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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今日视点K
◎本报驻法国记者 李宏策

创新连线创新连线··俄罗斯俄罗斯K

4月21日，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推介会在法国巴黎成功举办，中国商务

部部长王文涛出席并致辞。中法政商界

人士、贸易投资促进机构、重点行业协会、

企业代表及中法媒体共300余人参加。

王文涛在致辞中表示，举办进博

会，是新时代中国推动高水平开放的重

大决策，也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

的重大举措。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

策不会改变，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

大。中国正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广阔市场空间、更

多合作机遇。欢迎各国企业深耕中国

市场，深化对华合作。

王文涛指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

战略引领下，中法经贸关系实现稳定健

康发展。法国政府和企业一直都是进

博会的常客，积极通过进博会平台开拓

中国市场，扩大对华合作。法国已应邀

担任 2024 年第七届进博会主宾国。欢

迎法国企业积极参与进博会，把更多优

质特色产品、技术和服务推向中国和全

球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共添全球

发展动能。

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指出，今年以

来，中法两国各层级各领域交流全面重

启，双方各界人士都有“只争朝夕”的紧迫

感。借着这股东风，进博会来到法国。近

年来，随着中国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

消费需求不断提质，中国市场呈现出蓬勃

活力，吸引越来越多的法国商品“走进中

国”。进博会就是法国商品“走进中国”的

门户。希望法国企业利用进博会平台，抓

住机遇，深耕中国，中国市场是投资沃土，

一分耕耘必有一分收获。

法国商务投资署法国馆运营总监

阿德里安表示，中国是法国至关重要

的合作伙伴，两国经济高度互补，特别

是在食品及农产品等方面贸易潜力巨

大。法国商务投资署作为进博会组展

机构，连续 5 年组织中小企业参展，成

效颇丰，将继续参展第六届进博会。

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张伟武表示，中

国工商银行高度重视法国市场，不断为中

法经贸合作注入金融活水。作为进博会

全面合作伙伴，中国工商银行积极发挥客

户、产品和服务优势，从招商招展、配套活

动、金融服务等多维度服务进博会。

法国猪业联盟会长梅尔特表示，法

国猪业联盟高度重视中国市场。本月

马克龙总统访华期间，又有 15 家猪肉

企业获得向中国出口产品的许可，这将

有助于促进两国间贸易增长。法国猪

业联盟连续五年参加进博会，期待将更

多优质产品引入中国市场。

欧莱雅集团副首席执行官芭芭拉·
拉维诺斯表示，进博会释放了中国市场

的无限机遇，架起一座连接全球品质好

物和人民美好生活愿景的桥梁。欧莱

雅在进博会舞台首发首展了近 20 个新

品牌和数百个新产品，亲眼见证了大量

展品变商品，商品变爆品的成功故事。

期待与新老朋友在第六届进博会相聚，

共享美好未来。

路威酩轩秘书长马克-安东尼·加

麦表示，中国市场对于路威酩轩集团有

着巨大吸引力。进博会是中国重要的

对外窗口，路威酩轩集团已签约参展第

六届进博会，期待通过进博会平台展示

更精良的工艺和更独到的创意。

推介会上，法国商务投资署、法国

猪业联盟、法国农业食品委员会、路威

酩轩集团、欧莱雅集团、达能集团、保乐

力加、高美艾博展览集团、乐斯福、赛威

瑞实验室有限公司、忆思国际渔业公

司、尹奈尔德集团、必仙格公司与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局共同签约。进口博览

局工作人员面向与会来宾详细介绍了

进博会的成效和各板块特点。

法国是进博会的重要参展方。每

届进博会，法国参展企业数量、参展面

积、意向成交额等展览指标在全球各国

中都位居前列。

相聚塞纳河畔 共享进博机遇
—— 第 六 届 进 博 会 法 国 推 介 会 成 功 举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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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4月 24日电 （记者

刘霞）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科学家领导的

一个国际团队在最新一期《科学进展》

杂志上刊发论文指出，他们已经证明，

纳米线网络可以像人脑一样表现出短

期和长期记忆，为在非生物硬件系统中

复制类脑学习和记忆铺平了道路，有望

用于提升需要在不可预测环境中快速

决策的机器人或传感器设备的性能。

最新研究论文资深作者兹丹卡·昆

契奇教授指出，纳米线网络由肉眼看不

见且导电性能优异的微小银线制成，组

成的电路模仿了人脑网络物理结构的

各个方面，就像一个合成神经网络：纳

米线就像神经元，它们相互连接的地方

类似于突触。

为测试纳米线网络能否表现出认

知功能，研究团队对其开展了一项类似

于人类心理学实验中常常使用的记忆

测试：N-Back 任务。对于个人来说，

N-Back任务可能涉及从一系列猫的图

像中记住一张猫的特定照片。人类的

平均得分为 7，表明人们能在看过 7 张

照片后识别出同一张图像。在对纳米

线网络开展测试后，研究人员发现，它

也可以在七步后，“记住”电路中所需的

终点，这意味着其在 N-Back 测试中的

得分也为 7。

研究人员表示，他们所做的是操纵

端电极的电压，迫使纳米线通路改变，

当纳米线网络被持续增强时，会到达一

个不再需要增强的程度，此时信息会被

整合到内存中。这有点像人脑中的长

期记忆和短期记忆，如果人们想长时间

记住某件事，就需要不断训练大脑来巩

固它，否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遗

忘。

这一最新研究表明，通常与人脑有

关的高阶认知功能可以在非生物硬件

中模拟，可用于提升在不可预测环境中

需要快速决策的机器人或传感器设备

的性能。

纳米线网络能像人脑一样学习和记忆
有 望 提 升 机 器 人 性 能

以“共议促合作，携手向未来”为

主题的“共创共赢”中日科技人文交流

研讨会近日在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人

才交流大会上成功举办。研讨会采用

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来自中日两国

的嘉宾从推动双方科技人文交流项目

宣传，进一步拓展中日合作深度和广

度，实现两国科研人员务实交流与合

作等角度交流经验并分享了成果。

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司长戴钢在开

幕式致辞中强调，中日两国科技界应

充分发挥引领作用，着眼长远互利共

赢，以务实合作推动区域发展繁荣。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5 周

年，中国科技部愿以此为契机，与日方

一起坚持初心，创新方式，不断拓展中

日科技交流合作的联系渠道，为双方

长远的友谊和科技的发展贡献力量。

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主任高翔

指出，“中日青年科技人员交流计划”

“樱花科技计划”等交流品牌为两国科

技人员增进相互了解、结交深厚友谊、

夯实合作基础作出积极贡献。

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名誉理事

长冲村宪树表示，在他担任日本科学

技术振兴机构理事长的近 20 年时间

里，一直致力于推进中日科技人才方

面的交流，目前正开展中国及亚洲青

少年短期访日的科技交流项目“樱花

科技计划”，旨在激发年轻科研人员对

科技探索的热情，增进亚洲各国与日

本的科技交流，期待日中两国进一步

加强交流了解，增进双方友谊，实现持

续务实合作。

其他参会嘉宾依次介绍了各自机

构在科技人员交流中的项目进展及相

关合作情况，并针对项目申请中的问

题，与参会代表进行了互动。

本次研讨会是在深圳举办的第二

十一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的重

要平行活动之一，通过高度务实的交

流与研讨，有效促进了中日两国科技

界的深度交流与合作，为推进中日两

国科技合作注入了正能量，提供了新

动能。

共 议 促 合 作 携 手 向 未 来
—— 中 日 科 技 人 文 交 流 研 讨 会 举 行

科技日报北京4月24日电（记者

张梦然）为所有需要疫苗的人接种并非

易事。许多疫苗需要冷藏，因此很难将

它们运送到缺乏基础设施的偏远地

区。24日发表在《自然·生物技术》上的

一项研究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美国麻

省理工学院科学家成功研制出一种可

一天内生产数百剂疫苗的移动疫苗打

印机。打印机能生产热稳定的新冠

RNA 疫苗，且该疫苗在小鼠中产生的

免疫反应，与注射RNA疫苗相当。

这种打印机可放在桌面上，其用

数百个含有疫苗的微针生产贴片，贴

片会附着在皮肤上，使疫苗无需传统

注射即可溶解。一经打印出来，疫苗

贴片在室温下也能储存数月。

研 究 人 员 用 来 打 印 微 针 的“ 墨

水”，包含了封装在脂质纳米颗粒中

的 RNA 疫苗分子，这有助于它们长

时间保持稳定，即使在室温或更高

温度下储存也是如此。研究人员发

现，聚乙烯吡咯烷酮和聚乙烯醇的

50/50 组合，是具有刚度和稳定性的

最佳组合。

为测试疫苗的长期稳定性，研究

人员首创了这种含有荧光素蛋白的

RNA 墨水。他们将所得的微针贴片

在 4℃或 25℃（室温）下储存长达 6 个

月后应用于小鼠，同时还在 37℃下储

存了一批贴片一个月。在所有这些条

件下，贴片均未失效。相比之下，传统

肌内注射疫苗有效性随室温下储存时

间的延长而下降。

研究人员表示，这项工作特别令

人兴奋，因为它实现了按需生产疫苗

的目标。由于有可能扩大疫苗生产规

模并提高高温下的稳定性，移动疫苗

打印机可促进 RNA疫苗的广泛获取。

微针贴片疫苗，一种无需注射的

疫苗。贴片尺寸袖珍，但表面布满微

型针头。按一下贴片，装载有疫苗成

分的微针刺入皮肤，便轻松完成了接

种。对疫苗推广来说，它的亮点在便

于运输、储存，大为降低疫苗的获取和

注射门槛。此次，研究人员干脆研制

出了配套的疫苗打印机，哪里需要就

去哪里打印。他们已经在小鼠上测试

了疫苗稳定性。即使在室温条件下，

半年过去疫苗依然表现优秀。这种打

印机可以促进 RNA 疫苗的更广泛获

取，造福偏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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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模具示例。
图片来源：麻省理工学院

科技日报北京4月 24日电 （记者

刘霞）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俄亥俄州

立大学科学家携手，开发出一种 3D 打

印工艺，制造出了迄今最具弹性的新合

金，其抗压能力是目前合金的 600 多

倍。相关研究刊发于最新一期《自然》

杂志。

有研究表明，在金属合金中添加陶瓷

可以增强其弹性，但金属和陶瓷的特性不

同，添加陶瓷这一方法已经被证明存在问

题，当将陶瓷添加到熔融金属中时，较轻

的陶瓷往往会浮到顶部。为克服这个问

题，研究人员将目光投向了3D打印。

在最新研究中，科学家使用一种由

钴、镍和铬颗粒组成的混合物制成“墨

水”，并对打印机进行编程，在每层墨水中

添加一层氧化钇粉末。随着打印的进行，

一层金属合金被打印到表面，接下来一层

是氧化钇颗粒。随后，研究团队利用激光

加热这些颗粒，迫使它们进入金属合金

内，最后他们得到了一层混合了微小的陶

瓷 材 料 的 金 属 合 金 ，并 将 其 命 名 为

GRX-810。如果打印过程不断继续，他

们将创建一个新对象，如火箭喷嘴等。

该团队使用“蠕变试验”对得到的

新合金进行了测试。蠕变试验是测定

材料在长时间的恒温和恒应力作用下，

发生缓慢的塑性变形现象的一种材料

机械性能试验。试验持续的时间越长，

材料的抗压能力就越强。目前的顶级

材料通常持续约 10 小时，GRX-810 持

续6500小时，抗压能力提升了600多倍。

3D 打印制成迄今最具弹性新合金
抗 压 能 力 提 升 600 多 倍

俄罗斯托木斯克理工大学科研人

员借助银降低了微生物对抗生素的耐

药性，系列测试表明银纳米粒子在对

抗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链球菌方面非常

有效。有关专家称，该项研究打开了

微生物学新篇章，使得许多旧药物返

回市场并提高效力成为可能。相关研

究结果发表在《纳米材料》杂志上。

托木斯克理工大学化学和生物

医学技术研究所教授阿列克谢·佩斯

托里科夫称，研究方法是把银纳米粒

子溶液用作一种独立的药物，而不是

抗生素的添加剂。研究测试发现，新

制剂大大提高了病原体对抗生素的

敏感性。

该研究是针对患有浆液性乳腺炎

的繁殖奶牛进行的，其病原体是大肠

杆菌。第一组接受联合作用的兽用抗

菌药物治疗，第二组接受托木斯克理

工大学科学家的制剂治疗。

研究分析表明，用含有抗生素的

药物治疗导致大肠杆菌对抗菌药敏感

度降低超过 20%。在用银纳米粒子治

疗后，细菌对抗生素的敏感度增加了

将近 20%。

佩斯托里科夫解释说，造成这种

影响的原因有几个：纳米颗粒抑制了

保护细菌群落免受外界侵害的生物膜

的生长，它们降低了微生物附着在体

细胞上的能力，还减少了能够使抗生

素失活的细菌细胞的比例。

（本栏目稿件来源：俄罗斯卫星
通讯社 整理：本报驻俄罗斯记者董
映璧）

借助银可提高抗生素效力

纳米线网络（左），网络路径的变化和加强（右）。
图片来源：埃隆·洛夫莱斯/《科学进展》

科技日报北京 4月 24日电 （记

者张梦然）《自然·天文学》发表的一

篇论文提出，在小麦哲伦云（一处比

邻银河系的矮星系）的数百个年轻

恒 星 周 围 检 测 到 了 行 星 形 成 的 成

分。这些发现基于詹姆斯·韦布天

文望远镜的数据，有助于人们理解

在原料比银河系匮乏的星系中行星

是否能形成。

行星始于沙状或煤灰状尘埃的微

观颗粒。随时间流逝，尘埃颗粒黏合

起来形成砾石，砾石聚集成岩石星子，

星子轻轻碰撞形成行星核。但形成尘

埃的原料，如硅、镁、铝和铁等元素在

小麦哲伦分子云中相对较少。

使用韦布望远镜的红外成像可

以检测温暖尘埃发出的热辐射，英国

皇家天文台研究人员在小麦哲伦云

中 被 称 为 NGC 346 的 恒 星 形 成 区

域，观测了数百个年轻的低质量恒星

（比太阳年轻、质量轻的恒星）。团队

检测到尘埃围绕在年轻恒星近处的

迹象，意味着行星应会随着年轻恒星

的成熟而形成。

研究表明，小麦哲伦云形成岩石

元素的丰度类似于更遥远星系的情

况，红移约为 2（在宇宙历史上大约

110 亿至 120 亿年前的一个时期），天

文学家称之为“宇宙正午”。团队推

断，行星或形成于这一时期及其后。

韦布在分子云中发现行星组成

◎本报记者 张佳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