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柏林 7月 23日电 （记者顾
钢）德国吉森大学和慕尼黑赫尔姆茨研究

所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厨房里使用过的

刷碗海绵上的细菌多达 362种，其细菌浓度

远超人们想象，即使经过清洗或微波炉消

毒，也无法彻底去除。这是全球首份对使

用过的厨房海绵做的详细研究报告，相关

内容刊登在《科学报告》杂志上。

德国有约 4000 万个家庭，其中相当数

量的家庭使用厨房海绵清洗锅碗瓢盆。研

究人员在菲林根—施文宁根地区采集了 14

块使用过的厨房海绵，并对其做微生物分

析，结果发现，海绵上的细菌多达 362 种。

报告负责人艾格特博士称，令他们惊讶的

是，半数被检测出的细菌具有潜在的致病

性。一些细菌如约氏不动杆菌、奥斯陆莫

拉菌（使用过的厨房海绵散发出来的难闻

臭味就是由其引发）和人型金黄杆菌等，极

容易让老年人和免疫力差的病人感染。

报告特别提醒用户，即使经常清洗厨

房海绵，甚至放在微波炉里消毒或晒干，海

绵上还是会残存大量细菌。研究人员认

为，虽然海绵清洗后短时间内细菌减少了，

但很快又会迅速生长，一方面是由于海绵

的多孔结构给细菌繁殖提供了理想场地；

另一方面，潮湿和海绵上残留的营养物（如

食物残渣和污迹等），也是导致细菌快速生

长的原因。

这份报告还以详实的图片资料显示了

厨房海绵细菌的危害，令人印象深刻。专家

指出，同样的问题不仅存在于千千万万个家

庭，也存在于医院、养老院和私人护理院，对

免疫系统薄弱的病人和老人带来的威胁尤

其大。虽然工作人员也经常清洗海绵，但专

家还是建议使用一周就要更换，通常在新购

的海绵里检测不到微生物的污染。

厨房刷碗海绵上竟有 362 种细菌
半数具有潜在致病性

第五届金砖国家科技创新部长级会议日

前在盛夏的杭州召开，来自火热非洲的领头

羊国家——南非，也带着热情和诚意而来。

中国驻南非使馆科技参赞黄伟接受科技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南非的科技研发立足

于本国优越的自然资源条件，针对性强，有其

独特的优势。同时，南非是非洲经济的领头

羊，也是进入非洲的桥头堡。因此，中南科技

合作不仅可以优势互补，还可以起到示范作

用，将积极促进中国与其他非洲国家的科技

合作。

中南作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国家，也是

金砖国家，双方将持续探讨在金砖框架下开

展更多深入合作。

记者：能否先描绘一下中南科技创新合

作的基本情况？

黄伟：自 1999 年中国和南非签署政府间

科技合作协定、成立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以

来，截至目前，两国已先后召开了 6 次中南科

技合作联委会会议，共同资助了 8 轮共 90 多

个联委会合作项目，并在水资源领域启动了

首批旗舰项目。

记者：中南科技合作的重要进展在近几

年有哪些标志性事件？

黄伟：2014 年 12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南非共和国 5—10 年合作战略规划 2015—

2024》合作文件签署。2015 年 12 月，中非合

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中南关于科技园

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2016 年 11

月，G20科技部长会期间，双方科技部长共同

签署两国科技部关于加强科技创新合作的谅

解备忘录。2017 年 4 月，中南高级别人文交

流机制首次会议在南非成功举办，期间，中南

科技园区合作启动仪式在南非举行，刘延东

副总理出席启动仪式，标志中南科技园合作

进入实质性合作阶段。

记者：请介绍一下，去年 10 月，中南两国

科技部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市举办首届中南高

技术展示交流会的情况。

黄伟：为推动高科技企业间合作以及促

进我国高技术企业走进非洲，经过两年精心

筹备，首届高技术展示交流会召集到来自北

京、上海、浙江等 8 个省（市）60 余家参展单

位 170 余个项目参展，涵盖生命科学、新能

源、先进制造和传统医药等多个领域，达成

初步合作意向近 200 项。展会期间还成功

举办涵盖科技创新政策、植物药、新能源、先

进制造等主题的多场专题研讨会。这次会

议的成功举办，为促进两国高技术企业合作

交流，以及与其他非洲国家共同举办高技术

展、助力我国企业走进非洲探索了新路径和

新模式。

记者：中南科技创新合作中的新亮点有

哪些？

黄伟：由于当前中南科技合作只是一些

短期合作项目，对于一些双方关注的重点领

域尚未建立起长效合作机制，需要在一些领

域通过建立联合研究中心或实验室，以加强

人员和技术的长期交流与合作。

中南双方在 2014 年第五次科技联委会

上已达成共识，将在南非建立一个联合研究

中心或实验室，每年支持 5—10 名对方国家

的青年科学家在本国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

开展 6—12 个月的科研工作，建立一种长期、

稳定的青年科学家交流机制。今年 4 月，科

技部王志刚书记与南科技部潘多部长签署了

关于中南共建联合研究中心及共同实施青年

科学家交流计划的谅解备忘录。

记者：两国在卫生、电信、航天等部分涉

科领域双边合作不断取得新成绩，请您介绍

一些实际案例。

黄伟：首 先 ，卫 生 领 域 合 作 进 一 步 深

化。国内有关机构分别与南非传染病研究

所、医学研究理事会、斯坦陵布什大学非洲

癌症研究所等机构签署合作协议，进一步拓

展了中南卫生领域合作。此外，“政府搭台、

企业唱戏”，在卫生领域也取得新突破——

去年 11 月，北京同仁堂非洲有限公司在约

翰内斯堡正式成立，我国中医药企业首次进

驻非洲。

其次，电信领域合作进一步加强。2016

年，华为公司在南非设立首家创新中心，为当

地中小企业提供技术孵化平台，并将以此为

平台，在 5 年内为南非培训 1000 名信息通信

技术人才，以推动南非及非洲信息通信技术

发展。

再次，航天及天文学领域合作取得新进

展。2015 年，中巴地球资源卫星项目 04 星地

面接收站在南非调试安装成功，成为两国空

间合作的亮点；去年 10 月，我国家航天局与

南非国家航天局签署了关于航天领域合作的

谅解备忘录；去年 11 月，中科院国家天文台

和南非夸祖鲁—纳塔尔大学召开中南天文学

研讨会并正式启动了中国—南非计算物理学

实验室，为中南射电天文学领域合作掀开崭

新一页；今年 7 月，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与南非

科技部所属的国家研究基金会签署天文学合

作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射电天文、SKA

（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等领域进一步加

强合作。

最后，大学、科研院所等非官方科技合

作蓬勃开展。例如，比勒陀利亚大学的林

业与农业生物技术研究所（FABI）与中科院

国家真菌重点实验室和国家林业局桉树研

究开发中心，建立了长期的研究与博士培

养合作机制，已为我国培养了多名博士研

究生；2016 年 8 月，长安大学与比勒陀利亚

大学联合成立“中非交通战略研究院”，旨

在推动我国与南非乃至非洲在高速公路建

设、交通领域科研与人才培养等的交流合

作，以期实现我国与非洲在交通领域的优

势互补。

记者：能否再重点介绍一下国际大科学

工程项目 SKA的合作？

黄伟：南非作为国际大科学工程项目

SKA 台 址 国 之 一 ，正 在 建 设 其 先 导 项 目

MeerKAT，目前规划的 64面天线中的 36面天

线已经建成。2014年万钢部长受邀专程访问

了南非 SKA先导项目 MeerKAT的建设现场，

对中南在 SKA 项目合作提出了希望和要求。

目前，在 SKA组织框架下，中方多个科研院所

和公司与有关国家合作，参与了 SKA 项目第

一阶段多个工作包的研制任务。

中 南 双 方 可 以 通 过 进 一 步 加 强 信 息

沟 通 和 共 享 ，深 入 开 展 天 文 学 、大 数 据 处

理 等 相 关 领 域 的 合 作 研 究 和 青 年 人 才 的

培养交流，共同为南非和非洲天文学发展

作出贡献。

（科技日报北京7月24日电）

握手南非 走进非洲
——中国驻南非使馆科技参赞黄伟谈中南科技创新合作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24日电 （记者张梦
然）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官网称，

该机构的哈勃太空望远镜依靠其锐利的“视

觉”，在火星轨道上拍摄到了一颗超小的卫

星——火卫一（Phobos），它不仅是太阳系中

的小卫星，也是太阳系中目前与其主星距离

最近的卫星之一，甚至仍在不断靠近，最终它

将可能因此而陨灭。

火星的两颗天然卫星都非常小，其中，火

卫 一 相 对 较 大 ，离 火 星 也 更 近 ；而 火 卫 二

（Deimos）则是整个太阳系中目前最小的卫

星。火卫一尽管很早就被人类发现，但却是

在已经发现约一百年后，才由“水手 7 号”首

次拍得了一张简单模糊的照片，而且由于它

离火星表面过近——只有约 6000 千米，以至

于从火星表面的任何角度，都无法在地平线

上看到它。

哈勃望远镜此次观测的本意是拍摄火

星，但在 22 分钟的时间内，哈勃望远镜进行

了 13 次单独曝光，让天文学家们得以制作出

延时视频，显示出了火卫一的轨道。天文学

家表示，因为这颗卫星实在太小，哈勃拍摄的

照片中，它看上去就像是颗星星一般。这个

“小家伙”在 7小时 39分钟内就完成了一次公

转，远快于火星的自转。也因为运行速度快，

它每天有两次西升东落的过程。

团队成员表示，火卫一显然正被火星的

引力“撕扯”，它现在每过一百年就会接近火

星 1.98 米左右。科学家预测，在三千万到五

千万年之内，它或将“投身”红色星球而粉身

碎骨，或被撕毁后散落在火星周围。

火卫一和火卫二的起源目前仍充满争

议。由于这两颗卫星的组成材料与小行星

相同，且其形状不规则，因此，一些天体物

理学家认为，火星的卫星很可能来自小行

星带。

哈勃望远镜拍到太阳系超小卫星火卫一
起 源 充 满 争 议 命 运 或 因 火 星 而 终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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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本报记者 房琳琳

美海军首艘
“福特”级航母正式服役

美国海军最新一代“福特”级核
动力航母首舰“杰拉尔德·福特”号
22 日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
地正式列编服役。“福特”号航母是
美国近 40 年来建造的首艘新型航
母，被视为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航
空母舰。美国军方的资料显示，“福
特”号服役年限为 50 年，舰长 337
米，高 76 米，飞行甲板宽 78 米，可
携带 75 架舰载机。图为一架海军
陆战队 MV-22B 鱼鹰旋翼机降落在

“福特”号航母上。
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摄

去年11月，北京同仁堂非洲有限公司在约翰内斯堡正式成立，我国中医药企业首次进驻
非洲。 图片来自网络

科技日报北京7月24日电（记者聂翠
蓉）据英国广播公司（BBC）23日报道，潜入

日本福岛核电站的水下机器人结束了 3 天

的探测任务，在 3号机组内拍摄到首批疑似

核残渣的照片。照片显示，3号机组安全壳

内存在高约 1米的大量堆积物，极有可能是

堆芯熔化后形成的核残渣。如获证实，这

将是福岛核电站清理工作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一步。

2011 年 3 月的大地震，使福岛核电站

遭遇自 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件以来全球最

严重的核事故。福岛第一核电站 1 到 3 号

机组发生堆芯熔化，压力器内核燃料泄漏，

造成的核污染迫使 20 多万居民搬离家园，

近两万人死亡或失踪。

日本政府和福岛核电站所属的东京电

力公司表示，虽然整个核电站的报废作业

需要数十年才能完成，但希望今年夏天能

确定如何清除核残渣的初步方案。为此，

制定方案的科学家们必须先知道每个反应

堆核残渣的具体位置及毁坏情况，在辐射

污染如此严重的环境下，机器人被寄予厚

望。

此次投入 3号机组的水下机器人“小太

阳鱼”，只有一块面包大，长约 30厘米，直径

约 13厘米，装备了灯光装置和 5个螺旋桨，

能在 6米深的水下漫游，利用携带的 2个摄

像头和 1个辐射剂量仪，进入 3号反应堆基

座结构附近收集关键数据。

东京电力公司发言人表示，“小太阳

鱼”在 3 号反应堆核心区拍摄到大量堆积

物，“高度疑似”从堆芯熔化的金属和核燃

料混合残骸，一些残骸非常像反应堆容器

底部控制杆周围的冰柱。由于“小太阳鱼”

没有携带核辐射检测设备，这些堆积物是

否为核残渣，还需进一步分析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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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的学者

们，在聚乙烯和各种植物填充物的基础上

制造出生物分解合成物。新技术有助于制

造新的有机包装材料，研究结果发表在《聚

合物和环境》杂志上。

俄罗斯目前生产的大部分贴商标用的包

装虽然号称是生物分解型的，但实际上，无论

在土壤和垃圾场中都无法进行生物分解。

科研人员在带有各种植物填充物的聚乙

烯基础上，对生物成分进行了生物分解试验，

确定了填充物粒子尺寸对聚合物的物理性质

及其生物分解速度的影响。他们将工农业废

物用作填充物后，同传统聚合物结合在一起，

得到了带有植物填充剂的聚合物合成材料。

俄制造出可生物分解聚乙烯合成物

俄 罗 斯 国 家 研 究 型 工 艺 技 术 大 学

（NUST MISIS）研究人员制造出一种防紫

外线的多功能过滤材料，其特点在于它是

透明而非白色的。

该多功能防紫外线过滤材料不仅能用

作防晒霜成分，还可用于制造透明聚合物，

如食品容器、薄膜或安装在户外的建筑外

观面板等。

此外，纳米粒子表面改性能使需要添

加的过滤材料用量减少 80%至 90%，更加节

约经济成本。研究结果发布在《当代纳米

科学》和《合金与化合物》杂志上。

防紫外线多功能透明过滤材料面世

俄罗斯托木斯克理工大学“电力系统

建模”科研实验室的工作人员，研制出了全

工况实时模拟装置，可避免电力系统发生

重大故障。这一装置已在真正的电力系统

中测试成功，全球尚无同类产品。相关科

研文章刊登在《IEEE智能电网》杂志上。

据统计，在引发各国和大都市电力系统

重大故障的因素中，只有 10%是海啸、地震、

飓风等自然灾害，40%的事故由使用不当造

成的设备故障或有缺陷的部件引发，调度人

员出错及继电保护和自动化操作不当各占

25%。也就是说，半数情况与外部因素无关。

电力系统是发电站、电力网络和热力

网络的总和，电力和热力网络在统一管理

下相互关联，同步运转，实现电力和热能的

不间断生产、转化和分配。为确保系统持

续高效运转，需对其进行控制，目前主要通

过建模来实现，也就是建立发电站或电力

系统的虚拟副本。如果在模型上试验成

功，就可应用于实际。

托木斯克理工大学教授亚历山大·古

谢夫解释称：“目前使用数学建模方法来建

立虚拟副本，借助微分方程在电力系统模

型内部再现所有过程。而这种模拟装置的

运算过程被大大简化，提供的电力系统工

作数据不准确且滞后，缺少现实意义。”

为此，托木斯克理工大学科学家研制

出了这套新装置，其结合了仿真模拟、数字

模拟和物理模拟数种建模方法，实现了模

拟结果与实际结果的高度相符。

（本栏目稿件来源：“卫星”新闻通讯
社 整编：本报记者房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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