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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创新连线·俄罗斯

据俄罗斯列宁原子反应堆科学研究所消息，该所

已经开始进行核电站反应堆装载新型混合再生核燃

料（REMIX）的研究，这种燃料有助于提高铀在核电

中的利用效率。

研究人员通过回收铀与钚的未分离混合物，从而

获得新型混合再生核燃料。混合物是在加工利用过

的核燃料时形成的，再向其中添加少量的浓缩铀，这

样不仅能重复利用废弃燃料中所含的钚，还能利用没

有充分燃烧的铀-235。这种技术有助于未来在核电

中减少天然铀的使用。

今年 7月，混合再生核燃料的首批样本在巴拉克

沃核电站 3 号机组 PWR-1000 压水反应堆中装载。

研究人员通过试验证明新型燃料的效率。到 2020年

至 2021年左右，这些样本将从反应堆中取出，进入下

一步研究，届时将按照研究结果决定如何在核电站中

引进此种燃料。

与此同时，在列宁原子反应堆科学研究所的专

门研究性反应堆中，也将开展混合再生核燃料试

验，计划于 2017 年结束。稍后还将开展后反应堆

研究。

混合再生核燃料研究项目于 2014 年启动，参与

项目的有俄罗斯几家核工业企业，其中包括俄罗斯国

家原子能公司（ROSATOM）、列宁反应堆科学研究

所（HHHAP）等。库尔恰托夫研究所也是项目的关

键参加方。

此前有报道说，如果混合再生核燃料的效率与安

全性得到证实，那么俄罗斯核电站可能在 2030 年开

始利用这种燃料。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未来也有可能向外国订

购方提供混合再生核燃料，作为综合建议的一部分。

这种综合建议包括在国外建设核电站机组的服务、向

核电站机组供应燃料、提供售后服务、促进核电机组

运行、培养必要人才等。

（稿件来源：“卫星”新闻通讯社）

俄开始试验新型混合再生核燃料

某些不易清理的医疗器材内表面一旦沾染耐药

细菌，就会使患者面临继发性感染的风险。为了更

有效地处理这一问题，俄罗斯研究人员制作出一种

适用于医疗器材的杀菌聚合物涂层，其表面的细菌

残留量不及普通塑料表面的 1％。

罗蒙诺索夫莫斯科国立大学副研究员别索诺夫

等人在新一期《材料科学与工程》杂志上报告说，某

些耐药病原菌会附着于医用导管和整形外科植入物

的表面，并通过分泌多糖和蛋白质将自身包裹起来，

形成细菌生物膜。如果这些器械消毒不彻底，这些

细菌可能会导致康复期的患者出现并发症和继发性

感染。

别索诺夫介绍说，医院常用的两种杀菌消毒

剂——米拉米斯停和氯己定既能杀菌，又可使细菌

难以附着在生物膜内，但这两种制剂不适合制作与

患者体液接触的杀菌涂层。经过多次实验，俄研究

人员以聚乙烯亚胺为基础性物质，制成了一种聚合

物，它既能像米拉米斯停和氯己定那样杀菌，也不会

溶于体液。

在对比实验中，研究者将可引发感染和炎症、耐

药性较强的绿脓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分别移植到

这种新型杀菌聚合物涂层和普通医用塑料表面。经

过一段时间后进行的测试显示，新型聚合物涂层表

面的病原菌残留量仅相当于普通医用塑料表面细菌

数量的数千至数百万分之一。

别索诺夫解释说，聚合物对于病原菌具有毒性，

但对人体无害，而且该聚合物不吸收水分，因而使细

菌很难在其表面安身。

俄研究人员认为，在进一步完善相关制造工

艺后，有望用这种杀菌聚合物制作整形植入物、

医疗器械和手术台的内外表面涂层。此外，还可

尝试用它制作净化过滤器，清除水中对人和动物

有毒的蓝藻和其他水藻。

（稿件来源：新华社）

新型聚合物涂层有助医疗器械抗菌

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14日电 （记者刘霞）据美国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近日报道，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将于本月底开始，发射一群小卫星进入太空。

这些尖端微型设备将绕地球轨道，测量大气、监测风暴

并研究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因素。这些设备也是 NASA

小卫星家族的“先行军”，NASA 打算用小卫星替代“块

头”更大的传统卫星。

与传统的卫星设备相比，小卫星有诸多优势：重量

轻，因此发射成本低；制造起来更快捷也更容易，可降

低失败的风险成本。

据悉，首批将有 6 颗小卫星进入太空，它们的体积

从一块面包到小型洗衣机大小不等。第一个出发的将

是“使用垂直排列碳纳米管的辐射评估仪（RVAN）”卫

星，它能探测地球大气层边缘的能量波动，提供温室气

体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关键数据。

RVAN 卫星是一种“立方体卫星”，由 NASA 研制，

标准大小为 10×10×11 厘米，重量不足 3 磅（约 2.7

斤）。借助“立方体卫星”，教育和非盈利结构能以相对

较低的成本进行太空实验。明年初还将有两个“立方

体卫星”追随 RVAN卫星的步伐进入太空。

NASA 科学任务理事会副会长托马斯·祖布臣表

示，“NASA 越来越多地使用小卫星来解决重要科学问

题，这些小卫星也使我们能在太空测试创新技术。”这

些创新技术包括使用新型高频率微波辐射计来测量云

层中出现的“冰立方”、能在大气中测量粒子以及水滴

分布的“高角彩虹旋光仪”、仅鞋盒大小却拥有全尺寸

气象卫星所有能力的“微波辐射计技术加速卫星”。

另悉，8个“气旋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微型卫星将于

12 月一起升空，收集热带风暴以及飓风如何发展的数

据。NASA 科学家们希望这些极具探索性的卫星能提

供新的视角，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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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卫星拟“结伴”入轨做大科研

扎克伯格夫妇不久前宣布，10年内捐资 30亿美元

帮助科研人员攻克各种难以治愈的疾病。这一举措

使他们成为继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之后第二大私

人基础生物学研究投资方。据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

论》杂志网站近日报道，这一宏伟医学目标启动了首

个项目：出资 6 亿美元，创建一家全新的“生物中心

（BioHub）”，帮助绘制人类“细胞地图”。

5年内“细胞地图”有望绘成

教科书只告诉我们，人体细胞包含血液中的载氧

细胞、大脑中的神经细胞、眼睛中的感光细胞等大约

300种，但人体实际细胞数远大于此，只是普通显微镜

无法识别而已。

科研人员现在要做的是，研究这些成千上万的人

体细胞，找到它们的分子标记物并确定其在体内的位

置。对正在研究一种新药以瞄准某个细胞的科学家

和制药企业来说，这类地图是稀世珍宝。而且利用

“细胞地图”对免疫系统在抗癌过程中的细胞变化和

调适进行分类并整理成目录，将成为下一代针对免疫

系统的癌症疗法新资源。

哈佛大学分子生物学家埃文·马库斯库认为，“细

胞地图”已经成为生物学研究中最热门领域。为了获

得这些研究产生的大规模数据，必须使用一种技术来

探测每个细胞会制造出哪些蛋白质，这些可充当“分

子指纹”的蛋白质已经引领科学家发现了视网膜和人

脑内许多全新细胞类型。

马库斯库开发出的一种方法，能将单个细胞检测

成本降低到 17美分。基于这一技术，布罗德研究院副

主任阿维夫·雷格夫今年向一些财团倡议，只需 1亿美

元，科学共同体就能在 5 年内绘制出 5000 万细胞在人

体中的位置地图。

6亿元“生物中心”项目启动

扎克伯格已经任命斯坦福大学斯蒂芬·奎克为

“生物中心”联合主席，全面负责这一项目。

奎克发明了一种微流体装置，可以将单个细胞捕

获进微液滴内，让其流经微流体通道，从而对单个细

胞进行分析研究。奎克是位拥有 135个专利的科学怪

才，他的实验室堪比科学奇才爱迪生的实验室：窗帘

耷拉着，房间和过道到处都是新奇装置，这些装置总

在滴答滴答或嗡嗡作响。

奎克表示，“生物中心”将资助各大学研究人员，

进一步开发出能直接通过组织样本分析细胞和分子

组成的新技术。这样的话，他们不仅能制造出所有

细胞类型的图集，更能获得人体大量细胞如何相互

作用的社交“脸谱”。比如，最近开发的一种全新化

学技术，能将死去的老鼠全身变得透明，从而可以通

过显微镜观察其体内的每个部位。还有一种新技

术，利用从棉麻织物中发现的化学物质，可以给组织

“充气”，让整个组织膨胀变大，从而更容易对其进行

分析研究。

个人投资还需国际团体合作

美科学慈善联盟理事长兼扎克伯格科学顾问

的马克·卡斯特纳表示，由于政府投资机构在此领

域进展缓慢，随着第一个科学项目“生物中心”启

动，扎克伯格也成为“细胞地图”技术的最大投资

方。“但要想完成整个人类‘细胞地图’，需要重量级

国际团体的合作，相比之下‘生物中心’的规模差距

太大。”

雷格夫和英国桑格研究院的萨拉·泰克曼还成立

了一个称为“国际人类细胞地图共同体”的组织。该

组织正在就绘制“细胞地图”进行战略性研讨，并希望

他们的工作能够吸引到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

以及像维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这类欧洲基金会

的投资兴趣。奎克和“生物中心”也加入了这家科学

共同体，他们将携手共同描绘出数百万细胞在人体内

的“脸谱”，帮助制药企业和科研人员找到治愈疾病的

全新方法。奎克表示：“‘细胞地图’正在成形，明年必

将迎来大发展。” （科技日报北京11月14日电）

人类细胞也将拥有社交“脸谱”
——扎克伯格夫妇投资 6 亿美元启动“细胞地图”项目

本报记者 聂翠蓉 综合外电

科技日报北京 11 月 14
日电（记者房琳琳）空气人人

拥有，但越来越稀少的饮用水

逐渐成为昂贵的商品。据《大

众科学》网站近日报道，美国

亚利桑那州创业公司——“零

质量水”（Zero Mass Water）

开发了一种以太阳能电池板

为主的设备，能从稀薄的空气

中吸收水分并将之冷凝为可

饮用的水。

公司创始人科迪·福瑞森

说：“呼吸空气和饮用水应该

都是基本的人权。每台空调

能从过滤空气中冷凝水，这给

了我们很多启发。我们所做

的是开发一种太阳能电池板

装置，用太阳能取代电能，也

从空气中制取水”。

据介绍，该公司为此研制

了一种特殊材料，就像盐瓶中

的米粒那样，能从空气中吸收

水分。将水从这种材料中提

取出来并加以纯化，再添加钙

和镁，之后这种水的口感和

pH 值可以媲美瓶装水，每天

产量达到 5 升，足够一家四口

一天的用量。

由于完全由太阳能供电，

该公司的这种设备可以在远

离电网或集中供水的地方使

用。福瑞森说，太阳能面板可

持久使用，易于维护，替换零

件也很快就能在互联网上买

到。目前，该公司已在美国、

墨西哥、约旦和厄瓜多尔等国

家地区安装了这种设备。

据报道，这项发明吸引了

加利福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消费者的兴趣，他们希望用

它来替代瓶装水。而对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来说，该设

备更有价值。全球大约有10%的人口无法获得安全饮用

水，而气候变化可能导致这一问题进一步恶化，能从空气

中制取饮用水的设备对偏远地区家庭将非常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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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11月14日电（记者冯卫东）据最新

一期《自然·通信》杂志报道，美国研究人员发现了细菌

在受压时自行关闭并进入维持状态的一种机制。这

种控制机制有助细胞在紧急情况下迅速转移资源。

此项新发现将有助于开发出针对结核病等疾病的新

抗生素。

许多细菌包括引起结核病的菌株，使用这种策

略进入休眠状态，从而使其在缺乏氧气或营养的恶

劣环境中继续生存下去。对于肺结核来说，在菌株

最终“重新苏醒”并再次引起疾病之前，肺部感染可

持续数年。

麻省理工学院生物工程系教授彼得·丹顿领导的团

队对一种可引起人类结核病的细菌菌株——牛分枝杆

菌进行了研究。该菌株要比其他结核杆菌导致的疾病

病情更为温和，在某些国家也被用来制作抗结核疫苗。

过去的研究表明，辐射或有毒化学品等会引发酵

母细胞打开一种机制，制造化学修饰以转移 RNA（核

糖核酸），从而使细胞的蛋白制造远离日常活动进入紧

急状态。新研究中，丹顿团队深入研究了这个开关对

转运 RNA（tRNA）和信使 RNA（mRNA）相关关系的

影响。他们发现，当细菌被剥夺氧气和停止生长时，某

些 tRNA的修饰会显著上升，其中的一个修饰功能发现

于 ACG苏氨酸反密码子上。

研究还显示，当更换不同的苏氨酸密码子插入

ACG 被发现的基因组位置后，氧气水平减少时细菌细

胞却未能进入休眠状态。丹顿表示，制作出 tRNA的修

饰开关，对于细菌细胞的抗压能力来说至关重要，负责

此开关的酶将可成为研发新抗生素的目标。

一种肺结核菌在压力下会“休眠”
相关机制有助开发新抗生素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12日举行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会，图为英国友人康德黎先生的孙子Hugh Cantlie在纪念会上发言。1896年至1911年间，孙中山
先生曾先后4次赴英；1896年10月在伦敦被清政府公使馆诱捕，遭囚禁12天，后在英国朋友康德黎等人的帮助下获释。 本报驻英国记者 郑焕斌摄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NASANASA官网官网

图片来自网络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