外层中，在其透明

的“皮肤”下集成了多个高分辨率传感

器。传感器使用摄像头和 LED 收集

有关物体形状的视觉信息，沿手指的

整个长度提供连续感应，每个手指同

时捕获物体多个部分的丰富数据。

利用这种设计，研究人员用两根

手指以Y形排列，第三根手指作为相对

的拇指，构建了一只机器人手。这个三

指机器人手只需一次抓取即可识别物

体，准确率约为85%。刚性的骨架使手

指足够强壮，可拿起钻头等重物，而柔

软的皮肤使它们能够安全地抓住空水

瓶等柔韧的物品，而不会压碎它。

每个手指的内骨骼，都包含一对详

细的触摸传感器，嵌入透明皮肤下方的

顶部和中部。传感器由摄像头和彩色

LED组成，当手指抓住物体，彩色 LED

从内部照亮皮肤时，相机会捕获图像。

团队为此训练了一个机器学习模型，使

用原始相机图像数据识别物体。当抓住

一个物体时，它会捕获图像，并将这些图

像发送到机器学习算法。

研究人员表示，拥有柔性元素和

刚性元素在任何“手”上都非常重要，

但能够在非常大的区域执行出色的传

感也非常重要，特别是当需要它执行

非常复杂的操作任务时。研究人员还

将模具设计成弯曲的形状，因此机器

人手指在休息时略微弯曲，就像真正

人类手指一样。

手，一种人类特有的器官，是漫长

进化史的完美造物。它如此灵敏，又

如此实用。它能攀爬，能抓握，能使用

工具，还能传情达意。我们能看到，很

多机械手都在模仿人类手部结构，但

它们要么过于笨拙，要么过于刚硬。

正如文中的研究人员所说，好的机械

手应该“刚柔并济”，才能真正接近人

类之手。而且，它理应在某些方面胜

过人类。正如此次介绍的手，除了恰

到好处的柔韧，它还搭载有触摸传感

器，能够捕获所握对象的丰富数据，从

而正确进行识别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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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刚性机器人手指包含强大的传
感器。 图片来源：麻省理工学院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佳欣）当癌

细胞扩散到大脑时，治疗会变得非常

棘手。大多数针对转移瘤的药物不能

通过血脑屏障，或者在治疗脑转移瘤

方面无效。美国密歇根大学罗杰尔癌

症中心的新研究为癌细胞如何扩散到

大脑提供了新线索，通过了解癌细胞

如何在脑部旺盛发育或衰退，或有助

于科学家针对这些分子过程开发新疗

法。这项新研究结果发表在《先进纳

米生物研究》杂志上。

为了解影响癌细胞通过血脑屏障

的分子过程，研究人员使用了两个微

流控芯片，绘制了癌细胞向大脑迁移

的图谱，并观察了血脑生态位中发生

的情况。

使用乳腺癌细胞系，他们发现一

种由星形胶质细胞释放的细胞因子

（DKK-1），会 触 发 癌 细 胞 迁 移 。

DKK-1 在与癌症进展相关的关键信

号通路中能发挥作用。

研究人员表示，脑生态位细胞和

癌细胞之间的串扰使入侵的癌细胞能

够渗透血脑屏障，降低侵入肿瘤细胞

附近的 DKK-1 水平可能会扰乱这种

串扰，并防止脑转移。

癌细胞如何扩散到大脑有新线索

科技日报讯 （记者董映璧）俄罗

斯国立秋明医科大学科研人员近期根

据一名少女的临床病例，描述了儿童自

身免疫性甲状腺炎（甲状腺炎症）的特

征。研究人员称，可在没有并发症和住

院的情况下实现甲状腺功能的正常化。

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是一种由免

疫细胞攻击人体自身功能细胞引起的

甲状腺炎症性疾病，这种疾病的初始

症状有时是非特异性的，从而使疾病

难以早期诊断。

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发展下去会

导致甲状腺组织逐渐遭到破坏，器官

无法充分发挥功能，激素减少，甲状腺

功能减退。在晚期病例中，儿童可能

会出现克汀病（身心发育迟缓），成人

可能会出现黏液水肿（面部和颈部皮

肤黏膜肿胀）。

患有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的儿童

可能在身体、性和智力发育方面落后，

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可能性是同龄人的

1.5到 2倍。

秋明医科大学生物化学系副教授

尤莉娅·博尔德列娃称，科研人员基于一

个在学校体检时偶然发现的临床病例，

介绍了儿童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的治疗

特点。通过超声波检测到甲状腺体积增

加，实验室确定甲状腺激素水平发生变

化，并诊断出高水平的特异性抗体。据

此，初步诊断为甲状腺功能减退症。

博尔德列娃称，儿童自身免疫性

甲状腺炎的诊断、临床、病程和治疗的

特殊性，任何专业的医生都应记住。例

如，甲状腺细胞对 L-甲状腺素罕见的

个体高度敏感值得特别关注，需要纠正

治疗。首要任务是及时诊断甲状腺功

能是否异常，并提高居民对甲状腺疾病

预防的认识，强调使用碘盐的重要性。

儿童甲状腺炎症特点发现

在柏林一停车场的充电站，不同品牌的电动车正在充电。 本报记者 李山摄

一辆刚上牌的中国名爵MG汽车停放在柏林一停车场里。 本报记者 李山摄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霞）英国科学

家在 3 日出版的《自然·物理学》杂志上

发表论文指出，他们借助一种能在飞秒

（千万亿分之一秒）内改变特性的“超材

料”，在时间而非空间维度重现了著名

的双缝实验。最新实验揭示了更多光

的基本性质，也为创造出能在空间和时

间尺度上精细控制光的终极材料奠定

了基础。

1801 年，英国科学家托马斯·杨进

行了首个双缝实验，结果表明，光的“行

为举止”与波类似。进一步的实验发现，

光实际上既是粒子又是波（波粒二象

性）。这些实验揭示了光的量子性质，还

揭示了包括电子和中子等“粒子”的波粒

二象性，对量子物理学产生了深远影

响。在最新研究中，由帝国理工学院物

理学家领导的团队借助一种在飞秒内改

变特性的氧化铟锡薄膜，使用时间“狭

缝”而非空间“狭缝”再现了双缝实验。

最新研究负责人里卡多·萨皮恩扎

解释称，他们在实验中用到了氧化铟锡

薄膜，在飞秒这样超快的时间尺度上，

这种材料的反射率会被激光改变，为光

创造出“狭缝”。

氧化铟锡薄膜是一种“超材料”，用

于制造手机屏幕。“超材料”是自然界中

没有且拥有特殊性质的人造材料。有

些“超材料”能对光进行精细控制，而

且，当与对光的空间控制相结合时，可

以为研究黑洞等基本物理现象创造新

技术甚至类似物，从而揭示物理学领域

的很多基本问题。

双缝实验首次在时间维度重建

等离子涂料被涂在金属蝴蝶的翅膀
上，正是这种昆虫激发了这项研究。

图片来源：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

原始双缝实验艺术图。
图片来源：英国《自然》杂志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