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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环球短讯

科技日报北京12月 2日电 （记者常丽君）美国科

学家最近合成出一种不同于石墨和金刚石的固态碳元

素新相态，并称其为 Q-碳。他们还开发出一种技术，

能在常温常压下利用 Q-碳造出多种金刚石结构。

Q-碳具有很不寻常的性质，比如它有铁磁性，而

其他固态碳没有；它比金刚石还硬；在能量较低时就能

燃烧。此外，它还能用于制造多种单晶金刚石材料。

相态是同一元素的不同形式，如石墨和金刚石是

碳的两种固体形式。论文第一作者、北卡罗莱纳州立

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教授杰伊·纳拉扬说：“现在我们

造出了碳的第 3种固体相态，自然界唯一存在这种碳相

态的地方可能是某些行星的核心。”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在常温常压下，研究

人员用蓝宝石、玻璃或塑料聚合物等作基底，在其上面

涂一层无定形碳（非晶体碳），然后用一束激光脉冲照

射约 200 纳秒，碳的温度升高到 4000K（约 3727℃），随

即迅速冷却，最终形成一层 Q-碳膜。

他们最终制造出从 20 纳米到 500 纳米不同厚度的

Q-碳膜，并通过使用不同基底、改变激光脉冲时间、控

制碳冷却的速度，在 Q-碳内造出金刚石结构。

“我们能造出金刚石的纳米针、微米针、纳米点和较

大的金刚石膜，它们是单晶结构，比多晶结构强度更高。

这些金刚石材料可用于药物递送、工业加工，制造高温

交换器、功率电子设备等。要把更多的 Q-碳变成金刚

石，只需简单重复激光脉冲/冷却这一过程。”纳拉扬说，

“我们只能造出 Q-碳膜并研究它的性质，但如何使用

它、怎样制造Q-碳纳米点或微针，我们仍需研究。”

该校已对 Q-碳和相关钻石制造技术提出了两项

临时专利申请。研究成果发表在近期出版的《应用物

理学》和《应用物理快报·材料》杂志上。

右图 一堆从 0.02 到 0.04 克拉的单粒钻石，总重
5.36克拉(示意图)。

碳元素第3种固体相态合成面世
利用新相态碳能在常温常压下制造金刚石

国际能源署（IEA）日前发布了《2015 年世界能源

展望》，对过去一年世界能源生产与需求变化及结构

调整进行了分析，并对世界能源中长期发展形势进行

了展望。在巴黎气候峰会召开之际，IEA 署长比罗尔

博士近日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专题会

议上对该报告进行了解读。

比罗尔说，在即将过去的 2015 年，有两件大事在

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未来全球能源市场与能源安全的

走势：一是所有化石能源在 2015 年均保持低价格；

2016 年石油和天然气还将因上游投资减少继续保持

低价走势。此外，因中国需求放缓，煤炭价格继续保

持低谷运行。二是巴黎气候峰会对绿色能源的发展

将发挥极大促进作用，绿色能源在世界能源消费结构

中所占比例的增幅加快。

比罗尔指出，通过回顾和分析近年来世界能源市

场变化及走势情况，可以得出以下五点结论：

第一，世界能源价格长期处于低价位不利于能源

安全和全球经济发展。比罗尔认为，较低的能源价格

使消费者获益，但会给未来能源安全带来风险。因为

低价格不仅直接伤害生产方的经济利益，而且会伤害

开发和使用可再生能源的积极性，减少对能源领域的

投资，直接对未来能源安全构成危害。“较低的能源价

格不仅使中东产油国收入减少，而且对南美、非洲等

许多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影响更大。”他说，低价格还

将对各国正在进行中的能源消费调整和大力开发利

用高效节能技术产生负面影响，对人类应对气候变化

构成威胁。

第二，印度未来能源需求缺口巨大，到 2040 年其

能源消费量将赶上美国，是未来世界能源增量的主要

消耗者。比罗尔指出，印度经济发展和解决人数众多

的贫困人口用电问题需要消费大量的能源，但目前印

度主要依赖化石能源，且单位 GDP 耗能较高，排放峰

值尚难预计。国际社会必须帮助和推动印度积极开

发使用清洁能源和高效节能技术，否则会增加全球减

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压力。

第三，中国已着手进行能源结构调整，重视开发

使用清洁能源，并取得成效。比罗尔认为，中国调整

经济结构，重视服务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减缓了未

来经济发展对能源需求增长的预期。

第 四 ，以 鼓 励 清 洁 能 源 消 费 为 目 标 的 能 源 结

构 调 整 已 在 进 行 。 比 罗 尔 预 计 ，未 来 20 年 中 ，每

10 美 元 的 能 源 投 资 ，将 有 6 美 元 进 入 清 洁 能 源 领

域。“但需要巴黎气候大会确认的是：各国政府必

须 在 今 后 的 行 动 中 发 挥 作 用 ，而 不 能 任 由 市 场 进

行调节。”

最后，愈加严峻的能源安全与环境挑战，使国际

社会加强能源合作已经迫在眉睫。比罗尔介绍说，为

推进更为广泛的国际能源合作，IEA 将向新兴经济体

敞开大门，欢迎它们加入其中；IEA也高度重视能源安

全，包括天然气供给安全、石油安全和电力安全，并致

力推动清洁能源技术研发，成为高效能源的“中央银

行”。 (科技日报华盛顿12月1日电)

油价低位不会持续 绿色能源增幅加快
——国际能源署署长分析全球能源发展态势

本报驻美国记者 田学科

新华社伦敦12月 1日电 （记者张家伟）英国埃

克塞特大学新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浮游植物或许能

适应未来全球气温升高后的环境。研究人员认为，鉴

于这类生物具有很强的固碳能力，未来对气候变化影

响的相关评估不应忽视它们的作用。

浮游植物指水中以浮游方式生存的植物，包括多

种浮游藻类。这类植物尽管微小，但能高效吸收大气

中的二氧化碳，因此探讨它们能否适应全球升温非常

重要。

据埃克塞特大学研究人员介绍，他们在实验室中

将一种名为“小球藻”的藻类置于温度变化的环境中，

一开始它们在环境温度达到 30摄氏度时生长就放缓

了，但这种寿命短暂的生物经过 100 代的繁衍后（大

约 45 天），进化出能适应更高温度的能力，逐步恢复

生长速度，且其固碳效率还有所提升。

研究人员说，此前有预测说全球温度上升到一定

程度后，水生态系统的固碳能力或被削弱，但从新的

研究结果看，浮游植物对温度上升具有很强的适应能

力，未来建立模型评估气候变化对水生态系统影响的

时候也需要把这一因素考虑进去。

浮 游 植 物 可 能 适 应 全 球 升 温

新华社华盛顿12月 1日电 （记者林小春）美国

奥巴马政府在当地时间 1 日纪念世界艾滋病日时公

布了一项为期 5年的行动计划，旨在从联邦政府层面

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

按计划，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等机构将加强

检测艾滋病病毒，改进对病毒感染者的治疗和护理，

减少对感染者的歧视，并针对高风险人群强化预防。

该计划所说的强化预防是指，让高风险人群每天

口服药物以防感染艾滋病病毒，这种措施名为“暴露

前预防”。美方调查显示，目前约三分之一的美国初

级保健医生和护士从未听说过“暴露前预防”。

美国目前约有 120万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每年

新增感染者约 5 万人。自奥巴马总统 2010 年公布美

国国家艾滋病战略以来，美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被检

测发现的比例已从 81％提高到 87％。

此外，自 2003 年美国开展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

计划以来，美国已为不同国家约 950万名感染者提供

了抗艾药物。

美 政 府 公 布 5 年 抗 艾 行 动 计 划

新华社堪培拉12月 2日电 （记者徐海静）澳大

利亚一项新研究发现，有 9个基因与阿尔茨海默氏症

（早老性痴呆症）有关，其中有的基因可将发病年龄推

迟十几年。这一发现有助于开发出减缓此病进程的

新方法。

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副教授毛里西奥·阿科斯－

布尔戈斯领导的研究小组对哥伦比亚的一个 5000人

大家族进行了研究，家族成员中有阿尔茨海默氏症患

者。这一大家族人数众多，且生活区域较为集中，为

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条件。

研究小组排除环境等因素，集中考察遗传因素对

家族成员患阿尔茨海默氏症的影响。经过筛查，研究

人员分离出 9个与此相关的基因，有些基因能推迟发

病多达 17年，有的则会加快病情发展。

研究人员说，减缓病情发展对防治阿尔茨海默氏

症有重要意义，新发现有助于从基因角度开发新的防

治方法。

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分子精神病学》期刊上。

新研究发现能延缓痴呆症的基因

科技日报巴黎12月1日电（记

者王江 李宏策）在各国领导人出席

会议表明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

政治意愿后，气候变化巴黎大会 1日

进入谈判模式。来自近 200 个国家

的谈判代表开始就巴黎气候协议的

最终草案展开磋商，以期 11 日顺利

达成协议。

当天，谈判代表们举行了约 30

场大小会议，就协议草案的相关细

节逐字逐句进行讨论。中国气候谈

判首席代表苏伟说，领导人讲话对

案文谈判注入了强劲推动力，但谈

判是复杂漫长的过程。各方代表将

在第一周就协议内容进一步深入交

换意见，尽可能缩小分歧，使最终的

选项更加明确，为第二周的部长级

磋商做准备。

按计划，协议最终草案将于 12

月 5日形成。此后，各国部长级官员

将就草案中涉及的主要政治议题作

出决策。目前，各国在协议长期目

标、减排责任划分、资金技术支持、

行动进展盘点机制、行动和支持透

明度等议题上仍有众多分歧。

巴西气候谈判首席代表马孔德

斯表示，发达国家落实 1000 亿美元

资金承诺，并以此为基础在 2020 年

后进一步提高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

支持是巴黎协议的关键。发达国家

要清楚，巴黎协议是《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下称《公约》）之下的

协议，他们在巴黎协议中也应承担

《公约》规定的责任，不要企图借巴

黎协议谈判来修改《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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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多伦多12月 2日电 （记者冯卫东）发表

在最新一期《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成果表

明，对于采取预防措施的男性而言，抗逆转录病毒药物

几乎可以完全消除艾滋病病毒性传播风险。

该研究显示，在危险性行为之前或之后服用药

物特鲁瓦达（Truvada）的男性，与服用安慰剂的对照

组相比，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可能性降低了 86%。这

种被称为暴露前预防服药（PrEP）的预防治疗方案，

主要针对艾滋病病毒感染高风险个体，尤其是经常

进行同性性交的男性。

特鲁瓦达是一种抗逆转录病毒药，主要成分为恩去

他滨和提诺福韦，该药通过阻止艾滋病病毒的复制而起

到良好的保护作用。为了研究其有效性，加拿大和法国

研究人员选择了具有艾滋病病毒传播高风险的约400名

男性，这些参与者半年内至少和两个性伙伴进行过无保

护措施的肛交。其中一半服用特鲁瓦达，另一半服用的

则是安慰剂。所有参与者被告知在性行为前数小时服

用两片药，性行为后24小时和48小时各加服一片。

经过 9 个月的持续跟踪，结果显示，安慰组中的 14

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治疗组中仅两人感染，而这两人

在研究结束后归还了大量药片，研究人员认为未能坚

持服药使得两人染病。

研究项目主持者之一、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的塞西

尔·特伦布莱博士表示，这是特鲁瓦达可预防艾滋病病毒

传播的最新证据。每个按照规定服药的个体都可得到保

护。该项研究的新颖之处是，并不要求参与者每天服用特

鲁瓦达，而只需计划进行性行为时服药。她认为，该药物

将有助于在未来10年消除艾滋病病毒的传播。

对于特鲁瓦达或可导致男性从事更多危险行为的

担心，特伦布莱指出，其研究过程中并没有证据证明这

一点。但她也指出，阻止艾滋病病毒的传播不可能仅

靠特鲁瓦达，患者还需要就如何降低风险接受辅导和

教育，并每隔几个月进行监控和检测。这也意味着，政

府需要投入更多资源帮助他们。

抗逆转录病毒药预防艾滋病有新证据
未来10年有望消除艾滋病病毒传播 新华社联合国12月 1日电 （记者倪红梅 史霄

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1日就“世界艾滋病日”发表

致辞，呼吁人们全面出击，从预防、治疗、教育多方面

努力结束艾滋病流行。

潘基文在致辞中说，在今年 9月通过的可持续发

展目标中，世界领导人一致承诺至迟在 2030 年结束

艾滋病流行。这一承诺显示了团结的力量。我们将

继续并肩前行，结束这一流行病。

潘基文呼吁全线出击，使感染艾滋病而接受治疗

的人数至少翻一番；向少女和青年妇女提供教育渠

道，保护其不感染艾滋病毒；以尊重和有尊严的方式

向“关键人群”提供全面服务。他还呼吁采取措施，让

所有婴儿健康出生，不携带艾滋病病毒。

他说，明年联合国大会将召开艾滋病问题高级别会议，

那将是世界致力于尽快结束艾滋病流行的一个重要机会。

自 1981 年美国发现首例艾滋病病例之后，艾滋

病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统计，全球已有 3900 万人死于艾滋病。截至 2014 年

底，全球约有 3690万人携带艾滋病病毒。

为提高公众对艾滋病危害的认识，更有效地唤醒

人们采取措施预防艾滋病病毒的传播和蔓延，世界卫

生组织于 1988 年 1 月将每年的 12 月 1 日定为世界艾

滋病日，号召国际社会在这一天举办相关活动，宣传

和普及预防艾滋病的知识。

潘 基 文 呼 吁 全 面 抗 击 艾 滋 病

12月2日，在日本东京国际展示场，中国深圳优必选科技公司演示会跳舞的机器人。
当日，2015国际机器人展在日本东京国际展示场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446家公司展示了产业用机器人、应对灾害机器人等最新研发成果。

新华社记者 马平摄

2015国际机器人展在日本东京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