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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短讯

科技日报讯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9 月 5 日

报道，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研究人

员在微生物世界中，找到了一个具有多面手能

力的绿藻种类，其通过光合作用可固定或吸收

二氧化碳（CO2），生产出乙醇、氢、正丁醇、异

丁醇和潜在的生物柴油，犹如以一顶五的“超

级巨星”，既有助于减缓全球变暖，又可维持能

源供应。该研究结果发表在最新一期的学术

刊物《海洋药物》上。

能发挥出这诸多作用的是集胞藻 6803，是

一种单细胞蓝藻，能进行放氧型光合作用，具

有天然的 DNA转化系统。由于它的多功能性

和潜在可能性，这个微小的有机体自 1968 年

发现以来，是被研究最多的一种。它可通过光

合作用捕获和储存能量，自然而然地将温室气

体二氧化碳转化成有用的化工产品。此外，经

基因改良的集胞藻 6803 也有制造成化学品和

药品的可能性。

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能源、环境与

化学工程助理教授张复东（音译）主要研究集

胞藻 6803 及其他微生物和系统，在合成生物

学、蛋白质工程和代谢工程领域，特别专注于

合成控制系统，以使机体达到其未开发的实

力。他说，生物技术世界需要克服一些挑战，

使转基因微生物进入应用阶段，他们的目标

是改造微生物，将其变成微型工厂生产有用的

化学物质。

通过生物合成设计，经基因改良过的细菌

会固定 CO2，进一步转化为燃料和其他化学物

质。传统的化工生产需要高压、高温及许多化

学溶剂，但微生物的方法非常环保：一旦经基

因工程改良的蓝藻开始增长，其所有的需要

即是水、碱性盐和 CO2。研究结果表明：要使

生产速度增加，必须开发新的遗传工具控制

集胞藻属内部的生物化学以使化学生产力得

到改善，促使这一技术在经济上可行。

但这一技术的生产速度还有待改善，现

在实验室的效率很低，小于每升 1克。而目前

化工生产技术大约为每公升 100 克。张复东

说，他们需要设计有机体的昼夜节律（白天/

晚上），有一天其能日以继夜地生产生物燃料

或化学品。例如，天然的集胞藻 6803 能在白

天通过光合作用生产和储存能量，而在夜间

时，它可使用一组不同的新陈代谢设置来消耗

存储的能量。

这项研究包括基因表达的工具、新的化学

合成途径和蓝藻昼夜控制工具。张复东说：

“相信在两三年内，我们将有更有力的工具来

设计基因表达的水平和时间，更加准确、高效

地加速这一进程。” （华凌）

“多面手”蓝藻可将CO2转为五种燃料
既有助于减缓全球变暖又可维持能源供应

自然喜欢隐藏，赫拉克利特这样警告过

我们。如果这也算法则，那暗能量绝对是深

谙此道的高手——大隐于星体间运动、蛰伏

在原子核深处，从宇宙尺度跨越亚原子尺度，

普适性超越一般人类头脑的想象力。

暗能量假说，现已成为当今对宇宙加速

膨胀的观测结果的解释中最为流行的一种，

宇宙学家们一直都热衷于将暗能量从“黑暗

区域”里拖出来，但我们通常见到的总是两种

极端型考证结果——暗能量 99.99%存在，或

者暗能量极有可能不存在。

绝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暗能量的证据

已不容置疑。譬如 2003 年和 2012 年利用“完

全萨克斯—瓦福效应”得到的支持暗能量存

在的线索，前者还曾被《科学》杂志冠以“年度

发现”之名。但承认它，就意味着必须要回答

它的来源与性质难题，这也是整个物理学界

必须要跨过的一道坎。目前最简单和最自然

的猜测——它就是爱因斯坦提出的宇宙常

数；如果认为这距离成为一条正式理论还太

远的话，也可以不用常数，而用涉及到物理学

第五种场力的“第五元素”。

可能对物理学家来说，只要不将想象力

与现实匹配，那用任何方程来描述自己的理

论都不在话下，尤其是在暗能量领域——这

儿的研究现状是每一位都自称拿破仑，或者

像我们的科学家所戏谑的那样：“有多少暗能

量研究者，就有多少暗能量模型。”

当然，至今仍有些科学家对暗能量概念

嗤之以鼻，他们甚至认为宇宙加速膨胀很可

能是一种错觉，是由地球与宇宙其他区域的

相对运动造成的。这种理论需要当事人痛苦

地放弃耳熟能详的质量守恒定律，换用一种

崭新的观点来构建宇宙图景，但很可能整个

数学推导也没错误。

这些反对者通常被视作“异端邪说”，但

他们也是有论文发表的。毕竟在宇宙学科

中，暗能量迄今仍是一种猜想。它表现得就

好像地球生命都要取决于它，但却只有物质

的作用效应，而不具备任何物质基本特征。

糟的是，两边都拿不出一锤子敲死对方

的证据。

不过，最 近 科 学 家 开 始 寄 希 望 于 三 个

与 暗 能 量 相 关 的 最 新 实 验 会 给 他 们 做 个

了断。这三大实验均能以前所未有的细节

回 溯 到 宇 宙 起 源 的 时 刻 ，其 数 据 必 然 会 被

理 论 家 用 于 构 建 新 的 暗 能 量 模 型 ，成 果 无

疑也将为暗能量争执的一端加上极有分量

的砝码。

但即便如此，它们可能还是无法搞清暗能

量的最基本性质。哪怕是再雄心勃勃的项目，

成员们也明白这个道理。

忘了谁说过——人类对宇宙学的研究就

像一个自取其辱的故事，原本自以为中心的我

们，被自己的科学发现推离中心越来越远，直

至变成了微不足道的存在。

它不仅是说 16 世纪。当宇宙大爆炸理论

建立后，人们一度也满足于对宇宙的传统理

解，在暗物质与暗能量被推导出之前，甚至有

人认为已看见了物理学的终点。直到“两暗”

将我们置于如此渺小的境地——所有人类已

知的常规物质加起来不到宇宙构成的 5%。但

难道我们被吓得像地鼠一样钻回洞里了吗？

我们只不过在承认自己无关紧要的同时，握紧

手中那一点智慧，踮起脚尖叩响一扇完全未知

的巨门。如此卑微。如此自豪。

■背景资料

1998年，宇宙学家望着遥远超新星爆发

的恒星运动，意识到宇宙膨胀呈加速状态，

在解释这种加速的过程中，暗能量作为一种

弥漫在宇宙空间却难以察觉的能量形式，拥

有了增加宇宙膨胀速度的身份，也成为了当

今科学界最令人困惑的存在。

而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线版文章

报道，最新开展的三大暗能量试验，其中之

一是有着“测量 3亿个星系”雄心的暗能量调

查（DES）项目，其骨干是一台 5 吨重、579 兆

像素的暗能量相机，将以当前最先进水平，

在 5 年内每一个夜晚捕获星系和星系团的清

晰图像，帮助人们描绘引力和暗能量间的拉

锯战。

而另一个日本项目，将毫不客气地利用

一台 870 兆像素相机和 DES 抢生意。该相机

能回望宇宙 130 亿年前的景象，它与 DES 一

个看得更远一个覆盖得更广，都旨在借助弱

重力透镜效应揭示暗能量的形态。

至于第三个 ACTPol（阿塔卡马宇宙望远

镜偏振敏感接收器）实验，与前两者不同，将

主要研究来自宇宙微波背景辐射（CMB）的

微波，这些“遗迹”残留了大爆炸后 38 万年左

右保留下的宇宙早期样貌。

暗能量靠谱吗？
本报记者 张梦然

科技日报讯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9 月 5 日

报道，美国科学家发现，使用金原子对三个原

子厚的二硫化钼(MoS2)进行操控，可以显著提

升二硫化钼的电学属性。最新研究有助于科

学家们研制出高性能的超薄电子设备和等离

子体设备。研究发表在最新一期的《纳米快

报》杂志上。

二硫化钼与单原子厚度的“神奇材料”石

墨烯一样拥有一些非凡的特性，但石墨烯缺

少能带隙，这意味着由石墨烯制成的设备只

能开启而不能关闭，所以不能用它来做成数

字逻辑；而二硫化钼拥有一个能带隙，因而

有望与石墨烯并列成为新的电子设备的二

维平台。

堪萨斯州立大学化学工程系教授维卡

斯·贝里领导的研究团队在研究二硫化钼的结

构时发现，该材料表面的硫群会同包括金在内

的贵金属发生强烈的化学反应。通过在二硫

化钼和金纳米结构之间建立一个键，他们发

现，这个键就像一个高度耦合的门电容。

贝里解释道：“金属二硫化物层表面的贵

金属所拥有的这种自发的、高电容的、晶格驱

动的接口能被用来协调未来设备的载流子浓

度、运输壁垒以及声子输送情况。”

该研究 团 队 计 划 在 二 硫 化 钼 上 制 造 出

更 复 杂 的 纳 米 结 构 ，从 而 制 备 出 逻 辑 设 备

和传感器。他们表示：“将金整合进二硫化

钼 ，这 为 制 造 出 晶 体 管 、生 物 化 学 传 感 器 、

等离子设备以及催化剂基座提供了一种新

方 法 。”最 新 研 究 有 望 促 进 晶 体 管 、传 感 器

以 及 导 热 涂 料 等 设 备 性 能 的 提 升 ；也 能 促

使 科 学 家 们 研 制 出 超 快 、超 薄 的 逻 辑 设 备

和等离子体设备。

贝里的实验室在研究下一代原子厚度的

纳米材料（比如石墨烯和氮化硼层等）的合成

和分析其性能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这些纳

米材料已经被广泛用来制造灵敏的探测器、电

子设备、坚固耐用的复合材料和新奇的生物纳

米设备等。贝里表示：“这些原子厚度的结构

有望用来制备仅仅几个原子厚的电子设备，从

而彻底革新电子设备的面貌。” （刘霞）

金原子可提升二硫化钼的电学性能
可用于制备超快超薄的电子设备

科技日报联合国 9月 5日电 （记者王心
见）联合国粮农组织 5日发布的最新世界谷物

产量预测报告显示，2013/14 年度全球谷物产

量将比上年度增长 7.7%，达创纪录的 24.92 亿

吨。联合国粮农组织本次对世界谷物产量的

预测比 7月份预测又上调了 0.5%，即预测产量

又增加了 1400万吨。

报告指出，本次全球谷物增长的主要推动

因素包括粗粮产量增加 10.5%，而小麦产量增

加 7.6%。世界稻米产量将增加 1.3%，创下 4.97

亿吨研磨稻米当量的新纪录。全球粗粮产量

大幅上涨的主因在于玉米产量出现强势反弹，

将达 9.83亿吨。反弹集中于美国，其玉米产量

今年预报达3.43亿吨，相比2012年因干旱而出

现减产的水平将提高 25%，即 6900万吨。

报告预测，2013/14 年度全球谷物利用量

将达 24.13 亿吨，比 2012/13年度水平高 3.2%。

利用量增加的主因在于供应量相比2012/13年

销售季更为充分，因而饲料用量，尤其是玉米用

量将会提高。全球玉米利用量增加将推动粗

粮整体利用水平在 2013/14年度提高 5%以上；

相比之下，稻米消费量预报将上升 2.5%，而小

麦利用量将上升 0.6%。根据最新预报，直接供

食用消费的谷物利用总量将增加1.2%，达10.94

亿吨。这将令全球人均谷物消费量维持在略

超过 152公斤的水平上，其中小麦消费量为 67

公斤，而稻米消费量则接近57公斤。

联合国粮农组织对 2013/14 年度世界谷

物期末库存量的预报相比 7 月预报水平略有

提高，达到 5.69 亿吨，主要原因在于玉米库存

预期将出现增长。根据当前对总需求的预测，

库存增加将把全球库存利用比拉升至 23.3%，

达到 2002/03 年度以来的最高水平。粗粮的

库存恢复预计最为显著，估计将达到 2.18亿吨

的水平。这将让粗粮的库存利用比从 2012/

13年度 14%的历史低位提高至 17.5%。世界小

麦库存量预报将达 1.70亿吨，而稻米库存则将

增至 1.81 亿吨，相比季初水平提高 4%。全球

小麦和稻米库存利用比预计将维持在相对偏

松的水平，分别达 24%和 37%。

2013/14 年度销售季世界谷物贸易量预

测将达 3.10 亿吨，相比 2012/13 年度提高 300

万吨。2013/14 年度世界谷物贸易量增长的

主要推动因素在于世界粗粮贸易量显著增长，

达 1.33 亿吨，相比 2012/13 年度提高了近 2%。

这一增量主要在于玉米出口量上涨。出口国

供应量改善和国际价格下降，可能将刺激进口

需求增加。依据最近预报，世界小麦和稻米的

新一季贸易量预计将持平，分别保持在 1.395

亿吨与 3770万吨的水平。

联合国粮农组织预计

2013年全球谷物丰收在望

新华社伦敦9月5日电 （记者刘石磊）美

国科学家日前为老年人专门设计出一款电子

游戏，试验显示，适度进行该游戏可有效改善认

知能力、多任务处理能力等。研究人员认为，这

说明大脑老化进程有着较强的“可塑性”。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

人员在新一期《自然》杂志上报告说，他们设计

的这款游戏主题是模拟在蜿蜒山路上开车的

场景，驾驶时屏幕上会不断出现不同的符号，

游戏者需在驾驶的同时准确按下与这些符号

相对应的操作键。这主要考察游戏者的多任

务处理能力，这种能力的减退正是大脑老化的

标志之一。

研究人员在教会 60岁至 85岁的参与者之

后，让他们在家中玩这款游戏，每周玩 3次，每

次 1 小时。在 1 个月后的测试中，这些老年人

的游戏成绩甚至超过了初次接触该游戏的 20

岁年轻人，并且 6个月后他们的游戏能力仍保

持在这一高水平。

对老年人在游戏前后进行的认知测验显

示，除多任务处理能力外，他们的记忆力、专注

力等认知指标也有明显改善。

研究负责人亚当·加扎利表示，这项成果

表明，人类大脑老化进程的“可塑性”很强，

大脑可以在应对外界挑战的过程中改善自身

功能。不过，电子游戏远非解决大脑老化问

题的灵丹妙药，这项研究的结果也不应被过

分高估。

电子游戏能改善老年人认知能力

2012年极端气候事件
半数与全球变暖有关
据新华社华盛顿9月5日电 （记者

林小春）一项由多国研究人员完成的最

新研究称，2012 年发生的极端气候事件

中，有一半与人类排放温室气体引起的

全球变暖有关。

来自美国、英国和中国等多个国家

的 18 个研究小组挑选了 2012 年发生的

12 次极端气候事件探究其背后的原因，

结果发现，天气与气候的自然波动是极

端气候事件发生的关键原因，但“有力证

据”表明，人为活动引起的全球变暖导致

其中一半气候事件比预期更严重。

这项研究报告 5 日刊登在新一期

《美国气象学会通报》上。报告说，2012

年，美国多地发生的热浪以及飓风“桑

迪”、欧洲伊比利亚半岛大旱、北极海冰

面积降至历史最低、澳大利亚东南部与

新西兰部分地区的暴雨等气候事件，都

受到全球变暖的影响。

然而，中国北京及附近地区 7 月下

旬的特大暴雨、日本西南部 7 月中旬的

特大暴雨、美国中部的夏季大旱、欧洲 8

月遭遇的罕见极端高温、荷兰 2 月的寒

潮、肯尼亚东部与索马里的春季大旱，则

与全球变暖没有太大关系。

一直以来，尽管科学家认为全球变

暖会增加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频率，但他

们通常避免将单个极端气候事件与全球

变暖联系在一起。

中俄天然气东线管道
框架协议签署

据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记者安
蓓 朱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6日

宣布，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签

署通过东线管道向中国供应天然气的框

架协议，并与俄罗斯诺瓦泰克公司签署

液化天然气股权合作协议。

这意味着谈判多年的中俄天然气管

道取得突破。中石油与俄罗斯天然气工

业股份公司商定在年底签订购销合同，

实现 2018年供气的目标。

此次签署的《俄 罗 斯 通 过 东 线 管

道向中国供应天然气的框架协议》规

定了东部天然气供气总量、供气条件、

照付不议比例等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商

务条件，是未来购销合同不可分割的

组成部分，为完成供气项目奠定了法

律基础，标志着中俄天然气合作迈出

了坚实的一步。

中石油还与俄罗斯诺瓦泰克公司签

署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与诺瓦

泰克股份公司关于收购亚马尔液化天然

气股份公司股份的股份收购协议》。

近年来中俄两国油气合作不断发

展。中俄原油管道自 2011 年 1 月 1 日正

式向中国输油以来，到 2012 年 12 月 31

日，两年内累计输送原油 3010 万吨。今

年截至 8 月 28 日，输油量为 1013 万吨，

合同执行情况良好。

肠道细菌或可助减肥
新华社华盛顿9月5日电 （记者林

小春）美国一项新研究称，人类的肠道细

菌可能会“传染”胖瘦等生理特征，这一

发现或有助于开发新的减肥方法。

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人员 5 日在

《科学》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对 4 对人类

双胞胎肠道内的微生物进行取样，每一

对双胞胎都是一瘦一胖，然后将采集到

的肠道细菌分别移植到在无菌环境下培

育的小鼠的肠道内。结果发现，与接受

消瘦者肠道细菌的小鼠相比，接受肥胖

者肠道细菌的小鼠会增加更多体重。

当将这两组小鼠放在一起饲养后，

研究人员发现，接受肥胖者肠道菌群的老

鼠变瘦了，而接受消瘦者肠道细菌的老鼠

没有任何变化。基因组测序与代谢组学

研究表明，这种现象是由属于拟杆菌门的

特定肠道菌群引起。当放在一起饲养后，

来自消瘦小鼠肠道的这一菌群会“侵入”

肥胖小鼠的肠道，导致肥胖小鼠减肥。

研究还发现，饮食会干扰肠道菌群

对胖瘦的影响。如果给放在一起饲养的

两组小鼠喂食高纤维低脂肪的健康食

物，试验结果不会有任何改变；但如果喂

食低纤维高脂肪的不健康食物，则肥胖

小鼠不再因消瘦小鼠肠道细菌的“侵入”

而减肥。

参与研究的人员对新华社记者说，

他们的研究表明，可以通过移植肠道菌

群将供体胖瘦等生理特征在小鼠身上重

现，这为将来研究肠道菌群引起的疾病

以及开发将益生菌、益生原等用于减肥

提供了新的途径。

第十一届阿布扎比国际狩猎与马术展开幕
9月4日，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第十一届阿布扎比国际狩猎与马术展上，一名阿联酋男子在展示他的猎鹰。
第11届阿布扎比国际狩猎与马术展4日在阿布扎比国家展览中心开幕，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600家公司、企业和机构参

展，其中有50多家企业是首次参展。 新华社记者 马锡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