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新闻热线：010—58884080
E-mail：kjrbgjb@vip.sina.com

■值班主任 郑晓春 责编 常丽君 王小龙 2016 年 12 月 3 日 星期六
国际新闻 GUO JI XIN WEN

■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 12月 2日电 （记者张梦然）一项 1

日发表在《科学报告》的生物技术研究论文称，科学家

利用 3D 打印的狗鼻子模型，分析了嗅闻背后的空气动

力学，并利用新发现为爆炸物探测器制作了一个能像

狗一样嗅闻的气体入口。该研究表明，改进嗅闻方式

可大幅提高气体探测器对 TNT 炸药等化学物质的探

测能力。

气体探测器的原理是对气体浓度进行检测，适用

于存在可燃或有毒气体的危险场所，能长期连续检测

空气中被测气体爆炸下限以内的含量。但在探测器

运作方式不改变的情况下，其探测能力始终受到一定

制约。

在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的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

所，研究人员马修·斯戴梅茨及其同事此次利用 3D 打

印技术制造了一个模型。该模型无论是原型还是解剖

结构，都与狗鼻子极其相似。研究人员利用这一模型

研究了犬类嗅闻过程中的外部空气动力学。

在气体流动可视化实验中，研究人员发现，在嗅

闻的呼气阶段，离开鼻子的气流会将鼻前饱含蒸气

的气体引入鼻孔中。同时他们还发现，比起连续吸

气，鼻子在嗅闻时的气体探测能力可大幅增强，甚至

高达 18 倍。

根据他们的新发现，研究团队为一种已经商业

应用的蒸气探测系统，设计了一个能模拟狗鼻子空

气动力学原理的特制气体入口。他们发现，与连续

吸入空气这种传统气体探测器常规运作方式相比，

采用嗅闻方式可以将探测 TNT 炸药气体的能力提

升 16 倍。

论文作者最后指出，从犬类身上学到的这些知识，

将有助于开发新一代气体采样仪，以更灵敏地对爆炸

物和毒品进行探测。

爆炸物探测器长出“狗鼻子”
探 测 炸 药 灵 敏 度 提 升 16 倍

“卡西尼”号探测器（资料图）

用3D打印制造的狗鼻子模型进行嗅闻的空气动力
学分析。

科技日报东京12月2日电（记

者陈超）日本京都大学、德岛大学等

组成的联合研究小组最近发现，植

物被病原体感染时其细胞会增强糖

的吸收活性，以此来回收细胞外的

糖，阻止病原体摄取糖分。

碳是构成生命体的重要元素之

一，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把空气中的

二氧化碳合成为糖加以利用。但众

多生物获得碳的途径，是通过植物

及其他生物来摄取有机化合物。病

菌等病原微生物感染增殖时，特别

是感染植物的病原体，会吸收植物

光合产物——高浓度蓄积的糖作为

主要的碳来源。科学家至今对病原

体在榨取植物糖时，植物是否具有

对抗病原体的防御手段尚不清楚。

研究小组发表在最近一期《科

学》杂志上的论文称，他们使用植

物模型拟南芥，对植物的糖吸收与

病 原 菌 抵 抗 性 关 联 进 行 了 试 验 。

拟 南 芥 的 糖 吸 收 主 要 由 STP1 和

STP13 两 个 糖 转 运 蛋 白 进 行 。 实

验发现，与野生植物相比，STP1 和

STP13 蛋 白 基 因 被 破 坏 的 植 株 抵

抗细菌能力下降，显示糖吸收与细

菌抵抗性相关。

植物细胞识别细菌的鞭毛蛋白

及菌类的细胞壁片段等带有病原微

生物特征的分子后，会发动防御反

应。研究小组发现，在激活拟南芥

防御反应时，其糖吸收活动显著上

升。植物通过发动防御反应后减少

细胞外糖含量，抑制病原菌的病原

性因子分泌，限制其代谢能量，从而

抑制病原细菌的增殖。

从此次新发现的植物防御机理可以看出，除病原细

菌外，多数植物病原体都是以摄取植物的糖来作为碳

源，因此，该防御机理对大多数细菌及菌类有效。以此

为基础，利用提高植物糖吸收的化合物，可开发出对多

种细菌有效的新型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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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1月 30日开始，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的“卡西尼（Cassini）”号探测器进入了其探索土星这个

气态巨行星任务的最后阶段——来回穿梭土星环平

面。截止到明年 4 月份，“卡西尼”号会每 7 天一个来

回，俯冲穿梭土星环的外边缘 20次。

这一系列壮举也是“卡西尼”号 13 年追星生涯的

“压轴之作”。在此期间，“卡西尼”号探测器已为

NASA 的科学家们提供了丰富的知识盛宴，让他们对

土星及其邻居——包括土星附近的卫星以及其他天

体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现在，科学家们希望能进一步

揭开笼罩在神秘土星环上的“面纱”。

每周一次俯冲穿梭土星环

据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卡西尼”号探

测器从 11 月底开始进入了一个未知领域：有史以来

最近距离地观看土星的外环和它的卫星。“卡西尼”

号任务科学家琳达·斯皮尔克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我们称这一任务阶段为‘卡西尼’号掠环轨道阶段，

因为届时它将掠过土星环的外部边缘。而且，探测

器上搭载的两台设备可以在穿越环平面时对粒子和

气体进行采样”。

“卡西尼”号于 1997 年前往土星，2004 年到达轨

道，开始研究土星系统。在它对土星系统勘探的 12年

里，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现，比如，在土卫六“泰坦

（Titan）”上降下了一个着陆器并发现了这颗卫星上面

的甲烷海洋；发现了土卫二“恩克拉多斯（Enceladus）”

上的冰下海洋；在土卫五上发现富含氧气的大气；还

新发现了许多环绕土星的卫星。

尽管如此，科学家们表示，仍有很多事情有待挖

掘。斯皮尔克说：“土星系统仍有很多谜团有待解开，

如土星北极的神秘六角形风暴，自从 30年前被发现以

来，其成因一直使天文学家困惑不已，而且关于土星

环也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答。”

在未来 5个月，“卡西尼”号将围绕土星旋转，每周

俯冲穿梭土星环一次，采集组成环——包括微弱的外

环（所谓的 F 和 G 环）的气体以及灰尘粒子样本，并获

得更多与土星环有关的信息，希望能厘清上述问题。

“卡西尼”号会先在前几次轨道绕转中穿过一个

暗淡的外环，然后去探测土星主环系统的边界，即 F环

外边缘。在此期间，“卡西尼”号探测器也会对土星环

附近围绕土星旋转的小卫星进行探测。在 F 环外边

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卫星，包括土星系统最小最靠

内侧的土卫十七“潘多拉（Pandora）”、土卫十五“大力

神（Atlas）”、土卫十八“潘（Pan）”、土卫三十五“达佛涅

斯（Daphnis）”。

燃料耗尽将在土星怀中谢幕

据悉，明年 4 月探索土星环任务结束之后，“卡西

尼”号将开始自己的“谢幕之旅”：在土星和它的环之

间冲入冲出 22 次，最后于 2017 年 9 月 15 日冲入土星

大气，在土星的怀抱“香消玉损”，结束其光辉灿烂的

一生。

经过 20 多年成功的探测，为什么“卡西尼”号要

结束其运行？NASA 的粉丝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

时 代 的 终 结 。 但 NASA 称 ，结 束 这 一 任 务 合 情 合

理，因为届时“卡西尼”号的燃料可能正在慢慢耗

尽，毁灭这一探测器是为了确保附着在这一航天器

上的任何来自地球的微生物不会污染土星潜在的

宜居卫星。

为了给这个盛大的“谢幕演出”做准备，自今年 1

月起，参与“卡西尼”号任务的工程师们一直在对探

测器进行慢慢调整，直到其进入合适的轨道，如此

“卡西尼”号才能重复俯冲穿过土星和其环之间狭窄

的区域，然后进行结束任务的俯冲。在这些最终的

飞行中，“卡西尼”号距离土星云顶的距离最近仅为

1628 千米。 （科技日报北京12月2日电）

压 轴 之 作 别 样 精 彩
——“ 卡 西 尼 ”号 探 测 器 追 星 13 年 后 开 始 谢 幕

本报记者 刘 霞

科技日报北京12月 2日电 （记者张梦然）美国科

学家在一项原理验证研究中，用捐献者的健康线粒体

成功替换了人类卵子中携带致病突变的线粒体。这项

在线发表于最近一期《自然》杂志上的研究成果，提出

了开展临床试验以评估线粒体移植疗法（MRT）对预

防母婴线粒体疾病遗传的重要意义，并阐明了其所需

要的关键因素。

线粒体 DNA（mtDNA）即线粒体中的遗传物质突

变会从母体遗传，与各种严重甚至致命的综合征相

关。在卵细胞中，使用供卵中的健康线粒体替换携带

突变 mtDNA 的线粒体，有望防止有害的线粒体 DNA

突变在母婴之间遗传。不过，此前科学家只使用过携

带正常线粒体 DNA 的卵子进行研究，以验证这一移植

疗法的原理，一直以来，尚未使用患线粒体 DNA 相关

综合征的女性卵子来评估该疗法。

美国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的舒克拉特·米塔利波

夫团队，因2013年首次利用核移植技术生成了人类胚胎

干细胞而名声大噪。此次，米塔利波夫及其同事报告了在

3个患莱氏综合征的家庭和1个患MELAS综合征（一种线

粒体脑肌病）的家庭中，使用线粒体移植疗法的结果。

研究中，他们采用了一项名为母体纺锤体移植的技

术：将携病母亲卵子中的 DNA和纺锤体，移植到仅携带

健康线粒体 DNA的供卵（其细胞核 DNA已被移除）中，

之后再使该卵子受精并培育至囊胚或移植阶段。

所形成的胚胎包含 99%以上的供体线粒体 DNA，

在大部分胚胎的干细胞中，供体线粒体 DNA 依然保持

稳定，仅有部分胚胎干细胞系表现出恢复为母体线粒

体遗传特征（单体型）的迹象。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尚

不清楚。不过团队人员认为，线粒体 DNA 中的特定遗

传变异（多态性），可能导致母体单体型被放大。他们

提出了一个或有助于选择可相容的供体线粒体 DNA

来开展线粒体移植疗法的配对范式，并需要另外的研

究对其进行评估。

健康线粒体成功替换致病线粒体
可成为预防母体遗传疾病重要疗法

尽管油气等原材料行业是俄经济的主要支柱，但奉

行工业立国的俄罗斯一直通过各种渠道紧跟新工业化

浪潮，在与先进制造相关的新材料、计算机建模、计算机

辅助设计和制造、人机交互、大数据、无人运输等领域均

有规划部署和研发成果，其中与快速成型、增材制造相

关的 3D打印技术尤为突出。

俄罗斯科学界于本世纪前十年开始研究与先进制

造技术相关的新工业化课题。俄非商业独立研究机构

“宏观经济分析与短期预测中心”2014 年发布报告说，

俄在新材料、信息技术、与 3D打印相关的生物医学技术

研发等领域有一定基础优势，可为俄发展先进制造技术

提供支持。该国生产企业已从 2010年开始扩大采购生

产设备，并会保持对先进制造设备的需求。

2014年 9月，俄总统下属的经济现代化和创新发展

委员会举行主席团会议，为俄发展先进制造技术确定了

基本方向。俄总理梅德韦杰夫在主持会议时指出，俄开

展新型工业生产的关键在于构建适合本土先进制造技

术发展的模式，增材制造（3D 打印的另一种说法）、计算

机模型、人工智能、信息技术和机器人技术是俄学习推

广先进制造技术的优先方向。

主席团发表的报告说，俄在发展 3D 打印技术时需

重点研发“选择性激光烧结和熔融”、粉末注射成型、打

印产品表面处理、生物医学打印技术、具有细微多孔结

构的打印制品的应用、开发金属粉末耗材等相关技术。

在 3D 打印方面，俄目前有东西两大研发集群。一

是以俄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西伯利亚国立工业大学、

托木斯克理工大学和当地工业园的研发人员为核心的

创业团队，俄研制出的首台太空 3D 打印样机便出自这

一“东方团队”。另一“西方团队”是位于莫斯科附近的

“斯科尔科沃”创新中心，在当地创业基金和官方资金支

持下，该中心已培育出以 3D 打印技术生产实用工业品

的多家企业。

诞生于斯科尔科沃园区的“异形打印”公司是拥有

一定国际知名度的俄 3D 打印企业，其团队曾为 2014年

入轨的俄首颗小型商业卫星“平板－极光”号提供了用

于制造太阳能电池板的 3D 打印机。31 岁的公司总经

理安东诺夫对新华社记者说，其主要制造工艺是将强化

纤维在打印过程中融入热塑性聚合物，由此制成的碳纤

维复合材料制品的坚固性是普通塑料制品的 15 到 20

倍，是铝制品的 2倍，但比铝制品轻。

与生物医学技术结合是俄发展 3D打印的另一个着

力点。2013年在斯科尔科沃园区建立的“3D生物打印”

公司已成为俄生物医学 3D打印发展的风向标。公司科

学部主任米罗诺夫介绍，其主要工艺流程是先将人或动

物的脂肪组织干细胞或胚胎干细胞、诱导多能干细胞培

育成细胞团，再根据所需组织器官的数字化三维模型，

用生物打印机将不同细胞团层层叠加，每层间由凝胶黏

合塑形，组织器官的各种细微空腔都要准确预留出来。

“肉冻”般的半成品需被放入“孵化器”，待各层细胞团相

互融合、整体生长状况达标后，再进行动物实验。目前，

该公司能用这种技术为实验动物制作可发挥生理功能

的血管和甲状腺，下一步试验目标是打印肾脏和肝脏。

此外，很多小型俄 3D 打印公司也在开展个性化服

务，如用 3D打印笔让用户在家随心所欲制作小物件；利

用 3D打印技术建成试验性房屋等。去年俄经营业绩最

好的小型 3D 打印企业的年度资金流量达 1 亿卢布（约

合人民币 1千万元），月均销售小型 3D打印机过百台。

不过，目前俄 3D打印技术主要用于制作批量较小、

满足特殊工业及家用需求的产品，因此只能作为传统制

造技术的补充，颠覆传统生产方式的周期会很漫长。很

多初创小企业由于同质化竞争、供大于求而生存期较

短。受俄经济形势和国际大环境影响，俄 3D 打印行业

还需通过艰苦行军才有望走到未来先进制造业的舞台

中央。

俄发展先进制造技术力推3D打印
新华社记者 栾 海

这是12月1日拍摄的巴基斯坦凯沃拉盐矿外景。
凯沃拉盐矿坐落于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杰赫勒姆地区，距离首都伊斯兰堡约200公里，是南亚次大陆历史最悠久、储藏量最大的盐矿。凯沃拉盐矿也是巴基斯

坦的旅游和避暑胜地，每年能吸引20多万游客参观。 新华社记者 刘天摄

探访南亚最大最古老的凯沃拉盐矿探访南亚最大最古老的凯沃拉盐矿

新华社布鲁塞尔12月 1日电 （记者殷夏）欧洲议

会 1 日投票通过欧盟—美国数据保护总协定。协定加

强了跨大西洋数据交换过程中的个人数据保护。

欧洲议会当天以 481 票支持、75 票反对以及 88 票

弃权的结果通过了这项总协定。协定覆盖欧盟与美国

执法、司法等机构间的所有个人数据交换。

欧盟与美国 2011年开始就数据交换过程中的个人

数据保护展开谈判。今年 6月，欧盟与美国正式签署数

据保护总协定。经欧洲议会投票通过后，协定才可生效。

欧盟与美国有关部门长期进行个人数据交换，以预

防、发现、调查、起诉刑事犯罪行为，包括打击恐怖主

义。为在数据交换同时保护个人信息，协定规定，欧盟

及美国公民均有权获知个人数据泄露情况、更正不准确

信息以及获得相应司法赔偿。

先前美国公民可在欧盟要求更正其犯罪记录，而欧

洲人却不能在美国提出同样要求。欧盟—美国数据保

护总协定生效后，欧盟和美国公民将享受同等权利。

此外，协定还就数据传输及保留时间等予以限定。

欧盟—美国数据保护总协定获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