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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短讯

■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6月 30日电 （记者王小龙）内燃机

因其较低的能量转换效率备受诟病，科学家们一直试

图改善这种状况。日前，中美科学家联合开发出一种

能从汽车车轮与地面的摩擦中收获能量的纳米发电

机，有望将此前白白浪费掉的能源回收。据称，该装置

能将车辆的燃油效率提高至少 10%。相关论文发表在

近日出版的《纳米能量》杂志上。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材料和工程学副教

授王旭东（音译）和他的博士生毛岩超（音译）在这个设

备上已经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研究。他们认为，这是一

种全新的能源再利用方法，纳米发电机最终将为汽车

制造商提供一种创新的方法，让车辆获得更好的能源

使用效率。

摩擦电效应是指两个不同对象由于接触和摩擦所

产生的带电现象。纳米发电机就依靠这种摩擦电效

应，从路面和车辆车轮之间电位差的变化来获得电

能。王旭东说：“纳米发电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式，

来采集那些通常白白浪费掉了的能量。轮胎与地面之

间的摩擦大约消耗了车辆燃油的 10%。这些能量几乎

是被浪费掉了。因此，如果我们可以将其再次转化为

电能，将能大幅提高车辆的燃油效率。”

据了解，这种纳米发电机依靠集成到车轮上的分

段电极来发电。当这部分轮胎表面与路面接触时，两

个表面的摩擦会因摩擦电效应产生电荷。在最初的实

验中，王旭东和他的同事使用玩具车和发光二极管

LED 来证明这个概念。它们将电极附着到玩具车的车

轮上，当玩具车在地上行进的时候，就能点亮 LED 灯。

实验显示，摩擦引起的电子运动产生的电能足以驱动

LED灯，这些能量完全可以被收集和再利用。

研究人员还确定，这种摩擦发电的效率与汽车的

重量和速度有密切的关系。根据车辆和其行驶状态的

不同，发电量会有相应的变化，不过总体上估计，这种

装置大约能将车辆的燃油效率提高至少 10%。

王旭东说：“这类能量有着巨大的潜能，我们认为，

对这些能量的充分利用意义深远。”

摩擦起电 开车就能发电

纳米发电机可从车轮“捡获”电能
研究人员将纳米发电机置于玩具车的车轮上

第 65届诺贝尔奖获奖者大会 6月 28日至 7月 3日

在德国林道举行，这是小城林道每年 6 月最后一周的

传统活动，今年有 67 名诺奖得主与来自 88 个国家的

650 名优秀青年学者和学生相聚在一起，进行学术交

流，对话科学人生。德国总统高克参加了大会开幕式

并致词。

参会中国学者人数多、素质高

参会的青年科学家和学生是从上万名申请者中

经过多轮评委评比，精心挑选出来的。参加诺贝尔奖

获奖者大会有严格的参会条件，要求有各国学术机构

的推荐，在国际专业杂志上发表过学术论文，有流利

的英语会话能力，年龄不超过 30 岁，博士后年龄在 35

岁以内。中国参加本届大会的人数共 30名，是继东道

主德国之后参加人数最多的国家。

据中国学生代表团的领队、中德科学中心赵妙根

副主任介绍，中国学者的选拔和组团工作由中德科学

中心负责，并得到教育部、中科院的鼎力支持。中德

科学中心与诺贝尔奖获奖者大会基金会共同组成评

委会，共同审核申请参会学者的学术水平，并进行包

括英语能力的面试。与其他国家参会者不同，此次中

国参会者都是已参加科研工作的博士研究生，素质相

当高，深得主办方的满意。

从前几届情况看，中国参加过诺奖大会的学者

中有三分之二去了美、德等国深造，有人还被诺贝

尔奖得主招为弟子。这些人在国外经过几年锻炼，

将来回国后将挑起大梁，成为国家科技领域的风云

人物。

有机会与诺奖得主面对面，不仅让中国年轻学者

兴奋不已，也让他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诺贝尔奖离

我们还有多远？自从 1901年诺奖设立以来，这项自然

科学领域的最高荣誉一直为欧美等国学者所拥有，与

中国科学家无缘。改革开放 30多年来，中国经济和科

技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诺贝尔奖似乎依然与

我们无缘，究竟我们还缺少什么？

科学赞助人支持诺奖大会65年

科学事业需要有热心人支持，诺贝尔奖获奖者大

会的创始人贝纳多特伯爵就是一位非常虔诚的科学

赞助人。1951 年，德国刚刚从废墟中站起来，诺奖得

主和著名科学家纷纷迁居国外，德国与国外的科技交

流陷于停顿，在这种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莱纳特·贝纳

多特伯爵，这位瑞典维多利亚女王的亲孙子倡议组办

诺贝尔奖获奖者大会，以促进德国与世界的科学交

流。2004 年贝纳多特伯爵去世后，其夫人索尼雅·贝

纳 多 特 女 伯 爵 继 续 领 导 和 组 织 每 年 一 届 的 大 会 。

2008 年索尼雅病逝后，其女儿贝蒂纳·贝纳多特女伯

爵又继承了家族的这项事业。迄今，诺奖大会已举办

了 65 届，从未间断，赞助科学事业已成为贝纳多特家

族的传统和荣誉。

德 国 自 古 以 来 就 有 科 学 赞 助 人 这 一 称 呼 ，许

多王公贵族以赞助文化、艺术和科学事业为荣，并

由此推动了国家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中国在历

史 上 也 不 乏 这 样 的 乐 善 好 施 者 ，近 代 史 上 有 名 的

徽商中就有许多这样的人，如胡雪岩、程白庵等。

他们或捐款建学堂，或赞助学子留洋，视教育和文

化 事 业 为 己 任 。 中 国 现 在 亦 有 许 多 这 样 的 热 心

人，但与德国相比，国内资助科教和文化事业的风

气还不够浓厚。德国有许多类似贝纳多特家族的

私 人 基 金 会 ，如 克 虏 伯 基 金 会 ，专 门 资 助 科 教 事

业，包括资助青年科学家和研究项目，而这样的事

例在中国还很少。

得奖需要诚信、创新和平常心

良好的社会风气是培养科学人才，甚至诞生诺

贝尔奖得主的必要条件，而一种浮夸的、缺乏诚信的

社会风气是很难造就诺贝尔奖得主的。中国的年轻

科学家要想将来问鼎诺贝尔奖，首先要学习诺奖得

主是如何做人的，这也是诺奖大会为青年学者创造

与大师面对面对话机会的一个目的。诺贝尔奖得主

一再告诫青年学者，学术造假蒙骗不了多久，因为世

界上有许多优秀的实验室，都在开展某一方向的研

究，很容易进行验证，所以造假虽然可以获得一时好

处，但结果都很糟糕。

中国人难以问鼎诺贝尔奖的最大问题还是创新

精神不够。诺奖是奖励基础科学领域的重大发明和

发现，这些成果是前所未有的，且对科学技术发展有

重大推动作用。诺奖强调的是首创性，而不是在别人

基础上的改进或模仿。“填鸭式”教育从某种程度上扼

杀了人的创新精神。许多中国学者即使在国外科研

环境下，也只能是很好的助手，却难以成为学术带头

人。创新是发明研究的兴趣所在，许多诺贝尔获奖者

认为，自己成功的秘密就是对研究的对象有浓厚兴

趣，并能坚持不懈。

有创新精神，还需要有平常心，这也是许多诺贝

尔获奖者的真实体会。搞科学研究的人都希望出成

果，但能否出成果，甚至获得诺贝尔奖，不是自己能决

定的，有许多偶然因素。许多诺奖得主都是在其成果

发表十多年后才被评奖委员会选中，自己都没想到，

因此，他们首先感到的是幸运。参加大会的诺奖得主

希望年轻学者对于学术成果一定要有一颗平常心，诺

贝尔奖的获得没有必然，只有偶然。

（科技日报柏林6月30日电)

科研要有爱心科研要有爱心、、恒心恒心、、平常心平常心
—— 记 第 65 届 诺 贝 尔 奖 获 奖 者 大 会

本报驻德国记者 顾 钢

诺贝尔奖获奖者的照片显眼地矗立在林道的城市街头。 本报记者 顾钢摄

中国和欧盟 6 月 29 日在布鲁塞尔

发表了《中欧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以下

简称《声明》），对此欧盟和一些机构的

专家表示，应对气候变化双方有广阔的

合作前景，中国正寻求发展低碳经济，

欧洲有大量经验可供分享。

《声明》指出，中欧双方认识到他们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这一人类面临的重

大挑战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强调双方致

力于携手努力推动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

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欧盟

委员会主管气候行动与能源事务的委员

米格尔·阿里亚斯·卡涅特对新华社记者

表示，欧洲已经历过很多中国当下正面

临的难题，如空气污染、环境恶化、城市

人口流动带来的挑战等，因此欧洲有大

量经验可与中国分享。

他指出，欧盟和中国是“天然的伙

伴”，正如《声明》中提到的，双方将在碳

市场、清洁和可再生能源、低碳技术等

方面展开合作，这已经成为双方关系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欧中两大经济

体在碳市场方面的成功探索也将为世

界其他国家树立榜样。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高级顾问、主管

碳市场论坛的安德烈·马尔屈指出，欧

盟和中国的双边合作为巴黎气候大会

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提供了一个建立

互信和信心的平台。

他表示，中国当下面临很好的机

遇，在国家范围内引入碳定价体系，而

且中国在引入国家碳交易市场方面，已

经通过试点项目做了充分的准备。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

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政策分析师弗格斯·
格林指出，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些

领域拥有经验，可以帮助包括中国在内

的其他国家制定政策和措施，推动可再

生能源的使用、建立绿色金融机制、加

快向低碳经济转变等。目前，欧盟与中国在碳市场方面

正在展开合作，但双方在法律、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存

在差异，因此一些经验做法也不能简单地生搬硬套。

格林认为，从清洁技术的早期研发到示范推广，欧

盟在发展清洁技术创新及提供资金方面可以发挥更重

要的作用。投资清洁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将为欧

洲的经济增长和繁荣提供强大的基础，同时加快推动其

温室气体减排。

世界自然基金会欧洲政策办公室的贾森·安德森强

调，考虑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是客观

存在的事实，每个国家都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并做出

相应的承诺，这是无可厚非的。

中欧双方在《声明》中同意建立中欧低碳城市伙伴关

系，促进关于低碳和气候适应型城市政策、规划和最佳实

践的相互交流。对此，安德森指出，欧洲的经验表明，减

排的同时，GDP也能保持增长。目前中国正在走类似的

发展道路，通过实施经济和技术改革来减少排放，同时保

持经济增长。 （新华社布鲁塞尔6月2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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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中俄联合抗战纪实图片展”在莫斯科举行
6月29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名老兵观看“携手——中俄联合抗战纪实图片展”。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感知中国·俄罗斯行”活动“携手——中

俄联合抗战纪实图片展”29日在莫斯科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举行，共展出 140余张图片，展览将持续到 7
月 10日。

新华社记者 贾宇辰摄

据新华社悉尼6月 30日电 （万思琦）英国史诗

奇幻小说《魔戒》风靡欧美，在中国也不乏拥趸。一个

国际科研小组最近测量发现，太空中的“魔戒”距离地

球 3.1万光年。

此“魔戒”非彼“魔戒”，而是遥远天际一个特殊的

天体系统，名为“圆规座 X－1”星系。它曾在静寂的

宇宙深处描绘出巨型戒指图案。

“圆规座 X－1”是一个双星体系，曾发生爆炸，其

中一颗恒星退化成中子星，在其伴星的轨道上公转。

中子星具有超强磁场和超高温度。在围绕伴星旋转

过程中，这颗中子星把伴星上的物质吸过来加热，散

发出 X 射线。2013 年末，国际空间站监测到“圆规座

X－1”发生的一次为期两个月的 X射线大爆发。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科研人员与国际

同行合作发现，在 X 射线大爆发时，“圆规座 X－1”中

心的中子星周围有 4个由 X射线形成的明亮光环。

论文共同作者、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研究人

员迈克尔·伯顿对媒体说，“魔戒”现身的原因是，“圆

规座 X－1”与地球之间有一层厚厚的尘埃云，经过尘

埃云的 X射线部分发生了散射和折射。

据伯顿介绍，X 射线从这个星系直接抵达地球和

经过尘埃云折射后抵达存在一个时间差，他们正是根

据这个时间差，巧妙推算出“圆规座 X－1”距离地球

3.1万光年。

新研究测出“魔戒”与地球距离

新华社伦敦6月 29日电 （记者张家伟）英国利

兹大学 29 日发布消息说，该校研究人员正与其他院

校合作，开发利用微波波束为机器人以及其他数字装

置实现远程充电的新技术。

这个项目由利兹大学、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以及兰卡

斯特大学的研究人员合作进行。相关技术一旦成熟，有

望应用在国防、环境监控以及智能运输等多个领域。

早在19世纪，就有科学家提出了无线充电技术的理论

并开展实验。如今，人们手中的智能电话等设备也已部分

实现无线充电，不过最大的问题还是距离——市面上的

无线充电器仍需要与手机接触才能开始充电。因此，这

个项目将主要探索远距离无线充电的可能性。利用目

前在天线阵列技术方面的突破，研究团队将开发相关系

统，利用可控的微波波束远程为机器人进行无线充电。

参与项目的伊恩·罗伯森说，结合先进的信号处

理、无线网络以及微波工程等技术，可控的微波波束

能安全地实现远程能量传输。但他也坦言，仍有许多

技术难关需要逾越。

英开发可实现远程无线充电新技术

据新华社东京电（记者蓝建中）日本一项最新研究

发现，通过检测血液中特定蛋白质的含量，可预估将来

患阿尔茨海默氏症和轻度认知障碍的风险。研究小组

认为，这将有助于尽早发现此类疾病并采取干预措施。

阿尔茨海默氏症被认为与β淀粉样蛋白在脑内过

度蓄积有关。在发病前近20年开始，就会有β淀粉样蛋

白在脑内逐渐蓄积。β淀粉样蛋白会给神经细胞造成

损伤，并影响承担记忆和认知功能的突触发挥作用。人

在健康状态下具备不让β淀粉样蛋白蓄积的机制。

日本筑波大学研究人员发现，在排出β淀粉样蛋

白和遏制其毒性的过程中，补体蛋白、载脂蛋白和运

甲状腺素蛋白这 3种蛋白质发挥了重要作用。

研究小组分析了认知症调查数据后发现，有轻度

认知障碍和痴呆症的老人与没有发病的老人相比，血

液中这 3种蛋白质的含量在逐渐减少。

研究小组实验确认，采集数毫升血液检测其中这

3种蛋白质的含量，就能以约 80％的准确率判定被检

测者认知方面的健康水平，以及将来的患病风险。

检测血中特定蛋白质可知痴呆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