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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

道，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和英国克兰菲尔德大

学的一项新研究发现，深层土壤存储的碳比以

前报告中认为的高出 5 倍以上。该研究成果

发表在最新一期的《植物和土壤》杂志上。

耕作、泥炭排水和毁林行为会导致土壤暴

露于空气中，从而使温室气体释放出来。而土

壤通过储存碳锁定温室气体，在对抗全球变暖

中可起到重要作用。

当前主要基于测量的 30厘米深来估计土

壤有机碳的含量。这种方法已经在北美和欧

洲演变，在那里的土壤通常更浅，而许多植物

的根部也会延伸至更深的深度存储碳。该发

现很鼓舞研究人员探索在更深层土壤中的储

碳潜力，如亚马逊地区或澳大利亚。此前研

究人员已在亚马逊地区深至 8米的土壤采样。

此次土壤采样是在澳大利亚西南部的一

系列地点进行的，样本取自地下近 40米处，研

究结果显示，深层土壤存储的碳比以前的报告

所认为的多出达 5倍以上。研究人员说：“估计

这一发现对于全球碳储存、气候变化对全球潜

在影响的建模及在碳循环中利用土地的变化可

能具有重大启示。”

该研究首席研究员、默多克大学水资源

管理和可持续发展专家理查德·哈珀教授说，

这一发现扩大了我们既有的在土壤中潜在碳

储存的概念。这种碳过去被忽视了，全球土

壤中储存的碳有可能比以前认为的要更多，

无论是土地利用变化或气候变化的结果将其

释放是未知的。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要进行这

项研究的原因。

墨尔本大学园艺学教授雪·巴罗说，这项

研究强调了土地利用变化对全球碳循环的显

著影响，因为这种碳明显起源于这些景观较

早的森林时代。

悉尼大学土壤碳倡议项目经理安德烈·科

赫说，之前他们非常专注于获得从土壤顶部 30

厘米的剖面及地表深层的矿产和能源资源，但

深层土壤是一个尚未被了解的前沿。管理和维

护土壤中的碳是粮食、水安全、生物多样性和能

源安全，以及气候调节的基础，如果可以管理深

度土壤中的有机碳，将是一件好事。他同时表

示，寻找管理深度土壤的碳量方法，不仅需要新

的土壤管理措施和技术，也将需要得到公共政

策对此的支持和鼓励。 （华凌）

深层土壤锁定温室气体能力被低估
所存储的碳超出此前认为的5倍以上

俄罗斯总统普京 15 日说，美国“棱镜门”

事件揭秘者斯诺登一旦有可能就会离开俄罗

斯。这是斯诺登日前重提希望在俄政治避难

后，普京第一次公开发表评论。

分析人士认为，斯诺登令俄罗斯和美国

都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双方既不能袖手旁观

又不想因此把关系闹僵，这个“斯诺登困局”

短时间内或很难解开。

俄罗斯：进退两难

普京 15 日在列宁格勒州戈格兰德岛与

大学生交流时说，如果有可能离开俄罗斯，斯

诺登自然会走的。“归根结底，他希望到常住

地去，他想待在其他国家。”

普京说：“最初俄方给斯诺登的建议是，

可以留下来，但必须停止政治活动。我们与

美国有一定的关系，我们不希望斯诺登的活

动损害对美关系。他拒绝了，他说想继续自

己的活动，想为人权斗争，认为美国破坏了一

些国际法准则，干涉私生活，他的目标是与这

种现象斗争。我们说，（你斗争可以，）只是不

要牵涉我们，我们有自己要斗争的事情。”

普京说，斯诺登到俄是不请自来。“他不

是想来俄罗斯，他是过境前往其他国家。但

他在空中飞行时，大家都知道了，我们的美国

伙伴实际上阻拦了他接下来的飞行。美国自

己恐吓所有其他国家，因此实际上美国是自

己把斯诺登困在我国境内的。”

虽然普京暗示希望斯诺登离开俄罗斯，

但俄国内要求向斯诺登提供政治避难的呼声

很高。俄国家杜马主席纳雷什金说，斯诺登

是人权卫士，是全球无数民众权利的保卫者，

俄应该接受斯诺登的政治避难或临时避难申

请，这完全符合国际法准则。

究竟俄罗斯会作何选择？俄政论杂志

《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主编卢基扬诺夫在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俄罗斯现在是进退

两难——出于俄美关系考虑十分不情愿向斯

诺登提供避难，但出于道义原因又不能拒绝。

他说，俄罗斯本想摆脱斯诺登，最佳方案是

让他前往拉美，这也是斯诺登的唯一选择，但玻

利维亚总统专机事件吓坏了斯诺登，他因此只

能留在俄罗斯，而俄罗斯也不得不收留他。

美国：软硬兼施

斯诺登向俄罗斯申请避难，这让美国国

会炸开了锅，不少重量级议员要求政府加大

对俄压力，迫使俄方屈服。不过，白宫在公开

表态中对俄罗斯明显要软很多，留下较大回

旋余地。这让人感觉颇有些“一个唱红脸、一

个唱白脸”，软硬兼施的味道。

美国国会一向对俄极不友好，这种情绪

在斯诺登事件之后更加明显。本月 7 日，众

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罗杰斯称，普京根本没

有考虑过将斯诺登交给美国，而是“故意让这

个游戏继续玩下去”，目的是“戳美国的眼

睛”。14日，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麦考

尔说，奥巴马政府应向俄“施加所有可能的压

力”，因为其行为是故意让美国“出洋相”。他

称俄方一定对这一行动“很享受”，而且“每天

都在从斯诺登身上得到新情报”。

与国会的“群情激愤”不同，白宫显得较

为克制，尤其是在意识到不可能逼迫俄交出

斯诺登后，明显降低了调门。白宫发言人卡

尼 12 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仅仅批评俄允

许斯诺登与各方人员会面，对这一行动对美

俄关系造成何种影响只字不提。

尽管有报道称美方对俄可能有一些反制

措施，但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白宫还是国会

都对具体措施闭口不提，反而是在谈起可能

向斯诺登提供避难的拉美诸国时，从贸易、援

助到签证，把诸多措施提了个遍。这意味着

美方在留余地，尽力争取俄罗斯的配合。

“斯诺登困局”

卢基扬诺夫认为，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

的关系一向阴晴不定，十分复杂，双方对危机

早就习以为常，但谁都不希望闹到剑拔弩张

的地步。因此，斯诺登的出现让俄美左右为

难，陷入困局。

卢基扬诺夫说，奥巴马不希望斯诺登事

件损害与俄罗斯的关系，因为在一些非常重

要的国际问题上美国少不了俄方的合作。而

普京也不希望这起事件使最近两个月通过一

些接触与美方建立起的脆弱关系受到破坏。

然而，无论奥巴马，还是普京，他们的行为已

完全被现实所左右——俄罗斯不能不顾颜面

无视斯诺登的避难请求，而美国也不能不考

虑国内压力以及超级大国的形象放弃追捕。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美欧中心主任希尔认

为，斯诺登事件已对美俄关系造成一定影响，如

果继续发酵，双边关系可能进一步受到冲击。

日本《读卖新闻》认为，通过近来在反恐

方面的合作，美俄关系原本已出现改善迹象，

但如果俄罗斯执意收留斯诺登，那就会伤了

奥巴马的面子，必将导致两国关系恶化。

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特罗伊茨基

认为，斯诺登向俄申请政治避难把俄置于复

杂局势中，俄方或许会把他送往第三国，但目

前可能还没做好准备。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由于交出或接纳斯

诺登眼下都不是最佳选项，因此从短期看，俄

罗斯在对待斯诺登避难申请的问题上更有可

能采取拖延战术。

（综合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胡晓光、驻华
盛顿记者王丰丰报道）

俄美卷入“斯诺登困局”
新华社记者

科技日报讯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

道，韩国研究人员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从稻壳

中的二氧化硅提纯硅，这种硅具有天然的纳米

孔结构，由其制成的硅阳极能够避免容量衰

减，从而提高锂离子电池的性能。该研究已发

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硅可用来制造智能手机、电动汽车和混

合动力汽车中锂离子电池的阳极。与传统

的石墨阳极相比，硅合金阳极的理论容量虽

然更大，但却很容易发生容量衰减，这使得

它们效率低下。

大米是世界三分之一以上人口的主食，全

球水稻年产量可达 4.22 亿吨，但其中有 20%是

稻壳这一废料所占的分量。稻壳通常被用来

制造一些廉价物品，如化肥添加剂、畜牧业用

地毯和育苗床土等。

但韩国研究人员崔章宇（音译）和他的团

队相信，稻壳可以发挥更大的利用价值。稻壳

中含有大量二氧化硅，几乎占稻壳重量的 15％

到 20％，并且为了阻隔空气和水分进入米粒，

其已演化成了纳米孔结构。

研究人员先通过加入酸和热处理的方式

去除稻壳中的金属杂质和有机成分，然后用镁

将硅从二氧化硅中提纯出来。这种方法使三

维多孔纳米结构能够保留下来。最后，他们在

得到的硅上涂抹碳层，并将其作为锂纽扣电池

的阳极使用。

实验结果显示，这些阳极比硅合金阳极更

高效。由稻壳中提纯的硅制成的阳极具有很

高的库仑效率和优异的放电容量保持率，研究

人员认为，这是由于其互连的多孔结构能够帮

助形成稳定的固体电解质界面。相比之下，硅

合金阳极的容积变化率高达 300％，容易造成

合金断裂、形成的固体电解质界面不稳定，因

而存在容量衰减问题。

研究人员认为，从稻壳中提取硅有助于满

足便携式电子设备和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电池

不断增加的硅需求，而作为世界上最广泛种植

作物之一的水稻，也能因此为先进技术的发展

作出贡献。 （陈丹）

稻壳中的硅可制造高效锂电池
具有纳米孔结构的硅起到了主要作用 科技日报讯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

道，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喷气推进实

验室的研究人员使用火星勘测轨道飞行器发

现，火星大气温度每天会出现不只一次而是两

次的定期上升和下降的节律。该研究报告发

表在最新一期《地球物理研究快报》上。

该报告的主要作者阿米说：“火星勘测轨

道飞行器的气候探测仪观测到，火星上的大气

最高温度不仅出现在一天的中间时间，还会在

午夜之后出现，高达 58华氏度（32开尔文）。”

大气温度和压力的每天振荡被称为大气潮

汐，与海潮相反，它们都在白天和黑夜之间加热

变化。

潮 汐 ，有 涨 有 跌 ，每 天 一 次 被 称 为“ 昼

夜”。一天两次的被称为“半日”。20 世纪 70

年代首次在火星上发现半日模式，但到目前为

止，它被认为只出现在尘土飞扬的季节，这与

在日光温暖大气中的尘埃有关。

研究人员说：“我们惊讶地发现，在非尘土

飞扬的火星大气温度里竟然一天有两次这种

强烈的结构。虽然数十年来已经知道一直被

称为全日潮是作为对日照加热火星昼夜周期

的一个显性温度响应，而持续的半日周期甚至

超越对主要沙尘暴回应的发现相当意外。”

研究人员发现答案就在火星上的水冰云

里。火星大气中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有水冰

云，这些都是像地球上薄卷云一样相对透明的

云。每一天这些云会通过中层大气吸收足够

热量。观察半日模式，其最高温度波动发生在

远离热带的地方，这也是意想不到的，但当水

冰云的辐射效应出现时，在火星气候模型内就

被重复着。 （华凌）

水冰云导致火星奇特热节律现象

科技日报伦敦 7月 16 日电 （记者刘海
英）16 日，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英国空间大会

上，英国主管大学和科学事务的国务大臣戴

维·威利茨宣布，英国空间技术产业将获得近

2亿英镑的投资，用来开发最新的空间技术。

其中，英国反应引擎公司（Reaction En-

gines）将获得政府6000万英镑的投资，用于SA-

BRE项目研发。SABRE是一款英国自主设计

的火箭发动机，该发动机可极大降低火箭发射

的成本，将对未来空间旅行产生革命性影响。

另一个获得资金投入的公司则是 Astrium 空间

技术公司，该公司获得了欧洲航天局（ESA）价

值 1.34亿英镑的合同，负责开发下一代气象卫

星关键部件。

戴维·威利茨指出，英国空间产业年产值

超过了90亿英镑，但要达到占居全球百分之十

市场份额的目标，还需要抓住新技术领域中的

新机会。SABRE项目很有可能改变人类进入

太空的方式，对于这一技术的支持，将使得英国

在新一代火箭发射器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

英空间技术产业获 2亿英镑投资

海王星又添一颗小卫星
新华社华盛顿 7月 15日电 （记者林

小春）美国航天局 15 日宣布，“哈勃”太空

望远镜发现了海王星的又一颗卫星。至

此，海王星拥有的卫星数量上升至 14颗。

美国航天局当天发表声明说，这颗代

号为“S／2004 N 1”的卫星直径不超过 19

公里，是海王星所有卫星中最小的。它在

距海王星约 105 万公里的圆形轨道上运

转，周期为 23小时。它的亮度比我们从地

球上肉眼能看到的最暗淡的星星还要弱一

亿倍，以至于 1989 年“旅行者”2 号探测器

飞经海王星时，也没有发现它。

有趣的是，“哈勃”太空望远镜其实 9

年前就抓拍到它的踪影，但直到本月 1日，

美国科研组织“搜寻外星文明研究所”的马

克·肖沃尔特在研究海王星的弧段数据时，

才偶然发现它的存在。

在“哈勃”拍到的照片上，这颗卫星呈

现为一个白点。进一步分析发现，2004 年

至 2009 年间，共有 150 多张“哈勃”拍摄的

海王星照片上存在这个白点。“谁都可能成

为这颗卫星的发现者，”肖沃尔特说。

俄将扩大IT产品国际市场份额
新华社莫斯科 7月 15日电 （记者贺

颖骏）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在近期政府

工作会议上说，俄将着力扩大信息技术产

品在国际市场所占份额，在 2018 年前将本

国相关产品和服务的产值和出口额翻番。

梅德韦杰夫说：“我国 IT 市场去年的

增长幅度约为 6％。我国产品在国际信息

技术市场所占比例仅为 0.6％。这个数字

实在微不足道。”

为此，梅德韦杰夫提出，在 2018 年前，

将本国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的产值和出口

额分别提高至 140 亿美元和 1.38 亿美元，

增加相关就业岗位。同时，信息技术行业

每年增速不低于当年 GDP增速的 3倍。

梅德韦杰夫还责成有关部门进一步完

善对信息技术产业的支持措施，包括加强

高校在相关领域的教育水平，建立世界级

信息技术研究中心等。

相关行业数据显示，俄罗斯 2013 年的

信息技术市场规模将达到 228 亿美元。俄

罗斯拥有网络安全公司卡巴斯基实验室和

搜索引擎 Yandex 等国际知名信息技术公

司，但该国大部分相关产品和服务需求仍

要通过进口来满足。

7月12日，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F航站楼聚集大批追踪斯诺登的记者。滞留在该机
场中转区的斯诺登当天与俄罗斯和国际人权组织代表以及知名律师进行了会面。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草 间 弥 生 的“ 疯 狂 ”圆 点
7月15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拉美艺术博物馆，人们在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的“无限痴迷”展览上参观。
本次展览展示了日本女艺术家草间弥生1950年至2013年间创作的艺术作品，其中包括绘画、雕塑、装置艺术等，其作品常常充斥着各

种各样的圆点。 新华社发（马丁·萨巴拉摄）

一氧化氮有助治疗帕金森氏症
新华社东京 7月 16日电 （记者蓝建

中）日本研究人员一项最新研究发现，一氧

化氮具有防止导致帕金森氏症的神经细胞

异常的作用，这一发现有望为帕金森氏症

的治疗开拓新方法。

帕金森氏症是一种中老年人常见的中

枢神经系统变性疾病，主要表现为手脚震

颤和身体僵硬等，并发认知障碍的概率很

高。该病病因目前仍不十分清楚，一般认

为是由分解废物蛋白质的“PARKIN”蛋白

质无法发挥作用，使脑部制造神经传导物

质“多巴胺”的神经细胞减少引起的。一氧

化氮为无色气体，化学性质非常活泼，在生

物体内起着信使分子的作用，在血液、心血

管和神经细胞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日本奈良县立医科大学研究人员牵头

的一个研究小组研究发现，“PARKIN”蛋

白质和一氧化氮相遇后变得更有活性。在

实验中，向这种蛋白质持续加入一氧化氮

3 个小时，结果该蛋白质的机能增强促进

了废弃蛋白质的分解，起到了保护神经细

胞的作用。研究人员小泽健太郎说，使用

一氧化氮可以缓和帕金森氏症的症状。

相关研究成果 16 日发表在英国《科学

报告》杂志网络版上。

奥巴马命令加强艾滋病防治
据新华社华盛顿 7月 15日电 （记者

林小春）美国总统奥巴马 15日签署行政命

令，要求各政府机构加强协作努力，以有效

应对艾滋病在美国的流行。

奥巴马在行政命令中说，应对艾滋病

的流行是美国政府的优先事项。根据这一

行政命令，一个涉及艾滋病防治的包括多

个政府机构代表的工作组已经成立，并将

在 180 天内拿出加强各政府机构应对艾滋

病的协作与行动的建议。

行政命令提到近来一些有关艾滋病的新

研究，包括当免疫系统相对健康时启动治疗将

会使艾滋病病毒传播风险降低96％、在感染

初期服药有助于减少并发症等等，并认为这些

科学发现显著提高了对防治艾滋病的认识。

但是，行政命令也表示，美国在应对艾

滋病上仍有许多不足。美国估计有 110 万

人携带艾滋病病毒，其中近 20％未被检

测，约三分之一没有接受治疗。

新华社华盛顿 7月 15 日电 （记者林小
春）没错，暴龙确实是凶猛的食肉动物！一枚

断裂的牙齿化石证实，暴龙会捕猎食草的鸭嘴

龙等恐龙，而不是像一些古生物学家所认为的

那样，暴龙奔走速度较慢，根本就不能猎杀其

他动物，只能以动物尸体为生。

暴龙是生活在 8500万年前至 6500万年前

的体形庞大的恐龙。美国棕榈滩自然历史博物

馆等机构研究人员15日报告说，他们在南达科

他州发现一枚暴龙牙冠的化石，它嵌在一只鸭嘴

龙的尾巴化石上，位于两段椎骨之间，长约4厘

米。这一发现提供了暴龙捕食行为的直接证据。

研究人员在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学

报》上写道，这枚断裂的牙齿周围有着骨头生

长愈合的特征，这表明这只鸭嘴龙幸运地逃脱

了暴龙的猎杀，并在受伤之后又存活了一段时

间。受伤位置位于鸭嘴龙的最尾端，说明鸭嘴

龙被咬时正在被暴龙追赶。

此前考古学家曾发现看上去像暴龙胃里

面的东西含有幼年鸭嘴龙的骨骼，但这一发现

并不知道鸭嘴龙在被吃掉的时候是死是活，因

此无法证实暴龙是食肉动物。尽管新研究称

暴龙为食肉动物，但研究人员也表示，这并不

意味着暴龙不食腐。

新发现证实暴龙是食肉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