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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讯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11 月 26

日报道，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出

了一种能将比头发丝还细十万分之一的碳纳

米管焊接在一起的新技术，完成了世界上最迷

你的焊接工程。研究人员称，该技术有望大幅

提高相关设备的性能，为碳纳米管的大规模生

产和应用提供了可能。相关论文发表在《纳米

快报》杂志上。

碳纳米管又名巴基管，是由碳原子构成的

只有一个原子厚的中空管。因为具有独特的

物理和电气性能，研究人员一直在探索用其取

代传统电路中的硅。借助碳纳米管技术可生

产出低成本的柔性电路板、显示器和电池，让

可真正实用的穿戴设备成为现实。

领导此项研究的伊利诺伊大学电气和计算

机工程学教授约瑟夫·莱丁说，碳纳米管本身就

是高品质的优良导体，但目前用单个碳纳米管制

造晶体管还非常困难。现实中一般采用碳纳米

管阵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缺憾是，电流在

通过碳纳米管阵列时不得不“跳过”那些不同的

纳米管之间的间隙，这大幅降低了其导电速度。

在普通电路中，这样的接口会被焊接住，

以保证其稳固程度和导电性能。但在纳米尺

度上怎么来焊接这些比头发还要细十万分之

一的碳纳米管呢？

莱丁的研究小组发现，当电流经过碳纳米

管之间的空隙时，接头处就会变热，这有点像

普通家庭电路中电路故障所产生的发热现

象。“我们正是利用这种发热现象，利用这些热

量引发局部化学反应，将金属沉积在空隙处，

来实现对碳纳米管的焊接的。”莱丁说。

为此，他们与同校的研究人员进行了合

作。其中有电气和计算机工程学副教授埃里

克·鲍勃、材料与工程学教授约翰·罗杰斯以及

化学教授格雷格·吉罗拉米。吉罗拉米是使用

气体让金属在物体表面进行沉积的专家，这个

过程也被称为化学气相沉积（CVD）反应。

这种纳米焊接技术简单且具有自我调节

功能。首先将需要焊接的碳纳米管阵列放置

在事先充满含有金属分子气体的腔体中。而

后接通电源，让电流从碳纳米管阵列上通过，

这时在电阻的作用下，连接处会出现发热现

象。热量使腔体中的金属分子发生化学反应，

将连接点精确地焊接起来。当焊接成功，空隙

消失后，该处的电阻会显著下降，发热反应随

即停止，焊接程序宣告完成。

莱丁称，这种纳米焊接仅仅需要几秒钟的

时间，它不但大幅提高了碳纳米管单管的制造

水平，也为其大规模生产提供了新的可能。

化学气相沉积技术本身是一种在商业上获得

大规模应用的成熟技术，与现有碳纳米管的

生产过程能够很好地兼容，可以很方便地加

入到其生产工艺当中。目前，研究小组正在

对该技术进行优化，以进一步降低其操作难

度和使用成本。 （王小龙）

美开发出碳纳米管焊接技术
为碳纳米管的大规模生产和应用提供了可能

在全球范围内，研究人员正围绕锂离

子电池进行着激烈的竞争，他们工作的目

标是寻找到在锂离子电池负极存储更多电

能的途径，以便更进一步地提高锂离子电

池的性能，同时降低电池的重量。迄今为

止，人们认为最具有发展前景的电极材料

之一是硅。电池在充电时，硅材料电极拥

有极强的从电池液中摄取锂离子的能力；

放电时，它能迅速地释放存储的锂离子让

电池输出电能。

但是，如此高性能的后面则是高昂的

代价。每当电池充电时，硅电极的体积会

膨胀至正常大小的 3 倍，放电后再恢复至

原形。于是，具有脆性的硅材料很快就会

出 现 裂 痕 并 脱 落 ，严 重 地 影 响 电 池 的 性

能。对于高性能电池来说，电极的缺陷是

它们普遍具有的问题。不过，锂离子电池

电极的问题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得到解决，

因为美国斯坦福大学和能源部科学家近日

表示，他们首次研发出了能够进行自我修

复的电池电极，该研究成果为汽车、手机和

其他设备制造下代锂离子电池开辟了新的

潜在可行的途径。

斯坦福大学和能源部 SLAC 国家加速器

实验室联合研究小组介绍说，自我修复电极

采用已广泛应用在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行

业的硅微粒材料制成，其核心是在电极表面

覆盖具有延展性的高分子涂层，该材料相互

间紧密相连。电池在工作时，如果涂层出现

微小裂痕，高分子材料能够自我修复这些裂

痕。相关的研究报告将发表在最新的《自

然·化学》杂志上。

斯坦福大学博士后、文章作者之一王超

（音译）表示，动物和植物的自我修复能力对

它们的生存和长寿十分重要，研究小组所希

望的是将自我修复的特性在锂离子电池中

体现出来，以便电池具有更长的寿命。在斯

坦福大学鲍振安（音译）教授领导的实验室

中，王超开发出了自我修复的高分子材料。

鲍教授的研究小组从事弹性电子皮肤材料

的研究，该材料用于机器人、假肢等。清华

大学研究人员吴辉（音译）是文章的主要作

者之一，他曾在斯坦福大学做博士后研究。

在电池项目上，研究人员将微小的碳纳

米粒子加入高分子材料中让其导电。为获

得自我修复涂层材料，他们有意地采取措

施，弱化了高分子内某些化学键，如此处理

后的材料容易出现断裂，但是断裂端又能以

化学方式相吸引，很快再次连接起来，如同

DNA 等生物分子实现组装、重排和断裂的

过程。

研究显示，自我修复电极在经过上百次

充/放循环后，电能存储能力没有显著的下

降。鲍教授说，在电池电极具有自我修复高

分子涂层后，由于高分子材料能在数小时内

修复自身的微小裂痕，因此电池的寿命延长

了 10 倍。SLAC 国家加速器实验室教授、与

鲍教授共同领导研究的副教授崔毅（音译）

认为，现在电池储能的能力已实现了实用范

围值，不过他们仍将继续向更高的目标努

力，因为上百次充/放电的数据离手机 500 次

以及电动汽车 3000 次充/放电的目标还有相

当大的差距。

崔毅和其他地方的研究人员一样，为

保持硅电极不变和改善它们的性能，对不

同的方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虽然有些研

究成果得到了商业应用，但是这些方法中

采用了有毒材料和加工技术，这给大批量

生产带来了难题。研究人员此次开发的由

硅微粒制成、其外具有导电高分子涂层的

自我修复电极是人们首次寻找到有望赋予

实际应用的电极。研究人员表示，他们的

成果还有望用于研发其他的电极材料，他

们将继续改进新技术，提高硅电极的性能

和寿命。

电极穿衣电极穿衣 保命又保质保命又保质
——美科学家开发出自我修复电极

本报记者 毛 黎 综合外电

科技日报柏林11月26日 （记者李山）德

国波恩大学医学院的科学家发现一种与催产

素有关的生物机制，可以科学地解释恋人间的

吸引力。研究人员认为这一机制促进了人类

的一夫一妻制，相关研究成果 11 月 25 日发表

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

一夫一妻制在哺乳动物中并不是很常见，

而人类算是一个例外。长期以来科学家们一

直不解，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爱侣的忠诚。

现在，德国波恩大学医学院的科学家研究发

现：通过与大脑中多巴胺奖励系统的互动，在

进化上保守的神经肽催产素与伴侣结合的形

成有关。

催产素是一种哺乳动物神经垂体激素，

通常在雌性哺乳动物生产时大量释放，促进

分娩。近年来，关于催产素对于各种行为的

影响得到了进一步研究，例如夫妻或情侣间

的成对结合、焦虑和产妇的行为等。此前的

研究结果显示，催产素是促进情侣忠诚的“催

化剂”。

在波恩大学科学家的这个新实验中，共有

40 位男性志愿者参加，他们都有稳定的女性

同居恋人。科学家通过鼻吸的方式给男性实

验对象服用催产素，有时候服用的则是安慰

剂，并给他们展示包含他们女性伴侣在内的女

性照片，然后利用核磁共振成像来研究他们大

脑的活动情况。

科学家发现，当实验对象服用催产素而

不是安慰剂时，他们在看到自己恋人图像时

大脑的“奖励中心”非常活跃，而且他们也认

为自己的恋人比其他陌生的女人更加有吸

引力。

进一步的实验表明，催产素强化“奖励中

心”活性非常有选择性，只有看恋人的影像能

产生这样的作用，其他老朋友和同事的照片不

起作用。因此科学家们相信，催产素激励了大

脑中的奖励系统，恋人的关系可因此得到维

系，并促进了一夫一妻制。

该研究的负责人勒内·赫尔曼教授说：

“大脑释放的催产素在伴侣的结合中起了重

要作用，这种两个人结合的生物学机制和药

物的作用非常相似。”无论是坠入爱河还是服

用毒品，都是在有针对性地刺激人脑中的奖

励系统。

赫尔曼教授说：“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人

们在与恋人分手后会陷入抑郁。因为奖励系

统缺乏催产素的释放而不够兴奋，并且处于康

复中。”不过，对于失恋而言，服用催产素的方

法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这样会使得对恋人的

思慕之心更甚。

催产素促进了一夫一妻制

新华社东京11月27日电 （记者蓝建中）
日本研究人员 27 日报告说，他们破译了人工

栽培草莓的基因组，这一成果将有助于开发更

好看好吃并能抵抗虫害的新品种草莓。

位于千叶县木更津市的上总 DNA研究所

在英国《DNA 研究》杂志网络版上介绍说，研

究人员将人工栽培草莓品种“丽红”的染色体

DNA序列分成片段，分析碱基对的排列，并与

4种野生草莓进行了比较。

比对发现，“丽红”草莓约有 6.98亿个碱基

对，而野生草莓的碱基对数量约为 2亿个。“丽

红”的基因组中有 1.23亿个碱基对序列携带遗

传信息，大约为 8.7 万个基因。研究人员正在

研究这些基因是如何决定草莓甜度、大小等生

物性状的。

研究人员解释说，草莓属植物有数十种，

野生草莓一般多为二倍体或四倍体，即它们的

体细胞中含有两个或四个染色体组，而人工栽

培的草莓是杂交成的八倍体。科学家 2010 年

末宣布破译了二倍体野生草莓“森林草莓”的

基因组，但人工栽培草莓基因组的破译工作一

直没有进展。

研究人员称，上总研究所对八倍体人工栽

培草莓的研究，是世界范围内首次对此类多倍

体物种进行的基因组分析。

日本每年出口大量草莓，地方政府都在致

力于改良草莓品种。上总研究所植物染色体

组应用研究室主任矶部祥子指出：“这个研究

成果有望在今后 5 至 10 年内促生市场价格更

高的（草莓）新品种。”

日破译人工栽培草莓基因组

“最近几十年来，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

是真实存在的，这一点不该再有争议了。”中国

科学家秦大河 26 日在斯德哥尔摩获颁 2013 年

沃尔沃环境奖后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如是

说，他认为应对全球变暖需要经济、教育等多

方面的行动。

秦大河是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

程研究所的地理学家、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

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和第五次评估报告

第一工作组联合主席。他还是研究冰冻圈科

学及其影响的著名专家。

在气候变化领域，秦大河认为中国有潜力

为控制全球气候变化作出贡献。他说：“从经

济角度看，中国目前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

较高，因此留下了很大的提升空间”，如果在绿

色技术方面取得进展，“能够用同样的能量去

创造目前国内生产总值 3 至 5 倍的产能，所以

潜力还是很大的”。

秦大河说，十八大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要改变国内生产总值的考核方式，即将能

源和资源的因素也考虑在内。应对气候变化

要求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和降低能耗，实际上也

与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相符合。

此外，秦大河认为教育也是提升环保意识

的重要环节。“例如，‘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报

告发布后，被一些发达国家用作高等教育的教

材，因此学生们就可以在世界科学最前沿受到

相关教育。”他说，中国一些大学也正按照这个

思路去做，“将气候变化的科学结论和学界的

真知灼见告知青少年、列入高校教材，才能使

保护环境的观念深深扎根在年青一代的心中，

形成良好的环保意识。”

他说：“中国处于发展阶段，无论是气候变化

科学还是其他科学的研究，整体来说，中国都处

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在气候变化的研究领域，

大批年轻人正在成长，他们将来的潜力很大。”

谈及此次自己到瑞典领奖的感言，秦大河

强调说，他是代表研究的领域获得了沃尔沃环

境奖，获奖是对其团队所从事的科学工作的认

可。他希望此次获奖能够鼓励中国的青年科

学家们，促进他们成长，今后在气候变化等领

域为全世界作出更多贡献。

秦大河表示，今后仍将专注于冰冻圈科学

和气候变化的研究。他说：“冰冻圈科学以前

是很小的学科，现在正在成长，它在气候变化

中有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此外，中国西部要发

展，中国水资源短缺，这些都和冰冻圈科学的

研究息息相关。”

他说，将冰冻圈科学、气候变化和可持续

发展联系起来，形成新的科学体系，这里面还

可以做很多工作。今后将和相关领域研究人

员一起，既埋头苦干，又积极开放，同时重视对

年轻人的培养，力争把工作做好。

应对全球变暖需要多方面行动
——访2013年度沃尔沃环境奖得主、中国科学家秦大河

新华社记者 付一鸣 和 苗

科技日报联合国 11月 26日电 （记者王
心见）联合国粮农组织 26日发布一份题为《人

类营养中的奶和奶制品》的报告表示，奶和奶

制品在提高全球贫困人口的营养和生活水平

方面潜力巨大。报告呼吁各国政府加大投资

力度，增加贫困家庭获得奶类食品的机会。

粮农组织报告指出，作为均衡饮食的一部

分，奶和奶制品可以成为膳食热能、蛋白质和

脂肪的重要来源；奶类食品中还含有丰富的微

量营养素，对解决发展中国家营养不良问题至

关重要，因为那里穷人的饮食往往是以淀粉或

谷物为主，而且缺乏多样性。

报告称，虽然不建议年龄在 12 个月以下

的婴儿食用动物奶，但对处于生命最初 1000

天的婴幼儿来说，营养最为关键，而动物奶能

够提供重要的营养物质，促进婴幼儿的生长

发育。

报告指出，因人口增长和收入增加，到

2025 年，预计发展中国家的奶类食品消费量

将增加 25％，但奶类食品价格可能仍然过于

昂贵，超出贫穷家庭的购买能力。报告认为，

小规模乳畜养殖对于贫困家庭特别有益，因为

它不仅能够提供食物和营养物质，而且还能带

来固定收入。

根据报告，目前世界各地约有 1.5亿家庭、

相当于 7亿 5000万人口在从事奶类生产，其中

大部分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摆在各国政府面

前的一项重大挑战是制定包容性政策，鼓励私

营部门投资，帮助这些小农利用发展中国家奶

和奶制品需求不断增加的有利时机，改善他们

的收入水平。

报告强调，虽然“奶”一词已经成为牛奶的

代名词，但是世界不同地区也消费来自许多其

它动物的奶。报告介绍了其它主要乳用动物，

如水牛、山羊和绵羊，以及目前奶品生产中未

充分利用的乳畜，如驯鹿、驼鹿、大羊驼、羊驼、

驴、牦牛和骆驼等。

报告称，开发其它乳畜品种的空间广阔，

能够明显增加农村贫困家庭获得乳品的机

会。同时，其它一些未充分利用的乳畜生产的

乳品具有特殊的营养价值，如马和驴奶中所含

蛋白质的构成使其更适合占人口 2％至 6％对

牛奶过敏的人，驯鹿和驼鹿奶的脂肪和蛋白质

含量很高，而且其乳糖含量不到牛奶乳糖含量

的一半，可以为那些患有乳糖不耐症的人提供

一种乳品的替代来源。

联合国呼吁让穷人有奶喝

▲高分子材料的显微图：左侧图
显示材料出现裂痕，右侧图显示材料
裂痕被修复。

11月 26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沃
尔沃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奥洛夫·佩尔松
（左）和瑞典环境大臣莱娜·埃克（右）为秦大
河博士（中）颁奖。中国冰川学和气候学专家
秦大河博士获颁2013年度沃尔沃环境奖，成
为第一位获得该奖的中国人。沃尔沃环境奖
是全球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领域最具影响力的
奖项，又被誉为可持续发展的“诺贝尔奖”。

新华社发（石天晟摄）

▶王超观察装盛在器皿中具有自
我修复能力的高分子材料。

韩自主研发运载火箭
计划7年后上天

新华社首尔 11月 26日电 （记者彭
茜）韩国未来创造科学部 26 日与有关部

门共同召开韩国国家空间委员会第六次

会议，公布了最新的“国家空间发展规

划”，决定于 2020 年 6 月发射由韩国自主

研发的运载火箭。

据韩联社报道，为了提前应对日益激

烈的全球太空开发竞争，未来创造科学部

决定将自主研发火箭的发射时间从 2021

年 9 月提前至 2020 年 6 月，该火箭将把

1.5 吨级实用卫星送入距地高度 600 至

800千米的低轨道。

韩国已于今年 1 月首次成功发射运

载火箭“罗老”号，但该火箭为韩国与俄罗

斯共同研发。

为推进火箭研发项目，韩国政府将追

加投入 4100 亿韩元（约合 3.86 亿美元），

使得该项目的总投入达 1.96万亿韩元（约

合 18.47亿美元）。

未来创造科学部最新公布了韩国太

空开发中长期计划、太空技术产业化战略

方案、“韩国型火箭”研发计划修订案等 3

个主要航天“大计”。其中包括利用自主

研发的火箭，发射绕月探测器和落月考察

探测器；通过国际合作推动韩国对火星、

小行星等遥远天体的探索；构建太空监测

系统以应对太空垃圾等风险因素。

韩国还将加快研发卫星。除继续研

制多用途实用卫星外，韩国将自主研发携

带光学变焦相机、用于维护公共安全和国

土资源的卫星，制造可全天候观测且搭载

高性能雷达的卫星。

此外，为满足民用需求，开拓全球卫

星市场，韩国将研制新一代中型卫星，加

快研发执行任务范围更广的地球中轨道

及静止轨道卫星。

韩国的太空技术产业化战略方案还

指出，要大幅拓展民间研发规模，对韩国

企业生产的太空产品出口海外提供支

援，持续创造太空产业需求。据未来创

造科学部预计，如果上述“大政方针”得

到落实，2017 年韩国的太空市场规模将

比目前扩大 3 倍多，可创造 4500 个就业

岗位。

福岛第一核电站
开始取出乏燃料棒
新华社东京 11月 26日电 （记者蓝

建中）日本东京电力公司 26 日开始从福

岛第一核电站 4 号机组的乏燃料池中取

出乏燃料棒。自 2011 年 3 月福岛核泄漏

事故以来，这是首次从福岛第一核电站取

出乏燃料棒。

乏燃料是核电站使用过的核燃料，乏

燃料池一般指储存乏燃料的水池。东京

电力公司在本月 18日至 22日的第一次作

业中，取出的都是辐射性不强、移送风险

比较小且未使用过的燃料棒。东京电力

公司指出，虽然这两次取出的程序是一样

的，但是考虑到乏燃料棒的性质，这次作

业时将更为慎重。

4 号机组反应堆所在建筑由于氢气

爆炸而严重受损，如果发生大地震，乏

燃 料 池 有 可 能 崩 塌 ，因 此 为 了 降 低 风

险，取出高温且辐射性强的乏燃料棒是

当务之急。在分析了第一次作业情况

后，东京电力公司认为取出乏燃料棒不

存在问题。

工作人员先将存放乏燃料棒的容器

沉入位于反应堆所在建筑的乏燃料池

内，再利用屋顶的吊车将燃料棒逐一装

入容器内。预计该作业将花费两天时

间，取出的乏燃料棒将运到附近的共用

乏燃料池内保存。

目前，东京电力公司已经取出 22 根

燃料棒，还剩下 180 根未使用的燃料棒和

1331 根乏燃料棒等待取出。预计在明年

年底前，东京电力公司可以完成全部“取

棒”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