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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短讯

科技日报北京4月 21日电 （记者刘园园）在很多

情况下，电子设备能用多久取决于电池的寿命。不过，

这种状况可能持续不了多久。美国研究人员近日发明

了一种以金纳米线为材料的新型电池，可以反复充放

电数万次。这一突破可能使生产寿命超长甚至终生无

需更换的商业电池成为现实。

纳米线直径只有头发丝的几千分之一，但导电性

极强，而且具有很大的表面积来储存和传输电子。科

研人员一直尝试在电池中使用纳米线。不过，纳米线

极其脆弱，难于承受反复充放电和卷绕。在传统锂离

子电池中，它们会发生膨胀并最终断裂。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

校研究人员先为金纳米线罩上一层二氧化锰外壳，然

后将其卷绕在一起，置入用类似树脂玻璃材料构成的

电解质中。他们发现，这种设计十分稳定有效。

在通常情况下，锂电池最多充放电几千次就“寿

终正寝”了，但负责这项研究的博士研究生妙乐泰

（音译）在 3 个月内将实验电池装置反复充放电 20 万

次，没有出现电池储电能力下降或纳米线折断的情

况。研究人员认为，这是因为金属氧化物外的胶状

物 可 以 增 强 纳 米 线 的 柔 韧 性 ，从 而 避 免 其 发 生 断

裂。这项研究证明，纳米线材料会使寿命极长的电

池成为现实。

论文作者之一、该校化学系主任雷吉诺德·佩纳认

为，这一发现是勤奋与运气的结晶。他介绍，妙乐泰在

做实验时无意中给纳米线覆盖上一层很薄的胶状薄

膜，然后对其进行了充放电。结果发现，这种方法竟然

可以大大提高电池的充放电次数，而且不会导致电池

储电能力下降。

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最新一期《美国化学学会能

源研究快报》上。

新型电池可反复充放电数万次
以金纳米线为材料 或可陪伴电子设备终生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韩国赠送的大熊猫“乐宝”和“爱宝”4月 21日正式同韩国民众见面。新建于韩国京畿道的熊猫馆由著名的动物园设计公司德国 dan-
pearlman担纲设计，总占地3000余平方米，应用了许多新技术和新理念。熊猫馆还划分出大面积的展示区，通过人机交互和多媒体等技术展示特别准备的大熊猫相
关内容。图为大熊猫在原木游戏架上活动的场面。 本报驻韩国记者 邰举摄

研究人员展示以金纳米线为材料的新型电池。

■今日视点

每年 4 月 22 日是世界地球日。今年的世界地球

日更具特殊意义——它是《巴黎协定》开放签署的第

一天，届时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将举行高级别签署仪

式。虽然《巴黎协定》签署期有一年时间，但超过 130

个国家已表示将在 22日签署这一协定。

《巴黎协定》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又一里程碑。但

根据联合国环境署近期一份报告，要实现《巴黎协定》

的目标，2030年全球最主要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排放

量要比 2014 年减少 20%。其中碳捕集与封存技术，被

认为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技术之一。

碳捕集与封存能担起应对气候变化的重任吗？

近日，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在美国举行的 ECI二氧化

碳峰会，了解了碳捕集与封存技术在美国的发展情况

及应用前景。

多式多样的“抓捕”技术

ECI 二氧化碳峰会组委会成员、怀俄明大学范貌

宏教授在接受采访时，介绍了美国正在研究的碳捕集

主要技术。

范貌宏表示，碳捕集技术的要点不是把二氧化碳

“抓住”，而是把“抓住”的二氧化碳“集合”起来，即提

高收集到气体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以便进一步处理和

利用。目前正在研究的碳捕集技术有很多种，大致可

分为燃烧后捕集、燃烧前捕集和富氧燃烧三类。

燃烧后捕集是从燃烧后的烟气中把二氧化碳收

集起来。目前常见的方法有化学吸收法、膜分离法

等。其中化学吸收法比较传统，通常以有机胺类化合

物为吸收剂，分为液体吸收剂和固体吸收剂两类。吸

收剂与二氧化碳结合后，再脱附把二氧化碳集中起

来。膜分离法是利用薄膜对不同气体有不同渗透率

的特性来把二氧化碳集中起来。燃烧后捕集技术适

合已经建成的燃煤电厂。

燃烧前捕集是指燃料燃烧前直接把二氧化碳分离

出来。燃料经过特殊处理后，分离成氢气和二氧化

碳。氢气作为能源，燃烧后只产生水。二氧化碳不经

燃烧直接被收集起来。燃烧前捕集适用于特别建造的

煤气化联合循环电站，不能用于目前已有电厂的改造。

富氧燃烧是改变传统的空气助燃方法，把空气中的氮

气分离出去，直接用高浓度的氧助燃。这样排出的烟气就

是高浓度二氧化碳气体，可以直接进行收集处理。

成本是最大的困扰

美国研究碳捕集与封存已经有很长时间。碳捕

集技术看似百花齐放，背后却掩盖着一个无奈的事

实，就是还没有一种低成本的、成熟的、可大规模工业

化利用的技术。

范貌宏说，目前的碳捕集技术都有较大缺陷。燃

烧后捕集的化学吸收法需要消耗较多能源。另外，液

体吸收剂需要消耗大量水，固体吸收剂稳定性还不太

好，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失活。膜分离法除耗能高

外，对膜材料的物理特性和性能要求也较高，目前还

不能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出适用的膜材料。燃烧前捕

集需要特定的设备，不仅成本高，而且不适用于现有

电厂的改造。富氧燃烧要有前期的设备投入，运行中

制氧也要消耗大量能源。

目前碳捕集与封存推广最主要问题还是捕集阶

段的成本太高。目前无论哪种碳捕集方法，除了设施

上要有高额投入，还需要大量的运行费用。美国研究

的所谓“第二代碳捕集技术”，其主要目的就是降低成

本，另外还要能长期稳定工作，并对环境友好。

范貌宏认为，降低碳捕集成本还要靠技术创新。

他领导的课题组开发出一种钛类化合物催化剂，可以

大大降低碳捕集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另外，碳捕集研

究也出现一些新思路，如膜反应器方法、化学链燃烧

法，近年在美国也很受重视。

卡耐基·梅隆大学的爱德华·鲁宾教授是美国著

名的碳捕集与封存成本问题专家。他表示，要降低成

本，后续的研发非常必要，同时也应看到，目前相关技

术还都处于试验阶段，随着技术进步，未来成本会有

所下降。但即使如此，未来技术的推广还需要政府政

策上的大力支持。

这是一项社会工程

范貌宏认为，碳捕集与封存技术的推广不仅是科

技问题，还是社会问题，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非常重

要。他举例说，现在美国人每月手机费用一、二百美

元很正常，大家都愿意付这笔费用。但现在美国家庭

每月电费可能只有二、三十美元，如果电费能增长一

倍，完全可以抵消电厂采用碳捕集与封存技术带来的

成本负担，但通过提高电价来实现碳捕集与封存目前

在美国基本行不通。

美国能源部国家能源技术实验室碳捕集研究组

负责人何塞·菲格罗亚表示，碳捕集与封存项目由于

它的复杂性，涉及面较多，即使在研发阶段，也与通常

的研发项目不同，需要各方面的全面合作。

菲格罗亚认为，在实施碳捕集与封存项目时，各

方充分沟通交流非常重要。目前的碳捕集与封存技

术还不成熟，开展的项目基本上是试验性项目，因此

在项目开展前就要确定一旦出现意外，解决的程序是

什么，并在项目过程中进行经常性的细致评估。即使

如此，还需要为未来工程的改变或延期做好充分准

备。 （科技日报纽约4月20日电）

想 要 抓 它 还 真 不 容 易
——美 专 家 谈 碳 捕 集 与 封 存 技 术 前 景

本报驻联合国记者 王心见

科技日报北京 4 月 21 日电
（记者张梦然）最近一期英国《自

然》杂志刊登一则基因编辑改进方

法，可定位和修改 DNA 单个碱基，

并且不在基因组中引入随机插入

或缺失的基因。这种新的“碱基编

辑”法使用一种修饰过的 CRISPR/

Cas9 蛋白质，使它和另外两种蛋白

一同工作，比现有改正单碱基变异

的方法更高效。

大多数遗传疾病源于单核苷

酸的突变（点突变）。目前广泛使

用的 CRISPR/Cas9方法中，Cas9蛋

白含有两个核酸酶结构域，涉及切

割 DNA 两条单链，在目标 DNA 序

列上形成双链断裂。然而，当用于

校 正 单 个 核 苷 酸 时 ，标 准 的

CRISPER/Cas9方法通常是很低效

的，并且会在目标位置频繁引入随

机插入/缺失基因（统称为 indels)，

这主要是细胞对 DNA 双链断裂的

反应结果。

为了提高修正点突变的效率，

同时也减少插入/缺失的频率，美

国哈佛大学戴维·刘和他的同事修

改 了 Cas9 蛋 白 ，让 它 不 再 切 割

DNA 双 链 ，但 仍 能 结 合 到 目 标

DNA 序列。通过在 Cas9 上安装碱

基修饰酶（APOBEC1），能直接将

胞嘧啶（C）转换成尿嘧啶（U），尿

嘧啶与胸腺嘧啶（T）的碱基配对方

法一致。为了让编辑过的碱基对

永久存在于细胞中，研究团队使用

第 三 种 蛋 白 操 纵 正 常 细 胞 修 复

DNA 的过程，使得目标 C-G（鸟嘌

呤）碱基对转变成 T-A（腺嘌呤）碱

基对。

研 究 人 员 表 示 ，他 们 的 碱 基

编 辑 系 统 能 高 效 地 矫 正 各 种 在

小 鼠 和 人 类 细 胞 系 中 存 在 的 与

人 类 疾 病 相 关 的 点 变 异 ，并 且 引 入 插 入/缺 失 量 都

极 低 。 目 前 ，该 方 法 已 经 被 用 于 培 养 细 胞 ，成 功 逆

转了和疾病有关的单个碱基变异，包括晚发性阿尔

茨海默氏症与乳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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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4月21日电（记者刘园园）德国大

众汽车公司还未走出“排放造假门”阴影，日本三菱汽

车公司又陷入燃油测试丑闻。据英国广播公司（BBC）

报道，20日三菱汽车公司的股票市值蒸发了15%，这是

12年来该公司股票单日下跌幅度最大的一次。

三菱汽车公司是日本第六大汽车制造商，去年

汽车销售量超过 100 万辆。该公司承认伪造了汽车

的燃油经济性测试结果。这一丑闻涉及超过 60万辆

汽车，其中 15.7万辆属于三菱汽车公司旗下品牌，其

余 46.8万辆由三菱汽车公司为日产汽车公司生产。

这一问题在日产汽车公司发现汽车排放数据不

一致后浮出水面。此后三菱汽车公司进行了内部调

查并发现存在伪造测试结果的行为。三菱汽车公司

表示已经停止生产并销售这些汽车，且已邀请独立

专家组调查此事。

在 20 日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三菱汽车公

司高管集体鞠躬表示歉意。三菱汽车公司社长相川

哲郎表示，已经将不端行为报告给日本国土交通省。

这是日本汽车制造商首次被曝出在燃油经济性

测试上有作弊行为。

日本三菱汽车陷燃油测试丑闻

据新华社柏林4月 20日电 （记者郭洋）德国联

邦教研部 20日宣布，德国研究人员已开发出“互联手

术室”，医生在手术中可实时、综合掌握患者状况信

息，从而提升治疗质量。

据 介 绍 ，这 个 互 联 手 术 室 项 目 名 为“OR.

NET”。目前研发人员已成功开发出标准化的数据

交换接口，将手术室内不同类型和不同制造商生产

的医疗设备相互连接，并实现医疗设备与医生、医院

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之间的实时交流。

这样，医生在手术的同时，能够随时查看患者的

检查结果、生命体征等数据，一目了然地了解有关患

者健康状况的全部信息，治疗更加便捷，患者也能得

到更好的救治。

德国联邦教研部表示，互联手术室项目不仅对

积极创新的中小型医疗设备制造企业有益，医院也

会从中受益。比如，医院今后不必依赖某一大型医

疗设备制造商提供的整体解决方案，而是可以灵活

地集成不同制造商的设备，降低成本。

德 国 成 功 研 发“ 互 联 手 术 室 ”

科技日报北京4月21日电（记者华凌）欧盟委员

会农业与农村发展事务委员菲尔·霍根近日在北京举

行的“源味欧洲”活动中表示，中国消费者不久将能在

当地商店货架上找到欧盟的各类高品质美食，如西班

牙塞拉诺火腿、德国有机葡萄酒及法国熟火腿。

“源味欧洲”是欧盟农业和农村发展总司发起的

一项旨在推介欧洲地理标志认证农产品和食品的活

动，于 2015 年正式登陆中国。中国是目前欧盟农产

品出口的第二大目的地，出口中国的农产品主要包

括婴儿食品、猪肉、动物内脏、葡萄酒和烈酒，以及乳

制品，出口总额占其农业出口总额的 8%。

霍根指出，中国是欧盟非常重要的农产品食品

贸易市场，而且近年来增长显著。希望“源味欧洲”

这样的推广活动能够突出欧盟农产品的质量、传统、

附加值以及食品安全和可追溯性保障，吸引更多中

国消费者购买欧洲的食品。

欧 盟 高 品 质 美 食 有 望 进 入 中 国

据新华社堪培拉4月 21日电 （记者赵博）澳大

利亚总理特恩布尔 21 日宣布，澳大利亚政府将斥资

1.8 亿美元实施澳大利亚网络安全战略，应对和打击

网络攻击与诈骗等网络犯罪活动。

特恩布尔介绍，澳大利亚网络安全战略将在未来

几年内实施，政府将与企业建立国家级网络安全伙伴

关系，建立强大的网络防御能力。政府还将在内阁新

设立网络安全助理部长职位。特恩布尔表示，政府不

仅将注重“防御”，还会对恶意网络攻击行为采取“反

击”，但有关行动将会严格遵循国际法和相关法规。

专家认为，澳大利亚网络犯罪每年造成的经济

损失超过 130亿美元。

澳政府将斥巨资实施网络安全战略

新华社华盛顿4月 20日电 （记者林小春）美国国

务院一名高级官员 20 日说，签署《巴黎协定》是应对气

候变化的“又一个关键里程碑”。

这名匿名国务院高级官员当天在为签署《巴黎协

定》而召开的电话记者会上说，美国国务卿克里将出席

22 日在纽约举行的《巴黎协定》签署仪式并发表讲话，

然后代表美国正式签署《巴黎协定》。

联合国官方网站说，目前已有超过 150个国家表示

将派代表到纽约签署《巴黎协定》。

这 名 官 员 说 ：“ 这 么 迅 速 的 行 动 ，这 么 多 的 国

家 —— 不 论 什 么 气 候 、不 论 国 家 大 小 、不 论 经 济 实

力—— 真 正 证 明 了 巴 黎（气 候 大 会）营 造 出 了 无 可

争辩的良好势头。这种势头不仅促使大家就《巴黎

协 定》本 身 采 取 迅 速 行 动 ，也 促 使 我 们 在 集 体 努 力

通向清洁能源、低碳及气候友好型的未来方面继续

取得进展。”

这名官员说，下一步是尽快使《巴黎协定》生效，这

需要代表全球至少约 55％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至少 55个

国家加入协定，“所以周五（22日）是迎战（气候变化）威

胁路上的又一个关键里程碑，而生效是之后关键性的下

一步”。

中美两国在 3月底发表《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

明》，表示两国将在 4月 22日签署《巴黎协定》后，采取各

自国内步骤以便今年尽早参加《巴黎协定》。

这名官员说，现在美国政府正在为此走内部程

序，包括准备各种文件；除中美两国外，还有其他至

少 12 个国家准备今年内加入该协定；而欧盟因内部

程序要到明年才能走完，所以不太可能在今年加入

《巴黎协定》。

针对美国加入《巴黎协定》是否需要国会批准的问

题，这名官员说，《巴黎协定》是 1992 年《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下的协定，而美国国会已批准了这个公约，

因此《巴黎协定》无须再提交国会批准，可直接由各行政

部门执行。

美 国 务 院 官 员 ：

签署《巴黎协定》是“又一关键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