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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短讯

■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7月7日电（记者常丽君）据纽约州

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近日报道，该校研究人员利用无害

的大肠杆菌研发出一种可输送疫苗的“细菌胶囊”。用

这种胶囊输送疫苗能引发特定免疫反应，比现有接种

疫苗效率更高，效果更好。

研究人员近日在《科学进展》杂志上撰文称，他们设计

了一种能成功抵抗肺炎球菌的“细菌胶囊”。感染肺炎球

菌会导致肺炎、脓毒症、耳部感染、脑膜炎等疾病。研究人

员在大肠杆菌外面缠裹了一种叫做β氨基酯的人工合成

聚合物，就像穿在细菌身上的渔网装，带有正电荷，能与细

菌带负电荷的细胞壁结合，形成一种混合胶囊。

随后，他们给“穿好衣服”的大肠杆菌插入抵抗肺

炎球菌的蛋白质疫苗，并用小鼠进行了测试。结果证

明，大肠杆菌胶囊能被动和主动地瞄准一种叫做抗原

递呈细胞的特殊免疫细胞。这种细胞是免疫反应的触

发器，同时还有天然的多成分辅助剂的性质，能提升人

体免疫反应。它们具有双重细胞内呈递机制，能导向

特定的免疫反应，还能同时生产和呈递抗原，具有很强

的抗肺炎球菌疾病的能力。

该校工程与应用科学院化学与生物工程副教授布

莱恩·普菲弗说，大肠杆菌有很多种，其中大部分是安

全的，可以移植到健康人的消化道。当人与疾病对抗

时，它们还可能发挥很大作用。

研究人员指出，这种胶囊疫苗成本低，使用便利。

此外，它还能作为一种瞄准癌症、病毒性感染及其他疾

病的治疗用输送工具。该研究负责人查尔斯·琼斯已

在纽约创立了一家生物科学公司，正在将这项生物技

术商业化。

“细菌胶囊”或成新型疫苗输送工具
比 接 种 疫 苗 更 加 便 捷 高 效

“细菌胶囊”的核心是一种无害的大肠杆菌。研究
人员在大肠杆菌外面缠裹了一层聚合物外衣，就像链条
渔网装。聚合物外衣带正电荷，能与细菌带负电荷的细
胞壁结合，形成一种混合胶囊。

巴德赫尔阿伯市位于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黑森

林地区。近日，首届中德智能机器人论坛在这个风景

秀美的小城举行。会上，科技日报记者有幸采访到了

论坛报告人之一的 China Window 董事长兼 CEO 高

鹏博士。高鹏的公司专为中德两国政府和企业在信

息技术领域提供咨询及职业培训服务。不久前，高博

士应德国政府邀请参加了随默克尔总理访华的德国

企业家代表团，考察了北京、沈阳两地，对中国机器人

的发展感触颇深。

抓住机器人产业大好机遇

以德国“工业 4.0”“中国制造 2025”，以及美国重

塑制造业等国家战略为引导，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为机器人产业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高博

士说，如果 30 年前美国、20 年前日本、10 年前韩国大

力发展机器人，对中国来说还只是嘴上喊一喊“狼来

了”，那这次可真是“狼来了”。这次不仅是政府出台

的“中国制造 2025”战略中明确提出了重点发展机器

人产业，而且中国过去 30 年以消耗资源、破坏环境为

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中国经济转型

和产业升级倒逼制造业必须走“智造”之路，这对中国

乃至全球机器人产业都有重大影响。与前三次“狼来

了”不同，当前以大数据、云计算为特征的信息技术，

为发展机器人产业提供了巨大的技术支撑平台，中国

要牢牢把握好这次机遇。

高博士介绍，中国发展机器人起步并不比西方国

家晚。早在上世纪 70年代，清华大学、哈工大、中国科

技大学就开始研究机器人，发表了很多论文，一些研

发成果还被美国、日本看中。但他认为，中国在发展

机器人方面也走过不少弯路。比如，直至现在对机器

人的认识还存在偏差，在概念上始终把它看作是机器

“人”或机器的人。所以，中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发的

机器人都在“像人”这点上做文章，国内高校每年举行

的机器人大赛，基本上都是跳舞或踢足球等。去年，

高博士陪同德国库卡公司的人观摩了中国高校机器

人大赛，感到大赛和工业机器人根本不沾边。高博士

认为，中国当前制造业发展最需要的不是所谓外观像

人的“机器人”，而是实实在在有用的工业机器人。

发展机器人不能急功近利

高博士表示，中国企业对机器人产业发展的认识

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他认为，在智能制造领域，中国

与德国的差距很大。中国目前还处在自动化和信息

化，即所谓“两化”发展阶段。有国内学者认为，中国

现在是自动化弱，信息化强，对此高博士也不认可。

工业领域的信息化完全不是 B2B 和电商的概念，而是

要达到机器设备的数据交换、标准控制。目前，ABB、

库卡、发那科、安川国际机器人四大家族都有自己完

整的离线仿真编程软件，而中国目前还缺乏成熟的机

器人离线编程软件，应该静下心来扎扎实实做好“两

化”，重点发展工业机器人。

工业“智造”关键是人才

高博士称，中国在发展机器人产业方面存在三大

问题：一是设备硬件投资过热；二是离线仿真软件严

重缺乏；三是专业技术人才培训不合理。中国现在做

机器人本体的公司有一千多家，而德国只有 9 家。中

国的机器人产业园有 41个，德国一个都没有。由于地

方政府大力推动，以及对机器人企业设定的门槛低，

中国机器人产业呈爆发式增长。高博士担心，这种投

资过热可能会对中国机器人产业造成致命伤害。他

认为，政府现在要加油门，也要踩刹车。高博士到东

莞、深圳、济南走访了很多企业，许多企业的机器人放

在那里“趴窝”，因为没有用于生产的离线仿真编程软

件，以及会使用软件和控制系统的专业技术人才。事

实上，在德国像库卡这样的机器人公司，现在也不是

以生产机器人本体为主。电机、加速器、传感器等部

件都是通过外包协作生产，库卡主要搞系统集成，以

及重点开发针对用户的系统控制软件和方案。

高博士认为，中国发展机器人产业和实现“中国

制造 2025”战略目标，关键还是要做好高技术人才培

养。正如德国联邦教研部职业教育研究所所长胡伯

特所说：“在德国要实现工业 4.0，没有教育 4.0 是根

本不行的。”为此，德国正在对职业教育进行重大改

革，逐步淘汰焊接、切割等传统职业技能课程，建立

基于工业 4.0 现代智能制造和综合能力的复合型人

才培训体系。而中国目前还把大量经费投入中等职

业教育，以为机器人和汽车一样，将来需要大量的维

修工，对大学应用型技术人才培养投入很少。高博士

认为，以机器人为核心的制造业将来是高度智能化，

应该从大学开始培养复合型人才。高博士的公司目

前正在向中国引入德国基于工业 4.0 的专业技术人才

培训理念，受库卡公司委托在中国成立了库卡学院，

还与国内许多高校建立了联系，引进和开发机器人离

线仿真编程软件。

高博士表示，随着中国各级政府对机器人产业的

认识不断提高，以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其中，中国

机器人产业发展还是大有希望的。他衷心祝愿中国机

器人一路走稳，走好。

(科技日报柏林7月6日电）

愿 中 国 机 器 人 一 路 走“ 稳 ”
——访 China Window董事长兼 CEO高鹏博士

本报驻德国记者 顾 钢

新华社柏林 7月 6日电 （记者

郭洋）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等离子体

物理研究所 6日说，世界最大的仿星

器受控核聚变装置“螺旋石 7－X”

已于今年 3月成功完成第一轮实验，

目前正在升级改造，预计 4年后可实

现等离子体脉冲持续时间 30分钟的

目标。

顾名思义，仿星器就是对恒星

的模仿，是一种受控核聚变装置。

按设计，仿星器通过模仿恒星内部

的核聚变反应，将等离子态的氢同

位素氘和氚约束起来，并加热至 1亿

摄氏度左右发生核聚变，以获得持

续不断的能量。

位于德国东北部城市格赖夫斯

瓦 尔 德 的“ 螺 旋 石 7 － X”装 置 在

2015 年 12 月开始运行，至 2016 年 3

月结束第一轮实验，成功制造出氦

和氢等离子体。同时，经过 2000 多

次实验，氢等离子体脉冲持续时间

也从最初的半秒达到 6秒。

研究人员介绍，利用 4 兆瓦的

微波加热装置，等离子体反应器内

温度迅速升高，电子温度达到 1 亿

摄氏度，离子温度也升至 1000 万摄

氏度。

研究人员说，第一轮实验结果

超出预期，他们对此非常满意。目

前，等离子体反应装置正在升级改

造，预计 2017 年中结束，届时“螺旋

石 7－X”有望能够承受更高温度并

将等离子体脉冲维持 10 秒。按计

划，经多次升级，大约 4 年后可实现

等离子体脉冲持续 30分钟。

“螺旋石 7－X”由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等离子体物

理研究所承建，项目投资超过 10 亿欧元，耗时 9 年的设

备组装工作直至 2014年才完成。

受 控 核 聚 变 是 解 决 未 来 能 源 问 题 的 方 案 之

一 。 但 应 用 核 聚 变 的 难 度 在 于 ，要 让 超 高 温 的 等

离 子 体“ 受 控 ”，否 则 就 可 能 变 成 氢 弹 爆 炸 。 仿 星

器 是 目 前 较 有 希 望 的 受 控 核 聚 变 装 置 类 型 之 一 ，

中 美 等 国 还 在 研 究 托 卡 马 克 等 其 他 类 型 的 受 控 核

聚变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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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莫斯科7月6日电（记者张继业）俄罗斯未来

研究基金会主席安德烈·格里戈里耶夫6日通过今日俄罗

斯通讯社向公众表示，俄罗斯正按计划研发作战机器人。

据介绍，俄罗斯现有作战机器人“涅列赫塔”采用了未

来研究基金会设计的作战平台。未来研究基金会设计生产

航空电子设备、集成操作系统、发动机等机器人部件，由俄国

防部、联邦安全局、紧急情况部等订货人自己组装机器人。

“这些订货人更加清楚需要何种机器人。而机器人

如同乐高玩具一样，通过不同的部件和结构迅速拼装而

成”，格里戈里耶夫说。

备受各界瞩目的俄“未来战士”作战装备“士兵”系

统也由该基金会设计。格里戈里耶夫介绍说，“士兵”系

列单兵作战系统旨在向士兵提供全天候舒适的作战套

装，包括射击武器、防弹保护、通讯系统、营养保障、医疗

支援等。该系列的“士兵－2”装备已于 2015年 3月研制

完成，交付俄国防部投入批量生产。截至 2015年底，约

有 8万名士兵配备了此套装备。

格里戈里耶夫还说，未来研究基金会现已着手研发

“士兵－3”单兵作战系统。该系统将设有动力装置，以

提高士兵的机动能力。

格里戈里耶夫认为，未来的战争将愈发机器人化，

士兵将变为幕后操纵者，以最大限度减少伤亡。

另据格里戈里耶夫介绍，未来研究基金会目前拥有

46 个实验室分管 46 个不同项目，另有 15 个军事科研项

目处于筹备阶段。目前，包括作战机器人在内的 46 个

军事科研大项正处于研发状态。

隶属于俄政府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未来研究基金会

建立于 2012年，是俄军方高科技武器研发基地，主要从

事“突破性、高风险研究”。

俄军向公众展示作战机器人

7月5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大广场，演员参加“大帝巡游”表演。
一年一度的“大帝巡游”古装表演再现了16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于1549年巡游至布鲁塞尔的场景。“大帝巡游”表演始于1930年，已有八十多年的历

史，目前已成为布鲁塞尔每年夏天极富盛名的民俗表演活动。 新华社记者 龚兵摄

比利时上演比利时上演““大帝巡游大帝巡游””古装表演古装表演

新华社斯特拉斯堡7月6日电（记者卢苏燕）欧洲

议会全体会议 6日通过《欧盟网络与信息系统安全指

令》，以加强欧盟各成员国之间在网络与信息安全方面的

合作，提高欧盟应对处理网络信息技术故障的能力，提升

欧盟打击黑客恶意攻击特别是跨国网络犯罪的力度。

这是欧盟出台的第一个关于网络与信息安全的

指导性法规，其主要内容是，要求欧盟各成员国加强

跨境管理与合作，制定本国的网络信息安全战略，建

立事故应急机制，对各自在能源、银行、交通运输和

饮用水供应等公共服务重点领域的企业进行梳理，

强制这些企业加强其网络信息系统的安全，增强防

范风险和处理事故的能力。

此外，该指令还明确要求在线市场、搜索引擎和

云计算等数字服务提供商必须采取确保其设施安全

的必要措施，在发现和发生重大事故后，及时向本国

相关管理机构汇报。

据悉，在获得欧洲议会批准后，这项指令将很快

由欧盟官方进行权威发布，并在发布之日 20 天后正

式生效。欧盟各成员国需在指令生效 21个月内将指

令内容纳入国家法律，并在 27 个月内完成对指令涉

及公共服务重点领域企业的梳理。

根据欧盟有关方面的统计，网络信息故障和网

络犯罪每年给欧盟企业及个人造成的损失高达 2600

亿至 3400亿欧元。

欧盟出台网络与信息安全指导性法律

科技日报北京7月7日电（记者姜靖）一份近期

发表在《心理学前沿》杂志上的研究表明，告诉自己

“我能做得更好”真的可以让你更好地完成任务。

英国 BBC 实验室的安德鲁·雷尼教授和同事测

试了有哪些心理方法能帮助人们在一款游戏中提高

分数。这份超 4.4万人参与的实验表明，激励方法在

激发潜能方面的确有作用。

这项复杂的研究测试了自我激励、意象及假定

规划等激励方法是否对任何任务都有效。在任务的

每个部分，那些利用自我激励方式告诉自己“下次我

能做得更好”的人，表现要好于参照组。尤其在以下

4 个方面分数提高明显：结果激励（告诉自己，“我可

以超越自己最好成绩”），过程激励（告诉自己，“这次

我可以反应更快”），结果意象（想象自己在游戏中正

超越以前的最好成绩），以及过程意象（想象自己在

游戏中反应速度比上次更快）。

他们还发现，励志短片可提高个人表现。测试

参与者玩在线游戏之前观看了一个励志短片，片中

教练不是别人，正是 4 次奥运会金牌得主，一个除了

提倡体能训练之外，还强调加强心理防备的运动员

迈克尔·约翰逊。

在这项研究中，假定规划被认为是最成功的，而

且在体重管理及应对其他生活挑战方面也不失为一

种有效方法。

与大多参与者不到 300人的心理实验相比，这项

研究的参与人数超过了 44000 人，他们被分成 12 个

实验组和 1 个对照组，与大多数仅有两、三个实验小

组的研究相比，这一数量是惊人的。

自 我 激 励 法 可 有 效 激 发 潜 能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7月6日电（记者赵焱 陈威
华）巴西国会参议院 6 日通过一项临时措施，同意发

放 4.2 亿雷亚尔（约合 1.26 亿美元）的特别贷款作为

联邦政府公共卫生紧急资金，用于抗击埃及伊蚊及

其传播的登革热、基孔肯雅热和寨卡病毒。

这笔资金 5日已获得巴西国会众议院批准，将发

放给科技部、国防部和社会保障部。其中，3 亿雷亚

尔（约合 9000 万美元）将用于为孕妇购买防蚊用品，

成为“家庭补助金”计划的一部分。7000 万雷亚尔

（约合 2100 万美元）用于军队抗击埃及伊蚊，5000 万

雷亚尔（约合 1500万美元）用于研究寨卡病毒。

自2015年起，主要由埃及伊蚊传播的寨卡病毒在巴

西等美洲国家大范围扩散。世界卫生组织将寨卡病毒列

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已认可国际科学

界对寨卡病毒达成的共识，即寨卡病毒是导致新生儿小

头症、格林－巴利综合征和其他神经障碍的病原体。

据巴西卫生部公布的数字，今年 1 月 3 日至 5 月

28 日，巴西全国共确诊 6 万多人感染寨卡病毒，3 万

多人患基孔肯雅热，90 多万人患登革热。去年 10 月

至今年 6月 25日，巴西共确诊 1638例新生儿小头症。

巴 西 紧 急 拨 款 抗 击 埃 及 伊 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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