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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短讯

■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19 日电 （记者常丽君）世界

变 得 越 来 越 数 字 化 ，人 与 机 器 的 互 动 模 式 也 是 如

此 。 英 国 广 播 公 司（BBC）正 与 伦 敦 的 TP(This

Place)技 术 公 司 合 作 ，开 发 测 试 一 种 能 读 取 脑 波 的

头戴设备，让人们能用意念调换电视节目，以代替

手动遥控器。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18 日报道，该项目的概念论证

实验由 BBC 数字分部商业开发主管塞勒斯·塞罕提

出。这款头戴设备需要与 BBC 正在试行的 iPlayer点播

平台结合。塞罕说，目前它还是一个内部样机，“其设

计是为我们的节目制作人、技术专家及其他用户提供

一种理念”。

在 实 验 中 ，10 名 BBC 工 作 人 员 戴 着“ 脑 控 器 ”

尝试启动 iPlayer，并开始观看节目。该设备能把他

们 脑 灰 质 中 的 电 活 动 转 化 为 对 iPlayer 的 命 令 。 塞

罕 说 ：“ 有 些 人 能 更 容 易 地 操 作 它 ，但 他 们 都 能 设

法 让 它 工 作 起 来 。”一 名 使 用 者 说 这 有 点 难 缠 ，如

果 他 和 儿 子 一 起 看 电 视 ，他 们 可 能 会 用 脑 波 争 抢

不同的节目。

TP公司去年曾开发了一款脑控谷歌眼镜的应用软

件。现在他们开发了意念界面，头戴设备让人们能通

过默想或意念来控制界面。公司创新主管拉塞尔·普

朗科特说：“要做到这一点，我会闭上眼睛，并深呼吸。”

当用户戴上脑控设备并与点播装置匹配时，大众电视

节目就能出现。

屏幕中间会出现一条提示：请默想着进入 BBC 的

iPlayer。开始后，左边栏显示着提高默想注意力，右边

栏是一列节目时间表，用户可以选择上面显示的节目

或剧集。用户的脑波经过了校准，界面循环通过每个

节目，直到用户选择其中一个，选择的节目就会自动播

放，直到用户将注意力返回发现界面。

这一技术可以帮助那些瘫痪病人，他们很难使用

传统的电视遥控器。英国《卫报》的斯图尔特·德雷奇

说：“BBC 的探索并非只是一种噱头，它是 BBC 研究如

何更好地为残疾人服务的一部分。”塞罕说，这一技术

目前还处在早期阶段，但用于数字服务的脑机界面可

能为残疾人带来便利。

BBC 数字多样性与内容部主管托比·迈尔顿认为，

按照技术发展速度，到下个 10 年或 20 年，该技术会达

到极好程度。

“脑控”头戴设备让电视随人意念换台
为那些使用传统遥控器困难的残疾人带来了方便

6 月 19 日，第二届中巴高级别科技创新对话在巴

西首都巴西利亚举行。中国科技部部长万钢、巴西科

技和创新部部长雷贝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来自两

国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和企业的代表就创新平台与创

新环境、新能源与新材料、农业科技、食品技术和生物

技术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万钢在致辞中对中巴科技创新合作取得的成果

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双方应积极落实两国领导人关于

“中巴合作应逐步提高科技含量，利用好高级别科技

与创新对话机制”的共识，让科技合作成为助推中巴

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民生改善的“新引擎”。雷贝洛

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和科技事业的发展成就，表示

巴西把发展对华科技关系列为优先战略，愿进一步加

强同中方在共同感兴趣领域的科技合作。

中国和巴西分属地球东西半球，相隔上万公里，

但深海大洋的隔绝并未成为影响两国及两国人民友

好交往的障碍。中巴建交 40年来，双方在科技、农业、

能源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合作，中国连续 5

年成为巴西第一大贸易伙伴，巴西长期是中国在拉美

的最大贸易伙伴和重要投资目的地，两国务实合作不

仅涵盖传统经贸领域，更拓展到资源卫星、支线飞机、

深海石油勘探开发、生物技术等高技术领域，被誉为

“南南合作的典范”。

科技创新合作成效显著

在中巴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双方科技交流日

益密切，推动科技合作逐渐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在

航空航天、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农牧林业、水产养殖、

医药卫生及能源矿产等领域签有多个合作协议，尤其

是 2009 年 5 月签署的《科学技术与创新合作工作计

划》为未来两国科技合作确定了行动方向与目标。

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成功访巴，两国签署投资、

金融、科技创新、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重要

合作文件多达 56项，总金额约 350亿美元，将两国互利

合作水平推向新高度。2015年5月，李克强总理对巴西

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两国达成《2015年至2021年

共同行动计划》，为中巴双多边领域对话与合作描绘了

新的蓝图。双方签署产能、基础设施建设、金融、航空、

农业、新能源、通信、科技等各领域合作文件35项，涉及

金额达270亿美元。中巴还签署了《关于开展产能投资

与合作的框架协议》，建立起两国政府间产能合作机

制，明确了合作优先方向，并就推进铁路、电力、清洁能

源等领域产业投资合作取得积极进展。

中巴两国联合研制地球资源卫星项目是发展中

国家高科技合作的首创，探索了发展中国家开展高科

技合作的可行路径，为拓展南南合作领域作出了表

率。截至目前，双方已成功发射地球资源卫星 04 星，

并免费向非洲和拉美国家分享卫星图像。中国最大

互联网搜索引擎企业百度在巴西首发葡语搜索引擎，

中国企业华为、中兴在巴西开展“云计算”、大数据技

术、数字城市建设等开拓性合作。这些创新既表明双

方对彼此合作的重视和信心，也展现出中巴合作广阔

的发展前景。

科技创新促进两国共同发展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曲折，各主要经济体增长态势分

化。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促进增长动力多元化。巴西也面临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的

任务，经济转型升级要求更加迫切。在这一背景下，科技

创新合作为两国经济结构调整带来了新的机遇，推动中

巴科技合作在现有基础上提质增效，促进两国共同发展。

一是合作领域创新步伐加快。在促进双边贸易

持续稳定增长的同时，两国政府积极开展电力、农业

等领域产业投资合作，在矿产、石油领域开展上中下

游一体化合作，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并进一步

加强金融、科技创新、互联网合作。

二是创新多样化合作手段。两国进一步加强对

科技项目合作的金融支持，积极探索各种有利于大项

目合作的投融资方式，为双方科技领域务实合作提供

可靠资金保障。

三是拓展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下的科技创新领

域。目前，中巴两国都从各自的技术优势和未来的市

场需求出发，加快在新技术开发和新兴产业发展中的

布局。中国在 7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巴西在航空技术、

海洋工程、生物质能等领域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为

实现产业升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外，民间科技合

作是政府科技合作的重要补充，金砖国家企业之间的

科技合作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会产生积极的

影响，将成为金砖国家产业合作的重要领域。

中国巴西国情不同，文化各异，各自的发展之路

也不相同，正是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成为两国相互取

长补短、实现包容性合作的动力。中巴两国拓宽科技

合作领域，挖掘新的合作动力，未来合作之路将会越

来越广阔。 （科技日报圣保罗6月19日电）

中 巴 科 技 合 作 谱 写 新 篇 章中 巴 科 技 合 作 谱 写 新 篇 章
——写在第二届中巴高级别科技创新对话举办之际

本报驻巴西记者 邓国庆

中巴地球资源卫星04星发射成功

科技日报北京6月 19日电
（记者王小龙）刊登在《自然》杂

志上的一篇报告指出，积极的记

忆似乎能减轻小鼠的抑郁样行

为。研究人员通过实验发现，这

种抗抑郁作用的激活，与积极事

件的有关记忆痕迹被触发相关，

而 不 是 由 积 极 事 件 本 身 触 发

的。对人类抑郁症而言，这一研

究结果极有可能具有治疗意义，

能帮助科学家开发出新型的抗

抑郁疗法，但目前还不清楚怎样

将这一成果转化到人身上。

负 责 此 项 研 究 的 美 国 麻

省 理 工 学 院 科 学 家 利 根 川 进

称，他的研究小组在小鼠大脑

中发现了一个具体的、存储了

记 忆 痕 迹 的 神 经 印 记 。 这 个

神 经 印 记 是 雄 性 小 鼠 遇 到 雌

性小鼠的时候产生的，可被看

作是一个积极的记忆。

在实验中，他们对这些神

经细胞进行了标记，使其可以

被光脉冲激活。而后，小鼠会

被置于各种压力条件下，诱导

其产生类似抑郁症的抑郁样行

为。研究人员发现，如果此时

通 过 人 工 激 活 积 极 的 记 忆 痕

迹，就能瞬间抑制此前出现的

抑郁样行为，缓解小鼠的抑郁

症状。之后的实验显示，重复

激活积极记忆的做法，似乎能

帮助小鼠增加对压力导致的抑

郁样行为的承受能力。但值得

一提的是，将小鼠直接暴露在

积 极 经 验 中 却 并 没 有 什 么 作

用。

在这项实验中被激活的积

极记忆痕迹位于大脑中的海马

体区域，这一区域也被称为海马回、海马区或大脑海马，

主要负责记忆和学习，日常生活中的短期记忆绝大多数

都储存在海马体中。这个区域还被认为有调节压力反

馈的作用，然而这一过程中的精确机制目前还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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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6月18日电 （记者林小春）美国《科

学》和《细胞》18日发表的两项研究认为，一种基于多轮

免疫接种策略的试验性疫苗，也许有潜力遏制艾滋病病

毒感染。

传统疫苗的工作思路是，利用灭活版本的病毒来刺

激人体产生抗体。然而，采用“天然”艾滋病病毒蛋白开

发的疫苗却无法引发有效的免疫反应，这是由于艾滋病

病毒能逃避免疫系统的检测，并快速变异为新的病毒株。

上述两项研究认为，一种成功的艾滋病疫苗需要包

括一系列相关但又略有区别的免疫原，经多轮免疫接种

才能激发人体产生抗艾滋病病毒的广谱中和抗体。这

与传统的“强化疫苗”思路有所不同，传统思路是让接种

者多次接触同一种免疫原。

这 两 项 研 究 都 是 关 于 一 种 叫 做“eOD － GT8

60mer”的免疫原。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等机构对它

进行了测试，结果显示它可结合并激活 B 细胞，而 B 细

胞具有抗艾滋病病毒的作用。两项研究使用了两种不

同的小鼠模型，结果都显示有希望在这种免疫原的基础

上开发出有效的艾滋病疫苗。

《科学》杂志还发表了第三项由康奈尔大学领衔的

艾滋病研究，对一种人工分子复合物进行测试的结果显

示，这种免疫原可激发兔子与猴子产生抗体，阻止一种

艾滋病病毒株的感染。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为这 3项研究提供了资金，它

在一份声明中评价说，这 3篇论文代表着在研发艾滋病

疫苗方面的“一个重要新起点”。

一种新疫苗或有潜力遏制艾滋病感染

6月18日，在匈牙利中部的蒂绍屈尔特，一名男子拍摄蒂萨河里的长尾蜉蝣。
每年的春夏之交，蒂萨河上的大量蜉蝣羽化成虫，婚飞交尾，场面蔚为壮观。短命的成虫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进行交尾，然后凄然死亡。雌虫的卵沉入河底后，

幼虫在河底会呆长达3年的时间，然后才能变为成虫。 新华社发（弗尔季·奥蒂洛摄）

又到蜉蝣婚飞时又到蜉蝣婚飞时

新华社东京6月 19日电 （记者蓝建中）日本研

究人员日前宣布，他们成功从鸵鸟蛋中大量提取能

与导致中东呼吸综合征的冠状病毒强烈结合的抗

体。被这种抗体覆盖的冠状病毒将无法侵入人体细

胞，从而对预防感染发挥强大效果。

鸵鸟受伤后伤口愈合极为迅速，京都府立大学教

授塚本康浩等人注意到鸵鸟强大的免疫力，他们研究发

现鸵鸟产生抗体的能力非常强，于2008年开发出了利

用鸵鸟蛋大量提取抗体的技术。在2008年新型流感流

行时，推出了带有新型流感病毒抗体的口罩，去年又利

用鸵鸟蛋提取出了能与埃博拉病毒结合的抗体。

研究小组将冠状病毒表面蛋白的一部分作为抗

原注射到鸵鸟体内，最终从鸵鸟蛋中获取了在鸵鸟体

内生成的抗体。由于这种表面蛋白的作用，冠状病毒

会吸附到人的细胞上，但是这种抗体能覆盖住病毒，

阻止它侵入人体细胞，从而达到预防感染的效果。

目前，共同开展此项研究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

学研究所正在验证抗体的效果和副作用。

由于尚未被批准为治疗药物，这种抗体尚无法直

接注射到人体内，不过将含有抗体的喷雾剂喷到手、

口罩、门把手等上面，将有助于预防感染。研究小组

目前已经开始大量生产含有这种抗体的喷雾剂。

鸵鸟蛋中可提取中东呼吸综合征抗体

据新华社旧金山6月 18日电 （记者马丹）美国

俄克拉何马州近年来地震频发，斯坦福大学研究人

员 18 日在美国《科学进展》杂志上报告说，导致这一

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当地企业把用水压裂法开采油

气时产生的大量含盐废水回注到地球深处沉积层。

俄克拉何马州在 2008 年之前每 10 年只发生一

两次中小规模地震，但近几年中小规模地震急剧增

多，仅 2014 年就发生了 24 次。科学家认为有可能发

生更大、有潜在破坏性的地震。

斯坦福大学教授马克·佐贝克等人发现，该州近

年来地震最多的 3 个地区都是随着油气作业废水处

理增多而频发地震的，而废水处理相对较少的地区

则没有出现地震次数增加的现象。

他们还发现，废水的主要来源是自然界中与地

下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共存的含盐水。开采公司把这

种所谓“产出水”从萃取的油气中分离出来，通常又

通过注水深井将其回注到地表以下 7000 英尺（约合

2133米）深的阿巴克尔沉积层。

研究人员说，随着向上述 3个地区阿巴克尔沉积

层回注的废水增多（从 1997 年的每年 2000 万桶增加

到 2013 年的每年 4 亿桶），断层所受的流体压力剧

增，这加速了断层活动引发地震的过程。

这一发现有助于人们研究如何防止这类地震的

发生。佐贝克认为，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停止把

“产出水”回注到阿巴克尔沉积层，而改为回注到深

度较浅的产油石灰岩层。

油 气 作 业 引 发 地 震 机 制 揭 开

科技日报巴黎6月 19日电 （记者李宏策）第三

届中法血液学高峰论坛 6 月 15 日在巴黎埃菲尔铁塔

珀尔曼酒店举行，中法血液学界 60 余名专家学者一

道探讨了血液学领域的最新进展，积极推进中法、中

欧血液学界的合作和交流。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中

华医学会会长陈竺院士特意给论坛发来视频致辞。陈

竺说，中法血液学高峰论坛注重青年医生学者以及来

自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医生加入到中法血液学交流中

来，这是很好的创新，希望越来越多科学家继续加强和

中国同道的合作，谱写文化交流和科学创新的新篇章。

在论坛期间，法国国家癌症中心主席布赞教授获

颁“中法血液学交流卓越贡献奖”，以表彰其多年来推

进中法血液学研究和抗癌事业合作的积极贡献。

此外，令人瞩目的高水平专业奖项——2015 年

度法国圣安东尼 EBMT（欧洲血液与骨髄移植协会）

成就奖，颁给了中国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吴德沛

教授团队和法国马赛保利卡梅特研究所的布莱斯教

授团队，以表彰他们在骨髓移植和细胞治疗领域以

及中法医学科学发展和交流方面的成就和贡献。

巴黎举办第三届中法血液学高峰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