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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4日，欧盟成员国代表投票通

过了欧盟电动汽车反补贴案终裁草案，

拟对原产于中国的电动汽车征收最终

反补贴税。中方坚决反对欧方的终裁

草案，强调必将采取一切措施坚定维护

中国企业的利益。

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欧方又透

露出继续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政治意

愿。已经疲于应对俄乌冲突的欧洲，在

一个自己并不占优势的领域与中国开

打贸易战显然得不偿失。而作为后来

者，中国电动汽车走向世界也必须做好

经历艰难困苦的准备。

无论是从地缘政治还是经贸角度

出发，中欧双方通过谈判和相互妥协来

解决问题，是避免贸易战、促进共同发

展的优选方案。

德国等并不支持

欧盟委员会 2023 年底开始对中国

电动汽车启动反补贴调查，并在 2024

年 7月引入了临时关税。

这一举措的主要推手是近期获得

连任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她

声称中国电动汽车正在政府补贴的帮

助下冲击欧洲市场，因此欧盟有必要通

过加征关税来保护自己。

欧委会称，在欧盟市场中注册上牌

的中国产电动汽车比例已经从 2020 年

的 3.5% 增 加 到 了 2024 年 2 季 度 的

27.2%，其 中 中 国 品 牌 汽 车 的 比 例 从

1.9%上升到 14.1%。

但欧委会故意忽略的事实是，在欧

洲道路上行驶的中国电动汽车数量实

际上很少，2024 年上半年在欧洲销售

的中国品牌电动汽车仅有约 11.5万辆。

更加令人不解的是，欧盟对中国产

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提案是在没有业

界申诉的情况下，由欧委会主席冯德莱

恩主动提出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

既是冯德莱恩竞选连任的策略，也是欧

洲逼迫中国进行谈判并让步的一张牌。

事实上，10月 4日成员国代表的投

票几乎没有悬念。根据欧盟有关规则，

要终止草案的门槛非常高，需要 15 个

成员国反对，而且其代表的人口也要达

到欧盟总人口的 65%。

投票结果显示，法国、意大利、荷兰

和波兰等 10 国支持对中国产电动汽车

加征额外关税，这些国家人口达到了欧

盟总人口的 45.99%。这意味着即便其

余成员国全部投票反对加征关税，其代

表的人口占比也将低于门槛值。

尽管德国等 5 个国家明确反对，欧

盟电动汽车反补贴案终裁草案仍然获

得通过。这意味着从 11月 1日开始，欧

盟可在原有 10%的汽车进口关税基础

上 ，对 中 国 产 电 动 汽 车 加 征 7.8% 到

35.3%不等的关税。

然而，这也使得拥有大量在华业务

的德国企业如坐针毡。2023 年德国大

众汽车集团、宝马集团和梅赛德斯-奔

驰集团等三大车企在华汽车销量高达

476.2万辆，远远超过在德国本土 280万

辆的销量。大众集团公开呼吁德国政

府反对欧盟关税，强调惩罚性关税无益

于竞争。德国总理朔尔茨也明确表示，

德国反对欧盟加征关税，欧洲必须继续

和中国谈判。

中欧将继续谈判

面对欧盟咄咄逼人的举措，中国政

府推出了一些可能的反制措施，如对酒

类、奶制品、猪肉启动了反补贴调查，暂

时没有将主要矛头对准欧洲汽车厂商。

作为欧洲重要汽车生产国之一，西

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在 9 月访问中

国期间敦促欧委会重新考虑。“我们不

需要另一场战争，我是说贸易战。”桑切

斯说，“我认为我们需要在欧盟和中国

之间架起桥梁。”德国财政部部长林德

纳也强调，和中国的贸易战对欧洲以及

德国的关键产业弊大于利。

中方多次强调，欧盟对华电动汽车

发起的反补贴调查是政治驱动下的不

公正的保护主义做法，中国电动汽车产

业链所形成的竞争优势绝非来自补贴，

而是来源于激烈市场竞争下所发展的

整体供应链优势。征收高额反补贴税

不仅影响中国企业，也将对欧洲及全球

企业在华生产电动汽车带来干扰；对原

产自中国的电动汽车征收高额关税不

会增强欧洲及其他市场本土产业的韧

性，反将失去相关的中方对欧投资，最

终削弱欧洲市场自身的竞争力和全球

电动汽车产业链的活力。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说，中方坚决反

对欧方的终裁草案，必将采取一切措施

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利益，但与此同时

也注意到欧方表达要继续通过谈判解

决问题的政治意愿。中欧技术团队将

在 10月 7日继续进行谈判。据称，欧委

会愿意重新考虑中国车企提出的价格

承诺方案。此外，可能的方案还包括根

据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等指标为中国

厂商计算出一个最低进口价格。如果

中欧双方能够立足长远相互妥协，中欧

之间便不会爆发贸易战。

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引波澜
欧 多 方 认 为 挑 起 贸 易 战 得 不 偿 失

科技日报北京10月 8日电 （记者

张佳欣）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研究人员首

次研发出无需电力就能向机器人发出

复杂指令的方法，这能为机器人“大脑”

腾出更多“思考”空间。这一世界首创

成果为新一代机器人的诞生开辟了可

能。研究成果发表在最新一期《先进科

学》杂志上。

研究人员模仿人体某些部位的工作

原理，使用一种新型紧凑型电路，通过内

部流体压力的变化，向设备传输了一系

列指令。通过将软件的工作卸载到硬件

上，新型电路可为机器人的“思考”腾出

计算空间，原本用于控制中心的空间可

转而用于运行更复杂的AI软件。

研究人员称，简单来说，机器人分为

两部分，即大脑和身体。AI大脑可帮助

管理城市的交通系统，但为什么许多机

器人仍然连一扇门都打不开呢？原因在

于，硬件没有跟上软件的迅速发展。通

过创建一个独立于运行软件的硬件系

统，大量计算任务即可转移到硬件上，就

像人脑不需要告诉心脏要跳动一样。

目前，所有机器人都依赖电力和计

算机芯片运行。机器人的“大脑”由算

法和软件组成，通过编码器将信息传递

给身体或硬件，然后执行动作。在软体

机器人领域，这一问题尤为突出。该领

域使用软质材料制造如机器人肌肉之

类的设备，通常会引入硬质的电子编码

器，并对软件施加压力，使材料以复杂

的方式行动。

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带有可调阀门

的可重构电路。它被放置于机器人硬件

中，而阀门的作用类似于普通电路中的

晶体管。工程师可通过压力直接向硬件

发送信号，模仿二进制代码，从而使机器

人无需电力或中央大脑的指令就能执行

复杂动作。与目前基于流体的电路相

比，这可实现更高水平的控制。

这项成果有望促成在电力驱动设

备无法工作的环境中运行的机器人问

世，比如能在辐射区勘探，或在磁共振

成像室等电力敏感环境中作业。

新型电路为机器人“思考”腾出空间

科技日报北京 10月 8日电 （记

者张梦然）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下属

一组团队首次在小鼠中发现了一种天

然免疫机制。这道“防线”可阻止逃逸

的癌细胞发展成身体其他部位的肿

瘤。相关研究成果 8 日发表在《细胞》

杂志上。

转移性癌，即癌症从原发肿瘤扩

散到身体其他部位，是大多数癌症致

死的原因。为什么有些癌细胞能迅速

形成新的肿瘤而另一些却不会，其背

后的具体机制科学家一直不清楚。

从原发性肿瘤迁移并引发转移性

肿瘤的细胞，被称为播散性癌细胞

（DCC）。奇怪的是，一些 DCC 表现

出高度侵略性，而另一些似乎处于休

眠状态。

鉴于已知乳腺癌以及许多其他类

型癌症都有可能转移到肺部，研究团

队此次通过使用 3 种不同的转移性乳

腺癌小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当

乳腺癌 DCC到达肺泡时，会被一种称

为肺泡巨噬细胞的免疫细胞维持在休

眠状态。

肺泡巨噬细胞本是肺的第一道防

线，负责保护肺免受细菌和环境污染

物等有害物质的影响。这些特殊的巨

噬细胞在胚胎发育早期就已存在，并

且终生存在于肺组织中。而新研究发

现，除了传统防御功能外，肺泡巨噬细

胞还具有识别 DCC 并与之互动的能

力。它通过分泌 TGF-β2 蛋白来向

癌细胞发送信号，促使癌细胞保持休

眠状态。鉴于每个器官都拥有自己特

定的一组“驻留”巨噬细胞，这意味着

它们也可能在抑制各自所在器官中的

DCC 方面发挥了类似作用。这项研

究首次揭示了这类巨噬细胞能够积极

诱导 DCC进入休眠状态的能力。

在去除这些免疫细胞后的小鼠体

内展开实验，让团队进一步证实了肺

泡巨噬细胞的重要性。研究人员表

示，预防及治愈转移性癌，是人类医学

面临的最关键挑战之一，这项新发现

能为这类疾病提供全新的治疗策略。

巨噬细胞是一种免疫细胞，是人

类免疫系统中的得力战士。它能吞噬

和杀灭寄生虫、细菌、自身衰老和死亡

的细胞以及肿瘤细胞。巨噬细胞分布

广泛，在不同组织中有不同的表现形

式。吸入空气中的尘粒、细菌等异物

进入肺泡和肺间质后，多被勤勤恳恳

的肺泡巨噬细胞吞噬清除。此次，研

究团队发现，当播散性癌细胞到达肺

泡时，会被肺泡巨噬细胞控制住，让它

们维持在休眠状态。对巨噬细胞的进

一步研究，或许对控制癌细胞转移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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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10 月 8 日电 （记

者张佳欣）英国赫瑞-瓦特大学团队

确 认 ，6600 万 年 前 撞 击 地 球 并 导 致

恐 龙 灭 绝 的 巨 大 小 行 星 还 有“ 帮

凶 ”：在 同 一 时 期 ，另 一 颗 较 小 的 太

空 岩 石 撞 击 了 西 非 海 岸 附 近 的 海

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陨石坑。相关

研究发表在最新一期《通讯·地球与

环境》杂志上。

团队发布了深埋在大西洋海底的

小行星撞击坑的新图像并证实，位于大

西洋海底 300 米以下、直径 9 公里的纳

迪尔陨石坑，是由一颗小行星在大约

6600 万年前白垩纪末期撞击地球造成

的。这跟墨西哥希克苏鲁伯陨石坑（直

径约 180 公里）的年龄相同，目前认为

形成后者的小行星也同时终结了恐龙

统治时代。

纳迪尔陨石坑于 2022 年首次被发

现，但其成因此前并未确定。团队根据

其直径数据猜测，它很可能也是小行星

撞击坑。团队利用 3D 地震成像技术绘

制了地质痕迹图，结果发现，这次撞击

引发了山体滑坡，产生的高达 800 多米

的巨大海啸可能横穿了大西洋。据判

断，这颗小行星的宽度为 450至 500米，

它撞击地球的速度约为每秒 20 公里，

即每小时 72000公里。

导致白垩纪恐龙灭绝的小行星不止一颗

科技日报北京10月 8日电 （记者

刘霞）韩国高级科学技术研究所科学家

凭借光催化技术，成功地从分子中提取

出一个氧原子，并巧妙地用氮原子取而

代之。最新研究有望改变药物制造方

式。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科学》

杂志。

分子内部即使出现微小的变化，

也会产生重大影响。美国威斯康辛大

学麦迪逊分校科学家此前就曾证实，

改变杂环内的单个原子，会对药物的

疗效产生深远影响。先前的研究还表

明，有些复杂分子可通过化学反应进

行编辑，但成功者寥寥无几。因此，当

化学家想要对分子进行微调，甚至替

换一个原子以用于测试时，他们必须

从头开始合成分子。

为打破这一困境，科学家一直在寻

找更有效的方法来编辑分子，或者更具

体地说，用一个原子替代另一个原子。

在新研究中，韩国科学家开发出一种所

谓“铅笔—橡皮擦”技术：其中一个原子

被擦除，另一个原子用“铅笔”书写。

这一技术的灵感源于化学家阿克

塞尔·库特尔和艾伦·拉布拉什·孔比耶

于 1971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在那篇论

文中，库特尔和孔比耶使用紫外线将呋

喃（最简单的含氧五元杂环化合物）转

化为 N-丙基吡咯，以提高其产量。但

由于离域问题，这种编辑方法极具挑战

性。之前科学家的尝试涉及施加高温

或辐射，但收效甚微。

在最新研究中，韩国科学家使用光

催化剂来激活呋喃环，随后利用紫外

线，将呋喃中的氧原子与氮原子进行了

交换。

光催化技术实现分子内“氮占氧巢”

科技日报北京 10月 8日电 （记

者刘霞）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

究团队成功研制出一款低成本纸质传

感器，能在 15 分钟内检测出心脏病发

作的生物标志物。相关论文发表于最

新一期《纳米》杂志。

心脏病早期诊断对于挽救生命至

关重要，但标准的实验室检测不仅费

时，而且价格昂贵。为解决这个问题，

研究团队开发出基于纸张的垂直流动

分析（VFA）平台，其能检测心肌肌钙

蛋白 I（cTnI），这是一种在心肌受损时

释放到血液中的蛋白质。

研 究 团 队 表 示 ，这 个 创 新 平 台

结合了两项强大的技术：深度学习

算法，以及先进的纳米粒子扩增化

学 方 法 。 其 中 ，算 法 用 于 分 析 VFA

系统捕获的图像，并增强检测 cTnI

的能力。

测试结果显示，这款传感器的检

测结果与传统实验室相比，毫不逊色，

甚至在某些方面更胜一筹。它不仅能

检测出浓度低至 0.2 皮克/毫升的 cT-

nI，且只用 15 分钟就能给出结果。此

外，这款纸质传感器的检测成本极低，

每次检测不足 4美元。

研究团队指出，在不同环境中快

速检测和量化 cTnI 水平，可更快、更

有效地治疗心脏病发作患者。他们的

最终目标是设计一个不仅可在医院使

用，还可在诊所、药店甚至救护车上使

用的系统。

纸基传感器可快速检测心脏病标志物

俄罗斯托木斯克理工大学开发出

一种能够长期监测人体状况的“智能服

装”传感材料。这种传感材料已通过实

验室测试，不会对皮肤造成刺激，且耐

洗涤，可用于生产运动服等特殊服装。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ACS传感器》上。

通过测量生物电位可分析对人体

至关重要的生命体征。但记录心脏、

肌肉、大脑电活动和人体其他信号的

金属电极，可能会因电极材料和黏合

剂的影响而对电极附着处皮肤造成刺

激，导致很难连续使用超过 72小时。

研究人员研制出用于长期监测健

康状况且不会刺激皮肤的电极。这种

电极通过激光加工形成导电聚合物复

合材料的方法制成。

研究人员在纺织品基底上涂上一

层十分之一毫米厚的聚对苯二甲酸乙

二醇酯热塑性塑料，然后在热塑性塑

料上覆盖一层氧化石墨烯，并用激光

进行处理。据研发人员称，这使得复

合材料具有高导电性和足够的机械稳

定性，从而使电极能够耐受洗涤等外

部影响。

新型传感材料的特点是无需专门

的导电凝胶就能与皮肤接触，且由普通

市售的纺织材料就可制成。使用这种

传感材料的智能服装将能监测人体健

康状况，例如测量运动员训练时的心

率。与普通的健身手环相比，新型传感

材料的优势在于能够同时从身体的多

个部位，而不仅仅是手腕收集信息。

实验室测试表明，与普通的氯化银

电极相比，使用基于氧化石墨烯的电极

12天后，皮肤炎症的发生率要低很多。

（本栏目稿件来源：俄罗斯卫星通
讯社 编辑整理：本报驻俄罗斯记者董
映璧）

俄研制出用于电极的新型传感材料

图为欧盟委员会大楼一角。 新华社记者 赵丁喆摄

“合则两利，斗则俱损”对中欧意义

重大。对华加征关税可能会在短期内限

制中国电动汽车进入欧盟市场，但长期

来看反而会削弱欧洲市场自身竞争力。

首先，中国车企已经开始在欧盟境

内建厂，以规避欧盟加征的关税。比亚迪

和奇瑞等中国车企在匈牙利和波兰等国

新建的工厂有望在一两年内陆续投产。

届时欧洲生产的中国品牌电动汽车仍然

可以进入欧盟市场，并具有较高的竞争

力。当然，中方后续投资的目的地显然不

会选择那些支持对华征税的国家。

其次，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大汽车

市场，欧洲汽车厂商在华利益巨大，很难

想象中国政府会对欧盟强征关税无动于

衷。欧洲车企在中国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已经显露颓势，任何反制措施都会雪上

加霜，给欧洲企业带来严重负面影响。

此外，放眼全球，在非欧美国家市

场上，中国车企的影响力正与日俱增。

而东南亚、拉丁美洲和非洲对于大众、

标致和雷诺等欧洲车企而言，都是极为

重要的市场。中欧之间到底是合作还

是竞争，将直接决定欧洲企业未来的经

营状况。

最后，凭借技术和成本优势，中国

电动汽车前景可期，未来有望改变世界

汽车版图。短期内，中国电动汽车包括

动力电池在内的整体供应链优势无法

被撼动。长期看，中国正在加速电动化

和智能化进程，积极发展结合人工智能

等最新科技的智能网联车（包括自动驾

驶），并不断扩大试用范围，一旦获得突

破，将有望引领世界汽车的发展方向。

因此，对于欧洲而言，摒弃政治驱动的

保护主义与中国合作，共同开发全球市

场或许才是长久发展之计。

加 强 合 作 ，摒 弃 保 护 主 义
◎李 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