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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1月17日电（记者房琳琳）
美国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官方网站

17日报道，世界上最大的碳捕集项目——投入

10 亿美元的“佩特拉诺瓦（Petra Nova）”设施

正式启动，每年可从煤电厂泵送 140万吨二氧

化碳到附近的油田以助石油流出地面。

各国脱碳政策促进了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的增长，但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碳捕获和封存

（CCS）技术，其因与化石燃料共生存而容易

被误解。实际上，化石燃料仍是 2040 年前全

球能源使用的主要组成部分。全球碳捕获与

存储研究所（GCCSI）研究员荣·曼森认为：

“如果在稳定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促进全球

经济发展，CCS将是十分必要的。”

报道称，美国另外两个大型CCS项目将在

未来几个星期上线。位于密西西比州肯珀县的

能源设施将使用捕获的二氧化碳回收石油，位

于伊利诺伊州的生物乙醇厂计划将捕获的气体

储存在深层地下盐水层中。同时，加拿大包括

水力发电站和壳牌在内的CCS设施，自前两年

开始运营以来，也已经达到了预期目的。

根据 GCCSI的数据，目前全球近 22 个大

型 CCS 设施正在建设中，建成后每年一共可

捕获约 4000万吨二氧化碳。

公众认知的变化是 CCS 增长的关键，公

众需要更好地了解技术以及低碳对未来的必

要性和安全性。“但真正推动 CCS发展的是支

持性政策，如商业和税收刺激政策等。”曼森

说，“最大的技术问题是降低 CCS 的成本，从

这个角度看，它已经准备好了。因此，真正需

要注意的是政策走向。”

美国奥巴马政府对能源研究和发展的关

注和政策，以及能源部的刺激资金对 CCS 技

术设施的增加和建成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但

曼森表示，“很难预测美国新政府会否及如何

支持 CCS技术研发”。

世界最大碳捕集项目正式启动
碳捕获和封存技术仍现实有效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想加速药

物审批过程并大幅削减政府管制，对美国食

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还是个未知数。

尽管目前该机构由谁执掌“帅印”仍未揭

晓，但英国《自然》杂志网站在近日报道中指

出，新任“掌门人”可能面临来自药物审批、干

细胞诊所、转基因动物、医学检测等领域的诸

多挑战，因此有机会重塑该机构的面貌。

药物获批过快

FDA 一直试图平衡药品审批过快和获得

令人信服的临床数据之间的压力。这一情况在

2016年9月21日达到最高点。经过一年多的反

复争论，FDA当天批准了杜氏肌营养不良症药

物 Eteplirsen的应用。该药物由美国 Sarepta制

药公司制造，很多病人支持这项决定；但有些评

论家感到愕然，因为FDA仅根据一项只有12位

男孩参与的研究，就批准了该药。

这项批准不仅是 Eteplirsen 药物的胜利，

更表明了 FDA对罕见病用药批准态度上的转

变：在临床试验不足的情况下，如何照顾患者

的需求。霍金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戴

维·福克斯表示：“新长官可能面临 Sarepta 公

司药物获批引发的余波。”

福克斯说，根据法律，在药物获批前，

FDA 要求制药公司提供“大量有关该药物效

果和安全性的证据”，但鉴于上述事件，该机

构可能处于巨大的压力下，从而降低门槛。

秘银资本管理公司的吉姆·奥尼尔被认

为是 FDA新“掌门人”候选人，他曾经表示，只

要药物是安全的，FDA 就应该批准，让病人有

机会搏一把。

日本理化研究所（RIKEN）发育生物学中

心的干细胞政策研究专家道格拉斯·西普则

认为，这种理念与此前的实践南辕北辙，因

此，持有此观点的人很难获得美国参议员的

认可，“但特朗普从不按常理出牌，所以，没有

人能猜到结局”。

干细胞诊所泛滥

2014 年和 2015 年，FDA 公布了一系列提

议，拟对大量干细胞诊所加以管理，这些诊所

宣称能进行未被证明的干细胞疗法。一项研

究表明，美国约有 570 个干细胞治疗诊所，且

数量还在不断增多。这些提议遭到了干细胞

诊所和某些病人的强烈谴责，这些病人不想

等到这些干细胞疗法被证明有效才开始进

行。

但很多科学家，尤其是干细胞研究专家，

大力呼吁 FDA严厉打击那些未经测试的干细

胞疗法。他们一方面担心病人安全，另一方

面也害怕这些疗法破坏干细胞疗法的声誉。

转基因动物食品前途未卜

转基因技术使研究人员能对基因组进行

有目的的修改，目前该技术已横扫各大实验

室，也对管理机构和人员提出了更多挑战。管

理人员必须审时度势，让旧规则适应新技术。

美国农业部已经确定几种转基因农作物

并不符合其管理规则。现在，所有人都在关注

管理转基因动物的 FDA会如何处理即将到来

的转基因家畜“大军”。2015年 7月，奥巴马政

府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命令管理转基因食品

的机构，确定哪些条款需要更新，但现在仍不

清楚FDA是否以及如何管理转基因动物。

实验室医学检测良莠不齐

据悉，美国目前有数千个“家庭作坊式”

的医学检测都不在联邦政府的监管范围内，

这些检测由个体实验室研发、使用，被用来指

导从癌症到念珠菌的诊断和治疗。2014 年 7

月 31 日，FDA 呈请美国国会，计划加强对这

些实验室开发的医疗诊断的管理。FDA 认

为，由于医学诊断越来越复杂，并且在治疗决

策的制定中越来越重要，有必要更加谨慎地

加以对待。

但多家企业和科研实验室辩称，这种对

“家庭作坊式检测”的监管，将延缓诊断方法

的发展，根本没有必要。这一举措将扼杀精

准医疗的进步和创新。但包括美国国家卫生

研究院（NIH）院长弗兰西斯·柯林斯在内的

很多人认为，管理欠缺已经制造了很多不可

靠的测试，这些测试可能伤害病人。

美国智库机构企业研究所的斯科特·戈

特利布也被盛传是 FDA 的“掌门人”候选人。

他说，目前的提议可能会遏制医学创新，但他

也承认，许多测试尤其是包括多个变量的复

杂测试，可能需要很多监管。

监管机构消费者保护团体公民诉讼组织

健康研究负责人迈克尔·卡洛姆说：“谁接棒

FDA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可能会极大地

影响药物研发、医疗设备等的安全。”

（科技日报北京1月17日电）

药 物 审 批 过 快 、干 细 胞 诊 所 泛 滥 ……

FDA下任“掌门人”面临诸多挑战
本报记者 刘 霞 综合外电

FDA 仍未确定
如何管理来自转基
因动物（比如图中
的这种无角牛）的
食物。
图片来自网络

科技日报北京 1月 17日电 （记者聂
翠蓉）据《新科学家》杂志网站 16 日报道，

斯坦福大学科学家哈纳迪·尤瑟夫在美国

神经科学年会上介绍了其最新研究成果：

老年人血液中 VCAM-1 蛋白能引起大脑

损伤，他们找到了一种抗体，能成功阻断该

蛋白引起的老化过程。

之前老鼠实验已经证明，当老年老鼠

和年轻老鼠共享一个血液循环系统时，老

年老鼠的器官变得更加健康，老年症状有

所逆转，年轻老鼠却未老先衰。

尤瑟夫在这次新研究中发现，一种血

管细胞粘附分子 VCAM-1 在血液中的含

量会随着年纪增长而增加，65 岁以上老人

体内的这种蛋白含量比 25 岁以下年轻人

高 30%。她还将年老老鼠的血浆注射到年

轻老鼠体内，结果这些年轻老鼠表现出老

化症状：大脑出现更多炎症，新神经细胞再

生量减少。当她向 3 个月大老鼠（相当于

20 岁人类）注射来自近 70 岁老人的血浆

后，老鼠大脑也表现出老化症状。

约瑟夫还发现，在向年轻老鼠注射年

老血液之前或同时注射 VCAM-1阻断剂，

这些老年化症状能得到有效预防。“当我们

逐渐变老时，认知能力和神经再生能力都

会下降，大脑内会累积更多炎症。但我们

的新发现提供了一种机理，通过注射单一

抗体就能逆转这一老化趋势，提高老年人

的生活质量。”尤瑟夫说。

尤瑟夫表示，虽然输入年轻人血液也

能逆转衰老过程，但输血疗法难以规模化，

而通过阻断血液中有害蛋白质的药物疗法

更加便宜、安全、易于操作，因此更具优

势。新抗体还有一大优势，大多数药物不

能越过大脑与血流间的细胞屏障，因此无

法进入大脑发挥药效，但新抗体的作用靶

标就在屏障细胞内，不需越过屏障。尤瑟

夫正在为这一抗体化合物申请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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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姜靖）斯坦福大学

化学工程系教授鲍哲楠课题组日前研制

出一种可拉伸晶体管，即便被拉伸至原有

两倍长度，其导电性也只有极微小下降。

现有坚硬的可穿戴电子产品有望因此变

得像人的皮肤一样柔软富有弹性，甚至可

以 成 为 具 有 功 能 性 的 人 体“ 第 二 层 皮

肤”。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最新一期的

《科学》杂志上。

论文共同第一作者、斯坦福化学工程

系博士后徐洁和王思泓接受科技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此前设计一种能在被拉伸时

维持导电性的晶体管颇为困难。他们巧妙

设计出一种溶液涂膜法，将半导体高分子

受限在橡胶聚合物包裹的纳米纤维中，从

而制备出弹性半导体薄膜。测试显示，在

被拉伸至原来长度的两倍时，该薄膜的导

电性仅下降了 6％，100 个拉伸周期后，薄

膜并未出现明显的裂缝。用该薄膜和碳纳

米管作为电极制成的可拉伸晶体管能贴在

人手指关节皮肤处，在手指来回弯曲时，该

晶体管的导电性保持稳定。

研究人员告诉记者，由于可拉伸晶体

管具有与人体皮肤一样的力学属性，未来

可穿戴电子产品将能服帖于皮肤，除了最

大程度地降低穿戴不适感外，还能更准确

地实时监控脉搏、血压、体温等人体信号，

成为具有功能性的人体“第二层皮肤”。在

医疗领域，可使植入式医疗器件变得柔软

有弹性，极大降低对人体带来的侵入损害

和排异性反应，同时显著增加生物信号采

集和原位治疗的位点密度和准确性。

有弹性的晶体管“皮肤”来了

科技日报北京 1月 17日电 （记者张
梦然）英国《自然·通讯》近日发表的一项神

经科学小鼠研究，揭示了潜藏在人类摄食

行为背后的神经机制。该研究表明，通常

刺激饥饿感的脑细胞也会被酒精激活，这

项发现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饮酒会导致过

度饮食。

饮酒一直与人类过度饮食联系在一

起，但是其潜在原因没人能解释清楚。通

常来讲，热量摄取一般都会抑制大脑的食

欲信号，而酒精的热量是很高的，为何饮酒

反而会导致暴食？

此次，英国伦敦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

院科学家丹尼斯·布达科弗及其同事，在小

鼠中发现了潜藏在这种行为背后的神经机

制。他们的研究表明，大脑摄食回路的主

要组成部分会被酒精激活。

在一项“酒精周末”的测试中，研究人

员让小鼠在 3天内摄入了约相当于 18个单

位（英制单位）的酒精剂量，这些小鼠的食

物摄取量比没有酒精摄入的小鼠明显增

加。研究团队发现，作为小鼠大脑中摄食

回路的一部分，刺激饥饿感的 Agrp神经元

也被酒精激活。

Agrp 神经元是大脑中的饥饿敏感细

胞，根据此前实验的结果，这些神经元会导

致难受的饥饿感，使得人无法抗拒食物。

不过，这种神经元并不直接驱使动物去吃

东西，而是教会动物对表明存在食物的感

官信号产生反应。此外，研究人员还发现，

消除这些神经元的活性也会消除酒精诱导

的过度饮食行为，这表明 Agrp神经元的细

胞活性对酒精诱导的过度饮食至关重要。

上述结果证明，酒精会影响基础食欲

信号，这为认识过度饮食行为带来了新的

见解。

酒精激活食欲信号引起暴食

科技日报讯 （记 者姜靖）近 日 ，在

2017 年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坛期间，英

国国际贸易部联合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首

次举办中英电动汽车创新技术与产业化对

接会。

对接会上，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首席

专家张永伟说：“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

动汽车市场，但企业技术空心化和再次落

后的风险依然存在。英国在电动汽车制造

工程技术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在动力电

池、复合材料和整车制造方面涌现出一大

批创新技术和企业。”借鉴英国企业在发展

创新技术、优化产业布局等方面的经验，对

于中国培育一批拥有全球竞争力的电动汽

车企业至关重要。

对接会上，Delta 公司、米拉（Mira）公

司等通过分享英国企业在电动汽车领域的

创新技术与产业经验，以增进中英企业在

相关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帮助中国企业探

寻技术突破、创新发展的路径和办法。

英国驻华使馆国际贸易部公使衔参赞

魏林博士说，英国汽车行业整体应用率自

2011年开始增长了 33%。世界十一大汽车

品牌在英国均有运行，除了好的监管，英国

的投资研发生态环境和技术实力，都是将

全球著名汽车企业带到英国最重要的原

因。汽车是英国政府投资重点，已在低排

放领域投入了10亿英镑，2015年继续投入，

未来会进一步加大在互联汽车上的投资。

魏林还表示：“中英在电动汽车研发、

市场开发、配套设施建设领域有着广阔的

合作空间。英国政府和企业愿与中方在电

动汽车领域，尤其是创新驱动技术的研发

上，开展长期且富有成效的、更广泛而深入

的合作。”

在随后的讨论环节中，与会的中英企

业代表对双方关切的技术合作、投资及贸

易等议题开展了充分而深入的探讨。

电动汽车百人会首办中英对接会

科技日报华盛顿1月16日电（记者刘海
英）在 16 日出版的《自然·光子学》杂志上，美

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人员发表论文称，他们

开发出一种新技术，通过添加有机卤化铵，制

造出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且性能更稳定的

钙钛矿发光二极管（LED）。

过去 10年来，LED的应用越来越广，其节

能、环保、寿命长、体积小，但制造成本也相对较

高，降低LED制造成本是相关产业界的重要目

标。钙钛矿算是一种古老的材料，1839年首次

发现于俄罗斯乌拉尔山脉，因俄罗斯矿物学家

列夫·波洛夫斯基而得名（钙钛矿的英文名称是

Perovskite）。这种材料多为立方体或八面体，具

有奇特属性。它可以是半导体，也可以是超导

体，取决于其结构。作为一种新型功能材料，钙

钛矿在环境保护和工业催化等领域具有很大的

开发潜力。近几年，因其在太阳能电池领域的

应用而受到持续关注。

有机无机杂化的钙钛矿材料也被很多科

学家视为氮化镓等 LED 制备材料的替代品，

但成膜效率低、稳定性不高这两个缺点制约

了其在 LED 领域的应用。此次，普林斯顿大

学研究人员开发的新技术解决了这一问题。

他们在论文中称，在制造钙钛矿薄膜时，在钙

钛矿溶液中添加有机卤化铵，尤其是长链有

机卤化铵，会使钙钛矿晶体颗粒小很多，制成

的钙钛矿薄膜更薄、更光滑。而这样的钙钛

矿薄膜意味着更好的外部量子效率，会使发

光二极管的效率更高，稳定性更好。

相比于硅和其他 LED 制备材料，钙钛矿

更廉价，制备工艺也更简单。研究人员称，新

技术将加速钙钛矿在照明、显示、激光领域的

商业应用，使未来的 LED产品更高效且廉价。

新型添加剂使钙钛矿LED更稳定高效

1 月 17日，蒙中投资论坛暨“3+2
计划”启动仪式大会在蒙古驻华大使馆
举行。

蒙中投资论坛由蒙古国驻中国大
使馆、中国地方企业联合发起，目的是
落实中蒙两国元首互访的约定，进一步
扩大各领域合作，加快中蒙俄经济走廊
和草原之路的建设，促进中蒙关系发
展，使人民群众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
多的获得感。

本报记者 李钊摄

蒙中投资论坛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