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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3月 24日电 （记者张梦然）本周出

版的英国《自然》杂志在其关于循环经济的特刊中发表

评论称，应创建一个“没有浪费”的世界，并给出相应方

案。瑞士建筑工程师瓦尔特·斯塔尔表示现在“是时候

转型到资源保有型经济中了”，迄今为止“高质量”仍与

“新奇”联系在一起，这并不是真正高质量的标志，而

“可以长期使用”仍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并没有被视

作一种智慧的选择。

斯塔尔创造了循环经济的概念，在这种经济模式

中，工业产出变为输入，让那些在使用寿命尾声的产

品变成其他行业的资源。连接起不同行业之间的资

源循环可以节约能源和原材料，并减少浪费同时创造

就业机会。循环经济的理念正在获得政治支持。中

国在这方面的立法走在前面，欧洲和美国也注意到了

这一趋势。

斯塔尔在文章中写到，循环经济最终的目标是从

原子层面进行回收。他呼吁更多研究分解材料方面的

技术，“我们需要解聚合、逆合金、去黏合、脱硫化、去涂

层的技术。”他敦促道：“循环经济需要成为从教室到会

议室的主流思潮。”

在另一篇评论文章中，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经济

学家约翰·马修斯和纽卡斯尔大学谭浩，追踪了中国在

迈向循环经济上的进展：从 2006年开始，全国已经有上

千家企业在生态产业园里建立了资源网络，节约了能

源，且降低了污染和成本。到了 2013 年，中国和 2005

年相比，每美元 GDP（国民生产总值）的资源消耗减少

了 34.7%，废弃产物减少了 46.5%。两位作者呼吁，应制

定更复杂的指标来评估循环经济。

同样是在本期特刊中，英国发展心理学家布鲁

斯·霍德思考了人们为何看重那些提升社会地位的

财产，并且强调了让拥有和使用再生品成为社会理

想的必要性。在特刊最后，书籍和艺术版块展示了

生态设计在循环经济运行中是如何起核心作用的，

案例包括劳斯莱斯的先进金属回收计划，以及加拿

大 Enterra 公司将没卖出的食品转换成牲畜饲料的昆

虫养殖场。

《自然》杂志特刊发表评论

创建一个“没有浪费”的世界，是时候了！

当 地 时 间 3

月 23 日，中国银

行联合英国贸易

投资总署（UKTI）

在伦敦举办中英

跨境电子商务白

皮 书 发 布 会 ，海

外 首 发《中 国 银

行跨境电商服务

白皮书》。

本报记者

郑焕斌摄

科技日报多伦多 3月 23日电
（记者冯卫东）2016 年度“小诺贝尔

奖”——加拿大盖尔德纳奖 23 日揭

晓。包括华裔科学家张锋在内的 5

名基因编辑技术“先锋”被授予国际

奖，这也是该奖项第二次将国际奖

授予同一技术主题下的多名科学

家。

2016 年加拿大盖尔德纳国际

奖的获得者分别是：美国麻省理工

学院麦戈文脑研究所研究员张锋、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生物化学和分

子生物学教授詹妮弗·杜德娜、德国

马普生物感染研究所所长埃马纽埃

尔·卡彭蒂耶、法国杜邦公司资深科

学家菲利普·霍瓦特、美国北卡罗来

纳大学助理教授鲁道夫·巴郎格。

前三者因开发 CRISPR-CAS 作为

真核细胞的基因编辑工具，后两者

因建立和特征化 CRISPR-CAS 细

菌免疫保护系统而分享国际奖。

盖尔德纳基金会科学主任约

翰·德克斯称，CRISPR 是一项划时

代的、将能改变一切的发现。获奖

的 5 名科学家年龄从 34 岁到 52 岁

不等，他们的工作成果都是在过去

10 年内发表的，有的甚至还不到 3

年，展现了该项技术带来的变化正

在快速到来。

除了华裔科学家张锋，2016 年

盖尔德纳国际奖的获奖名单与 3 月

初公布的沃伦·阿尔珀特奖高度重

合，而基因编辑领域另一位热门人

选、哈佛医学院遗传学家乔治·彻奇

依然名落孙山。

2016 年盖尔德纳全球卫生奖

则 授 予 了 美 国 国 家 过 敏 和 传 染

病 研 究 所 所 长 安 东 尼·福 山 ，以

表 彰 其 在 理 解 艾 滋 病 感 染 机 理

及 帮 助 发 展 中 国 家 对 抗 艾 滋 病

方 面 的 众 多 开 创 性 贡 献 和 非 凡 领 导 力 。 加 拿 大 微

生物学实验室创始主任弗兰克·普拉默荣获盖尔德

纳怀特曼奖，主要表彰其在了解艾滋病在非洲传播

的开创性研究及其在 SARS、流感、埃博拉病毒研究

中的杰出领导力。

盖尔德纳奖的颁奖仪式将于 10月 27日在多伦多安

省皇家博物馆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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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接受“英国传媒发展的新理念与新举措”这一

专访任务后，纠结良久：谁是 Hold 住这个题目的合适

人选？几经周折，在英国广播公司（BBC）总部采访了

BBC 第 4 广播频道《 Media Show》节目策划和主持

人、《卫报》专栏作家史蒂文·休利特之后，上述疑问终

于有了答案。

纸媒亟须融合新技术

谈及英国媒体的整体情况，1981年就加盟 BBC的

休利特可谓如数家珍。他说，英国媒体主要分为出版

业和广播电视业两大板块。出版业商业化程度高、受

管制程度低；广播电视业则一直都受到高度管制，这

在英语国家也非常常见。英国的公共广播服务有三

种经营模式:第一种是完全公共化（如 BBC）;第二种是

所有权为公共但实行商业化运作（如第 4 频道，即

Channel 4）；第三种则是完全商业化运营（如 iTV）。

在互联网时代，移动终端的普及使人们随时随地

都能获得信息，它已不再是稀缺品，一般的新闻已很

难成为“新闻”。面对互联网的冲击，纸媒和广播电视

都需要与其融合，现在很多报纸已开始拍摄视频，一

些电视台则设立网站。

应对冲击的策略多样化

2 月中旬，创刊于 1986 年的全国性报纸《独立报》

宣布，将于 3 月 26 日停止发行纸质报纸，只保留数字

平台，从而成为英国首家放弃纸媒、只保留数字平台

的全国性报纸。当时《卫报》的一篇报道标题为——

“《独立报》：被互联网杀死的报纸 ”。

休利特的解读是，在全媒体时代，相对于广播电

视，纸媒受到的冲击更大，只有少数专业化媒体受到

的冲击较小，如《金融时报》、《经济学人》等，而一些大

众化媒体受到的冲击则较大，《独立报》就是个典型。

《独立报》订阅量目前下降为 3 万份，远不能支撑其印

刷、发行等成本。其应对措施是推出一份精简版报纸

《i》，把长篇幅文章精简为精悍短文，面向通勤上班族，

提供有质量且能在半小时内读完的内容。目前这份

售价 20便士的报纸发行量已达 25万份。

休利特说，《卫报》的运营状况则完全不同。《卫

报》从成立至今一直都得到慈善组织的支持，虽然近

10年来也是亏本经营，但由于其背后的强大力量以及

在英国乃至世界的重要性等因素，它能够较好地运

营。《泰晤士报》之前也一直被报道亏损，但近期声称

自己收支情况转好。休利特指出，这些报纸遵循不同

的收费政策——纸质报纸都需付费，而网站内容则大

不相同：《卫报》一直坚持网站内容完全免费；《泰晤士

报》的网站内容则需付费，只有订阅纸质报纸或直接

订阅电子报纸，才可阅读其电子版的内容；《金融时

报》则是条件性付费，读者可以免费阅读一定数量的

在线文章，其他内容则需付费。

对纸媒来说，应对新闻内容免费化是一项挑战，

不同的应对措施也会引发不同的后果。报业大亨默

多克不赞成高质量内容免费化，认为这将对报业造成

巨大冲击，用户将更期待和依赖于免费而不会主动付

费，但收费的后果是：曾占据英国发行量榜首的《太阳

报》，其网站采取收费策略后浏览量一度下降；而被称

为中规模小报的《每日邮报》，其网站已成为英语国家

浏览量最大的新闻网站。

融合网络平台是唯一选择

在休利特看来，经营模式是决定纸媒存亡的关键，因

此改变经营模式是纸媒应对互联网冲击的必然方向。

他认为，纸媒在未来激烈竞争中站稳阵脚的唯一

出路是：与互联网平台融合发挥其内容优势，生产读

者真正想读、想看的内容。就经营模式而言，专业化

报纸仍可采取付费经营模式，而其他一般媒体则需要

新旧模式相结合。虽然互联网已成为趋势，但目前来

看其广告收入对报纸经营来说仍然入不敷出。因此，

一般媒体既要维持原有广告，也要结合订阅付费以支

持经营。

此外，纸媒甚至其他传统媒体还具有互联网难以

企及的优势。休利特坦言，自己每天都用苹果手机看

新闻，但这些新闻都是经过大数据运算筛选后推荐

的，会越来越对他的“口味”。相反，报纸等媒体则总

会提供令他意想不到的内容。从这个层面上看，互联

网限制了用户对内容的消费，导致内容同质化、高度

个性化，人们将越来越集中于消费自己感兴趣的范

围，而不会接触到新知识。

真正的好内容无可替代

休利特认为，“纸”作为介质是可以被取代的，但真

正的好内容却是无法被取代的。《卫报》目前在纸媒互

联网改革方面遇到的困境很具代表性。它投入很大财

力进行网站建设，希望能够吸引读者。但目前大多数

读者并非通过《卫报》网站，而是利用脸书、推特等社交

平台找到新闻链接，然后再阅读《卫报》的新闻。因此，

虽然在互联网上其内容的阅读量较大，但这些间接阅

读量无法给《卫报》网站带来广告或点击收入。

休利特说，纸媒拥有其他媒体无法比拟的生产、

编辑流程（如深度报道等），这些往往能创造巨大价

值。然而这也只是“历史”，只有把握好这个“历史”根

基，重新找好自身定位，符合市场需求才能生存更

久。因此，从长远来看，纸媒应当找到人们真正想付

费阅读的内容，并依此确定自身定位。只要扮演好这

个角色，纸媒的内容将不会消失，它依旧能拥有光明

的未来。 （科技日报伦敦3月23日电）

准确定位，纸媒依然拥有光明未来
—— 访 英 国《卫 报》专 栏 作 家 史 蒂 文·休 利 特

本报驻英国记者 郑焕斌

迎接传媒发展新时代③

史蒂文史蒂文··休利特休利特

科技日报北京3月 24日电 （记者刘园园）澳大利

亚基础建设与交通部部长戴伦·切斯特表示，两片在莫

桑比克发现的飞机残片“几乎确定”来自失踪的马来西

亚航班 MH370。

去年7月，一块疑似MH370襟副翼的残骸被冲至法

属 留 尼 汪 岛 海 岸 。 这 块 残 片 已 在 此 前 被 确 认 来 自

MH370。最新声明使已确认的MH370残片上升到3块。

MH370于 2014年 3月在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飞

往北京的途中消失，航班上载有 239 人，由于一直未能

找到其残骸，这架飞机以及机上人员的下落，成为航空

史上最大的疑案之一。

这次发现的两块飞机残片，一块由业余的美国调

查员于 2 月底在莫桑比克海岸发现。之后一位南非游

客也提供了他于去年 12月在莫桑比克发现的另一块残

骸。两块残片均被运往澳大利亚进行分析。

切斯特表示，调查人员已经完成对这两块残骸的

检查，并发现它们与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波音 777 机

型一致。MH370 的机型正是波音 777，目前世界上也

只有一架波音 777 下落不明。切斯特在一份声明中

称 ，“ 分 析 结 论 认 为 飞 机 残 片 几 乎 可 以 确 认 来 自

MH370”，这一发现与 MH370 飞机残片随洋流漂浮的

模型是相符的。

切斯特表示，这意味着由澳大利亚主导的在南印

度洋海域进行的搜寻行动，所聚焦的区域是正确的。

这项有中国和马来西亚的专家参与的搜寻行动，正在

对重点海域的海底进行搜索，以冀求找到 MH370 沉落

的位置。

切斯特透露，搜寻行动将会继续搜索 2.5 万平方千

米的海域。他表示“对找到 MH370充满希望”。搜寻行

动可能在今年年中结束。

除此之外，本周一现身的第 4块可疑残片也引起调

查人员的关注。这块残片由一位考古学家在南非莫塞

尔湾海岸发现。这块残片带有波音 777 的发动机制造

商——劳斯莱斯的标志。马来西亚交通部表示，这块

残骸可能来自飞机发动机整流罩。

两块“几乎确定”是MH370的残片现身
据新华社柏林3月23日电（记者郭洋）在世界防

治结核病日到来之际，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协会 23日

说，该协会参与的一个国际研究小组开发出一种血液

检测结核病的新方法，可对感染者是否会发病进行预

测，有望帮助医生及时掌握患者病情、提早治疗。

目前可用血液检测法区分潜伏性结核与活动性

结核，但却无法预测感染者是否会发展成活动性结

核。为此，研究人员分析了超过 1万名来自南非和冈

比亚的感染者血液样本。

结果发现，感染者发病前血液中免疫细胞里的

特定基因较为活跃。于是，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基

于生物标记物的血液检测方法，通过检测特定基因

的活跃程度来预测感染者将来是否会发病，预测准

确率可达 75％。

研究人员表示，这种检测方法可提前一年以上

预测是否会发病，这就给医生充足的时间采取相应

治疗措施。目前该检测方法正进行临床测试，研究

人员希望能够找到具有针对性的疗法来阻止感染者

发病。

2016 年 3 月 24 日 是 第 21 个 世 界 防 治 结 核 病

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结核病相关死亡每年达 150

万例，是全世界首要传染病杀手之一。

新型血检可预测结核病是否发病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3月 22日电 （记者刘隆）巴

西研究人员新研发出一种利用荧光探测的新型医疗

设备，有助于更准确地掌握癌细胞转移路线，提高手

术效率，并为患者提供更优化的治疗方案。

据当地媒体报道，这一设备由巴西圣保罗大学

圣卡洛斯物理研究所研发，主要部件包括两个摄像

头、一组用来检测荧光和捕获图像的红外线装置以

及一个显示屏。设备固定于一个移动支架上，医生

可通过手柄操作。

一些物质受到特定波长的光照射，吸收能量后

会发出荧光。据研究人员介绍，新设备将荧光粉输

送到患癌部位的淋巴结中，然后用特定颜色的光照

射这一部位，荧光粉发出的不同颜色的光被设备摄

像机捕获，手术人员可在显示屏上实时确定前哨淋

巴结的位置。

淋巴结是人体免疫系统重要组织。在临床上，癌

细胞转移必经的第一个淋巴结被称为前哨淋巴结。

据介绍，以往的病理诊断依赖于医生对淋巴组

织切片的主观判断，而荧光探测技术具有更高的灵

敏度和精确度，同时有助于提高手术安全性。这一

新设备的优势还在于可以生成彩色图像、可录制手

术过程供后续分析使用等。

巴西研发追踪癌细胞的新型设备

据新华社北京3月 24日电 英国一项最新研究

发现，如果饮食中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可以帮

助预防白内障，如果已经出现白内障，也能帮助大幅

减缓疾病进程。

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研究人员在最新一期美

国《眼科学》杂志上报告说，这次研究最重要的发现

就是，饮食中多摄入维生素 C 可以帮助控制白内障

病程。“尽管不能完全阻止白内障发生，但简单地通

过饮食调整多摄入维生素 C，就能推迟白内障发病，

或显著阻止病程恶化。”

研究人员介绍说，他们在英国选取了1000对女性

双胞胎进行调查，让她们填写食物调查问卷，以追踪

维生素C等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的摄入量。然后，在

这些双胞胎60岁时，开始通过数字成像设备检测她们

晶状体的浑浊程度，以判断白内障的病程。在随后10

年的跟踪调查中，他们共完整获取了其中 324对双胞

胎的晶状体检测数据。结果显示，在60岁刚开始检测

时，那些饮食中富含维生素 C 的女性，其白内障的患

病风险要低20％。10年后，那些摄入更多维生素C的

女性，其白内障病情的发展要减缓约33％。

富 含 维 C 食 物 可 助 防 控 白 内 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