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新闻热线：010—58884080
E-mail：kjrbgjb@vip.sina.com

■值班主任 董映璧 责编 聂翠蓉 陈 丹 2015 年 1 月 17 日 星期六
国际新闻 GUO JI XIN WEN

■环球短讯

今日视点

日本再现禽流感疫情
扑杀约20万只家禽

新华社东京 1月 16日电 （记

者蓝建中）由于日本冈山县笠冈市

的一家养鸡场本月 14 日至 15 日检

测 出 了 H5 型 高 致 病 性 禽 流 感 病

毒，冈山县从 16 日开始对该疫点的

约 20 万只鸡进行防疫扑杀。这是

今冬日本发现的第四起家禽感染禽

流感疫情。

当天，除冈山县和笠冈市的约

340名工作人员交替作业外，还有约

100名日本自卫队员参与扑杀家禽。

当天扑杀了约 7.5万只鸡，剩下的鸡

将用3天左右时间全部“清理”完毕。

为防疫情扩散，冈山县政府已

将上述养鸡场周边半径 3 公里范围

设定为家禽限制移动区，把该疫点

周边半径 3公里至 10公里区域划为

家禽限制运出区，并且设置消毒地

点，对这两个限制区内的禽畜运输

车进行消毒。

位于笠冈市大东户地区的这家

养鸡场共饲养了约 20 万只鸡，本月

14 日至 15 日该饲养场所共发现 28

只死鸡。冈山县家畜保健卫生所

15日经检疫确认该养鸡场的 4只死

鸡和 1 只活鸡感染了禽流感病毒。

日本农林水产省随后通报，通过病

毒基因检测，已确认引发上述疫情

的是毒性较强的 H5 型高致病性禽

流感病毒。

2014 年 12 月 16 日至 30 日，日

本宫崎县延冈市、高冈町和山口县

长门市分别有养鸡场出现禽流感疫

情，当地已扑杀约 8.3万只鸡。

斑头雁“过山车”般
飞越喜马拉雅山
据新华社华盛顿 1月 15日电

（记者林小春）在世界上飞得最高的

鸟——斑头雁的眼中，雄伟的喜马

拉雅山也许只是一个巨大的“过山

车”。15 日公布的一项国际性研究

结果显示，斑头雁每年在迁徙飞越

喜马拉雅山时，都采取“过山车”式

飞行策略，像乘坐上升和下降的轨

道一样挨着地面飞过山峰与低谷。

斑头雁是一种高原鸟类，每年

春季在蒙古国、中国青海等地的湖

泊地区交配繁殖，而秋天则南迁至

印度等地越冬，在这个过程中需要

飞越喜马拉雅山。人们过去认为，

斑 头 雁 在 迁 徙 过 程 中 会 持 续 在

8000多米的极端海拔高度飞行。

但发表在最新一期美国《科学》

杂志的一项研究结果推翻了这一说

法，认为斑头雁采用“过山车”式的

飞行模式，帮助其节约能量。

英国、美国、德国等多国研究人

员在多只迁徙飞行的斑头雁腹部植

入装置进行远程监控，并同时记录

其心率、腹部温度和压力以及身体

运动，以了解它们飞行海拔高度及

扇动翅膀的频率。

结果显示，斑头雁大部分时间

并非持续高空飞行，它们的平均飞

行海拔约在 4500 米，但时常“忽上

忽下”。例如，一只斑头雁的飞行海

拔高度曾在 20分钟内速降 1000米，

但在接下来的 1.5 小时内又迅速爬

升 2000多米。

基于心率和身体运动的数学模

型表明，当斑头雁在空气稀薄的高

海拔高度飞行时，其扇动翅膀的频

率会增加，而频率增加会导致斑头

雁的心率以及代谢能量呈指数性增

加，这说明斑头雁维持高海拔水平

飞行会消耗更多能量。因此，尽管

“过山车”般的飞行策略也面临不断

爬升飞越高山而消耗能量的问题，

但总体上这种策略更有效率，总能

量消耗相对较少。而贴着地面飞行

还可使斑头雁得到因地形抬升而产

生的上升气流的帮助，这也会进一

步减少斑头雁飞行能量的消耗。

研究人员还发现，斑头雁的飞

行是靠不断扇动翅膀，例如有一两

只斑头雁在迁徙过程中持续扇动翅

膀约 17 个小时。就飞行高度而言，

虽然监控到斑头雁曾飞行到 7290

米的高度，不过持续时间较短。此

外，8个飞行高度记录有 7个出现在

夜间。研究人员解释说，夜间空气

较冷较稠密，因此“相比白天会减少

飞行的消耗”。

斑头雁体重超过 98％的鸟类，

这意味着它们飞行消耗的能量也超

过绝大多数鸟类。即便如此，斑头

雁依然能轻松飞越世界上最高的山

脉，研究人员在论文结尾感慨，这一

点“特别令人印象深刻”。

科技日报讯 有些科学家想制造出能存世

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东西，有些科学家却想让

他们制造出的东西快速消亡。日前，来自美国

的一个科研团队就想方设法地要让看似经久

耐用的硅制电路在几天甚至十几个小时之内

化为乌有。

他们将这种能够在水或者生物质液体中

存留一定时间而后发生分解的电路称为“瞬时

电路”。该技术将有望在生物医学植入、可降

解传感器以及许多其他半导体设备领域获得

应用。

物理学家组织网 1月 16日报道称，这项研

究由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

约翰·罗杰斯和塔夫斯大学的洛伦左·奥姆内

托领衔，相关论文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上，

他们对各种可溶性半导体材料的性能和溶解

时间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硅这种在今天的

电子元件中最常见的半导体也能溶于水。

研究人员发现，虽然大块的硅需要上百年

甚至几个世纪才能溶解，但硅薄片却能在一个

看似缓慢但仍能被人接受的时间内完成分解，

这个速度大概是每天 5—90 纳米。硅在水中

溶解，会与水反应形成硅酸。而硅酸具有生物

相容性和环境友好的特征，因此完全可以在生

物医学植入和环境监测中进行应用。

在这项新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对二氧化硅

和钨的溶解特性进行了分析，这是他们用来制

造场效应晶体管和环形振荡器的材料。在生物

相容的条件下——温度37摄氏度，pH值7.4，用

钨制成的部件溶解速度大约是 1 周的时间，二

氧化硅组件的溶解速度从3个月到3年不等。

研究人员发现电子设备的溶解速度与材

料的厚度、溶液中离子的类型、浓度，以及制造

二氧化硅原始基板的沉积方法相关。通过显

微镜观察，他们发现，电路的溶解并不是按照

一层一层的方式来进行的，而是有些地方的溶

解速度更快。这是由于一些电路的机械结构

更为脆弱，溶液更容易渗入其中。

虽然有机电子材料也能够实现可生物降

解，但基于硅的电子器件具有性能更好以及使

用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CMOS）制造工艺

能够实现大规模生产的特征。

罗杰斯称，他们在此项研究中最大的一个

发现是，制造传统芯片的工厂完全能够通过选

材、设计以及加工工艺顺序的改变生产瞬时电

路。这将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瞬时电路制造成

本，缩短其技术转化过程。

瞬时电子设备具有非常广泛的应用领域，

特别是在医疗领域当中。例如，它们可以被用

来制造可以溶解的导管；用来监测肾脏、心脏

或肺的可生物降解的传感器；术后用于监测细

菌感染的水溶性电子设备等。在用于环境监

测时，瞬时电路可以从远程位置发送数据，任

务完成后可降解到土壤当中，减少对环境带来

的污染。

罗杰斯说：“我们正在与一些工厂进行接

触，希望能一起制造出更先进的可降解电路和

传感器，让具备水溶性的聚合物电路基底成为

可能，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上述设想都能够成为

现实。” （王小龙）

硅制可降解电路完全可行
可在植入式医疗设备和环境监测领域获得广泛应用

近日，频发的“空闹”成为国内民众和媒

体热议的话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大

洋彼岸，美国发生航班延误或取消的情况并

不少见。在相对健全与合理的法规机制内，

大多数美国人乘飞机出行时会理性地对待遇

到的问题。

美国国土辽阔，是世界上商业航空最

发达的国家之一，拥有一个庞大的商业航

空网络。每天仅国内航线就有超过 1 万架

次航班起降。经过百余年的发展，美国商

业航空在运营、管理、法规机制等方面都日

趋成熟。不过，这并不能为航班准点率提

供保障。相反，在美国坐飞机，遇到航班延

误或取消的情况并不少见。美国航空数据

网显示，仅在今年 1 月份的一周时间里，全

美 就 发 生 了 51853 次 航 班 延 误 ，5672 次 航

班被取消。

出了事，怎么办？先来了解美国航空管

理部门和航空公司相关法规和通常做法。在

美国，由于天气、交通管制或机械问题造成的

航班延误或取消，管理部门对航空公司怎样

补偿旅客并不做硬性规定。不过如果航班取

消，大多数航空公司都会帮助旅客免费预订

下一趟时间最早的航班。

为防止因乘客“订了票却不来”而导致座

位浪费，美国大多数航空公司卖出的机票都

会多于实际座位。当旅客因机票“超卖”导致

行程延误时，美国运输部要求航空公司首先

应征询已办理完手续的乘客是否愿意用放弃

座位换取补偿。航空公司的补偿通常包括现

金、免费机票、餐饮或住宿。

如果没人愿意退出，有乘客无法乘坐原

计划的航班，美国联邦法律要求航空公司首

先应向其出具写有乘客所有权利的书面声

明。如果航空公司无法在该乘客计划抵达时

间的 1 小时内将其送达目的地，他们必须向

这名乘客支付相当于本次单程机票票价 2倍

的赔偿金，最高不超过 650美元。

对于航班延误，美国大多数航空公司的

原则基本一致，即要想方设法满足旅客的基

本需求。如果飞机无法正常起飞或停靠，且

延误时间在2小时以内，航空公司需向旅客提

供充足的食物和水，开放卫生间，提供必要的

医护服务。如果是安全问题或空管中心指令

以外的原因导致飞机在停机坪上滞留时间达

到或超过 3小时，联邦法律规定，运营国内航

线的航空公司必须允许旅客下机。如果航空

公司违反了上述要求和规定，旅客有权向运

输部投诉。违反规定的航空公司将面临巨额

罚金。

乘客“空闹”在美国并不罕见。从当地

媒体的报道看，时有喝醉酒登机闹事的新

闻。这些事件往往以闹事者被当场拘捕而

告终。而普通旅客遇到航班延误或取消，通

常都会理性对待。两年前，记者的一位同事

就经历了类似事件。当时，他从华盛顿乘坐

全美航空公司的航班前往美国西部出差，途

经休斯敦转机。由于天气原因，飞往休斯敦

的航班晚点。抵达时，转机的航班已按原计

划起飞。

当时天色已晚，航空公司通知旅客将在

第二天早上为他们安排下一航班，并提供当

晚的住宿和交通，但没有任何其他补偿。得

知消息后，没有任何一个乘客向航空公司抱

怨或理论，更没有人大吵大闹。大家都安静

地住进了旅馆。

同事问同行的一名妇女，为什么没人找

他们讨个说法？这名妇女回答，在公众场合

吵闹会被人觉得没有教养，是件很丢人的

事。其次，飞机因为天气缘故延迟起飞是为

了所有人的安全，还有什么比安全更重要的

呢。这件事令这位同事至今难忘。

美国如何预防“空闹”
新华社记者 关建武 穆 东

科技日报多伦多1月15日电 （记者冯卫
东）加拿大天体物理学家认为，系外行星拥有

液态水且更宜居的可能性要比之前认为的高

得多。此项研究成果发表在 15 日《科学快

报》上。

科学家们过去认为系外行星的行为与地

球“背道而驰”，其总是对其恒星展示相同的一

面，也就是系外行星与其恒星同步旋转，从而

使其一个半球总是面对恒星，而另一半球则处

于永久的寒冷和黑暗之中。

多伦多大学理论天体物理研究所博士后

杰里米·勒孔特表示，可能拥有海洋的行星上

的气候与地球更为类似。最新研究表明，当系

外行星绕其恒星旋转时，其也会以某一速度自

旋，从而表现出与地球类似的日夜循环。

勒孔特认为，如果这一论断是正确的，那

么系外行星上就不存在将水困在巨大冰盖中

的永久寒夜。不过，系外行星的气候是否会增

强这些行星形成生命的能力还有待深入研究。

勒孔特及其团队通过一个三维气候模型

得出他们的结论，该模型可预测指定行星在其

旋转速度下的大气效应。大气层是影响行星

自旋的一个关键因素，其意义在于足以克服同

步旋转将一颗行星置于昼夜循环模式。

尽管天文学家仍在等待观测证据，但理

论论据表明，许多系外行星应该能够维持一

个跟地球一样的巨大大气层。地球因为拥

有相对稀薄的大气层，大多数太阳光都能到

达地球表面，最大限度发挥热效应，从而使

地球拥有较为温和的气候。通过创建表面

温差、昼夜温差、赤道和两级之间的温差，太

阳热驱动风力对大气层进行重新分布。这

种影响可大到足以克服恒星施加于卫星的

潮汐阻力效应。

研究人员初步相信，大量熟知的地外行星

不应处于同步旋转的状态。研究模型显示，其

拥有类似于地球的昼夜周期，不过其白昼时间

处于数周乃至数月之间。

系外行星或比之前认为的更宜居

新华社华盛顿 1月 15 日电 （记者林小
春）经过约 9 年的星际旅行，美国“新视野”号

探测器 15 日正式拉开“约会”冥王星的序幕，

这是一个从未有过人类探测器做客的太阳系

“小不点”，而“约会”高潮是 6 个月后探测器

“亲密接触”冥王星，然后继续上路不再复返。

美国西南研究所“新视野”项目首席科学

家阿兰·斯特恩在一份声明中说：“‘新视野’号

完成了地球探测器向主要探索目标飞行的最

长旅程，现在我们开始探索啦。”

与钢琴一般大小的“新视野”号于 2006

年 1 月升空，途中绝大多数时间在休眠。去

年 12 月上旬，“新视野”苏醒，之后就一直保

持清醒接受“体检”。目前，该探测器已飞行

了约 48 亿公里，距冥王星的路程仅剩 2.2 亿

公里。

“新视野”号对冥王星的观测共分为三个

阶段，15 日开始第一阶段，一些科学仪器如尘

埃计数器被启用，但对冥王星远程照相还要等

到本月 25 日，这些图像有助于了解冥王星及

其卫星，但更重要的是用于修正探测器到冥王

星的距离。

第二阶段将于 4 月开始，“新视野”号的重

点将不再是导航，而是开始集中精力搞科研。

其中到 5 月中旬，“新视野”号拍摄的冥王星照

片质量将会超过“哈勃”太空望远镜。第三阶

段从 6月下旬开始，属于最后冲刺阶段。

7月 14日，“新视野”号将从冥王星上方约

1 万公里处飞过，这是它与冥王星最接近的距

离。如果“新视野”号以这样近的距离飞掠地

球，它将能看清地球上的建筑物及其形状。此

后，“新视野”号还将继续前行，进入太阳系边

缘神秘的柯伊伯带，这里可能隐藏着数以千计

的冰冻岩石小行星。

冥王星于 1930 年首次进入人类视野，曾

被当作太阳系第九大行星。但国际天文学联

合会于 2006 年对大行星重新定义，冥王星“惨

遭降级”为矮行星。冥王星体积很小且与地球

相距遥远，人们对它知之甚少。

除冥王星外，另一颗矮行星谷神星将于 3

月迎来美国航天局的“黎明”号探测器。谷神

星是火星和木星轨道之间小行星带中最大的

一颗矮行星。美国《科学》杂志日前表示，这两

项任务也许会使 2015年成为矮行星年。

“新视野”正式开始“约会”冥王星

科技日报比勒陀利亚1月15日电 （记者

杜华斌）南非中资企业年度会议今天在比勒陀

利亚召开。中国驻南非大使田学军出席并讲

话。一汽南非等五家企业代表在会上作了经

验交流发言。

田学军在讲话中对过去一年中南经贸关

系取得的重要进展给予充分肯定，指出在世界

经济缓慢复苏、中南两国经济转型调整大背景

下，中南经贸合作不断取得新突破，创造新亮

点，可喜可贺。

田大使在讲话中强调，2015 年将是中南、

中非关系的一个“大年”，希望在南中资企业

牢牢把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精神，牢牢把握

中南关系发展新的历史机遇和工作重点，秉

持正确义利观，做好互利共赢这篇大文章，大

力推进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合作，积极参与并

配合“中国年”和中非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

会议等重大外交活动，切实加强企业品牌形

象和社会责任建设，推动中南、中非务实合作

迈上新台阶。

据 记 者 了 解 ，我 国 目 前 设 在 南 非 的 大

中 型 国 企 和 民 企 约 有 120 余 家 ，总 投 资 达

120 亿美元，为当地创造了 12000 多个工作

岗位。

“走出去”战略在南非取得新突破

新华社东京 1月 16日电 （记者蓝建中）
人们利用木材等生物质资源时，需要分解和

去除其中的木质素，为此需要使用大量能源

和化学药品。日本东京农工大学日前宣布，

该校研究人员及其同行开发出了使木质素更

加容易分解的新技术，有望大幅减少利用植

物制作生物燃料和生物塑料时向大气排放的

二氧化碳。

木质素是木头非碳水化合物的主要组成

物，作用是凝聚纤维素并增强细胞壁的强度。

人们利用木材等制造纸浆和提取作为化工品

原料的纤维素时，需要分解和去除木质素，而

目前在高温高压环境下用碱和酸处理的方法

需要耗费大量能源。

研究人员分离出能分解木质素的细菌“木

质素芳香族化合物降解菌”，并全面分析了与

分解反应有关的基因，结果发现，这种细菌内

有数个基因能有效改变植物合成木质素的代

谢途径。

研究人员将其中一种基因植入拟南芥后

发现，在没有影响拟南芥生长的情况下，木质

素的部分结构发生改变，使其在碱性溶液中的

分解性更强。

研究人员指出，植物体内多蓄积这种分解

性很高的木质素，就可显著减少去除木质素所

需的能源和化学药品，从而大幅减少利用植物

制作生物燃料和生物塑料时向大气排放的二

氧化碳。

相关论文已刊登在英国《植物生物技术杂

志》网络版上。

新技术可使植物利用过程更环保

1月15日，在美国洛杉矶，一名艺术家在博览会现场作画。
当日，第 20届洛杉矶艺术博览会在洛杉矶会展中心面向公众开放，展出包括来自中国的 200多件艺术品。博览会将持续至 18日。

新华社发（赵汉荣摄）

第 20 届洛杉矶艺术博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