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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讯 英国和日本研究人员合作

开 发 出 一 种 超 分 子 组 装 的 新 方 法 ，有 望 带

来 比 硅 材 料 性 能 更 优 越 的 分 子 电 子 设 备 ，

比 如 用 巴 基 球 制 造 的 柔 软 电 视 屏 幕 ，为 人

们 带 来 全 新 的 视 听 体 验 。 研 究 人 员 认 为 ，

这种方法有着巨大应用潜力，有可能推动新

材料生产的变革。相关论文发表在 6 月 22 日

的《自然·化学》杂志上。

相邻分子间存在微小的作用力，超分子组

装就是利用了这种非共价键的微小力的累加

效应，来形成有序的结构。新方法集中在研究

分子间的作用力上，特别是那些“两亲”分子。

“两亲”分子包含亲水和憎水两个部分。如家

用洗涤剂就是靠两亲分子之间相互作用来去

除污渍：一端是亲水基，容易与水结合形成分

子键，另一端是憎水基，喜欢和油性物质结

合。如把洗涤剂加入到脏水中后，其分子会转

动方向使憎水基朝向油污，聚集在油污周围形

成分子团簇。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6月 22日报道，新方法

由英国基尔大学马丁·霍兰拜小组与日本国家

材料科学研究所的中西隆（音译）小组合作开

发，他们借用了“两亲分子组装”的概念，将其

进一步扩展成“亲溶剂基”和“憎溶剂基”，成为

一种通用的普适方法。

实验中用的两亲分子是经过剪裁的“巴基

球”，但带着一条长尾巴，就像“分子蝌蚪”。巴

基球是由 60 个碳原子（C60）构成的足球状分

子，也叫富勒烯。将两亲分子加入溶剂中，“蝌

蚪”尾巴会相互作用，使分子形成巴基球的核

心和碳链的外壳。在混合物中添加正烷烃，分

子组装成了胶束和含绝缘 C60 纳米线的六角

形胶纤维；加入纯 C60并提高π共轭材料的比

例，分子组装成了片装间层结构。这些结构含

有很大比例的光电活性材料，显示出一定的光

导电性。

在这种灵活性的超分子组装新方法中，化

学结构和添加剂（溶剂或 C60）的微小变化，就

能产生极为多样的结构。这种深入控制复杂

分子自组装的程度，是以往达不到的。

研究人员指出，这一新成果有望对“分子

电子学”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碳基电子设备可

能替代传统的硅技术产品。新的分子电子元

件只需调整分子间作用力达到最优化，就能大

大提高设备性能，使效率更高而能耗更低，带

来柔韧灵活、多功能的工具设备和更廉价的产

品，如智能手机、电视屏幕等。到 2018 年的下

一届世界杯赛时，人们可能就在用“分子足球”

看足球了。

（常丽君）

科学家开发出超分子组装新方法
有望带来比硅材料性能更优越的分子电子设备

与我国的职业教育相比，大多数发达国

家的职业教育体系起步更早，社会认同度更

高，为本国经济发展和维持较高就业率发挥

着重要作用。

奥地利：近 80％适龄
学生选择职业教育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奥地利的中学生

并不那么重视高等学历，也不将其视作获得

良好职业生涯的唯一途径。据 2010 年奥地

利经济教育研究所发布的数据，近 80％完成

九年义务教育的学生选择进入职业教育体

系。奥地利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以及在学

生就业、收入、福利及岗位升迁等方面提供的

相应保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奥地利《学徒法》规定，在职业学校学习

的同时，学生也将进入企业实习并获得学徒

工资。这些学生一旦毕业，也意味着学徒期

满，之后学生实习的企业有义务雇用其至少

3 个月。因此在奥地利，职业学校的毕业生

不存在一毕业即失业的现象。

即便选择了职业教育，学生们也可以在

职业教育的最后一年，有针对性地增加“综合

性科技”知识课程，毕业后依然有机会进入高

等专科大学甚至综合性大学，读取学士、硕

士、博士学位。

德国：“双轨制”职业教育
企业承担大部分开支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高失业率尤其是

年轻人高失业率，成为欧元区各国亟待解决

的问题。相比之下，2013 年 3 月德国发布的

25岁以下年轻人失业率仅为 7.6％，在欧盟国

家中最低。这个耀眼的成绩，很多人认为归

功于德国的“双轨制”职业教育体系。

“双轨制”职业教育体系，就是学生一半

时间在职业学校学习，一半时间在企业实习

工作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体系可以让学生

学习联系实际，学前与企业签订协议，学习期

间同时获得工作经历，还可挣到实习工资。

在德国，企业承担职业教育学制的较大

部分开支。这样，学生从十五六岁开始便进

入就业体系，一定程度上节约了国家教育经

费。企业负责承担学生在企业进行职业培训

的所有费用，并向学生支付一定的生活津贴。

日本：私立职业学校为主
学生应聘公务员不受歧视
日本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在国际上享有盛

誉，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日本企业，尤其是制

造业企业内的大量高技能人才。而这些高技

能人才的供应，不能不归功于日本行之有效

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

日本的职业学校以私立为主，但可以根

据国家公共培训计划的大小从政府部门获得

相应的经费。厚生劳动省和有关省批准和授

权职业学校开展职业资格鉴定工作。许多行

业协会和知名国际公司也与学校合作，共同

颁发资格证书。

为了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文部省

为专门学校毕业生颁发“专门士”称号，相当

于准学士学位，在学生继续深造和应聘国家

公务员等方面给予同等待遇。

高技能人才哪里来？
——海外职业教育扫描

新华社记者 施雨岑 刘奕湛

科技日报讯 美国佐治亚大学的一项研究

发现，他们对能降解木质纤维素的细菌嗜热木聚

糖酶进行遗传改造后，其直接将以柳枝稷为原料

的生物质能转化成了乙醇燃料，发表在最新一期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该研究未来有望实

现工业化生产，生产出物美价廉的燃料。

在利用柳枝稷和巴茅根等非食物农作物

生物质能制造具有成本效益的生物燃料的过

程中，面临的一个主要“拦路虎”是利用微生物

发酵制造乙醇之前，要对植物进行预处理—将

植物的细胞壁破解，科学家们一直没有找到很

好的办法，因此，也拖慢了科学家们用生物质

能生产生物燃料的步伐。

现在，佐治亚大学富兰克林文理学院遗传

学系教授珍妮特·威斯特菲尔玲和该校生物能

源科学中心（由美国能源部资助）的研究人员，

历时两年半的研究，对细菌嗜热木聚糖酶进行

了遗传改造，经过改造后的菌株成功地承担了

拆解植物生物质能细胞壁的任务，摒弃了预处

理过程。

威斯特菲尔玲及其同事删除了嗜热木聚

糖酶的一个乳酸脱氢酶基因，引入了制造乙醇

的热纤梭菌的一个乙醛/乙醇脱氢酶基因，经

过遗传改造的嗜热木聚糖酶因此拥有了把糖

发酵成乙醇的能力。研究结果表明，这种经过

改造的嗜热木聚糖酶菌株把柳枝稷生物质能

转化成了它的总发酵终产物的 70%，相比之下

野生型菌株的产量为 0。

威斯特菲尔玲说：“现在，不需要任何预处

理过程，我们拿过柳枝稷，将其磨成粉末，添加

低成本的、极少量的盐培养基，在另一端就能

得到乙醇，最新研究朝着一种经济上可行的工

业过程迈出了第一步。”

威斯特菲尔玲表示，自然界的很多微生物

都被证明拥有非常强大的化学和生物学能力，

但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研发出好的遗传系统来

使用这些微生物，系统生物学使我们可以对生

物体进行操控，让它们完成此前根本无法做到

的事情，最新研究就是最好的例证。

得到的生物燃料除了有乙醇，还有丁醇和

异丁醇（可与乙醇相媲美的交通燃料）以及其

他燃料和化学物质。威斯特菲尔玲说：“最新

研究是一个开始，证明我们可以对生物体进行

操控，生产出真正可持续的产品。” （刘霞）

利用经遗传改造的细菌

美将生物质能直接转化为乙醇

袜子和玩具，这类低成本、低附加值、劳

动密集型的产品曾经入不了一向视高收入、

高 技 术 、高 附 加 值 为 圭 臬 的 美 国 制 造 业 的

“法眼”。然而最近，美国商务部正试图说服

企业主们，这些商品也可以在美国生产，并

且获利。

在刚刚结束的“‘选择美国’夏季论坛”上，

主办方美国商务部告诉前来参会的企业家们，

袜子、玩具与信息技术服务和有轨电车一样，

也可以回流到美国本土生产。会议除了邀请

惠而浦、沃尔玛等大型制造业主和采购商外，

还请来科乐思玩具厂和黎塞留制袜厂的代表，

请他们介绍将工厂从海外迁回美国后取得的

不俗业绩和成功经验。

商务部此举凸显了奥巴马政府力促制造

业回流的广度和力度。奥巴马在第二任期的

首份国情咨文（2013年）中提出“让美国成为新

增就业和制造业的磁场”，此后出台一系列措

施鼓励企业回流。一年多来，美国强调大力振

兴属于传统强项的高端制造业，尽可能夯实中

端制造业，同时不放弃纺织、玩具等处于价值

链低端的消费品的生产。随着美国国内外商

业环境的变化，选择回流美国本土的制造业企

业的数量在增加。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上周发布的一份报

告认为，金融危机结束以来，美国制造业产出

增加了 30％。同时，2010 年以来，制造业创造

了 64.6 万个就业岗位，为 1990 年以来的最快

增速。

波士顿咨询公司 2012 年对 100 家来自纺

织、电子等产业的美国公司进行调查，只有 7％

的受访者表示正在将工厂迁回美国。一年半

后，这一比例升至 13％。波士顿咨询公司估

计，重振制造业将为美国在 2020 年底带来 350

万到 500万个就业机会。

美国商务部长彭妮·普里茨克在论坛上

表示，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回流正是看重美

国强大的法制环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稳

定的金融市场、世界级的大学、富有活力的

供应链、稳定丰富的能源供给和强大的消费

者群体。

商务部首席经济学家苏珊·黑尔珀在论坛

上说，“美国制造”具有许多优势，包括可以缩

短运输时间和库存交货时间，以便更好地适应

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和减少成本。在多数新兴

市场生产的产品运回美国销售在登记、清关、

运输过程中需要耗费较长时间。

美国在人工成本上与别国的差别也在缩

小。哈佛商学院教授威利·石的研究显示，

2000 年初，美国制造业的人工成本是中国的

10倍，这一差距在 2014年缩小到 3倍。降低生

产成本曾是很多美国公司外包制造业的重要

动因，但是美国家电制造商惠而浦集团主席杰

夫·费廷表示，美国在劳动生产率以及适应市

场需求的韧性等方面仍然比其他国家更胜一

筹。同时，公司的调查发现美国消费者更倾向

于购买在美国生产的产品，这坚定了回流生产

线的计划。

国际零售巨头沃尔玛去年宣布将在未来

十年采购价值 2500 亿美元的“美国制造”商

品。沃尔玛负责美国地区的高级副总裁米歇

尔·格洛克勒在论坛上表示，美国商品在众多

领域都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沃尔玛还将在 5

年内捐出 1000 万美元，鼓励纺织品制造和常

规消费品制造的创新。

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

员西奥多·莫兰和林赛·奥尔登斯基的最新研

究数据显示，1988 年至 2011 年间，美国制造业

中产出增长最快的门类包括半导体、电脑、交

通设施、铁路车辆和医疗设备等。增长最慢的

门类则包括服装、鞋类、皮革制品、烟草、陶瓷

制品等。

美国力促制造业回流
新华社记者 刘 劼

6月 22日，在英国伦敦摄政街，人们参观

“老爷巴士”展。

当日，约50辆不同时期的巴士在英国伦

敦摄政街展出。此次活动由伦敦交通局和伦

敦交通博物馆共同举办，展出 19 世纪 20 年

代至今的各种伦敦巴士，以庆祝 2014 伦敦

“巴士年”。

新华社记者 殷刚摄

防晒不能
只依赖防晒霜
新华社伦敦 6月 12日电 （记者

刘石磊）英国一项最新研究发现，防晒

霜对预防皮肤癌的功效有限，要保护

皮肤健康，应该多种防晒措施并用。

恶性黑素瘤是致死率最高的皮

肤 癌 之 一 ，也 是 英 国 第 5 大 常 见 癌

症。此前研究已知，过度日晒是引发

此类疾病的重要因素，但紫外线对皮

肤细胞内脱氧核糖核酸的破坏机制

尚不明确。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等机构研究人

员在新一期《自然》杂志上报告说，他

们通过动物实验对紫外线提升恶性黑

素瘤风险的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发

现，紫外线照射引发名为“p53”的基因

出现缺陷，这是一种重要的抑癌基因，

对于调节细胞周期、防止细胞出现癌

变有重要作用。

进一步研究发现，防晒霜虽然可

以延缓紫外线对皮肤细胞脱氧核糖核

酸的破坏过程，但无法从分子层面为

皮肤提供完全的保护，也不能从根本

上防止癌变发生。例如，实验显示，常

用的 SPF50级别的防晒霜最多可将实

验鼠在日晒后患上皮肤癌的时间延长

约 30％。

研究人员说，晒伤意味着脱氧核

糖核酸受损，会增加皮肤癌风险。有

些人觉得，涂抹了防晒霜就可以毫无

顾忌，从而在阳光中暴露更长时间，

其实这反而会增加患皮肤癌的总体

风险。

这项研究首次从分子层面证实，

防晒霜并非万能，采取多种防晒方法

才能起到更好效果。

科技日报讯 麻省理工学院和维也纳大

学的研究人员创建出一种揭示活体动物整个

大脑神经活动的成像系统，并生成毫秒级的

3D 影像，可以帮助科学家了解神经元网络如

何处理感觉信息并产生行为。该研究成果刊

登在近日的《自然-方法》上。

研究人员使用这种技术成像秀丽隐杆线

虫每个神经元的活性，因此，它是唯一一个已

知整个神经接线图的生物。该 1 毫米蠕虫有

302 个神经元，将其每个自然行为，如爬行成

像。还观察其神经元对感官刺激的反应，如气

味。以及一条斑马鱼幼虫的整个大脑，提供了

比以前更为全面的神经系统活动的信息。

该研究团队的领导者之一、麻省理工学院

生物工程和脑与认知科学副教授埃德·博伊登

说，“只看大脑中的一个神经元活动是不能了解

信息是如何被计算的，因此还需要知道其上面的

神经元在做什么。而为了解既定神经元的活动

意味着什么，必须能够看到下游的神经元在做什

么。总之，如果想了解信息是如何从感觉集成到

所有的动作，就必须看到整个大脑的活动情况。”

新的方法还可以帮助神经科学家了解更

多有关大脑疾病的生物学基础。博伊登说，

“我们真的不知道，对于任何脑部疾病，参与其

中的确切细胞。在整个神经系统调查活动的

能力可能有助于找出那些涉及脑部疾病的细

胞或网络，引导出新的治疗思路。”

神经元编码信息，包括感官数据、运动计划、

情绪状态和想法。利用称为动作电位的电脉冲，

其闪光时引发钙离子流进每一个细胞。当工程荧

光蛋白与钙结合而发光，科学家便可视化放电的

神经元。然而，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办法将这种

神经活动在一个大容积的三维空间中高速呈现。

用激光束扫描大脑可以产生神经活性的

3D 图像，但需要用较长的时间来拍摄图像，因

为每个点都必须单独进行扫描。该研究小组

想实现类似 3D 成像的效果加速这个过程，只

在毫秒的瞬间看到神经元发生放电。

据《每日科学》、物理学家组织网报道，该

方法是基于一种被称为光场成像广泛使用的

技术，通过测量光的入射光线角度建立 3D 图

像。此前执行光场成像的显微镜已被开发。

研究人员优化了光场显微镜，并将其首次应用

到神经活动的成像。

用这种显微镜，由样本发射的光通过在不

同方向折射光的透镜阵列成像。样本的每一

个点产生约 400种不同的光点，然后可以使用

计算机算法重建 3D结构。

研究人员说，“如果在样本中有一个发光

分子，并不是仅仅将其如普通相机的做法重新

调整成一个点，而是这些微小的镜头将光投射

到许多点上。由此，可以推断出这个分子在三

维空间的位置。”

研究人员说，光场显微镜的缺点是分辨率

不如慢慢扫描样本的技术好。当前的分辨率

足以看到单个神经元的活动，而研究人员现在

努力改进它，以便显微镜也可被用于部分神经

元的成像，如从神经元的主体分支出来的长树

突。他们也希望能加快计算过程，目前需几分

钟的时间来分析一秒钟成像的数据。

研究人员还计划将该技术与光遗传学结

合，使神经元放电由对细胞工程表达光敏蛋白

闪亮的光进行控制。通过用光线刺激神经元

和观察大脑的其他地方，科学家能够确定哪些

神经元参与了特定的任务。

哈佛大学物理学教授萨穆埃尔说，这种做

法似乎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方式，加快生成

活的、移动着的动物行为相关的神经元活动的

3D 图像。未来许多实验室都有可能将其采

用。 （华凌）

新技术使蠕虫神经系统 3D可视化

国际团队完成
桉树基因测序
新华社堪培拉电 （记者徐海静）

一个国际团队近日在《自然》杂志网站

上报告说，其成员完成了对桉树的基

因测序，这将有助于保护几乎完全以

桉树叶为食的澳大利亚树袋熊。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11 日发布声

明说，该校研究人员与他国约 30 家机

构的同行合作完成了对桉树的基因测

序。结果显示，桉树基因组含有 6.4亿

个碱基对，包含超过 3.6万个基因。其

中有 113 个基因与桉树合成碳氢化合

物——萜烯有关，这种物质使桉树油

具有独特的味道。

受人们喜爱的树袋熊几乎完全以

桉树叶为食，但桉树有约 700 个品种，

有些品种的桉树叶能让树袋熊吃起来

没够，而对其他某些种类的桉树叶，树

袋熊从来不碰。对此，研究人员还无

法深入地解释。本次基因测序能让科

研人员更便于分析桉树，帮助他们了

解树袋熊的喜好，有利于保护这种珍

稀动物的栖息地。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卡

斯滕·库勒姆说：“破译基因密码将帮

助我们理解澳大利亚生态系统中的一

种基础物种（即桉树），以及它是如何

影响从真菌到树袋熊等其他物种的。”

据介绍，这一基因测序成果还有

助于防治桉树林虫害，并有望促进利

用桉树油生产航空燃油的研究。

日本计划在南极
新建科考基地
新华社东京6月23日电 日本正

计划在南极内陆新建一个科考基地，

其主要目的是钻取约有 100万年历史

的冰芯，用于研究地球气候历史。

据日本《每日新闻》网站 23 日报

道，约有 100 万年历史的冰芯被认为

存在于南极冰盖下约 3000 米深处，接

近南极大陆岩石。目前日本在南极

运营的科考基地有“昭和”基地和“富

士圆顶”基地。日本研究人员认为，

“富士圆顶”基地以南数十公里处是

适合钻取冰芯的新基地候选地。

按计划，新基地将于 2025 年前建

成，届时将有 10 人常驻，主要进行冰

芯钻取作业。

迄今人类钻取的最古老冰芯约

有 80 万年历史。日本曾于 2006 年在

位于南极内陆的“富士圆顶”基地钻

取到约有 72万年历史的冰芯。

南极冰盖被极地学家称为“地球

环境的时间胶囊”，在漫长的岁月中，

有大量气泡和杂质被封冻在南极冰

层中。通过钻取南极冰芯加以分析

研究，科学家能够获取几十万年来气

候变化的相关信息。这对了解地球

历史、预测全球气候及环境演变具有

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