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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2 月中旬，英国批准希舍姆 1 核电站和哈特尔普尔

核电站延期服役 5 年。而此前，希舍姆 2核电站和托内

斯核电站已被授权延期服役 7 年。这引发了业内人士

的忧虑：英国核监管办公室（ONR）是否有能力应对日

益增长的工作负荷？

应对电力供应缺口的无奈之举

2015年，英国共有 16座服役核电站，核能发电占电

力供应总量的 21.1%。12 月 30 日，由本国企业运营的

最后一座核电站——威尔法核电站关闭。目前服役核

电机组为 15 台，全部由法国电力公司（EDF）的子公司

法电能源公司（EDF energy）拥有并运营，但大部分已

接近其设计寿命。

为实现减排承诺，英国计划于 2023 年限制燃煤电

站使用，并将于 2025 年前彻底关闭燃煤电厂。据此计

划，今年将关闭 5 座燃煤电厂，其发电能力总计为 80 亿

瓦。据预测，2017年英国发电能力缺口将达 45亿瓦，而

每 10 亿瓦可以满足大约 100 万个普通家庭的用电需

求。尽管政府计划今年将新建数座可再生能源电厂，

但无奈远水难解近渴，决定 4座现役核电站超期服役只

能是最现实的选择。

上述 4座核电站都属于英国最高龄的核电站之列，

它们每年提供 47 亿瓦的发电量，占现有核发电能力的

50%以上。其中，哈特尔普尔核电站和希舍姆 2 核电站

分别建造于 1969 年和 1970 年，原计划于 2019 年退役；

而托内斯核电站始建于 1980 年，但直到 1988 年才开始

投入使用（此次将延期服役至 2030年）。

英国能源大臣安伯尔·鲁德指出，这是政府为所有

家庭和企业提供长期能源安全之总体计划的一部分。

EDF能源公司也对此表示欢迎，甚至 EDF总裁让-贝尔

纳莱·维也借机安抚英国公众——1月底他推迟了对建

设英国欣克利角 C 核电站建造事宜做出最终决定。他

说：“我们打算继续快速推进关于欣克利角 C 核电站的

最终投资决定，虽然目前仍有少量工作要完成，但我们

认为已非常接近最终投资决定。”24 日，《泰晤士报》披

露 EDF计划以 70亿欧元出售其全资控股子公司——法

国电网公司（RTE）最多达 49%的股权，以筹措在欣克

利角 C核电站建设等项目面临的资金缺口。

2015 年 10 月，EDF 与中广核集团达成战略投资

协议，双方将共同出资在欣克利角 C 核电站建设两

台欧洲压水式核电机组。这将是近 20 年来英国第一

个核电站项目，其发电能力将满足英国每年电力需

求的 7%。

业内人士担忧ONR能否担负重任

然而，英国核工业界的一位顾问安迪·布洛尔斯对

核电站的超期服役表示担忧，认为 ONR 目前已处于超

负荷运转状态，有“瘦驴拉大车”之嫌，恐将无力应对未

来日益增长的工作负荷。

ONR 成立于 2011 年 4 月，2014 年 3 月成为独立法

人。它主要承担英国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保障的监管

工作；对英国现有核设施安全负有责任，涉及当前正在

退役项目的移交，遗留核电站管理，规划中新核电站的

评估、许可、建设、运营、退役等工作。

据《泰晤士报》报道，目前 ONR 严重缺员：它没有

常任首席核检查员，正在延揽人才以填补其他 22 个职

位的空缺，其中包括负责放射性材料、核电站内外部隐

患等专项职责的核安全检查员。其发言人也不满意目

前的缺员现状，但表示“我们将需要更多的检查员，正

在加紧招募工作。”

ONR 现在疲于应付的工作主要包括：审查法国电

力公司提交的关于新建欣克利角 C 核反应堆设计的安

全方案；审查日本日立和东芝公司提交的威尔士核电

站项目和坎布里亚郡核电站设计方案。同时，ONR 还

要负责监督退役的塞拉菲尔德核电站站址的安全，以

及国内十几座核电站的安全运营。而塞拉菲尔德核电

站站址是目前英国规模最大、世界上危险程度最高的

核场区之一。

布洛尔斯强调：“如果 ONR 未来无法投入更多精

力把管理这些核电站工作置于头等重要的位置，那将

是不能容忍的。”

（科技日报伦敦2月27日电）

核电站延期服役在英国引发担忧
本报驻英国记者 郑焕斌

本周焦点

快速射电暴宿主星系及红移首被确认
科学家首次确认了一个快速射电暴（FRB）FRB

150418 的所在地、宿主星系以及红移。在此之前，天

文学家从未同时确定过任何一个快速射电暴的位置，

更没有精确计算出红移。该项研究给探索来自深空

的这些神秘无线电脉冲的“家园”提供出新证据，由于

FRB 150418 的射电余晖经过 6 天才消逝，它不可能

来自脉冲星，这表明它们至少可以被分为两大类。

本周明星

“太空巨鼻”：探索火星生命踪迹
ExoMars 非载人火星探测任务的“痕量气体轨道

探测器（TGO）”定于 3月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发射

场升空，窗口期为 14 日至 25 日。这个探测器相当于

太空中的一个巨大“鼻子”，可用来嗅出火星上的甲

烷，并确定其是否由生物过程产生。

外媒精选

德科学家成功从活细胞内移除HIV病毒
发表在《自然—生物技术》杂志上的论文显示，德

国研究人员已成功地从活细胞内移除 HIV 病毒。该

方法依靠一种被称为 Brec1 的酶，研究人员开发出

Brec1 的一个变异版本，其能找到并剪掉与 HIV 相关

的 DNA 序列，随后修补它造成的 DNA 破缺。在实验

室测试中，它没有产生任何有毒或遗传副作用，有望

带来能彻底消灭 HIV的疗法。

本周争鸣

新模型显示地球在宇宙中真的很孤独
瑞典和美国科学家组成的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设

计出一个已知宇宙的计算机模型，来评估系外行星的

数量及其存在生命的可能。结果发现，目前众多系外

行星中没有一颗与地球相似，地球或许比人们此前认

为的更为独特，这缘于它相对较小的年龄和在银河系

中特殊的位置，但目前很多数据还存在不确定性。

一周之“首”

首次发现细胞“电池”老化与衰老有关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科学家首次发现，人类皮肤细

胞“ 电 池 ”中 一 种 关 键 代 谢 酶 —— 线 粒 体 复 合 物

Ⅱ——的活性，会随着衰老而显著下降。这一发现有

望帮人们开发出能抵消这种酶活性下降的强效抗衰

老方法和美容产品，还有助于深入理解身体其他器官

是如何衰老的，为研制多种老年病治疗药物铺平道

路。

前沿探索

LIGO探测的双黑洞或属一“母”所生
美国哈佛-史密森天体物理研究中心（CFA）称，

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在去年 9月 14日直接

探测到引力波的双黑洞后，费米伽马射线太空望远镜

从天空的同一区域在仅 0.4秒后发现爆发出的伽马射

线，判断双黑洞可能同生于一个寿终正寝时爆发伽马

射线的大质量恒星。

新型动脉“速生”比现有技术快10倍
美国杜克大学工程师开发出一种迅速制造人工

动脉的新技术，比目前用组织工程技术制造血管要快

10倍，该人工动脉还能自然产生维持动脉正常工作所

需的生化信号，其也是一种缩小的 3D 微型人造器官

平台，可用于测试药物疗效和副作用。

高低级脑区间用多个频段沟通信息
人脑认知外部世界，视觉皮层要把外部信息从低

级脑区传到高级脑区，但信息也会反向流动，那么大

脑如何知道信息该怎么走呢？德国恩斯特·斯特格曼

神经科学研究所与马普社会科学院合作，证明了人脑

视觉皮层用什么频段取决于信息传输的方向。这一

研究有助于理解某些精神疾病的成因，并在将来开发

出相应疗法。

一周技术刷新

二氧化碳＋水＝液态烃燃料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一个研究团队证

明，集中光、热和高压，只需一步反应就能把二氧化碳

和水直接变成有用的液态烃燃料。这种简单、廉价的

新型可再生燃料技术有望帮助去除大气二氧化碳，限

制全球变暖。而反应过程中会放出氧气作为副产品，

具有净化环境的正面影响。

新仿生材料可从空气中高效收集水
受沙漠甲虫、仙人掌和猪笼草的启发，哈佛大学

和 Wyss 生物工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结合多种生物

体的特性设计出一种高性能仿生材料，可更为有效地

从空气中收集水。这一方法不仅可用于解决某些地

区干旱缺水的问题，也为未来仿生学发展打开了新的

思路。

奇观轶闻

《哈利·波特》的“魔法钟”走入现实
《哈利·波特》迷们都知道韦斯莱家的钟，它有许

多指针，每根指针代表一位家庭成员，能一直跟踪显

示他们在哪里。美国杜克大学学生编程了一种叫做

“光粒子”的微型控制器，其利用智能手机安装了

GPS，并连到一台坏了的古老挂钟上，造出了一个真

实数字版的“魔法钟”。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一 周 国 际 要 闻
（2月21日—2月28日）

干细胞疗法从概念已经走向临床，但公众对干

细胞疗法的了解还是朦朦胧胧。为此，记者近日采

访了德国罗斯托克心脏干细胞治疗标准化中心主任

古斯塔夫·斯泰因豪夫教授，请他介绍目前德国干细

胞治疗的最新进展。

斯泰因豪夫教授从事心脏及干细胞治疗研究已

有 30年。2003年，他在罗斯托克大学附属医院建立了

心脏干细胞治疗标准化中心，进行相关研究和临床试

验。这个项目得到德国联邦教研部和州政府大力支

持，获得政府资助和风险投资超过 2000万欧元。斯泰

因豪夫教授的团队有专门从事干细胞治疗临床转化

的研究人员和医护人员，教授本人就是德国著名心脏

外科专家，这使得他们的研究不仅有干细胞促使心脏

再生的从分子生物学水平到动物模型上基础研究，而

且研究重点集中在解决临床试验的需求。

斯泰因豪夫教授介绍说，该中心已开展了 400 多

例心脏干细胞治疗临床试验。干细胞治疗病人 10 年

追踪试验表明，接受干细胞治疗的病人心脏功能得

到了提高，并有效改善了心脏病人的生活质量。中

心团队制定的干细胞心脏治疗标准化方案已被欧盟

认可为标准、安全的治疗规范，被有关国际学术机构

给予临床医学试验最高评价，并吸引了来自欧盟和

世界各国的病人来罗斯托克寻求干细胞疗法。罗斯

托克心脏干细胞治疗标准化中心是欧盟范围唯一一

家被批准为干细胞疗法作为心脏病治疗手段，并获

得德国医疗保险公司认可的临床研究及治疗中心。

德国对于一项新的医疗技术要求有三期临床

试验。要将临床试验变成常规医疗手段，重要的是

确保这项治疗手段的安全可靠和标准化，并获得医

生行业协会和政府机构的认可。到 2005 年，斯泰因

豪夫教授的干细胞治疗团队率先完成了一期(干细

胞疗法安全性试验)和二期(干细胞疗法有效性试

验)临床试验，具备了一套完整的研究理论和丰富

的治疗经验。2009 年，斯泰因豪夫教授领导的心脏

干细胞治疗中心成为世界上首个获得批准开展三

期(干细胞疗法随机双盲有效性试验)临床干细胞心

脏治疗的中心，并协调组织柏林、汉诺威、汉堡、杜

塞尔多夫、莱比锡等多家德国著名医院开展多中心

干细胞治疗试验。

斯泰因豪夫教授在采访中表示，中心之所以能取

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得益于有一个年轻的国际化研究

团队，这些年轻科学家富有创新能力。他特别提到曾

作为得力助手的两位中国科学家马楠教授和李文忠

教授，马楠教授曾是该中心的副主任，从事干细胞治

疗机理研究，现任职柏林亥姆霍茨生物材料科学研究

所生物部主任。李文忠教授曾在该中心领导进行干

细胞临床治疗相关产品的研发工作，现在柏林自由大

学与材料学专家共同从事相关产品研发。斯泰因豪

夫教授也非常看好与中国同行的合作，目前该中心已

与北京、上海、天津的有关医院和研究机构有学术交

流，他期待双方能有更密切的项目合作。

采访中记者遇到了斯泰因豪夫教授的一个病人

格列特先生，他 10 年前因冠心病导致大面积心肌梗

死无法治愈，并随时有生命危险。一次他偶然获知

罗斯托克有一个心脏干细胞治疗中心，他抱着一丝

希望找到了斯泰因豪夫教授。教授及其团队为格列

特制定了一套先进的干细胞治疗方案，从其骨髓中

分离出血管前体干细胞，然后注入患者心脏心肌梗

死区周围让其生长。在经过 3 个月的治疗后奇迹诞

生了，格利特不仅严重心脏不适的症状消失了，而且

重新恢复了运动能力。

格列特是幸运的，然而像他这样的心脏病人在

德国还有成千上万。从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干细胞

治疗是一项未来潜力巨大的事业，它不仅可以治疗

心脏，还可以治疗肝、肾、肺等其他器官和肿瘤，斯泰

因豪夫教授非常看好干细胞治疗的应用前景，称让

更多的病人心脏再生将是他一生的事业。

（科技日报柏林2月27日电）

让心脏再生是我一生的事业
——访德国心脏干细胞治疗标准化中心主任斯泰因豪夫教授

本报驻德国记者 顾 钢

科技日报华盛顿2月26日电（记者何屹）26日，中国

驻美国使馆公使吴玺就“中美旅游年”向媒体吹风。吴玺

说，旅游是促进中美友好与合作的重要纽带。

吴玺说，去年 9月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期间，中美双方共同宣布 2016年为“中美旅游年”。2月

29 日，“中美旅游年”开幕式将在北京举行。之后，“千

名美国游客游长城”活动启动仪式将于 3月 25日在河北

省金山岭长城举办。此外，中方有关机构将在美国举行

美丽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旅游推广活动，中美双方将在

宁夏举行旅游高层对话。“中美旅游年”闭幕式将于年底

前在美举行，届时将举行中国游客访美大型交流活动。

与此同时，中美双方将共同努力为两国游客提供更多便

利和服务，包括鼓励各自旅游行业开发更多有针对性的

旅游产品和服务，推动航空部门提供更具人性化的服务

等。中美旅游业者将获得更多商机，两国游客也会得到

更多实惠。中国驻美国使馆将积极推动中美旅游合作，

并为来美旅行的中国游客提供服务、做好保障。

吴玺指出，旅游是促进中美人文交流的重要载体，

是两国人民加深理解和友谊的有效方式，也是中美经贸

合作的重要增长点。

旅游是促进中美友好与合作重要纽带

电动车在美国的发展历程犹如

一出“复仇记”。

1834 年，美国人托马斯·达文波

特研发出以直流电机为驱动力的汽

车，名义上的电动汽车由此诞生。从

诞生时间上看，比内燃机汽车提早诞

生约半个世纪的电动汽车，绝对可以

称得上是汽车圈“老前辈”。

不过，这个“老前辈”实在不能

让今天的汽车圈“服气”。当时的电

动车以干电池提供电力，能跑的距

离也只有一小段，达文波特获得的

专利也只是和电机相关。这在今天

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19世纪下半叶，蓄电池技术的发

展让美国电动汽车行业迎来最早的

荣光，电动车开始在欧美应用广泛。

没有难闻的汽油味，没有噪音、

没有发动机的震动、没有蒸汽车漫长

的预热时间、驾驶操作更加简单、价

格相对低廉，这些特点让电动车在20

世纪初期的早期汽车市场受到更多

青睐，也让当时的汽车市场形成电动

车、蒸汽车和内燃机车三足鼎立的局

面。随着美国德州石油开采和内燃

机技术的提高，电动车渐渐失去了优

势。内燃机驱动车一举“占领”汽车

市场，电动车开始销声匿迹。

而随后几十年，石油经济和空

气污染等环境事件的发生，让越来

越多的美国人开始重新关注电动

车，但技术上始终存在瓶颈。

上世纪 90 年代后，各主要汽车

生产厂商开始关注电动车的未来发

展，开始在电动车领域投入资金和

技术，成为推动电动车发展的重要

因素。不过，人们那时对于电动车

科技的可行性有很多顾虑。但汽车

制造商推出的混合动力汽车推动了

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如今，全球汽

车制造商已开发出大量不同等级、

不同价位、不同品牌定位的电动车和油电混合车。

而美国新能源汽车发展更重要的推动力，则来自加

利福尼亚州。作为清洁能源汽车发展的重要基地，加州

从各个层面采取多种举措促进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如

今，这里已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最多地方。

新能源汽车在加州得以推广和普及的原因，并非仅

仅来自市场和产业发展的推动，政府为了治理空气和节

约能源所推出的政策和法规，才是电动车发展得以大步

迈进的根本原因。在对待新能源汽车发展鼓励方式上，

加州也针对不同新能源汽车采取了不同的刺激政策。

从1990年加州出台零排放车辆计划，要求汽车制造商

开发纯电力的电动车；到加州为未来10年制定的更宏伟目

标：让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整体新车销售的15％，加州一直

是在“强制性”地推动新能源汽车。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执

行副总裁阿博多·阿亚拉介绍说：“汽车制造商如果想要在加

州销售汽车，那么到2025年，你卖的7辆车里必须有1辆是

零排放车。如果不遵守规定，必然要受到惩罚。”

除了对汽车制造商有强制性的生产规定，加州政府

为了鼓励个人购买电动车和混合动力车，也实施了一系

列奖励政策，以扩大零排放车辆的市场。

有关专家认为，加州政府的大力推动，对行业发展形

成了强大的刺激，这是新能源汽车在美发展的重要原

因。不过，要想真正地让电动车“打败”汽油车更多占领

市场，最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观念和消费习

惯。当人们接受了电动车的概念，减少对它的质疑和担

心，才能真正地使电动车走进每个人的日常生活。而从

政府的角度来看，这是需要联合汽车行业、科研机构和

教育行业一同才能完成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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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国·四海同春”在多伦多上演
2月 27日晚，由国务院侨办主办的“文化中国·四海同春”大型综艺晚会时隔6年再次来到多伦多演出。

包括中华武术、舞蹈、声乐、器乐、杂技、魔术等演出剧目收获了多伦多华人华侨观众的满堂喝彩。图为总政
歌舞团国家一级演员刘燕燕在表演女声独唱《芦花》。 本报驻加拿大记者 冯卫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