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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环球短讯

科技日报北京3月 22日电 （记者陈丹）为了使计

算机芯片速度更快、价格更便宜，电子产品制造商往往

采用削减生产成本或者缩小元件尺寸的方法，但美国

杨百翰大学的研究团队报告称，DNA“折纸术”可能有

助实现这一目标。该团队日前在美国化学学会第 251

届全国会议暨博览会上提交了相关成果。

参与研究的亚当·伍利博士说，DNA 的体积非常

小，具有碱基配对和自组装的能力，而目前电子厂商生

产的芯片最小为 14纳米制程，这比单链 DNA的直径大

10 倍以上，也就是说，DNA 可成为构筑更小规模芯片

的基础。

DNA 最为人熟知的是由两条单链构成的双螺旋

结构。其“折纸术”则是通过将一条长的 DNA 单链与

一系列经过设计的短 DNA 片段进行碱基互补，从而

可控地构造出高度复杂的纳米结构。但伍利的团队

并没满足仅仅复制通常在传统的二维电路中使用的

扁平结构。他们使用 DNA 作为支架，然后将其他材

料组装到 DNA 上，形成电子器件。具体是利用 DNA

“折纸术”组装了一个三维管状结构，让其竖立在作为

芯 片 底 层 的 硅 基 底 上 ，然 后 尝 试 着 用 额 外 的 短 链

DNA 将金纳米粒子等其他材料“系”在管子内特定位

点上。

伍利表示，在二维芯片上放置元件的密度是有限

的，而三维芯片上可以整合更多的元件。但问题是，

DNA的导电性能太差。研究人员为此正在测试管子的

特性，并计划在管子内部加入更多组件，最终形成一个

半导体。

该团队的最终目标是将这种管子，或者其他通

过 DNA“折纸术”搭建的结构放到硅基底的特定位

置，并打算将金纳米粒子与半导体纳米线连成一个

电路。

伍利指出，传统芯片制造设施的成本超过 10 亿美

元，部分原因在于生产尺寸极小的芯片组件需要价格

昂贵的设备，并且多步骤生产过程需要数百台仪器。

相比之下，如果将 DNA“折纸术”这种自组装技能应用

于制造计算机电路，将大大节约成本。

DNA“折纸术”有助研发更快更廉芯片

DNADNA芯片芯片

这是一个人人都能手持“麦克风”的时代……

这是一个受众对新闻信息需求日新月异的时代……

这是一个信息网络和数字技术裂变式发展的时

代……

全球媒体业，特别是传统媒体机构将向何处去？

在 21日落下帷幕的第三届世界媒体峰会上，新华

社、美联社、路透社、俄塔社、今日俄罗斯国际新闻通

讯社（今日俄罗斯）、半岛媒体集团等世界媒体巨头齐

聚卡塔尔首都多哈，共同为传统媒体创新发展背书，

为融合发展点赞，就这个“媒体未来之问”给出了清晰

响亮的回答，描绘了未来广阔的发展图景。

近年来，信息互联网技术迅速普及，网络媒体、手

机媒体等新兴媒体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和信

息传播的流向与主体，导致传统媒体广告收入快速流

失，不断冲击传统媒体的主导地位、生存方式和经营

之道。

广告收入是媒体运营的重要指标，是媒体经济的

“晴雨表”。美联社社长兼首席执行官加里·普鲁伊特

介绍说，美联社过去几十年的经营利润都来自美国报

业，而现在报业只占这个数字的百分之二十。

与传统媒体广告收入的“断崖式”下降相比，互联

网媒体近年来却保持了较快增长。然而，媒体业态的

变局和媒体市场的此消彼长虽已无法避免，传统媒体

的主动权却并没有因此沦丧。

在 20日多哈峰会开幕式上，世界媒体峰会执行主

席、新华社社长蔡名照发表题为《深化合作交流 共同

面向未来》的演讲时表示，这场媒体变革对新闻机构来

说是挑战，也同样意味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蔡名照说，当前信息爆炸导致信息消费空前旺

盛，但互联网传播的大部分内容仍是由专业新闻机构

原创生产发布的，新媒体、自媒体虽层出不穷，但很多

时候只是作了“搬运工”。

他坚信，专业新闻机构仍然拥有无可替代的优

势，“机遇大于挑战”。

今日俄罗斯副总编辑帕维尔·安德烈耶夫近日在

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媒体机构一方面要承认新技

术对于拓展新闻传播渠道的作用，同时新技术的应用

也推动了新闻产品消费的增长。他说，对传统媒体来

说，新兴媒体既是机遇，也有挑战，关键就看能否尽快

适应受众对新闻信息服务的口味与阅读习惯的变化。

放眼全球，媒体机构所处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

传统不同，使得传统媒体的数字化和网络化转型发展

难循成功范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找到适合自身

需求的发展模式。

路透社全球业务总监埃文·加里克在峰会期间表

示，在数字化时代挑战下，如何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把

握瞬息万变的市场，创造媒体的新未来，是世界媒体

面临的一道难题。

从 探 索 以“ 现 场 新 闻 ”为 代 表 的 新 闻 样 式 创

新，到构建全媒体报道平台，再到建设面向受众的

网 络 终 端 ，新 华 社 为 打 造 更 具 竞 争 力 的 新 型 通 讯

社已经做了诸多尝试，在创新发展、融合发展方面

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普鲁伊特在峰会上也介绍了美联社的做法。他

说，回顾美联社长达 20 年的数字化转型创新，最重要

的就是增加对新技术的投入和关注，例如无人机报道

和机器人写稿系统。

事实上，新华社近来也已经把这两项创新技术投入

到实际新闻报道中，并取得了积极良好的效果和反响。

今日俄罗斯在社交媒体方面取得的成绩使得它

的发展方略令人关注。2014年 11月至今，今日俄罗斯

旗下的“卫星”新闻通讯社在国际主流社交媒体上的

订阅用户超过了 1200万个，并在继续增长。

关于“粉丝量”获得快速增长的“秘诀”，安德烈耶

夫总结了三点：一是一直努力发出与西方不同的声

音，二是通过新途径与受众互动，三是用新型新闻产

品形态展示原创内容。

风云变幻之时，孤军奋战不如同闯江湖。此次峰

会，世界媒体巨头也表达了愿在全球传媒业面临大变

革、大调整的时代携手并进，加强合作交流的心声。

蔡名照说，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

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加强媒体间交

流合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他呼吁全球媒体同行在

世界媒体峰会框架下交流经验、互学互鉴、合作共赢。

半岛媒体集团总裁穆斯塔法·苏瓦格表示，全球

媒体机构要想共迎挑战，抓住机遇，实现发展，就要团

结一致。

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

在这个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时代，纵使媒体转型之路充

满荆棘，只要全球媒体人一起结伴而行，就一定能走

得更远、更好。

让“粉丝量”快速增长的秘诀
——世 界 媒 体 巨 头 描 绘 媒 体 未 来

新华社记者 刘 畅

科技日报北京3月22日电 （记

者刘园园）一个国际科研团队发现了

等离子体在石墨烯等二维材料上移

动的新行为。研究人员称，这有助于

研发操控电磁系统以及测量操控结

果的新方法。

据麻省理工学院官网报道，该团

队发现，这些等离子体在宽约 50 纳

米的二维材料“丝带”边缘上移动时，

会兵分两路，向相反的方向行进。它

们就像高速公路上的双行道一样，不

需要强磁场或其他独特的条件。这

项研究发表在《物理评论 B》期刊上。

其他团队之前曾经观察过这种

等离子流的分离行为，但是他们的实

验需要强磁场。而最新研究则只需

要圆偏振光的光学效应。

这项研究主要基于二维材料的

独特性质——能带隙，这一特点对晶

体管或太阳能电池而言是必不可少

的。虽然近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比

较火热，但是表面等离子体的行为特

征并未得到深入探索。

在最新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

圆偏振光会使石墨烯“丝带”边缘上

的电子在电子能带结构中汇聚成两

条线，且其表面的等离子体会向相反

方向移动，这样就形成一种人工磁

场。这种磁场可以通过第二束偏振

光束得到测量。因为偏振光束的传

播可以被探测到，因此它的偏振程度

的变化为测量二维材料表面的等离

子体提供了直接工具。

“这非常令人兴奋。”研究成员之

一、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副教授尼可拉斯·X.方解

释说，这意味着一种操控此类电磁系统以及测量这种操

控结果的新方法。

方认为，新发现有可能带来新的光电设备。比如，有

的光子实验系统需要一种叫做光频隔离器的装置，其作用

是精确地阻止光线反射回光源，以免对实验造成干扰。但

是这种隔离器由于需要非常强的磁场，所以十分笨重，进

而限制了其应用。方认为，有了这一新的思路，这种笨重

的光频隔离器可能会被单层的二维材料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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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3月22日电（记者刘霞）据英国《独

立报》报道，美国科学家日前研发出一种新型抗癌疗法，

让纳米技术和抗癌药物联手，成功治愈罹患乳腺癌的实

验鼠。科学家表示，最新技术有望为肺部和肝部转移癌

症治疗提供新方法。

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研究所所长莫罗·法拉利领导

的研究团队，将吸收了抗癌药物阿霉素的有孔硅材料注

入罹患乳腺癌（肿瘤已经扩散到肺部）的老鼠体内，这种

材料会被血液输送到肿瘤所在点，硅在此处会分解，产

生杀死癌症的纳米粒子。研究人员解释称，这种“纳米

粒子生成器”能有效地将抗癌药物集中在肿瘤细胞内，

而对健康细胞置之不理，从而可避免传统化疗方法带来

的毒副作用。

研究表明，在跟踪了 8 个月（相当于人类的 24 年）

后，有一半患病老鼠被治愈。法拉利表示，在老鼠身上

的结果“前所未有”，这是首个对已转移到肺部的乳腺癌

的治愈病例。在实验中使用的是标准的化疗药物，而真

正的“幕后功臣”是使用纳米技术的药物递送机制。如

果这一发现能被其他科学家重复进行，那么它将成为癌

症治疗领域的一个新里程碑。

法拉利说：“肺部和肝部转移是夺去癌症病人性命

的‘两大杀手’，最新研究表明，我们或能为其提供一种

功能疗法，我们能治愈 50%的患病老鼠，它们能无病生

活很长时间。另外，对这一机制的深入了解能让我们找

到治疗另外 50%患病老鼠的方法。如果这一研究在人

类身上获得证实，那么，我们将彻底改变转移性疾病的

治疗现状，转移性疾病不再是死刑宣判。”

法拉利表示，最新研究或许像科幻小说，但它是“变

革性的”。明年年初，他们将在癌症患者中开展临床试

验，使用这种“纳米粒子生成器”改进现有抗癌药物的效

能。最新研究发表在《自然·生物技术》杂志上。

纳米技术和抗癌药联手治愈乳腺癌
相关药物递送机制动物实验获得成功 新华社伦敦3月 21日电 （记者张家伟）一个国

际团队 21 日报告说，如果全球各国不及时采取措施

应对气候变化，持续的二氧化碳排放有可能在这个

世纪触发多个相互关联的气候“临界点”，最终导致

大量经济损失。

这项由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美

国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学者合作进行的研究显

示，持续碳排放有可能触发 5 个方面的气候“临界

点”：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异常、格陵兰岛冰盖融化、

南极西部冰原崩塌、亚马孙雨林生长受影响、厄尔尼

诺现象发生的频率改变。

研究人员在《自然·气候变化》杂志网络版上报

告说，他们利用数字模型对这 5 个“临界点”出现后

全球所受影响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未来这 5 个“临

界点”一旦触发，将让当前的“碳排放社会成本”增

加近 8 倍——从目前每排放 1 吨二氧化碳带来的 15

美元成本升至每吨 116美元。

报告还说，由于这几个“临界点”都相互关联，一

旦其中一两个被触发，其他也会很快出现，有可能导

致“碳排放社会成本”激增。

为此，研究人员呼吁各国采取切实行动降低二

氧化碳排放，甚至到这个世纪中期实现净零排放，以

便达成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中的减排目标，从而降

低未来气候“临界点”出现的风险。

2015 年 12 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近

200 个缔约方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一致同意通过

《巴黎协定》，为 2020 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

出安排。协定指出，各方将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

全球应对，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

度控制在 2 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 1.5 摄氏

度之内而努力。全球将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

峰，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

持续碳排放或触发气候“临界点”

新华社柏林3月 21日电 （记者郭洋）吹气测酒

驾？不用这么麻烦。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日前发布新

闻公报说，其研究人员最新开发出一种利用激光高

效测酒驾的方法，可瞬间测出汽车内的酒精分子。

如果车内有人血液酒精浓度达到万分之一，测量系

统就会报警。

据介绍，这套测量系统使用带间级联激光器技

术，与机场和大型活动所用非接触式爆炸物检测方

法的原理类似。人们在路边设立一个特殊的激光装

置，用于照射过往车辆。光线会由设在路对面的镜

子反射回来。这时，激光器就可以根据反射光的光

谱分布检测到车辆内部是否存在酒精分子，而这些

酒精分子很可能是醉酒司机呼出的。

这种激光测酒驾系统准确度高于此前研制的类

似系统。如果车内有人血液酒精浓度达到万分之

一，测量系统就会报警。不过，该设备的缺陷是无法

识别到底是车内的司机还是乘客饮过酒。研究人员

表示，警方可将这种激光测量系统用作酒驾的初步

筛选，拦下可疑车辆后再做进一步检测。

研究人员正与工业界合作，期望在更多领域应

用这一技术。例如在石化工业，这种基于激光的检

测技术可用于检测原油蒸馏时产生的气体成分。

德开发更精准的激光测酒驾方法

新华社华盛顿3月 21日电 （记者林小春）美国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21 日公布一项提议，拟在全美禁

用医用有粉手套，原因是有粉手套会给医生和患者

带来较大的染病或伤害风险。

美国药管局当天发表声明说，这一禁令将适用

于手术用有粉手套和检查病人用有粉手套等，但不

包括防辐射有粉手套，原因是美国市场上没有这种

手套。

在医学诊断、检查与治疗中，经常会用到医用手

套，医用手套分为无粉和有粉两种，其中有粉手套可

以方便医生穿脱。

但美国药管局说，有粉手套具有较大的危害

性。比如，天然胶乳手套使用的气雾化粉末可能会

引起呼吸道过敏性反应。此外，医用有粉手套使用

的粉末还与一系列严重副作用相关联，包括严重气

道炎症、伤口炎症以及阻止手术伤口正常愈合的术

后粘连等。

该机构表示，尽管美国医用有粉手套的使用已经

减少，但这些手套对医生和患者依然构成“不合理、较

大的染病或伤害风险”，这些风险无法通过使用新标

签或更新标签来消除，因此建议禁用这些产品。该提

议还需通过90天的公众评议后才能最终生效。

美药管局提议禁用医用有粉手套

3月22日，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的瓦里，当地居民排队用水桶接饮用水。
今年3月22日是第24个世界水日。联合国将今年世界水日的主题确定为“水与就业”。为了让全世界关注水问题，1993年1月18日，第47届联合国大会根据联

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制订的《21世纪行动议程》中所提建议，通过了第193号决议，确定自当年起将每年的3月22日定为世界水日。 新华社发（沙里夫·伊斯兰摄）

水日打水水日打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