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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新华社北京 9 月
18 日电 （记者刘华）
国家主席习近平 18 日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新

闻集团执行董事长默

多克。

习近平表示，中国

和美国是世界上两个

重要国家，两国拥有广

泛共同利益和巨大合

作潜力。我和奥巴马

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

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利

益远远大于分歧。双

方同意中美应努力构

建新型大国关系。建

立起不冲突不对抗、相

互尊重、合作共赢的这

样一种大国关系，符合

两 国 人 民 共 同 利 益 。

当前，中美关系总体发

展良好。在两国政府

和各界人士共同努力

下，中美各领域交流合

作不断取得积极进展，

给两国人民带来了更

多实实在在的好处，也

有力促进了世界和平、

稳定、发展。

习近平指出，应奥

巴马总统邀请，我即将

对 美 国 进 行 国 事 访

问。我这次访问是为

了同美方一道努力，继

续拓展两国各领域务

实合作，深化两国人民

友谊，推动中美关系取

得更大发展，更多更好

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

界各国人民。我期待

通过此访同奥巴马总

统继续就双方共同关

心的重大问题深入交

换意见，保持两国高层

战略沟通，为今后一个

时期中美关系发展提

出指导意见；展示中美

在双边、地区、全球层

面的共同利益，推动双

方在各个领域达成尽

可能多的实质性成果；

鼓励和扩大两国人民

友好往来，增进两国人

民相互了解，厚植中美

关系民意基础。

习近平表示，中国

将继续对外国媒体持

开放态度，欢迎外国媒

体和记者来华采访报

道，向世界介绍中国发展，帮助世界把握中国发展

机遇，增进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合作。

默多克表示，美国及国际媒体都高度关注习

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关注您此访期间

同美国各界的交流。我衷心祝愿您此访取得圆满

成功，新闻集团旗下《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将全面

报道您此次访问。美中关系十分重要，两国共同

利益日益增多，这是两国关系持续加强的重要保

障。新闻集团及旗下新闻机构愿为增进美中两国

人民的相互理解、促进两国合作作出积极努力。

杨洁篪等参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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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 9月 18日电 （记者朱涵）
“用高速流动的空气代替水来把手洗干净。”

7名浙江大学的年轻学生通过一年的不断尝

试，将奇思妙想变成现实，并在日前获得由

中国工程院、美国国家工程院、英国皇家工

程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球重大挑战峰

会”学生日竞赛金奖。

获奖的作品名为“空气洗手装置”，通过

雾化原理，将空气与水混合，并依靠洗手人

自身重力驱动水龙头出水。当使用者站上

洗手装置前的移动踏板上时，踏板由于人体

重力下沉，通过滑轮组牵引活塞向上挤压空

气获得高速气流，令水龙头喷出雾状水滴。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本科生史煜昆

告诉记者，他们研究了洗手过程中水的作

用，发现仅有少部分水用于溶解手上的污

渍，绝大部分的水都用于冲走这些污渍，高

速气流的作用就是替代这些用于冲洗的水。

浙江大学团队表示，他们通过显色反应

和细菌残留实验证实，用“空气”洗手，污渍和

细菌残留程度与用水洗手的效果并无差异。

经过实验室测算，这一套空气洗手设备

的出水量约 300 毫升／分钟，而普通洗手设

备的出水量约为 3000 毫升／分钟。“在保证

相同洗净程度的前提下，用空气洗手设备洗

手能够节约 90％的用水量。”史煜昆说。

在“全球重大挑战峰会”学生日竞赛中，

“空气洗手装置”被评委们称为“一个绝妙的

创意”，击败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剑桥大学、

香港大学等 14 所全球著名高校参赛团队，

以最高分获得金奖。

据了解，目前该团队持有“空气洗手装置”

的 4个专利，并计划继续改进设备、走向商业

化，在节约能源和城市建设过程中发挥作用。

用高速流动的空气代替水来洗手

科技日报北京9月18日电 （记者常丽君）从《星

际迷航》到《哈里·波特》，隐身衣一直是科幻小说中的

重要道具。最近，美国能源部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

验室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合作，设计出一种超薄的

皮肤式斗篷，能按照物体形状包覆它，使其从可见光

中消失。虽然目前这种斗篷还很小，理论上也能扩大

用于大型物体。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17 日报道，新的皮肤式斗篷，

也可称为隐身衣，其表面是一种工程超材料，由一片

片像砖块似的金纳米天线构成，厚度仅 80 纳米，能包

住一个几个细胞大小的三维物体，形成任意凹凸的形

状。它能改变光波反射路线，使物体对于光的探测变

得“不可见”。

“这是第一次能让任意形状的三维物体在可见光

中藏匿。”论文通讯作者、伯克利实验室材料科学分部

主管张翔说，“目前，我们的超薄斗篷看起来就像一件

外衣，设计和应用都很容易，还有可能升级来隐藏大

型物体。”

此前，张翔团队曾开发出基于超材料的光学毯式

斗篷，但比较笨重而且很难升级，覆盖区和周围背景

之间有明显相位差异，虽然它所隐藏的东西探测不

到，但用相敏探测器能探测到斗篷的存在。

论文共同第一作者、张翔研究团队成员倪兴杰

（音译）说，“随着超表面研究的发展，我们能通过亚波

长结构直接控制衍射波的相态，亚波长结构能局部改

变材料在纳米尺度的电磁反应，对光有极大的约束作

用”。

在新研究中，金纳米天线皮肤斗篷能伏贴地覆盖

一个任意形状的、约占 1300 平方微米面积的三维物

体。当用红光照射时，从斗篷表面反射的光就像从平

面镜上反射一样，即使用相敏探测仪，也无法探测到

其下面的物体。开关纳米天线极性，还能将斗篷的隐

形功能“打开”或“关闭”。

操纵光与超材料之间相互作用的能力为隐形技

术提供了美好的前景，如高分辨率光学显微镜、超快

光学计算机等。此外，微小的隐形皮肤可以隐藏微电

子电路布局，在安全加密方面很有价值，在宏观领域

的三维显示器方面也很有用。

相关论文发表在最近出版的《科学》杂志上。

光是神奇的存在，可以直射、折射、反射，不可想

象没有人类可见光线的世界会如何阴郁。但有时候，

光也会暴露秘密，哪怕非常微弱，也会让物体现于无

形。超薄隐身衣的真正实现，似乎可以化解尴尬，继

续保守不想为人知的领地……这给我们以无限的遐

想，虽然距离真正覆盖

较大物体还很远，应用

领域还很高大上，但这

并不妨碍我期待用隐

身衣跟孩子玩藏猫猫

那天尽快到来。

超薄隐身衣能让三维物体遁形

科技日报北京9月18日电（记

者徐玢）北京时间 9 月 18 日，美国航

天局（NASA）在其官方网站公布了

“新视野”号获取的冥王星最新照

片。这是迄今最清晰的冥王星照片，

而它让科学家们惊呆了。原因不仅

仅是冥王星表面高耸的冰山、冰冻的

氮河以及萦绕在低洼的霾，还因为那

颗遥远的天体看起来极像地球北极。

这张照片是“新视野”号 7 月 14

日近距离飞掠冥王星后 15分钟时拍

摄的，直到 9 月 13 日才传回地球。

当时，“新视野”号距离冥王星 18000

公里，正处于冥王星附近的逆光位

置。日落前的太阳光使冥王星多样

的地形及延展的大气更为突出。

“这张照片让我觉得似乎正身

处冥王星，亲自展开考察，”“新视

野”号首席科学家阿兰·斯特恩说，

“照片也极富科学价值，能揭示冥王

星大气、山脉、冰山以及平原等方面

的许多新细节。”

由于逆光位置以及高分辨率的

拍摄仪器，对于冥王星稀薄但延展的

氮大气中的雾霾，照片也提供了新线

索。从照片中能分辨出大气中多达

十几层的雾霾薄层，从冥王星表面一

直延伸到 100公里的高度。此外，照

片中还能看到至少一团貌似雾的霾

萦绕在低洼地区。“这些霾说明冥王

星表面的天气和地球一样，每天都有

变化。”“新视野”号化学成分科学团

队负责人威尔·格兰迪说。

综 合 之 前 获 得 的 冥 王 星“ 近

照”，科学家认为冥王星表面的水文

循环与地球表面很类似。但它表面

的这一过程涉及的不仅仅是水冰，

还有氮冰。

照片中史泼尼克平原东边的高亮

区域似乎已被冰封。构成这些冰的物质来自史泼尼克平

原。从那里蒸发后，它们在这片区域再次沉积。“新视野”

号携带的可见—红外成像光谱仪的观测同时发现，冰川中

的物质会从这片区域回归史泼尼克平原。这些特征与地

球表面格林兰岛及南极洲冰盖边缘的情形类似。

“我们不曾希望找到线索，证明冥王星在冰冷的太

阳系外围进行着氮基冰川循环。”“新视野”号地质学、

地质化学以及成像科学团队成员阿兰·霍华德说，“这

些由微弱光照驱动的冰川循环过程与地球表面的水文

循环很相似。后者构造了地球的冰盖，而构成冰盖的

水来自大洋。它们从大洋蒸发后，以雪的形式落到地

面，然后通过冰川水流回归大海。”

“在这方面冥王星与地球惊人地相似。”阿兰·斯特

恩说，“在这之前，没有人预料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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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飞）9 月 17 日下午，以区域协

作·创新发展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国（绵阳）科技城国际

科技博览会区域协作创新论坛，在绵阳举行。论坛旨

在发挥自主创新示范区对于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加快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的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大

力推动区域间创新协作发展。

四川省人民政府资政张作哈出席论坛并致辞。科

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司长贺德方，科技部火炬中心

党委书记翟立新，绵阳市委常委、科技城党工委副书记

颜超分别就新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高新区

与区域发展、绵阳科技城发展进行了介绍和解读。

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合伙人李爱民认为，从美

国硅谷成功的经验来看，要素的大量聚集是区域发展

和持续创新的关键。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原巡

视员、副局长白津夫表示，应从创建区域协同创新共同

体、加快开放合作布局、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等方面

入手。

在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武文生看来，营造

创新创业生态核心是要鼓励颠覆式创新，这其中关键

问题是敢于试错。36 氪联合创始人林都迪则认为，当

前各种服务降低了创业门槛，各地创业扶持政策趋于

一致，这导致了创业者加速流动和聚集。

成都高新区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李岗分享了成都高

新区大孵化经验：建立一套有效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

培育、扶持企业发展壮大。天津市科技创业服务中心

主任马凤岭则认为，目前个别地区、个别领域对孵化器

创新创业本质的认识不够，孵化器还存在盈利模式单

一、创新不足等问题。

中国国防工业企业协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石金

武认为，应从增强区域资源互动、推动军地资源共享、

强化顶层设计和系统部署、深化与国防工业的合作这

四个方面推进军民融合。

第三届中国（绵阳）科技城国际科技博览会区域协

作创新论坛由科技日报社、四川省科技厅、绵阳市政府

主办，科技部火炬中心支持，绵阳高新区管委会、中国

科技网承办。

专家学者齐聚绵阳共议区域协作创新

在完成迄今与冥王星最近距离接触后 15 分
钟，“新视野”号逆光拍下这张照片，捕捉到冥王
星日落前的景象。拍摄照片时“新视野”距离冥
王星 18000公里。

张翔提供的这张照片显示的是微米尺寸隐身
“布”覆盖在一个凹凸不平物体上。 新华社发

勒米·严（Jeremy Yan)，美籍华人，亚洲冷冻公司总

裁，是美国另一家人体冷冻机构 Cryonics Institute（简

称 CI）的会员。他相信两三百年之后能有技术让他自

冰中复生。

2011 年，他在美国注册成立了亚洲人体冷冻有限

公司。这家公司想做的，是将人体冷冻的技术介绍到

国内，帮助有需求的病人与美国机构对接。

18 日晚，科技日报记者电话采访了位于美国的勒

米·严。

科技日报：为什么想到在中国推广人体冷冻技术？

严：人体冷冻的概念上世纪 60 年代就已经在美国

产生，只不过发展得比较缓慢，现在大概有 250 多人把

自己“冻”了起来。

我个人认为，这项技术在中国的应用前景比在美

国和西欧都要广。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发展速度

很快，诞生了不少千万、百万富翁，北京、上海这些城市

的中产阶级其实都能负担起人体冷冻的费用。更重要

的是，与基督教占主导的西方文化不同，中国大多数人

认同人的意识或灵魂是甚至只是大脑的功能。这个观

念是冷冻运动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

此外，中国自古就有追求“长生不老”的文化传统，

这种追求比西方更为强烈。只是大多数中国人不了解

这方面的信息，没有意识到还有“人体冷冻”这条路。

科技日报：在中国做人体冷冻的障碍在哪里？

严：我们目前仅限于主要做美国机构在中国的“代

理”服务，协助病人家人和冷冻机构工作人员沟通，帮

助他们准备、翻译文件，发挥“桥梁”的作用。

但我们在前期调研的时候发现，遗体出境是非常

棘手的问题。比如这次杜虹的遗体出境，我们注意到

大概耗费了两个星期的时间，这会让冷冻效果大打折

扣。没有明确的法规说中国人的遗体能否运送到国

外，手续比较麻烦。

我们目前采用的方式是成立医疗机构，想以“赴美

医疗”的方式将病人在活着的时候运到美国，然后在其

法律上宣布死亡后由美方机构进行冷冻。

科技日报：您方其实还是一家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

严：可以这么说。但我们还是因为对新技术怀有

信仰才会做这件事。美国两家人体冷冻机构的法律文

书都不担保冷冻人未来一定可以复活，但至少你有了

一个可能性。现在看来不可能的事，一百年、五百年后

是不是还是不可能？总要对人类未来科技有个信念。

（科技日报北京9月18日电）

把人体冷冻“生意”做到中国来
——对话亚洲人体冷冻有限公司总裁勒米·严

本报记者 张盖伦

2015 年 5 月 30 日，因为胰腺癌去世的杜虹，拥有了

一个编号：A-2833。

这是她在美国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会（Alcor Life

Extension Foundation）的编号。杜虹成为阿尔科第 138

位“冷冻人”。如今，她的头部存放在阿尔科所在的亚利桑

那州斯科茨代尔，通过液氮保存在-196℃的环境中。

这是一种等待。等待未来的某一天，先进的生物

医学技术能将她再度“唤醒”。

杜虹的女儿张思遥在追忆母亲时写道：妈妈，我们

未来见。

冷冻大脑 等待复活

杜虹是重庆知名儿童文学作家，在其病情进入晚

期时，她看到了网上一则新闻：一对泰国夫妇冷冻了自

己罹患脑癌女儿的尸体，期望未来科技发达之后，让其

“复活”得到治疗。

“我也把自己冻起来吧。”杜虹对张思遥说。

在网络志愿者的帮助下，张思遥和丈夫鲁辰最终

选定了阿尔科。这是美国一家专门从事人体冰冻研究

的非营利机构，成立于 1972年。

赵磊是帮助张思遥夫妇的志愿者之一。他记得，

今年 5月中旬，张思遥在问答网站“知乎”上给他发来了

私信。“那个周末，我就和朋友去医院看望了杜阿姨，后

来也很快和阿尔科那边敲定了整个冷冻方案”。

阿尔科提供两种冷冻方案：全身冷冻和头部冷

冻。前者花费在 200 万人民币左右，后者大概需要 75

万元。 （下转第三版）

在 -196℃ 中 ，向 死 而 生 ？
本报记者 张盖伦 付丽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