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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多伦多 3 月 26 日电 （记 者冯卫东）

随 着 各 种 成 分 的 添 加 ，翠 绿 的 液 体 渐 渐 变 成 了 褐

色 的 胶 体 。 加 拿 大 多 伦 多 大 学 研 发 出 的 这 种 彩 色

黏 性 材 料 ，或 将 给 可 再 生 能 源 新 的 廉 价 存 储 方 式

铺平道路。

研究发现，这种材料在被铺展到金属带上并通电

后，其打破水分子的速率要比现有常用材料高出 3 倍，

且成本要低廉得多。多伦多大学客座研究员张博（音

译）称，其开发的这种神奇胶状材料可作为催化剂，将

水分解为氢和氧。

相关水解工艺的关键是使用了相对廉价和丰富的

钨金属。钨本身不会对水分解，但其在催化剂作用下

可改变其他成分的特性，尤其是铁—钴氧化物，从而使

水的分解更容易。而且，这种新材料可在室温条件下

制作，制成后可像胶贴一样易于使用。

研究人员表示，新胶状材料可促进工业规模的水

解技术开发。在此过程中，作为副产物的氧通常被释

放至大气中，而氢则被存储起来。之后，在燃料电池中

这些氢可与氧再度结合产生能量。

存储是一直困扰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难题，电池技

术 并 未 能 提 供 一 种 大 量 存 储 电 能 的 廉 价 和 长 期 手

段。新技术的优点在于，可将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如

太阳能、风能）产生的电力存储起来，以供将来无限期

地使用。

新胶状材料是加拿大先进项目研究院（CIFAR）资

助的仿生能源项目产生的首个具体成果。该项目由多

伦多大学著名能源专家爱德华·萨金特领导。研究成

果发表在最新一期的《科学》杂志上。

新胶状材料有助存储可再生能源
能 促 进 水 解 技 术 工 业 化 并 解 决 储 能 难 题

本周焦点

美制造出迄今最简单人造合成细胞
创造一个生命最少需要多少个基因？美国生物

学家、科学狂人克雷格·文特尔带领团队“算”出了目

前的最小值：473个，他们宣称设计并制造出了最简单

的人造合成细胞。

这个被称为 Syn3.0 的人造生命在美国加利福尼

亚州的实验器皿中横空出世。它是目前已知最小、最

简单的可自我复制的细胞，基因数量是世界上基因组

规模最大的生物——重楼百合的 282000 分之一。在

实验器皿中，Syn3.0的数量每 3个小时就可以翻倍，尽

管基因组很“苗条”，但它依然活得很好。

本周明星

新型义肢：“手”拿鸡蛋而不破
瑞典查尔姆斯理工大学、萨尔格林斯卡大学医

院和一家移植公司合作，为一名无臂人士接合了一

种直接与骨骼、神经和肌肉相连的义肢。这种义肢

电极系统信号稳定，让病人能按自己意愿自由移动

它，并实现精确控制，手拿鸡蛋而不破，感觉就像是

自己的真手。

外媒精选

一种恶意程序可感染不联网的计算机
电脑安全软件公司 ESET的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

高度隐秘的恶意程序，能感染不联网的计算机，又不

留下入侵痕迹。其被命名为“USB小偷”，因为主要依

靠 U 盘进行传播。该程序以非洲和拉美的机构组织

为目标，目前对其检测率非常低。

一周之“首”

人类首次探测到恒星爆炸激波
一个由美国圣母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多家

单位研究人员组成的国际团队，借助美国国家航空航

天局（NASA）开普勒太空望远镜，拍摄到两颗恒星爆

炸最初几分钟的景象，并第一次看到从较大那颗恒星

塌缩的核内产生的激波。这一发现有助于人们理解

这些复杂的爆炸，正是这类爆炸产生了构成人类、地

球和太阳系的多种元素。

前沿探索

哈勃望远镜发现超大恒星群
天文学家利用哈勃太空望远镜在星团 R136中发

现超大质量恒星群。恒星群中的 5 颗恒星为最新发

现，其质量均在太阳的 100 倍以上。另外 4 颗在 2010

年发现，其质量均在太阳的 150 倍以上。它们是目前

科学家发现的最大的恒星样本。

DNA“折纸术”有助研发更快更廉芯片
美国杨百翰大学研究团队的 DNA“折纸术”可

能有助实现更快、价格更便宜的计算机芯片。他们

使用 DNA 作为支架，将其他材料组装到 DNA 上，

形成电子器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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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组装技能应用于制造计算机电路，将大

大节约成本。

新强效免疫原可用于设计艾滋病疫苗
开发艾滋病疫苗的策略之一是诱导免疫系统产

生抗多种变异艾滋病病毒（HIV）的广谱中和抗体。

由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所、国际艾滋病疫苗行动组织

和拉霍亚过敏和免疫学研究所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团

队发现，大多数人体内都存在一类 HIV广谱中和抗体

前体 B 细胞，通过精确设计一种蛋白质作为免疫原，

绑定并激活这些 B细胞，可让其释放出 HIV 广谱中和

抗体。

一周技术刷新

“SCAMP”小型机器人能飞会落可爬墙
美国斯坦福大学仿生与灵巧操作实验室公布了

他们正在开发的一种新机器人：既能在空中飞，又能

在竖直墙壁上降落，然后还能顺着墙向上爬。这位仿

生机器人家庭新成员名为“SCAMP”，其能飞行、降

落、攀爬，脚下打滑时还能站稳了再爬起来、再起飞，

这一切都是通过机载传感器和计算机来实现的。

石墨烯制成柔性糖尿病管理贴片
韩国科学家开发出一种可穿戴式糖尿病管理贴

片。他们在石墨烯中添加了金颗粒，并把它与一个金

网结合，制成了一种具有柔性的半透明贴片。贴片上

含有一系列传感器。将这种仅有一张扑克牌大小的

透明塑料薄片贴在皮肤上，不仅能监测血糖水平，还

能在必要时通过皮肤释放药物降低血糖水平。

钙可成为液态金属电池重要原料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材料化学教授唐纳德·萨多维

与其学生 10 年前发明了大容量液态金属电池。现

在，他的团队又发现了可使这一技术更加廉价、实用

的新的化学成分——钙，其可以作为三层液态金属电

池的重要原料。这一发现有望拓展液态金属电池的

大规模应用。

新型纳米纺织品可用阳光“洗掉”污渍
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研究团队研发

出一种促使特殊纳米结构生长的新方法，用其制成的

纺织品在阳光下曝晒，可直接降解掉上面的污渍。这

意味着，以后衣服脏了放在阳光下可“洗”净，洗衣机

有可能被淘汰。这项研究也为增强纳米纺织品未来

自行清理其上污渍和污垢铺平了道路。

奇观轶闻

“路怒症”和弓形虫感染有关？
开车斗气、胡乱变线、强行超车……这些都是“路

怒症”发作者的典型症状。美国芝加哥大学公布的一

项最新研究称，“路怒症”或与弓形虫感染有关，受到

这种寄生虫感染的人可能引发一种被称为间歇性暴

发性障碍（IED）的精神疾病。而 IED患者存在突发性

的攻击冲动，其中就包括容易“路怒”。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一 周 国 际 要 闻
（3月21日—3月27日）

科技日报北京 3 月 27 日电
（记者刘霞）塑料瓶被称为“白色

垃圾”，人们像对砒霜一样，避之

唯恐不及。而英国《独立报》网站

近日报道，日本科学家新发现的

一种细菌却以其为“蜜糖”，将其

降解。科学家们表示，这种细菌

未来有望对地球上塑料垃圾的清

除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聚 对 苯 二 甲 酸 乙 二 醇 酯

（PET）是我们常见的一次性水瓶

的主要原料，具有轻质、无色且坚

固耐用等优点，应用广泛，全球年

产量为 5000 万吨，但这种塑料很

难被微生物分解或降解。

此次，日本京都工艺纤维大

学和庆应义塾大学的科学家们联

手发现，一种细菌能在 29 摄氏度

左右，花 6周时间将塑料瓶消耗殆

尽。研究成果发表在近期《科学》

杂志上。

为了找到这种细菌，研究人员

收集了 250份被 PET 污染的样本，

包括沉积物、土壤和塑料瓶回收点

的废水等。他们对生活在这些样

本上的微生物进行了筛查，最终发

现一组能分解PET薄膜的微生物，

其中的一种能让PET降解。

测试表明，这种细菌使用酶

分解 PET，产生一种中间化学物

质。这种化学物质接着被细胞吸

收，并在细胞内被其他酶进一步

分解，为该细菌提供碳和氧来助

其生长。

尽管此前已有研究发现了能

依靠 PET 生长的真菌，但这是科

学 家 首 次 发 现 能 吃 掉 PET 的 细

菌。有专家表示，该细菌或可用

来“干掉”数量日益增多且破坏地

球的塑料。

不过，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塑料专家崔西·
曼瑟表示，尽管最新研究令人印象深刻，但与将塑料瓶

放在垃圾回收桶内回收相比，生物降解塑料并不一定更

好。不过，他也表示，最新发现将有助于人们更容易找

到其他有类似降解 PET能力的微生物。

目前，科学家们面临的问题包括如何让这种细菌在

某些特殊条件下生存，以及如何进行合理开发和利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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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0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报告，对 2004

年至 2013 年文化产品贸易进行统计和分析。报告指

出，十年间全球文化产品贸易额增长了一倍，但作为

纸媒主打产品的报刊却在数字化的潮流中不断下

滑。数字化转型已然是各国纸媒共同面临的挑战，拥

有深厚读者基础的法国报刊企业也在重重压力下开

始探索新的发展模式。

电子化阅读将占半壁江山

法国人热爱阅读，地铁里人手一份报刊或书籍一

直是巴黎一景。因而，法国纸媒有庞大的读者群，在

6600万的总人口中，有多达 4950万人每月至少阅读一

种日报或一份杂志。在固定读者中，平均每人阅读 1.3

份日报及 4.5种杂志。但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法国

报刊年发行总量在2007年达到峰值后开始快速下降。

与之相对的是，法国便携电子设备迅速普及。根

据媒体研究机构 AudiPresse的统计，2014年至 2015年，

法国智能手机持有者增长 7%，占法国人口的 56%，是

2011年的 1倍多；平板电脑用户更是增长了 14%，占法

国人口的 43%，是 2011 年的 10 倍。同时使用电脑、手

机和平板电脑等多种平台的用户则占法国人口的

30%，仅 2014年下半年就激增 6%。

法国媒体发行监督机构 OJD 于今年 1 月发布报

告，对 2015年法国媒体发展情况进行调查统计。随着

手机，特别是平板电脑的普及，法国读者开始愈加青

睐数字化阅读。有多达 3510 万法国人（占人口 68%）

阅读数字化媒体报道。阅读新闻已超过浏览视频，成

为法国用户使用平板电脑的最主要功能。总体上，传

统纸质媒体的阅读量占比已经下降至 54%，数字化阅

读迅速攀升至 46%，并有继续快速扩大比例的趋势，预

计 2017年将占到半壁江山。

以社交网络增加用户黏性

如今，社交网络深入地融入当代人的生活，推特、

脸书和谷歌三大社交平台已成为法国人获取资讯的

重要途径。发布便捷、易于分享、传播速度快、用户数

量大，社交网络具有纸媒、广播、电视等各类传统媒体

无法比拟的优势。法国纸媒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纷

纷在社交平台中建立公共账号，用于及时发布简讯，

借以扩大影响力。根据 AudiPresse 的统计，法国 55%

的推特用户通过媒体公众号获取信息，平均每天阅读

量为 6.3条。

在全媒体时代，各类传统媒体借助互联网应用开

展跨界竞争与融合。除纸媒外，法国主要电台、广播

等其他媒体也纷纷进军社交网络，与纸媒争夺文字阵

地。在激烈竞争中，法国纸媒秉承深度报道传统，力

争以内容取胜，通常会在简讯中加入相关长文报道的

链接，将读者引导至纸媒网站，从而增加用户黏性。

数字销售带给纸媒新机遇

法国媒体数字化转型的一个主要模式被称为数

字销售，即媒体有偿向订阅者发送 PDF格式的电子版

报刊，读者可选择在平板电脑、手机等多平台上自由

浏览，便捷性大大提高。

数字销售较传统的纸质媒介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即可以免去印刷、配送时间，让用户更早看到报道。

以晚报《世界报》为例，外省读者可选择在当天中午收

取电子版报纸，而不是等到晚上或第二天才拿到纸质

报纸；晨报《回声报》的订阅用户则可通过邮箱于每晚

十点半收到第二天的电子版报纸。

此外，各媒体还可以在电子订阅中增加更多内

容。此前，法国严格规定所有纸媒销售的电子版报刊

应与纸质版保持一致，并且文件限定为 PDF格式。但

2014年的新规定则放宽了相关限制，要求媒体提供的

主要电子产品为 PDF格式，此外可在服务中加入其他

元素、链接、推送，并要求电子版售价应为纸质版价格

的 25%以上，避免恶性竞争，从制度上确立付费阅读模

式，保障纸媒整体的良性发展。

除了直接向个人用户销售数字化服务，法国媒体

还将目光转向第三方客户，即向航空公司、铁路运营

商、酒店等公司销售电子版读物，取代此前的纸质报

刊，从而让上述服务性行业在节省成本的同时拥有了

更多的选择，这为地区性日报和期刊提供了更多发展

机遇。

另外，这种数字销售的形式也十分灵活，很多媒体

选择将纸质版与数字版混合销售，根据读者可用的阅

读时间和阅读习惯，在工作日发送电子版报刊，内容侧

重新闻报道，篇幅多相对短小；而在周末向客户投送传

统的纸质读物，内容更偏向文化生活类等时效性相对

弱的题材，或适当增加篇幅更长的深度报道。这样既

能满足读者工作日快速获取新闻的需求，还能在周末

阅读时间充裕时提供更生活化的资讯。当然，用户仍

可以按照传统方式仅订阅纸质报刊，亦或仅订阅电子

版。灵活的选择能够更好地满足各类用户的需求。

此前，读者多习惯于免费获取网络资讯，法国数

字销售的发展曾经历过一段艰难时期。但随着版权

保护相关立法和措施的不断完善，数字化阅读的优

势逐渐得到人们认可，付费阅读的观念也开始被广

泛接受，法国纸媒终于尝到了互联网技术带来的甜

头。2014 年以来，数字销售的强劲增长很大程度上

缓解了法国纸媒连年急跌的趋势，并有望在不久的

将来彻底扭转发行量长期下滑的局面，为传统纸媒带

来新机遇。 （科技日报巴黎3月26日电）

传统媒体：数字转型“又一春”
——法国报刊在重压下探索发展新模式

本报驻法国记者 李宏策

迎接传媒发展新时代④迎接传媒发展新时代⑤

3月 26日，中国选手顾建珍（中）在法国波尔多举行的国际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上获得刺绣项目冠军。
当日，为期两天的国际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波尔多会展中心落下帷幕。派出42名残疾人选手参赛的中国
代表团共获得8金6银6铜，与上届成绩相比又有新突破。 新华社记者 张雪飞摄

据新华社旧金山电 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研究人员报告说，他们找到一种新的方法，可用于制作

纳米尺度的线材以及色彩可调谐的纳米级激光发生器。

这些线材最小直径 200 纳米，融入多种其他材料，

能够发出明亮和稳定的激光，有望应用于光电子领域，

实现数据传输等应用。

这项研究由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研究员兼加

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化学教授杨培东主持。借助

一种简单的化学浸渍溶剂工艺，研究人员让材料“自我

组合”成纳米晶体、板材和线材。

研究人员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发表论文介

绍说，他们把一种含铅薄膜浸入含有铯、溴和氯的甲醇

溶剂，再将溶剂加热至 50 摄氏度，所形成的含铯、铅和

溴的晶体结构线材直径在 200纳米至 2300纳米之间，长

度在 2微米至 40微米之间。

杨培东说：“让人惊异的是，这其中的化学过程相当

简单。”相比之下，如果以标准工艺制作纳米线材，需要

昂贵的仪器和高温等苛刻条件，效果却未必理想。

在激光实验中，纳米线材作为激光发生器被置于一

块石英基底上，在另外一个激光发生器激发下发出光

线。研究人员确认，接受单个脉冲持续时间极短（仅为

1 秒钟的 10 万万亿分之一）的可见紫色激光脉冲激发

后，纳米级激光发生器发出的光线超过 10亿个周期，显

示出极为稳定的性能。

按照杨培东的说法，这是据他所知迄今为止第一个

完全以无机材料、即不含碳材料制作的纳米级激光发生

器。而且实验表明，这种激光器发出的光线在一定范围

内可调谐，包括可见绿光和蓝光等波段。

借助透视电子显微镜，研究人员发现，纳米线材的

晶体结构与天然生成的钙钛矿相似，类似于盐，易受空

气中水分的侵蚀。针对这一缺陷，杨培东设想，可以用

聚合物或其他材料涂覆纳米线材，保护它免受侵蚀。

纳米级激光发生器所使用的这类纳米新材料，在开

发新一代高效太阳能电池中同样显现应用前景。杨培

东说，创制纳米级激光发生器有望为这些材料开拓一个

全新前沿应用领域。

纳米线材与激光器制作有新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