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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大数据等8类新技术在英国受“宠”
新华社伦敦1月24日电（记者刘石磊）

英国商业、创新和技能部24日宣布，英国政

府将注资6亿英镑（1英镑约合1.57美元），发

展大数据、合成生物等8类高新技术。

据介绍，在将获得注资的这 8 类技术

中，信息行业新兴的大数据技术将获得

1.89 亿英镑，合成生物技术将获得 0.88 亿

英镑，空间技术、机器人技术、再生医学、农

业科研、新材料和能源技术也将获得相应

注资。这些经费将用于有关研究机构的研

发开支、新设备购置等。

英国负责科技事务的大臣戴维·威利

茨说，这项注资将有助于尖端科技的发展，

也有助于该国打造全球一流的科研环境。

威利茨说，英国在科研方面有着独特

优势，但政府要利用好这些优势，加大对关

键研究领域的支持力度。他同时指出，成

功的高新技术战略不仅要着眼于科研本

身，更应该着力于推动新技术从实验室到

商业应用的转化。

果蝇实验显示适度空腹有助记忆
据新华社东京 1月 25日电 （记者蓝

建中）在人们的印象中，饥肠辘辘会导致体

能下降，无心学习。日本研究人员利用果

蝇进行的最新实验发现，适当空腹的果蝇

记忆力反而更好。

来自东京都医学综合研究所的科研人

员在实验室中，给果蝇闻某种气味同时施

以电击，让它们印象深刻地记住讨厌的气

味，然后让部分果蝇停食 9 至 16 小时处于

空腹状态。再次实施“气味－电击”实验发

现，饿肚子的果蝇明显记性更好，在 1天后

都不再靠近这种气味的饥饿果蝇要比饱腹

果蝇多出 20％左右。

研究小组分析推断，在空腹状态时，果

蝇可能处于类似人类“血糖浓度”下降的状

态，胰岛素分泌减少。随后，研究小组利用

基因出现变异、胰岛素分泌减少的果蝇进

行实验，发现即使是吃饱的时候，这组果蝇

也能记住讨厌的气味。

研究小组还发现，胰岛素减少的果蝇，

在记忆中枢的神经细胞中，与记忆相关的蛋

白质活性更强。由于人类体内也有这类蛋

白质，研究人员推断，人类可能也有类似的

饥饿刺激记忆力机制，利用这一机制将有助

于开发提高记忆力和改善记忆障碍的新药。

不过，如果连续让果蝇停食 20 多个小

时，果蝇的记忆力就会下降。该研究所首

席研究员平野恭敬指出：“极度空腹之后，

脑中就光考虑吃饭问题了，因此重要的是

适度空腹。”

羽毛花纹传递鸟类健康信息
新华社伦敦 1月 23日电 （记者刘石

磊）鸟类身上五颜六色的羽毛不只是美观，

还包含了许多同类间可以识别的信息。一

项新研究发现，羽毛上看似不规则的花纹

可体现鸟自身的健康状况。

鸟类的羽毛花纹形态各异，很难用常

规手段找出其确切分布规律来研究其中蕴

含的信息。英国《皇家学会生物学分会学

报》刊登的一项最新研究说，西班牙研究人

员利用分形几何对 68 只红脚石鸡进行研

究后发现，颈部羽毛分形维数越高，免疫反

应等健康指标越好。减少给食后，红脚石

鸡颈部羽毛的分形维数出现显著下降。

研究人员说，鸟类能相互识别出这种

分形维数差异，进而影响求偶、竞争等行为

的成功率。

研究人员认为，这项研究表明分形几

何为研究动物的复杂花纹及蕴含信息提供

了新途径。分形几何学是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几何学的一项突破，用于观察复杂物理

现象背后的层次结构，在物理学、生物学上

已得到应用。

代 谢 旺 盛 的 小 牛
更 容 易 积 累 放 射 性 物 质
新华社东京 1月 24日电 （记者蓝建

中）日本研究人员调查发现，小牛比母牛更

容易在体内积累高浓度的放射性铯。这一

发现颠覆了之前认为代谢旺盛的小牛体内

不容易积累放射性物质的看法。

日本东北大学教授福本学率领的研究

小组一直在调查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后核

电站半径 20 公里范围内遭遗弃牛受辐射

的情况。研究小组在征得牛主人同意后，

对 63头成年母牛（其中 3头妊娠）和核电站

事故发生后出生的 13头小牛进行了解剖，

调查了它们骨骼肌、脏器和血液中放射性

物质的浓度。结果发现，小牛体内积累的

放射性铯的浓度远高于母牛。

福本学指出，虽然小牛和母牛的食物不

完全相同，但是以前的看法有必要修正。他

认为，新的调查数据将成为弄清放射性物质

在动物体内积累机制的基础数据。

相关调查结果发表在美国在线科学杂

志《科学公共图书馆综合卷》上。

本报柏林 1月 24日电 （记者李山）一个

国际研究小组成功地重构了埃姆间冰期的格

陵兰冰盖分层，并得出结论认为，格陵兰冰盖

对温度上升的反应不像以前认为的那么敏感，

驳斥了格陵兰冰盖可能很快消融的说法。

这一发表在 1 月 24 日《自然》杂志上的新

研究认为，埃姆间冰期（距今 13 万年前到 11.5

万年前）的气温比 21 世纪还高 8 摄氏度，当时

的格陵兰冰盖比之前冰冻期的最高点减少了

大约 400 米，并且在暖期的末尾，即 13 万年到

11.5 万年以前，冰盖的厚度比现在低约 130

米，体积缩减为同期最大时的四分之一。因

此，面积约 180 万平方公里、平均厚度约 1500

米的格陵兰冰盖在温度上升导致海平面升高

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要比以前认为的小。而埃

姆间冰期冰盖对温度升高的反应可以用来推

测格陵兰岛冰层未来可能出现的情景。

这是来自 14 个国家的科学家联合研究

得出的结论。他们分析了来自北格陵兰岛的

一个 2540 米长的冰核，并首次重构了埃姆间

冰期时段的杂乱冰层。参与该项目（NEEM，

北格陵兰埃姆冰钻探工程）的德国阿尔弗雷

德·韦格纳极地与海洋研究所（AWI）冰变形

和微观结构专家伊尔卡·威克萨特博士说：

“我们知道深度在 2200 米至 2450 米的冰核来

自于埃姆间冰期，而面临的挑战则是如何解

读这些冰。因为与后来覆盖其上的年轻冰期

的冰不同，这一年代的冰层像馅饼皮一样层

层叠加，个别埃姆冰层与下一个冰期的过渡

期冰层像桌布和其表面的餐巾一样被折叠在

一起。”

为了理清层次，并由此分清这一混乱冰

层中的时间顺序，科学家们测量了格陵兰岛

冰盖的电磁波，研究了冰核的物理特性，确定

了氢、氧同位素，检测了冰核里残留空气中的

甲烷含量，然后用所有这些结果与南极和世

界其他地方埃姆间冰期的数据比较，从而研

究分析出了埃姆间冰期时格陵兰岛的温度和

冰的情况。

“我们的数据显示，在埃姆间冰期格陵兰

岛北部比今天要温暖 8 摄氏度。”项目负责

人、哥本哈根大学的多特·达尔-延森教授

说。格陵兰冰盖对这些温度的上升反应不像

以前认为的那么敏感，这是这项研究的好消

息。当然也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如果格陵兰

岛冰盖当时没有完全消失，这反过来意味着，

南极洲的冰融化起了主要作用，因为埃姆间

冰期时的海平面比今天要高 4 米到 8 米。”达

尔-延森教授说。

2012 年夏天，格陵兰岛不仅下了雨，而且

和埃姆间冰期时一样，融水渗入到深层后再冷

冻。达尔-延森教授认为，预测格陵兰气候变

暖的可能性在上升，在未来 50年到 100年中这

样不寻常的事件还会重复，并带来与埃姆间冰

期相似的气候特征。

格陵兰冰盖很快消融的说法不正确
大约12万年前岛上的气温比现在高8摄氏度

据新华社惠灵顿1月25日电 （记者刘洁
秋 黄兴伟）新西兰第一产业部官员 25 日证

实，在新西兰出产的小部分牛奶和奶粉中检测

出少量双氰胺化学残留物，但这些残留物不会

影响食品安全或导致健康问题。

第一产业部新闻官约瑟·维达尔当天在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仅有很少量的新西兰

乳制品可能含有少量双氰胺化学残留物，因为

只有约 5％的新西兰牧场使用含有双氰胺的

化肥培育草场，并且每年只使用 2到 3次。

维达尔说，新西兰两家主要化肥生产商已

经主动停止生产含有双氰胺的化肥，此举旨在

确保包括中国在内的新西兰乳制品出口市场

继续对其产品质量保持信心。

维达尔说，新西兰并未召回或停止出售被

测出含有少量双氰胺化学残留物的乳制品，因

为食用这些乳制品不会对人体有害。新西兰

乳制品出口仍在正常进行。新西兰政府已经

向新西兰驻华使馆通报了这一事件，以后还会

视情况向中方通报。

据报道，去年 9月新西兰乳制品公司恒天

然在对牛奶进行抽检时，发现有少量牛奶和奶

粉中含有少量双氰胺化学残留物。经调查发

现，大约有 500个新西兰农场使用了含有双氰

胺的化肥，用于促进草的生长。

新西兰方面认为，含有少量双氰胺残留

物的食品对人体无害，因此这些含有少量双

氰胺残留物的乳制品仍按正常途径进入消费

渠道。新西兰媒体报道说，绝大部分含有少

量双氰胺残留物的乳制品很可能已经出口到

了海外。

目前，国际上对食品中双氰胺残留物的安

全含量并没有制定统一的标准。新西兰政府

担心，其乳制品被测出含有双氰胺化学残留物

的消息会影响国际消费者对新西兰乳制品的

信心，进而导致出口量锐减。

乳 制 品 是 新 西 兰 的 主 要 出 口 商 品 ，其

95％的乳制品用于出口，年出口额约为 84 亿

美元，占新西兰总出口额的四分之一。中国是

新西兰乳制品最大的出口市场。

新西兰奶粉中检出双氰胺
帕金森症又称“震颤麻痹”，多在 60岁以

后发病。患者主要表现为动作缓慢，手脚或

身体其他部分的震颤，身体失去柔软性，变得

僵硬。帕金森症是老年人中第四位最常见的

神经变性疾病，由于帕金森症会影响患者的

运动能力，随着疾病的缓慢进展，绝大部分帕

金森症患者将最终被禁锢于家中、病榻上，为

家庭和社会增添了沉重的负担。

据《自然》网站近日报道，对帕金森症的

最新研究发现，将细胞死亡和蛋白质簇联系

起来可能打开治愈之路。

追踪劣性蛋白质

最新研究追踪了引起帕金森症的劣性蛋

白质造成的灾难性破坏，这项工作可能有助

于重振已有的治疗方法，减缓病情。

宾夕法尼亚大学神经生物学家弗吉尼

亚·李带领的研究小组，将一种改性的α-突

触核蛋白（位于神经元突触前膜和核膜上的

膜蛋白）注射入普通小鼠的脑部，并观察帕金

森症的发展和逐渐恶化的关键特点。研究结

果表明，该疾病通过这个畸形蛋白质从一个

神经细胞传播到另一个神经细胞，而不是在

细胞中自发生成。

这一研究发现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当

这种蛋白质在神经细胞中传播时，对抗α-

突触核蛋白的抗体可以用于拦截这种蛋白

质。弗吉尼亚·李说：“要让抗体不仅进入大

脑还要进入细胞是非常困难的，但现在有可

能阻止这种蔓延。而如果阻止了，也许能够

减缓病情的发展。”

认为帕金森症可能通过劣性蛋白质在神

经元之间传播的观点在 2008 年就已提出，当

时研究人员将胚胎神经组织移植给帕金森症

患者后，在这些组织中就生长出了与帕金森

症状有密切联系的典型团块。这表明，被移

植的组织是被其周围的病变细胞通过某种方

式传染的。随后的研究表明，畸形α-突触

核蛋白能够在邻近细胞中传播并且导致细胞

死亡。

但问题仍然存在，畸形α-突触核蛋白

是否就是导致帕金森症一系列病症的原因，

现在还不确定。

宾夕法尼亚的匹兹堡神经退行性疾病研

究所主任蒂姆·格瑞纳迈瑞说：“我们知道这

种从一个细胞到另一个细胞的传递可能发

生，但是否能在病症中起重要作用我们不得

而知。”

狡猾的传播

研究人员说，帕金森症有两个明显特点：

被叫做路易体的蛋白质簇以及制造化学信使

多巴胺的神经细胞的突然减少。当弗吉尼

亚·李的研究小组将改性的α-突触核蛋白

注射入小鼠大脑含制造多巴胺细胞丰富的那

一部分时，路易体开始形成，接着是多巴胺神

经元的死亡。连接注射部位附近的神经细胞

也发展为路易体，说明细胞与细胞间的传播

正在进行。

格瑞纳迈瑞表示这是可能的，但还没有

得到证实，“所有受到影响的细胞是那些直接

与注射部位接触的细胞。”

然而，在 6个月的注射期，小鼠的协调运

动、握力和平衡能力都恶化了，与人类帕金森

症患者的症状一样。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神经系统

科学家埃利泽·马斯利亚说：“这真的很特别，

我们已经在实验室进行那个实验很久了，而

我们还没看见这样的效果。”他说，该研究为

资助帕金森症α-突触核蛋白抗体临床试验

的为数不多的生物技术公司提供了理论支

撑，将推进有关蛋白质如何出入细胞的研究。

现在至少还有一个迷惑尚未解开：为什

么首先出现路易体？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细

胞工程研究所主任特德·道森的疑问是：“帕

金森症并不是因为大脑被注射了突触核蛋

白而引起的，那么是什么激发了这种蛋白的

活性？”

探寻治愈顽疾之路探寻治愈顽疾之路
——新研究发现引发帕金森症的畸形蛋白质

本报记者 杨 雪 综合外电

新华社华盛顿1月24日电（记者任海军）
美国航天局 24 日宣布将参与欧洲航天局的欧

几里德项目，双方将携手探索宇宙中神秘的暗

物质和暗能量。

美国航天局当天发布的声明说，双方最近

签署了协议，美国航天局将在这一项目中，为

欧几里德太空望远镜提供 16 个最先进的红外

探测器及 4 个备用探测器，并为欧航局提供由

40名科学家组成的 3个科学团队。

欧几里德太空望远镜将于 2020年升空，到

达第二拉格朗日点，随后在 6年的任务期内，绘

制宇宙中约 20亿个星系的分布图，揭示宇宙间

暗物质、暗能量的真相及其对宇宙进化的影响。

暗物质是宇宙中看不见的物质，也就是说

没有发出可见光或其他电磁波，用天文望远镜

观测不到。不过，暗物质同样产生万有引力，

会对可见物质产生作用。根据现有的假说和

观察，科学家估计暗物质质量占宇宙总质量的

90％以上。暗能量是一种不可见、能推动宇宙

运动的能量，宇宙中所有恒星和行星的运动皆

由暗能量和万有引力推动。

拉格朗日点是指卫星受太阳、地球两大天

体引力作用，能保持相对静止的点，共有 5 个，

其中第二拉格朗日点位于日地连线上地球外

侧约 150 万公里处。在这一点上，探测器消耗

很少的燃料即可长期驻留。

美欧将携手探索暗物质暗能量

本报讯 （记者卞晨光 田学科）美国宾夕

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今天全文发

布了其最新年度研究报告——《2012年全球一

流智库报告与政策建议》，该报告对 2012 年全

球智库进行了各项最新排名。美国布鲁金斯

学会、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美国卡内基

国际和平研究院、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

究所和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全球总排

名中位居前 5 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则排在了第

17位，名次较去年上升了 11位。

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报告，截止

到 2012 年 底 ，全 球 共 有 6603 个 智 库 型 研 究

机构，其中北美地区最多，达 1919 家；其次为

欧洲，有 1836 家；亚洲（不包括中东地区）则

有 1194 家。有幸进入各项侯选名单的各国

智库总共有 1647 家，最后的排名结果是依照

来自 120 个国家的 1947 名专家、学者、记者、

国际组织负责人和学术机构负责人各自独

立的评估进行计算得出的，排名分各种类

型，类别达 38 个。在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排

名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位居不含美国研究

机构在内的世界顶尖智库第 5 名，仅次于英

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比利时布鲁盖尔

研究所、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和英国大赦国际。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科技参赞赵新力

博士受邀参与了全球顶尖智库的评选工作。

他介绍说，中国的研究机构在各项排名中都

有较大进步，例如，在全球总排名中，除中国

社会科学院外，还有 5 家中国的智库进入前

100 名，它们分别为：排名 38 位的中国国际问

题研究所、排名 48 位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

究院、排名 63 位的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

心、排名 73 位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和排名

100 位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无论从顶尖智

库的数量上看，还是从总体排名上看，中国智库

的国际影响力已大大增强。

据课题组负责人詹姆斯·麦甘博士介绍，

与往年研究方法不同的是，2012 年的研究过程

更加注重数据的准确性和来源，不再依靠专家

组提供基本数据，而是由专家组成员对获得和

修正后的数据进行把关。今年还增加了“顶尖

能源和资源政策智库”、“最好的盈利智库”和

“独立性最强的智库”等，将智库排名类别增加

到 38个。

从 2007 年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

与公民社会项目每年发布一份全球顶尖智库

排名，除了总排名外，还包括按地区和研究方

向划分的各项排名。6 年来，研究人员一直

致 力 于 完 善 和 优 化 来 自 世 界 各 国 的 智 库 数

据 ，对 数 据 的 准 确 性 和 全 面 性 不 断 进 行 修

正。目前该排名已经成为唯一一份对全球范

围内的智库进行连续性、综合性和权威性评

估研究的报告。

2012年全球顶尖智库排名公布
中国在各项排名中进步明显

芬兰手机巨头诺基亚公司 1 月 24 日在

2012 年第四季度财报中宣布，去年发布的诺

基亚 808 纯景手机为最后一款使用塞班操作

系统的智能手机，这表明诺基亚公司已正式放

弃塞班操作系统。昔日辉煌终成绝唱，塞班的

故事再度证明：没有创新，就没有生命。

塞班系统是塞班公司专门为手机设计的

操作系统。诺基亚公司于 2008 年收购塞班公

司后，塞班成为诺基亚独占系统。早期的塞班

系统由于操作简单、功能表现出众且应用众

多，迅速占据全球智能手机操作系统的第一把

交椅，而诺基亚也借此在新兴智能手机市场上

“一统江湖”。

然而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手机功能已不

仅局限于打电话和发短信，微博、导航等新需

求对手机操作系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近几年来，美国苹果公司 iOS操作系统和谷歌

安卓系统异军突起，它们不但支持大屏幕触屏

手机，还具有强大的娱乐功能，迅速赢得消费

者青睐，大大动摇了塞班系统的霸主地位。

相 比 之 下 ，由 于 对 新 兴 社 交 网 络 和

web2.0 内容支持欠佳，塞班系统被业界认为

日趋老化，在智能手机市场中的份额日益萎

缩。国际数据公司（IDC）的数据显示，2012年

第三季度，安卓系统和苹果公司 iOS操作系统

在全球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市场所占份额分别

达 到 75％ 和 14.9％ ，而 塞 班 操 作 系 统 仅 占

4.3％。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iOS 系统和安卓系

统获得广大智能手机用户的青睐，是把握市场

脉搏，不断创新的结果。塞班系统最终被消费

者抛弃，沦为“标本”，则是反应迟钝、进退失据

的又一鲜活例子。

2011 年初，几乎已无退路的诺基亚终于

发起“绝地反击”，开始与微软合作，生产基于

WINDOWS系统的智能手机。然而正所谓一

步落后，步步惊心，虽然 Lumia 系列手机的销

售呈现稳步上升态势，但前景如何，仍需市场

和时间给出最终答案。

当今时代，技术日新月异，新产品层出不

穷，给消费者带来空前多的选择。塞班的故事

告诉我们，创新不是昙花一现，更不是兵来将

挡、水来土掩，只有脚踏实地，抢占先机，才能

永远行走在浪潮之巅。

塞班操作系统何以成“标本”
新华社记者 张晓茹

1月 24日，海尔“水晶”系列滚筒洗衣机
在欧洲首发。该产品节能效果达到欧标
A+++ -40%，并且在静音、洗净度等方面达
到世界领先水平。 新华社记者 马宁摄

本报讯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1 月 23 日报

道，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的科学家开发出一种

可简化图像传感器制造程序的新方法，大幅提

升了相机或摄像机对光线的灵敏度，而其生产

成本亦低于传统的硅基 CMOS传感器。

图像传感器是数码相机和摄像机的核心

部件。目前大多数相机、摄像机以及手机摄像

头都采用了基于硅的 CMOS（互补金属氧化

物半导体）技术。

与传统硅基 CMOS 不同，由德国慕尼黑

工业大学纳米电子研究所主任保罗·陆格利和

丹妮拉·贝艾欧博士所开发出的这种新型图像

传感器，以一层超薄的有机化合物来包裹电子

元件，看上去就像是将电子元件嵌在了玻璃片

当中。

这种有机传感器已经在实验中证实了它

们的价值：实验显示，其对光的敏感度比传统

COMS 传感器高 3 倍；在制造工艺上，与传统

的 CMOS 传感器相比，有机传感器免去了昂

贵的后期处理程序，成本更低；低噪点高频帧

的优良特性不仅使其能够拍出更好的照片，也

为其在摄像机上应用铺平了道路。

该技术的难点在于如何精确控制有机化

合物的薄厚。经过多次实验，研究人员想出了

喷涂的方法，用喷枪或是喷涂机器人都可以实

现，最终只需在元件上喷上一层几百纳米厚的

平滑涂层就能达到理想效果。

与硅基传感器相比，塑料传感器的另一个

优点是，可以用不同的化合物来捕捉光谱中各

个不同的部分。例如，PCBM 和 P3HT 高分子

材料是用来捕捉可见光的理想材料，而方酸菁

染料则对近红外区域的光线比较敏感。

“通过选用不同的有机化合物，就能开发

出各种新的应用，这为人们提供了很大的想象

空间，如带有夜视功能的辅助驾驶系统、超薄

的微型手机摄像头等。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

没有发现更多可供使用的有机材料。因此，缺

乏适合的高分子材料是推广这项技术所面临

的主要障碍。”保罗·陆格利说。

（王小龙）

德开发出新型有机图像传感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