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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10月21日电（记者聂翠蓉）据美国

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官网 20日报道，该院科

学家带领的研究团队，首次利用中子束为大体积物体

拍摄出全息图，并获得其深处暗埋接口的详细信息，这

一方法有望取代目前广泛使用的激光全息技术。

全息图是用一种干涉模式，将物体的尺寸、形状、

亮度和对比度等信息储存起来的三维图像。不论使

用中子还是光子进行干涉，几乎所有物质的波纹都分

波峰和波谷，形成的干涉图样能提供物体结构的丰富

信息。

目前广泛使用的激光全息技术，通过激光束照射

到物体后反射光波相互干涉形成全息图，这种基于光

波波峰波谷相位差形成的三维图像，包含所照射物体

表面几乎所有信息，但对于隐藏在物体内部的信息却

无计可施。而中子能穿透金属和许多其他固体，但此

前的中子成像技术只能获得二维图像，还不能制造出

动态三维图像。

现在，NIST 中子研究中心用金属铝制成圆筒，并

在其环形表面嵌入一个微型螺旋楼梯。当中子束通过

铝制圆筒时，圆筒的形状会改变中子束方向使其弯

曲。研究人员发现，中子束内单个中子流经圆筒不同

部位时，相位会发生改变，而且圆筒越厚，相位改变幅

度越大。这种设计成为利用中子束为物体内部拍摄全

息图的关键。

实验团队成员、NIST 物理测量实验室的迈克尔·
休伯表示，新研究延伸了中子成像技术的应用领域，

“中子全息技术将成为既能测量 10 微米尺寸微型结构,

又能获得大体积材料内部信息的有力工具”。

中子束首次拍摄出大体积物体全息图
可 探 测 其 内 部 深 处 三 维 结 构 信 息

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ORNL）化学家亚当·罗

蒂农带领的研究团队，本来打算将温室气体的主要成

分——二氧化碳催化成甲烷，结果在开始催化反应的

第一个步骤，竟意外生成了乙醇，转化效率还挺高，达

到了 63%。

消息发布后，多家国内外媒体予以关注。这个技

术是否像新闻标题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其背后的创

新点究竟何在？对改善环境和提高能源效率能有哪

些帮助？

二氧化碳变酒精只需一步

在进行电催化二氧化碳实验时，罗蒂农团队设计

了至少三个反应步骤，希望将二氧化碳催化成甲烷等

物质。

实验的重要“道具”是 1平方厘米的纳米芯片催化

剂，上面由嵌入碳尖峰中的含氮铜纳米颗粒组成钉状

排列结构，形成含有多个反应位点的纹理。

研究人员将纳米芯片插入水中，同时注入二氧化

碳，施加电压后，芯片钉状纳米尖峰开始进行高效的

化学反应。结果在第一个步骤结束时，“我们发现，竟

然制造出了杜松子酒的成分——乙醇。”

乙醇，就是我们俗称的酒精，在燃烧时会变成二

氧化碳和水。现在，科学家好像只用一步，就逆转了

乙醇燃烧的复杂过程！

“偶然”源自扎实研究积累

ORNL 官方网站近日在重点介绍这项突破性成

就时，提到了“催化科学”和“纳米制造”两个关键词。

罗蒂农在接受美国著名的《大众机械》杂志采

访时表示，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是政府资助的研究机

构，“我们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纳米技术，而我个人侧

重于催化技术，特别是用电催化来控制化学反应。”

通常而言，用单一的催化剂把二氧化碳催化成其

他物质是非常困难的。罗蒂农选择了将擅长的电化

学方法应用于催化实验。此外，这项成果的最大创新

点在于催化剂的纳米纹理，正是这种独特的纳米结

构，为催化反应提供了高效率反应场所。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仅用普通碳、铜材料进行催

化的方法，避免了使用稀有金属铂等昂贵材料带来的

工业成本压力。更重要的是，它在室温下的水中操作

即可，方便大规模的工业化应用。

目前，研究人员计划改进他们的方法，以进一步

研究这种催化剂的性质和行为。

有效提高清洁能源利用率

为什么会选择二氧化碳作为催化对象？罗蒂

农表示：“用电力捕获二氧化碳并将其转化为有用

的东西，是一种很重要的研究方向，全世界都在做

这类研究。”

二氧化碳是燃烧产生的废物，这次偶然发现的可

逆催化反应，不仅可以“变废为宝”，其效率也高得惊人。

新闻通告中提到的 63%的产出率，在罗蒂农看来，

是一种容易让人理解的解释方法——推动 100个电子

穿过催化剂，其中 63个最终以乙醇形式存储下来。另

一种对“高效”的解释更“刺激”——从二氧化碳的角

度看，如果拿 100个二氧化碳分子去参与反应，其中 84

个最终变成乙醇，其余的变成一氧化碳、甲酸或甲

烷。“63%也好，84%也好，催化收益率是比较高的，我

们对此感到很满意”。

有鉴于此，研究人员认为，“该方法可扩大用于

工业相关领域，如存储风力、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

电站产生的过量电力”。不能并入电网的电力，可以

用来催化二氧化碳，以液体乙醇的方式将能源存储

下来。

“这是一个提高清洁能源利用效率的好办法”，罗

蒂农表示，“如果考虑闭合碳循环和由此衍生的碳交

易，该技术也具有相当的竞争力。”

（科技日报北京10月21日电）

纳米芯片催化剂使二氧化碳一步变乙醇

碳排放有了全新解决方案？
本报记者 房琳琳

美国橡树岭国家能源实验室开发了一种纳米结构催化剂，可将二氧化碳转化为乙醇。

科技日报东京 10 月 21 日电
（记者陈超）近日发表在英国网络

杂志《科学报告》上的研究成果表

明，由日本大阪市立大学山野惠美

等人组成的研究小组通过代谢组

分析发现，原因不明疾病慢性疲劳

症候群（CFS）患者血浆成分中，存

在具有特征的代谢物质。

CFS 是一种持续半年以上有

较强倦怠感、难以适应正常社会生

活的疾病。目前在通常诊断和医

学检查中，尚无法发现有明显特征

的身体异常，也无法确立治疗方

法。据推测，这种病的发病原因可

能是病毒和细菌感染、压力过度等

复合因素引起神经系统、免疫系统

和内分泌代谢系统失常，从而引发

脑和神经系统机能障碍，但科学家

仍不了解其详细机理。

研究人员对该代谢物质进行

详 细 分 析 后 发 现 ，CFS 患 者 的 细

胞能量生产系统及尿素循环系统

内的代谢动态存在问题，其代谢

物质中丙酮酸、异柠檬酸、鸟氨酸

和瓜氨酸比例高出健康人群。血

浆中代谢物质的浓度可能反映出

疲劳病态。研究小组认为，该指

标可作为客观诊断 CFS 的有效生

物标志。

鉴于代谢物质的变化能够反

映疾病状态，通过检测患者体内

能量生产代谢系统及尿素循环系

统中哪个部分功能低下并结合患

者的病情，可确立有针对性的治

疗方法。

研究小组将进一步探讨根据

代谢物质比例判断 CFS 患者和健

康人，是否适合不同种族的所有人

群。他们还将对尚未发病的有慢性疲劳感的人群进

行分析，以详细了解疲劳病态，在此基础上确定作为

生物标志物的代谢物浓度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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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10月 21日电 （记者李钊）在 10 月

21 日举行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主论坛上，俄罗斯机器人

协会主席维塔里·奈德尔斯基畅谈全球机器人市场发展

现状和前景，认为未来机器人市场大有可为。

奈德尔斯基称，从 2000年到 2015年，全球工业机器

人的供应量年均增速约为 12%。2015年，工业机器人供

应量为 25.4 万台，全球工业机器人数量截止到 2015 年

底再增加 11%，达到 160万台。

从 2010 年至今，机器人年均增速为 9%，全球市场

总规模约为 110亿美元左右，2015年机器人系统的市场

规模约为 350亿美元。2011年到 2015年，工业机器人供

应在全球几乎所有地区都有大幅增长，亚洲仍然是世界

最大的市场，占到了 60%的份额。

2011 年到 2015 年，75%的机器人供应来自中国、韩

国、日本、美国和德国五个市场。其中，中国的市场年均

增速达到了 17%，韩国是 50%，日本是 20%。近两年，中

国市场的工业机器人数量增加了 70%。与此同时，中国

制造业也占到全球规模的 20%，其中机器人的贡献不可

轻视。

工业机器人主要使用在汽车行业和电子电气行业，

其数量分别为 9.5 万和 5.3 万。金属、机械、橡胶和塑料

等行业也是机器人增速较快的板块，金属和机械业的增

速是 30%，塑料和橡胶业约为 20%。

按照 2013 年到 2015 年的出货量数据统计，预计未

来 5 年内，机器人生产平均增速将维持在 13%左右，

2016 年会达到 28 万台，2017 年在全世界工厂中约增加

140万个工业机器人，预计 2019年时全球应用机器人将

达到 260万台。

全球机器人市场规模巨大潜力无限

科技日报讯（记者华凌）科技日报记者从中国教育

国际交流协会获悉，2016 中国国际教育展于 10 月 22—

23 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来自爱尔兰、澳大利

亚、加拿大、美国近 40 个国家和地区 500 余所海外院校

参展。

据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秘书长沈雪松介绍，中

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国际留学生输出国，2015 年达 52 万

人，预计今年将超过 56 万人。而中国国际教育展已连

续举办 16年。今年展会延续历年传统，以国家展团、主

宾国机制为主角，只接受海外正规院校参展，倡导现场

面试，力推校际合作，使教育展成为海外各国进入中国

留学市场的主流宣传渠道以及中国留学市场动态的风

向标。被称为“欧洲硅谷”的爱尔兰今年首次成为主宾

国，爱尔兰教育推广处组织了 19 所院校参展，包括 7 所

知名大学、众多理工学院及专业院校。

据了解，伴随近年来“中国—拉共体论坛”“一带一

路”的提出，相关的经济活跃领域将成为语言人才的需求

洼地。由此，以往留学的冷门国家：俄罗斯、土耳其、阿联

酋、菲律宾、印度、文莱、波兰、葡萄牙、捷克、丹麦、芬兰、

塞浦路斯、哥斯达黎加等非英语的欧亚国家扎堆参展。

由哥斯达黎加对外贸易促进协会组织的5所院校是

首次参加；由15所大学组成的葡萄牙大学联盟也是首次来

华，凸显出小语种语言人才和专业人才需求的日益膨胀，

以及“一带一路”政策对国际化人才的拉动和孵化效应。

500余所海外院校亮相国际教育展

科技日报德国科隆10月 20日电 （记者高博）“塑

料行业！塑料行业前景光明！”1967 年美国电影《毕业

生》里，年轻的男主角听到如此职业建议。那时“塑料”

等于高科技，正如今天的 IT；实际上，塑料业如今仍在

创造奠定世界的技术奇迹，到德国 K 展逛一圈就会相

信这点。

德国 K 展是全世界塑料和橡胶行业的奥林匹克，

从 1950 年代开始，每 3 年办一次，叫“K”是因为德语里

塑料和橡胶都是 K打头的。

今年 K 展在当地时间 10 月 19 日开幕，记者第一天

就来到杜塞尔多夫展馆，发现全世界的行业翘楚和大

量中国企业尽数上阵，好不热闹。主展馆里欧美大牌

企业展区极尽奢华，铺陈出材料科技的前沿图景。

德国科思创公司（前身是拜耳材料）展区位于最吸

引游客的位置，用直通穹顶的彩色缤纷的塑料墙围起，

颇为亮眼。这种塑料墙又厚又大，极坚强，不需要额外

加固。

展区中心的汽车也是全塑料的车身，不仅坚固，而

且可以做出无盲区的全透明车前身。高强度、性能和

寿命的塑料外壳甚至已用于航空航天。

不光皮衣，皮鞋也可以扔进洗衣机，不仅洗的干

净，还比洗普通衣服更省电，这是科思创独有的 PU 面

料。一件黑色连衣裙上还有科思创的可以随意揉搓折

叠的发光电路，也是塑料做的。高延展性的塑料还被

用在穿戴式医疗设备上，不仅弯折随意，还能同时检测

呼吸、血压、温度等一系列生命体征。

科思创还展出了它们布置在丹麦海上的更长、更

轻的风车叶片。展馆人员说，它在上海研发，使用了全

新的材料和工艺，创意来自一位年轻的中国工程师。

在展馆里，到处能看到中国面孔，听到中国话；

中国已经是海外最大的参展商来源地。记者随意走

访了十来家中国企业，他们大多借此盛会来访问老

客户，吸引新客户，展示自身实力。其中一些企业明

确说，并没有什么硬性目标，参会就是来看看世界上

的先进技术。不少中国人赞叹大开眼界，也有企业

家觉得可惜，说目前中国企业很多，但规模和研发能

力还有差距；附加值最高的科技，还是由国际上的大

企业掌握。

德国 K 展黑科技：塑料造一切

中子全息图内干涉波形

麻省理工学院新兴技术年会（EmTech MIT）力求展示能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新产品、新技术及未来创新领军人物。图为《MIT技术评论》本年度“35岁以下创新
人物”获得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伟博士在EmTech MIT 2016上介绍一款可穿戴的汗液传感器，它能通过检测汗液中的代谢物和电解质，来监测人体的生理健康
状况。 本报驻美国记者 王心见摄

可穿戴的汗液传感器可穿戴的汗液传感器

科技日报北京 10月 21日电 （记者张梦然）英国

《自然·通讯》近日在线发表的一项演化学研究发现，一

种感染细菌的病毒会与包括黑寡妇蜘蛛在内的动物分

享 DNA序列。

感染细菌的病毒通常不会影响真核生物，譬如动物、

植物、真菌和原生生物。病毒虽然常常会与宿主交换遗传

物质，但吸收与宿主不同域生物的基因还是前所未见的。

美国范德堡大学研究人员沙拉·博登斯坦与塞

斯·博登斯坦此次对一种感染沃尔巴克氏体细菌的病

毒——WO 噬菌体进行了基因组测序。沃尔巴克氏体

细菌在十几种目的 150 万到 500 万种昆虫中都有共生。

测序后研究人员发现，WO 噬菌体基因组的一部分是由

与真核生物类似的基因组成的。这些基因与昆虫和蜘

蛛负责毒素、调节宿主—微生物相互作用、宿主细胞自

杀和跨细胞膜转运的基因密切相关。由于沃尔巴克氏

体会影响昆虫和蜘蛛的细胞，论文作者认为，这些基因

或许能帮助病毒潜入动物细胞，以到达细菌细胞。

由于这些基因具有真核特征，且在动物中分布，它

们在被病毒囊括前很可能起源于动物，但动物和病毒间

DNA传递的路径和方向仍不明确。

感染细菌的病毒可与蜘蛛分享D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