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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12月10日电（记者陈丹）你能想象

未来发动机不再“喝”汽油而是“吃”铁粉吗？加拿大麦吉

尔大学研究人员与一位欧洲航天局的科学家共同提出了

一个新概念——利用与精白粉或糖粉差不多大的细微金

属粒子来驱动外燃机。相比氢、生物燃料或者电池等，金

属粉末更有望成为化石燃料的长期替代解决方案。

外燃机是工业时代燃煤蒸汽机的现代版本，广泛

用于核电站、燃煤或生物质发电站。燃烧金属粉末也

很常见，例如烟花的夺目色彩就来自其中添加的各种

金属粉末，还有航天飞机的火箭推进剂。

麦吉尔大学官网 9日发布的新闻公报称，该校机

械工程学教授杰弗里·伯格索尔森带领的团队提出的

这一设想利用了金属粉末的重要特性：燃烧时生成稳

定的无毒固体氧化物产品，相对容易回收，而化石燃

料则会排放二氧化碳并逃逸到大气中。

他们用一个定制燃烧器证明，悬浮在空气中的细

微金属粒子流燃烧时火焰稳定。据他们预测，金属粉

末驱动的发动机的能量和功率密度将与目前的化石

燃料内燃机非常接近，有望成为打造未来低碳社会的

一项有吸引力的技术。而铁将作为主要候选。冶金、

化工、电子等行业每年产生数百万吨铁粉。回收铁的

技术已经很成熟，而且一些新颖的技术也能避免利用

煤炭生产铁的传统方式所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问题。

伯格索尔森说，下一步他们将建造一个燃烧器原

型，连接到一台热力发动机上，力求将实验室成果转

化为实用技术。

参与研究的欧洲航天局战略和新兴技术负责人

大卫·贾维斯表示，这项技术为研发可在太空和地球

上使用新型推进系统打开了大门。如果能证明铁粉

燃料发动机几乎能达到零排放，将会带动更多的创

新，成本也将进一步降低。

当普通金属被加工成极细纳米颗粒，性质就会非

常活跃。点燃它们，能释放出巨大能量，而且“零

碳”。譬如给固体火箭少来点铝，就能获得一份额外

的动力。但将金属粉末燃料用于火箭发动机和用于

汽车发动机是很不同的。燃烧瞬间的温度是否可控、

燃料的流量是否均匀，能否在发动机中持续燃烧等，

都 是 稳 定 和 安 全 的 关

键。更重要的一点，虽

然同等体积的金属燃料

确实比汽油和柴油拥有

高得多的热能，但它的

重量也会非常可怕。

“汽油味道不好，来点儿铁粉”

金属粉末或可替代化石燃料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2月10日电（记者付一鸣 和
苗）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 10 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

音乐厅获颁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当地时间 16时 30分许，屠呦呦身着亮紫色长套裙，

与其他领奖人逐一登上领奖台就座。诺贝尔基金会主

席卡尔－亨里克·赫尔丁首先致辞，欢迎获奖者来瑞典

参加颁奖仪式。

在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选委员会的代表分别

介绍了该奖得主屠呦呦以及另两名科学家威廉·坎贝尔

和大村智的获奖成就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

夫向屠呦呦颁发了诺贝尔奖证书、奖章和奖金。颁奖现

场回荡着嘉宾表达祝贺的掌声。

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奖金共 800 万瑞典

克朗（约合 92万美元），屠呦呦将获得奖金的一半，另外

两名科学家将共享奖金的另一半。

2015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文学奖以及经济

学奖的获奖者也在颁奖仪式上获颁各自的奖项，瑞典王

室成员、政界领导人及其他各界人士 1300 余人出席颁

奖仪式。

荣获 201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是日本科学家梶田

隆章和加拿大科学家阿瑟·麦克唐纳；化学奖得主为瑞

典科学家托马斯·林达尔、美国科学家保罗·莫德里克和

拥有美国、土耳其国籍的科学家阿齐兹·桑贾尔；文学奖

得主为白俄罗斯女作家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西耶维奇；

经济学奖由拥有英国和美国国籍的经济学家安格斯·迪

顿获得。

12 月 10 日是瑞典工业家诺贝尔的逝世纪念日，每

年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都安排在这一天举行。

屠呦呦获颁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科技日报讯（记者郝晓明 通讯员张宜军）“因与屠

呦呦在相同领域做出杰出贡献”,沈阳农业大学陈启军

教授获邀出席诺奖活动和颁奖仪式。瑞典时间 12 月 9

日下午 1时，陈教授应诺奖委员会邀请,在卡罗琳医学院

微生物和肿瘤研究中心学术报告厅作《恶性疟原虫的免

疫逃避机理》的报告，展示“在疟原虫的基因组中发现了

一个重要的关键性基因，该基因的表达与虫体的致病力

直接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

陈启军在一个小时的演讲里，简要回顾了以往对恶

性疟原虫逃避宿主特异性免疫应答的研究成果，展示

出他的最新研究成果主要亮点是,在疟原虫的基因组

中发现一个重要基因，该基因的表达与虫体的致病

力直接相关。“我们对其功能进行深入分析后认为，

该基因所编码的蛋白质很可能介导了虫体对宿主

先天性免疫的抵抗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以该分子

作为抗原免疫可以使动物获得非常好的免疫保护

作用。”陈启军指出。据了解，他的最新研究成果在

中国的实验室完成。

陈启军于 1995 年至 2010 年在卡罗琳医学院微生

物和肿瘤研究中心工作，从事疟原虫致病机理和疫

苗研究。其在疟疾研究方面的贡献主要在两个方

面：其一是在揭示恶性疟原虫的免疫逃避机理方面，

他于 1998 年率先发现恶性疟原虫在发育繁殖过程中

通过表达变异基因家族中的成员进而使部分虫体逃

避人体的免疫清除，文章发表在《自然》杂志。其二是

发现恶性疟原虫表面变异蛋白质在介导虫体免疫逃

避作用的同时，还参与了对宿主毛细血管上皮细胞多

个受体的黏附作用，从分子水平揭示恶性疟疾发生的

机理。他先后在《自然》、《自然医学》等杂志发表研究

性论文和综述 70 余篇。

目前，他率领的研究团队继续进行着恶性疟原虫致

病机理的研究，目标是研制出治疗恶性疟疾的药物和预

防疾病发生的疫苗。

与屠呦呦在相同领域做出杰出贡献

陈启军应邀出席诺奖活动并作学术报告

瑞典当地时间12月10

日下午4点 30分，全世界

的目光从这一刻开始“聚

焦”在斯德哥尔摩音乐

厅。当身着一袭紫色礼裙

的中国科学家屠呦呦研究

员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

世·古斯塔夫手中接过诺

奖奖章和证书的时候，庄严

的会场里掌声经久不息。

46 年 的 坚 守 ，让 这

位 85 岁的老人为中国赢

得了世界的尊重。3 天

前，屠呦呦在出席卡罗琳

医学院举办的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演讲

会时，新华社记者拍下了

令人感动的一幕：诺贝尔

主题演讲会的主持人，卡

罗琳医学院传染病学教

授 Jan Andersson 先生在

屠呦呦演讲过程中一直

跪在地上，一只手从后面

扶着这位 85 岁的老人，

另一只手为她拿着话筒，

30 分钟里始终保持着这

个姿势，一动不动。

在诺奖得主演讲会

上，提及 46 年前的那场

“战役”，85 岁的屠呦呦

仍然记忆犹新：1969 年，

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参加全国“523”项目，她

被指定为课题组组长，承

担抗疟中药的研发。接

受任务后，屠呦呦开始搜

集整理历代中医药典籍，

走访名老中医，同时调阅

大量民间方药，编写出以

640 种中草药为主的《疟

疾单验方集》。屠呦呦

说：“正是这些信息的收

集和解析铸就了青蒿素

发现的基础，这也是中药

新药研究有别于一般植

物药研发的地方。”

虽然有了这样一本

“验方集”，但要从 640种药物中筛选出对疟疾真正有效

的药物，其难度可想而知。屠呦呦和她的队友们曾一度

陷入到研究的“泥淖”中，找不到理想的出路。面对挫

折，屠呦呦也曾苦闷。她后来回忆说：“我也怀疑自己的

路子是不是走对了，但我不想放弃。”当她再次认真翻阅

起曾出现抗疟苗头的几个药物的历代文献时，东晋葛洪

所著《肘后备急方》中记载的“青蒿一握，以水一升渍，绞

取汁，尽服之”的描述给了她新的启迪，也为青蒿素的成

功提取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然而，上世纪70年代初期的中国，正在经历着前所未

有的文化大革命，大部分单位的科研工作都处于停滞状

态，根本就没有一个好的实验条件。屠呦呦当年的同事、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姜廷良告诉科技日报

记者：“当时实验室连基本的通风设施都没有，但任务时

间又很紧迫，屠呦呦为了加速提纯速度，急需寻找能够容

纳大量溶剂和实验品的合适器皿。然而，紧张的经费却

让她们一筹莫展。急中生智的屠呦呦，想到了家中腌咸

菜用的瓦缸，就把这样的瓦缸充当了提纯药物的器皿。

最终，靠着这些瓦缸成功提纯了100克青蒿素结晶。而屠

呦呦却因为长期接触这样的环境患上了中毒性肝炎，其他

成员也出现了不同的中毒症状。”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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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音乐厅，10位201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前排）在颁奖典礼结束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 叶平凡摄

当地时间 12月 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就“伊斯兰国”

问题发表演说。他特别指出，将敦促高科技和执法部门

的领导人采取相应的技术手段，使恐怖分子难以逃脱正

义的惩罚。那么，此番讲话是否意味着，美国将在法律

上要求高科技公司提供信息情报的支持？奥巴马提到

的相应的技术手段可能会有哪些？

“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想做到完全‘隐身’

是很难的，尤其是被重点监视的恐怖分子。在追捕这

些恐怖分子时，一些高科技手段无疑会派上大用场。”

国防科技大学军事专家石海明在接受科技日报采访

时指出，大型科技公司掌控海量数据与用户信息，通

过自身数据库，可能追溯发现恐怖分子的社交模式，

并监控特定地区的恐怖袭击情况，进行提前预防或追

踪。但是，出于对用户隐私保密、中立的考虑，各大科

技公司在与政府共享用户信息等方面的合作，大都采

取谨慎的态度。

美国科技公司与政府在情报上的合作早已不是什

么新鲜事儿，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臭名昭著的棱镜计划

了。此前报道显示，无论谷歌、脸谱等公司是否承认，

他们事实上都为美国国家安全局提供了海量的情报，

后者宣称是用于防止恐怖主义活动。

石海明称，从现实来看，信息网络是目前为恐怖主

义推波助澜的极好工具。恐怖分子在脸书、推特等社

交媒体平台上非常活跃，利用这些社交媒体加强宣传

攻势，招募成员，壮大自身实力。但科技公司很少站出

来为警方提供协助或者提供相关数据与线索。相反，

这些公司往往倾向于成为中立数据的中转站，立于政

治之外或政治之上。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出于反恐目的，在立法层

面确定政府与科技公司的情报合作必然面临重重阻

力，难以在国会顺利通过。因此，我认为，奥巴马此番

谈话涉及法律层面的可能性不大。”他说。

石海明认为，就目前实际应用的情况来看，奥巴马

口中的“相应的技术手段”至少可以包括以下几种。

其一，通讯定位技术。如美国国家安全局专用的

静止轨道电子侦察卫星——“猎户座”定点在西太平洋

上空，24小时不间断地侦收亚洲国家的通信信号，其数

据比侦察图片的价值还高。想当年，拉登就是被信使

的一通电话暴露了行踪，最终被美国海豹突击队顺藤

摸瓜，一举击毙的。

其二，生物信息识别技术。目前应用最多、最为成

熟的就是人脸识别技术。如果能够大规模的部署，将

大大降低恐怖分子的机动性，提高其实施跨区域犯罪

的难度。此外，其他生物信息识别技术也已经用于对

重点恐怖分子的追踪上。

其三，大数据分析技术。目前的深度学习算法已

经能够做到通过让机器通过大量观看视频学会识别什

么是猫，相信这种算法在大面积实际应用后能够在筛

选网络数据方面发挥很大作用。 （下转第三版）

美国如何借助高科技打击恐怖分子？
本报记者 张 强

■科报讲武堂

瑞典国王卡尔十六
世·古斯塔夫向屠呦呦
颁发了诺贝尔奖证书、
奖章和奖金

科技日报讯（记者王怡）近日，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

化研究所田孝军教授及其科研团队设计出一种微型柔性

游泳机器人，该机器人长 2.6厘米，仅用光进行驱动和控

制，不需要无线通讯设备和电池。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

表12月4日自然出版集团旗下的《科学报告》上。

通常机器人需要由复杂的无线通讯零件、电子设备

和能量储存设备组成，而这些设备限制了机器人微型化

的程度。为了寻找替代方法，田孝军及其科研团队设计

出一种微型柔性的游泳机器人，由对紫外线（UV）敏感

的含有偶氮苯生色团聚合物的薄膜制作，不仅可在水

中游动，还可携带货物。

研究人员用周期性闪烁的紫外线和白光，对机器

人的鞭毛进行控制，使其来回摆动，推动机器人在充满

液体的玻璃管中前进。研究人员将含有偶氮苯生色团

聚合物的薄膜比喻成是机器人的“马达”，紫外线与白

光的交替工作比喻成是机器人的“电源和信号线”。

与此同时，研究人员用另外一组光信号控制机器人

头部夹持器，其可以通过控制光信号来指挥机器人抓住并

携带负载。为避免两路光路相互干扰，研究人员设计了两

路垂直交叉的光源系统，用水平面的光源控制鞭毛在水平

面上摆动，用垂直面的光源控制夹持器的开与合。

田孝军介绍，这种远程光驱动方式实现了复杂驱

动控制微型机械手的结构，使得未来能够设计和制造

更小的机器人。由于这种方法不需要电池、信息处理

单元或者电机和传动机构，研究人员计划未来在医疗

领域让这种微型机器人进入人的血管清理血管垃圾、

血栓等，或让微型机器人携带药物通过血管进入癌症

区域定点给药治疗。

光驱动微型机器人问世

左图 12月10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音
乐厅举行的2015年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中国科
学家屠呦呦（左）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
夫手中领取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右图 在 2015年诺贝尔奖颁奖仪式结束后，
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展示获得的奖章。

屠呦呦因开创性地从中草药中分离出青蒿
素应用于疟疾治疗获得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这是中国科学家在中国本土进行的科
学研究而首次获诺贝尔科学奖，是中国医学界
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
的最高奖项。

新华社记者 叶平凡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