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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传媒发展新时代④

新华社内罗毕 3 月 24 日电 （记 者丁小溪）联

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署 24 日 发 布 报 告 称 ，2015 年 全 球 对

可 再 生 能 源 的 投 资 总 额 达 2860 亿 美 元 ，创 历 史 新

高 ，且 发 展 中 国 家 可 再 生 能 源 投 资 额 首 次 超 过 发

达国家。

这份名为《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趋势》的报告指

出，2015 年发展中国家可再生能源投资额同比增长

19％，达到 1560 亿美元。这些投资大部分来自中国。

中国去年可再生能源投资额为 102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在世界总投资额中占 36％。

在发达国家中，欧洲可再生能源投资额从 2014 年

的 620 亿美元降至 2015 年的 488 亿美元，降幅达 21％，

投资额为 9年来最低水平。

专家分析，造成可再生能源投资从发达经济体撤

出、转而投向发展中国家的原因可能包括：中国风能和

太阳能领域快速发展、新兴国家用电需求迅猛增长、发

达国家经济增长放缓以及欧洲对可再生能源补贴力度

下降等。

报告指出，虽然可再生能源（大型水电除外）只

占世界总发电装机容量的小部分，但是比例正在不

断 攀 升 ，从 2014 年 的 15.2％ 上 升 到 了 2015 年 的

16.2％。

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阿希姆·施泰纳说：“可再

生能源在我们的低碳生活方式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2015年创纪录的投资额进一步证实了这个趋势。尤其

值得强调的是，2015 年发展中国家在可再生能源上的

投资首次超过了发达国家。”

他表示，2015 年各国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承诺消除贫困，促进可持续发展，提高健康生活

标准，以及为大众提供价格合理的清洁能源，“可再

生能源投资的持续增长在兑现这些承诺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

去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创新高

弗赖迪·姆伦加是卢萨卡肯尼思·卡翁达国际机场的经理，曾在1978年赴中国留学，在北方交通大学学习交通工程专业。2014年，姆伦加和一些曾在中国留学的
赞比亚人成立了留学生协会，姆伦加被推选为协会主席。

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一批批赞比亚人前往中国留学。他们在中国学习先进技术，感受热情友谊，他们惊讶于中国的发展速度，爱上中国的便捷生活。随着时代
变迁，他们有不同的中国故事，却有同样的中国情结。

图为在赞比亚卢萨卡，赞比亚中国留学生协会成员聚会后合影，左三为姆伦加。 新华社记者 彭立军摄

纸媒将死，是近年来报刊业头上挥之不去的一片

阴云。一个“将”字成就的无法证伪命题，就如同“互

联网盛宴已经结束”的命题一样，继续徜徉在前行的

路上。在依托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平台的新媒体

的不断冲击下，纸媒的惨淡经营已是不争的事实，摆

在从业人员心头的是“活着，还是死去”事关前途命运

的沉甸甸问号。

找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起点

随着数字媒体不断地摧城拔寨，纸媒需要变革是

毋庸置疑的必然选择，而路在何方呢？也许首先要发

现传统媒体在转型过程中，面临了什么样的困境，找

到问题，才是解决问题的起点。

著名的《纽约时报》经过观察和研究后发现了这

样一个现象，访问其报刊网页的读者人数呈下降趋

势。仅三分之一的读者，访问过其网页，而且访问者

在其网站所花费时间也呈减少的趋势，所访问的文

章量及每个访问者所花时间的百分数下降了两位数

以上。

纽约时报分析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发行工作边缘

化，新闻制作单位未参与发行工作或参与人数过少所

致。而推广、促销都离不开新闻制作单位的参与和监

督，需要新闻单位的全力配合。上述情况也说明，主

页的价值降低，需要加强信息共享。此外，纽约时报

作为百年老店，其自 1851 年起开始积累下的 1400 多

万篇新闻报道和文章是一个巨大的宝库，不仅可以发

掘新闻线索，还可以发挥资料检索的图书馆功能，是

吸引订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传统媒体是一个富矿

综合性传统媒体还有一个特别的优势，就是过去

对文化和艺术题材的深度报道可以进行再加工和翻

新报道。比如人们如果对过去的某一戏剧再次发生

浓厚兴趣时，过去的相关报道就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

作用。

有一件事对传统媒体如何转型十分具有启发作

用。前尼曼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安德鲁·菲尔普斯一时

兴起，利用纽约时报自 2013年的讣告制作了一个最佳

讣告合集，发布在了 Flipboard 上，结果大受欢迎。从

上述事例可见，传统媒体既有一支雄厚的新闻制作队

伍，还有珍贵的资源，数字平台又提供了无尽的创新

工具，制作出广受欢迎的作品不是遥不可及，而是触

手可及，关键是传统媒体有没有意愿去拥抱新媒体。

纽约时报为了便于记者和读者制作专题，特别研发了

一系列电子工具，记者和读者均很方便将过去的报道

和图片拖拽在一起，形成专题，方便读者全面掌握新

闻消息及其背景。在情人节以及出现了拐骗妇女的

新闻事件时，他们专门制作了一个自 1996年以来的新

闻专题，并结合了相关的视频文件，结果点击量大

增，有 46万页被浏览。

在美国，通过方言来推测一个人来自何方是件非

常有意思的事情。美国的各大媒体过去纷纷推出各

式 方 言 测 试 版 面 ，吸 引 了 大 量 的 读 者 。 然 而 随 着

VOX 及 BuzzFeed 等可以构建方言测试的平台出现

后，传统媒体在这一过去吸引了大量读者的领域也开

始出现了读者大量流失现象。如果传统媒体拥有同

样的平台，可以想象，其深厚的积累是完全可以将对

此感兴趣的读者吸引回来的。

拥抱新媒体方可占据先机

传统媒体如何在版式上，尤其是在电子版式上，

吸引读者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由于读者的需求

各不相同，而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如何根据读者的

需求，个性化电子版面，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课

题。美国一些大的媒体已在考虑或实施读者个性化

版面。如在媒体的电子版或苹果应用中，除提供重要

的头条消息外，还可根据读者自己设定的感兴趣领

域，个性化提供相关报道的标题或链接。

传统媒体还存在另外的一个问题是，不注意结构

化数据和数字标记。没有好的数字标记，读者无法追

踪新闻事件的前因后果，也无法在搜索引擎中显示图

片及读者感兴趣的曾报道过的内容。

如何利用社交媒体扩大传统媒体的影响是传统

媒体必须要加以关注的重点。当今的社会，社交媒体

的巨大作用已不需要置疑，谁能够充分利用社交媒体

来加强传播，加强包装，加强发行，才能在新闻大战中

占据先机。这不仅需要记者转变，还需要经营理念和

经营模式的创新。组建一支专业队伍，踏踏实实地在

数字平台上做出有实际转变意义的工作，才是传统媒

体的出路。

（科技日报华盛顿3月24日电）

从“旧矿坑”中挖出“新宝石”
—— 面 对 冲 击 的 传 统 媒 体 需 要 做 出 转 变

本报驻美国记者 何 屹

科技日报北京 3月 25 日
电 （记者王小龙）美国巴德学

院的科学家日前发现了一种导

致健忘症的新机制，压制对往

事的回忆会让人忘记同一时期

前后不相关的经历。这一机制

或有助于对经受了创伤后应激

障碍，或其他急性创伤患者的

记忆缺失做出解释。相关论文

发表在最新一期的《自然—通

讯》杂志上。

巴德学院的贾斯廷·赫伯

特和他的研究团队用在 381 人

当中进行的 7 个记忆提取实验

阐明了当下事件可能被遗忘的

方式。在试验中，参与测试的

志 愿 者 被 要 求 记 住 诸 如“ 跳

跃—芭蕾”这样的一对单词。

当单词对中的前一个词出现

在电脑屏幕上时，他们被要求

想起或者压制对于第二个词

的记忆。在实验期间，偶尔会

有奇异的图片在电脑上展示

（例如一只孔雀在一个停车场

里）。接下来，研究人员通过

展示一张特定照片的背景询

问志愿者，要求他们回忆和此

背景相关的物体，以此来测试

记忆提取。

研究人员发现，让志愿者

压制对词语的记忆，会让他们

更难记起在收到压制命令之前

或者之后看到物体的细节。

研究人员用核磁共振成像

对志愿者在压制记忆时的大脑

进行扫描后发现，记忆形成的

障碍和海马体的活动减少程度

直接相关。海马体是对于新记

忆形成而言必须的大脑区域。此外，记忆形成障碍也与

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活跃程度有关。

研究人员称，这些结果揭示出了一种认知触发的健

忘症。自愿抑制一个不想要的记忆或许推动了一种新

的遗忘机制。该成果或许能对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其他

急性创伤患者出现的记忆缺失现象做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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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3月 25日电 （记者华凌）英国巴斯

大学、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和布里斯托尔机器人技术

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共同开发出一种采用厨余垃圾中典

型成分作为有效催化剂的新型微生物燃料电池，体积

小，价格低，但性能却更强大。该研究成果发表在最新

一期《电化学学报》上。

研究人员说：“微生物燃料电池有潜力从废物如尿

液中产生可再生的生物能源。世界每天都在生产大量

的尿液，如果我们能够利用微生物燃料电池的潜力，可

以彻底改变发电方式。”

微生物燃料电池是利用某些细菌将有机物转化

为电能的装置。生产生物能源的其他方法包括厌氧

消化、发酵和气化。微生物燃料电池具有很多优点，

可在常温常压下工作，效率高，而且还比其他方法产

生的废物少。

然而，这种方法也存在一些限制。微生物燃料电池

的制造成本相当昂贵，电池的阴极通常含有加快反应以

产生电力的铂。而且，微生物燃料电池所产生的生物电

力比其他方法要少。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这种新的微生物燃

料电池克服了传统微生物燃料电池的两个局限：成本

高和低功率，体积更小，价格更便宜，性能更强大。其

阴极材料用碳纤维布和钛丝制成，并不昂贵。为了加

快反应速度，产生更多电能，研究人员使用由厨余垃

圾中糖、卵白蛋白、蛋清蛋白等成分制成一种有效的

催化剂。

研究发现，优化后的电池设计使电极长度倍增，从

4mm 到 8mm，而功率输出增加了 10 倍。通过堆叠三个

小型微生物燃料电池，输出功率比单个电池提高 10倍。

研究人员强调，微生物燃料电池可以为发展中国家

的贫困农村提供能源。

用厨余垃圾制作催化剂

新型微生物燃料电池成本低性能高 科技日报北京3月 25日电 （记者王小龙）英国

的一个研究小组日前发布论文称，气候变化极有可

能是导致一种比恐龙还早的海洋爬行动物——鱼龙

灭绝的主要原因。

鱼龙是一种类似鱼和海豚的大型海栖爬行动

物，生活在中生代，最早出现于约 2.5亿年前，比恐龙

还要早一点。它们大约在 9000万年前的白垩纪晚期

灭绝，这一时间比恐龙大灭绝早了 2800万年。此前，

不少人将鱼龙提早灭绝归因于海洋爬行动物竞争者

的增加或食物资源的减少。但最近的研究显示，鱼

龙在灭绝前几百万年依然拥有丰富的物种多样性，

上述假设便失去了其合理性，鱼龙的灭绝再次成为

了“悬案”。

新研究中，英国牛津大学的菲舍尔·瓦伦丁和他

的研究团队用基于系统发生学的方法，对鱼龙随着

时间推移的多样性进行了评估，并将其与海洋化学

和海平面高度等环境数据进行了比对。

研究人员发现，鱼龙在白垩纪早期一直是高度

多样化的，但最后的鱼龙演化速率越来越低。他们

的数据表明，气候变化是海洋生态系统变化的主要

驱动力，并证伪了此前有关鱼龙是被其它海洋爬行

动物和鱼类打败的假设。此外，他们还发现大约 1亿

年前的一个早期灭迹时间，这段时间里鱼龙的多样

性也出现了大幅下降。因此，研究人员推断鱼龙的

灭绝有可能分为两个不同阶段。

相关论文发表在《自然—通讯》杂志上。

气候变化是导致鱼龙灭绝的主因

科技日报北京3月25日电（记者王小龙）美国国家

航空航天局参与的一项研究发现，全球变暖会导致葡萄

收获日期提前，让法国等葡萄酒产区在没有出现干旱的

情况下，提前获得了收获酿酒葡萄所需的高温。这对葡

萄园的管理和葡萄酒的质量都可能产生影响。

这篇在线发表于《自然—气候变化》杂志上的论

文称，在过去，干旱是确定酿酒葡萄收获时间的一项

重要指标。葡萄通常会在温暖干燥的春夏季节提前

收获。较高的温度会加速葡萄的成熟速度，降水的

增加则会延迟这一过程。而高品质的法国葡萄酒通

常与葡萄的提早收获有关。

在新研究中，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戈达德太空

研究所本杰明·库克和伊丽莎白·沃克维奇，对 1600

年到 2007年法国和瑞士的葡萄收获期和气候数据进

行了关联研究。结果发现，由于气候变化，干旱对葡

萄收获期的影响逐渐减弱，近年来甚至在很大程度

上几近消失。由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变暖增

强，热浪出现的频率也更高了。在 1981 年至 2007 年

里，即使没有发生干旱，葡萄也能提前收获，收获时

间和干旱的关系似乎从 1980年开始就逐渐瓦解了。

研究人员称，虽然提早收获可能会更容易生产出

高品质的葡萄酒，但如果气温上升过多，世界上一些

气温本就较高的葡萄酒产区有可能面临灭顶之灾。

这些信息对于葡萄酒生产商来说可能至关重要。

全球变暖使酿酒葡萄收获季节提前

科技日报北京3月25日电（记者陈丹）澳大利亚

研究人员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一项最

新研究指出，有些生物因素可以预测哪些病毒最有可

能出现人际传播，从而有助于预防和遏制疫情暴发。

大多数新出现的感染都是因动物将病毒传播给人

类引起的，但并不一定会导致持续的人际传播进而暴

发流行病。如果能够提早发现可在人与人之间高效传

播的病毒感染，对于流行病规划和防治非常关键。

据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官网公告，为了解决这个

问题，该校查尔斯·帕金斯中心的研究人员汇编和分

析了一个涵盖 203种人类病毒的数据库，并使用统计

模型来确定可以预测哪些病毒最有可能进行人际传

播的生物因素。

论文第一作者杰玛·盖根博士指出，较低的寄主

死亡率和在寄主身上生存较长时间的能力，会使病毒

人际传播的可能性增大，因为这两个因素让病毒有更

多的时间来传播，多瘤病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

然这类病毒感染人类后很少引起症状或者疾病；相

反，如果病毒具有一种被称为“外膜”的特定结构，其

在人群中传播的可能性较小，因为它们稳定性差，更

容易降解，比如由蚊子等虫媒传播的病毒，就不太可

能出现人际传播。盖根认为，像受到极大关注的登革

热和寨卡病毒病，其实是规则之外非常例外的情况。

研究人员认为，上述生物因素可以用来预测哪

些病毒更容易引起疾病流行，帮助公共卫生官员采

取适当措施防止和遏制相关疾病的暴发。

生物因素可预测哪些病毒易流行

几代赞比亚留学生的中国情结几代赞比亚留学生的中国情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