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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能充电电池问世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的研究
人员研发出了一种新研发的自充电电池，可
把工厂废热和地热等能量转化为电能。这种
电池将来也许能在没有电网的偏远地区使
用。新电池通过利用热再生电化学循环中温
度与电池电压的关系，把热能转化为电能。加
热和冷却均可以给这种新型电池充电。在论
文实验验证的例子中，使用时，先在 20 摄氏
度的室温下放电，然后将电池加热到 60 摄氏
度，加热过程相当于给电池充电。该电池特殊
之处在于，此时须维持在 60 摄氏度，电池才
能继续放电。放完电后降温充电，回到 20 摄
氏度室温后又可以再次使用。制造电池两个
电极的材料分别是蓝色染料普鲁士蓝以及铁
氰化钾和亚铁氰化钾。这种电池转化效率为
1%至 2%。

芦苇也能造电池

日本滋贺县东北部工业技术中心宣布，
他们以芦苇制成的活性炭作电容器的电极
材料，成功制成了纽扣电容电池，比现有使
用椰子壳活性炭的电容电池蓄电性能更高。
电容电池是利用双电层现象来储存电荷的
蓄电技术。这种电池实际上就是一个电容
器，只是容量比通常的电容器大得多。不过，
由于其只在电极表面储存电荷，所以蓄电容
量要低于化学电池。科学家注意到，手机等
使用的电容电池一般都使用椰子壳活性炭
来制作电极，而芦苇活性炭的表面积是椰子
壳活性炭的 2 倍多，因此他们认为其有可能
储存更多的电能。研究人员将煤气喷到芦苇
上，进行高热处理，获得了拥有细小孔洞的
活性炭，然后将其薄薄地涂在铜箔上，制成
圆盘状的电极，最终成功制造出了纽扣电容
电池。他们发现在同样条件下，使用芦苇活
性炭时电池的蓄电容量是使用椰子壳活性

炭时的约 3 倍。

蚁后“分身”有术

白蚁的蚁后在生育工蚁时采用有性生
殖，而在生育自己的继承者时，却采用不需
要雄蚁的单性生殖。日本京都大学科学家发
现蚁后进行单性生殖时，会封住卵表面供精
子进入内部的孔，从而弄清了蚁后在单性和
有性生殖间自由切换的部分机制。单性生殖
也称孤雌生殖，即不需要雄性个体，由雌性
通过复制自身的 DNA 进行繁殖。科学家研
究了约 6000 个野生黄胸散白蚁的卵，发现
卵壳表面平均有 9 个供精子进入的直径约
3 微米的卵孔，但是一些卵则完全没有卵
孔。研究小组发现，在没有卵孔的卵中成长
的雌白蚁基因都是从蚁后那里继承的。他们
由此认为，蚁后正是通过产下没有卵孔的卵
来拒绝受精，实现了不受雄性干涉的单性生
殖。

彗星着陆器“菲莱”进入休眠

欧洲航天局 11 月 15 日清晨证实，由于
电量不足，彗星着陆器“菲莱”已进入休眠。
在此之前，它已传回所有实验数据。“菲莱”
休眠前与地面控制人员进行了近两个小时
通信，其间，它把登陆彗星后开展的所有实
验数据传回了地球。欧洲中部时间 15 日凌
晨 1 时 36 分（北京时间 8 时 36 分），“菲莱”
与地面失去联系。欧航局表示，除非“菲莱”
的太阳能电池板获取足够光照并转化成足
够电力使“菲莱”苏醒，否则地面控制人员不

可能再与“菲莱”建立联系。在休眠状态下，
“菲莱”的所有实验设备和大部分系统会关
闭。“菲莱”在“清醒”的最后两个小时里接受
了地面控制人员指令，将机身旋转了 35 度，
以将身上较大的太阳能电池板朝向阳光。

“菲莱”此前传回的全景照片显示，它落在了
一处峭壁的阴影中。科学家解释，这意味着

“菲莱”在主电池电量耗尽后，无法从备用的
太阳能电池获取足够能量。“菲莱”登陆彗星
后启动了其携带的所有科学设备，包括一个
钻探设备，从彗星表面以下 25 厘米处取样。
科学家们将研究“菲莱”传回的数据，以确认
所有实验是否都已完成。

美宣布将建造世界最快超级计算机

美国能源部宣布，将投资 3.25 亿美元建造
两台超级计算机，其计算速度将是目前的“世
界冠军”———中国“天河二号”的至少 3 倍。美
国此次计划建造的两台超级计算机分别名为

“Summit”和“Sierra”，将于 2017 年分别安装在
美国能源部下属的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和劳伦
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据透露，这两台超级
计算机的浮点运算速度将分别达到每秒 150
千万亿次和 100 千万亿次。相比之下，中国“天
河二号”的浮点运算速度只有每秒 33.86 千万
亿次，而美国目前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泰坦”运
算速度为每秒 17.59 千万亿次。美国能源部还
表示，将另外再投资 1 亿美元，用于进一步开
发超大规模计算技术，这是美国“快步前进 2”
计划的一部分。“快步前进 2”由美国政府发起，
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超威半导体公司、英特尔
和英伟达等公司参与，旨在开发下一代计算的
关键技术，使今后 10 年性价比较高的超大规
模计算研发活动成为可能。

一种现有药物能杀死癌症干细胞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研究人员日前宣布，
他们发现哌迷清能杀死制造癌细胞的癌症
干细胞，今后有望作为新的化疗药物使用。
哌迷清是一种抗精神病药，主要用于精神分
裂症等疾病的患者。研究人员将人类头颈癌
的癌细胞，包括癌症干细胞和一般癌细胞移
植到实验鼠体，随后给实验鼠喂食哌迷清。
经观察发现，如每天让实验鼠服用约 1 毫克
哌迷清，一个月后此前约占 20%的癌症干细
胞比例降至约 7%。虽然哌迷清发挥作用的
详细机制尚须进一步研究，但研究人员认
为，哌迷清能防止癌症干细胞表面的受体蛋
白与多巴胺结合，从而形成容易让癌症干细
胞死亡的环境。

大脑抗压能力可能与某蛋白质相关

美国芒特西奈伊坎医学院等机构研究人
员报告说，动物实验发现，一种脑蛋白的活性
与大脑承受压力的能力密切相关。这一发现
有助于开发新型抗抑郁药物，通过提高抗压
能力，从根本上消除不必要的紧张焦虑情绪。
他们在研究中发现，大脑中的“β- 链蛋白”可
能在这一机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这种蛋白
质具有多种生物学功能，如对神经细胞的增
殖、分化和凋亡起到调节作用等。对实验鼠的
分析发现，在脑奖赏中枢的重要组成部分“伏
核”中，这种蛋白的活性越高，实验鼠的承压
能力越强。如果其活性受到抑制，则实验鼠很
容易对外界压力表现出紧张、焦虑等情绪，重
新激活这种蛋白则其承压能力明显提高。进
一步研究显示，这种蛋白会通过一种酶发挥
作用，对一系列基因表达进行调控，而这些基
因与大脑负责回报和激励的区域密切相关。
这是首次发现提升大脑抗压能力的分子机
制，未来有望利用这一机制研发出针对脑功
能失调类疾病的新药物。 （张章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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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9 日，第四届班加罗尔太空博览会在印度举行，这是亚洲唯一关注太空科
技、创新和产品的博览会。 CFP供图

银国际话语
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
阿希姆·施泰纳：

“全球气温的上升与大气中长期温室气体
尤其是二氧化碳的积累程度成正比。为了保持
在排放的安全限值范围内，现在采取更多行动
会减少今后采取更多极端行动的需求。”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表 《排放差距报告
2014》报告说，如果要在本世纪末将全球变暖幅
度控制在 2 摄氏度内，就应在 2070 年前实现全
球碳中性，并指出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
应采取更多行动以兑现承诺。报告认为，中国、
巴西、欧盟、印度和俄罗斯有望兑现承诺，但澳
大利亚、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可能需要进一
步行动和购买碳补偿才能兑现承诺”，而日本、
韩国、印度尼西亚和南非则存在不确定性。

报告发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相比 1990
年已增长超过 45%。为避免升温幅度超出 2 摄氏
度，到 2020 年，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量不应超过
44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但按目前各方承诺计
算，届时的排放量可能要超出更多。报告重点分
析了 2020 年后应达到的排放目标，并指出，为把
升温幅度控制在 2 摄氏度内，首先到 2030 年，全
球温室气体排放应比 2010 年至少减少 15%，到
2050 年应减少 50%，2055 年至 2070 年之间实现
全球碳中性。

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
主任阿希姆·施泰纳在一份声明中呼吁：“全球
气温的上升与大气中长期温室气体尤其是二氧
化碳的积累程度成正比。为了保持在排放的安

全限值范围内，现在采取更多行动会减少今后
采取更多极端行动的需求。”

泰国公主诗琳通：
“亚洲国家应该使用亚洲卫星。”

泰国公主诗琳通近日在参观泰国朱拉宗告
王家陆军军事学院年度学术展览时，对中国企
业展出的北斗“智慧农业”应用表现出浓厚兴
趣。她呼吁中泰继续合作，将北斗导航技术应用
于泰国更多的地区和领域。她用中文说：“亚洲
国家应该使用亚洲卫星。”

诗琳通与北斗卫星渊源已久。上世纪 90 年
代，诗琳通就曾赴当时的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学习
遥感和卫星技术；2006 年，她率领泰国科技部来
到武汉大学共建“诗琳通地球空间信息科学国际
研究中心”；去年，她再次到武汉为“中泰地球空
间信息产业合作基地”挂牌揭幕。

正是由于这份渊源，成立于 2013 年的光谷
北斗公司将泰国作为了跨出国门的第一站。除
了与泰国大学之间的学术科研合作以外，光谷
北斗还在泰国建设了海外接收站及地基增强系
统，为“北斗走出去”奠定基础并提供技术支持。

光谷北斗下一步的目标是在泰国推行更多
基于北斗技术的民用领域项目，如“智慧交通”
———使用北斗技术将导航由道路级升级到车道
级；“智慧农业”———将北斗设备安装在农机上，
将农机改造成高精度无人驾驶农机；“智慧旅
游”———通过软件为游客提供更方便和精准的
位置查找服务，同时设置功能提示保障游客安

全等等。

国际捕鲸委员会日本专员 Joji Morishita：
“我们愿意改变研究计划，作为对各界评论

和建议的回应。”

日本政府 11 月 18 日称，日本将把该国每年
在南极海域的捕鲸数量减少三分之二，将捕捉小
须鲸的数量从每年 900 条减少至每年 333 条。

根据国际法庭今年 3 月做出的一份裁决，
日本以科研为目的的捕鲸活动中事实上存在
商业捕鲸行为。国际法庭作出判决后，日本取
消了该国 2014 至 2015 年度的南极捕鲸活动。
但日本方面称，该国拟恢复 2015 年至 2016 年
度的捕鲸活动。

日本政府公布声明称，根据日本向国际捕
鲸委员会（IWC）以及国际捕鲸科学委员会提交
的新计划，日本将该国在南极海域捕捉小须鲸
的数量从此前的每年 900 条减少至每年 333 条。
这一程度的捕鲸活动对于日本获取鲸鱼种群的
年龄信息来说是“必要的”。日本需要根据鲸鱼
种群的年龄信息设定“安全的捕鲸数量限制”，
保证可持续性。

此外，根据新的计划，日本政府办还将该国
以科研为目的的捕鲸期定为 12 年。此前，国际
法庭曾批评日本的捕鲸活动在时间上没有限
制。新研究计划的草案将被提交给 IWC 科学委
员会，进行开放性修订。“我们愿意改变研究计
划，作为对各界评论和建议的回应。”该委员会
日本专员 Joji Morishita 说。 （张章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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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的困扰

临床抑郁症是最常见的重要精神健康问题，主
要表现为情绪低落、兴趣减低、悲观、思维迟缓、缺乏
主动性、自责自罪等，从某种程度上说，它给人造成
的伤残负担要大于其他任何疾病。数据显示，约 15%
的抑郁症患者死于自杀。在本期专刊中，《自然》提出
了以下问题：为什么它造成的负担是那么大？科学是
怎样在这方面提供帮助的？今天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未来前景如何？

《自然》，11 月 13 日刊

英国
确认禽流感疫情毒株为H5N8型

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 11 月 18 日确
认，导致当前英格兰东北部禽流感疫情的毒株为
H5N8 型，与最近德国、荷兰等地出现的禽流感病
毒类型相同。不过专家认为，疫情带来的公共健康
风险非常低，目前不会有食品安全风险。英格兰约
克郡一处养鸭场 16 日下午出现禽流感疫情，目前
养鸭场已开始扑杀全部 6000 只活禽。以该养鸭场
为中心的 10 公里半径内区域继续作为限制区，不
得运输禽类及其制品，禁止放飞猎鸟，所有家禽必
须隔离。英国政府首席医疗官和英格兰公共卫生
局认为，疫情带来的公共健康风险非常低。英国食
品标准局也认为，此次疫情目前并不会给消费者
造成任何健康威胁。

俄罗斯
欲建本国轨道空间站

俄罗斯联邦航天署负责人 11 月 17 日说，他们
正研究部署本国轨道空间站，以便在未来替代国际
空间站。塔斯社援引俄联邦航天署副署长雷斯科夫
的话说，俄航天署正研究不同的建造空间站方案。此
前有俄罗斯媒体报道说，俄罗斯计划 2017 年建造近
地轨道空间站，轨道倾角为 64.8 度，可与由普列谢
茨克发射场发射的飞船进行对接。

巴西
有望提前完成减排目标

巴西政府发布报告显示，2005 年至 2012 年间，
该国温室气体排放量下降了 41.1%，有望提前完成
减排目标。报告说，2005 年，巴西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为 20.3 亿吨；2012 年，这一数字为 12 亿吨，比当年
计划额度减少了 44%。能源和农业是 2012 年排放量
最大的两个领域，分别占当年总量的 37%。2004 年
以来，巴西国内的森林砍伐率不断下降，土地和林业
利用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比由 2005 年的 58%
下降为 2012 年的 15%。工业生产和废物处理部门的
排放量则分别增长 7%与 4%。2009 年，巴西在丹麦
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自愿承诺，到
2020 年比 2009 年水平减排 36.1%至 38.9%。根据巴
西科技创新部的计算，如能维持目前的情况，巴西将
提前完成减排目标。

美国
对马里旅客加强埃博拉检查

美国政府近日宣布，将把来自西非国家马里
的旅客加入需加强埃博拉检查和监控的人员名
单，以防止埃博拉从马里传入美国。美国疾病控制
和预防中心与国土安全部当天在一份联合声明中
说，从 11 月 17 日起，来自马里的旅客将与来自利
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三国的旅客一样，需从
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和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等
5 个机场入境，接受埃博拉入境检查和评估。入境
后，这些旅客同样要接受 21 天的监控，包括向地
方或州卫生机构报告每天两次的自测体温数据
等。声明说，美国采取这些措施，是因为最近几天
马里出现多名确诊埃博拉患者，还有大量的人可
能跟这些患者有过接触，马里存在出现更多埃博
拉病例的可能性。此前，法国卫生部也确认，已从
15 日开始在巴黎戴高乐机场和奥利机场对从马
里首都巴马科起飞航班的乘客采取健康监控和跟
踪措施。马里官方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13 日，马
里的埃博拉死亡病例已达 3 例。

保护性共栖增强植物多样性

本期封面图片展示的是一只蚂蚁在吮吸荚莲
花叶片上的花外蜜腺中的花蜜。花外蜜腺是一种
植物腺体，能为其节肢动物“保镖”提供营养素，因
此，它能调节植物—昆虫保护性共栖。实际上，植
物通常会为动物提供食物和住所，以换取对自身
的保护，这是自然界中共生关系的经典案例。一直
以来，科学家怀疑，这种共生关系会影响它们的进
化。美国康奈尔大学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系的
Marjorie Weber 和 Anurag Agrawal 分析了相关植
物群落的物种多样化率，结果发现，花外蜜腺的进
化通常与植物物种多样性增加有关联，这表明防
御共栖有助提高植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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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影响
美国闪电活动

随着这个世界变得更热，地球平均气温每上
升 1 摄氏度，雷击将会增加约 12%。观察结果表明
闪电在气温较热时会比较冷时更为频繁。David
Romps 和同事构建了一个新的代理系统模拟整个
美国大陆的雷击频率；美国大陆是一个雷击发生
频繁的区域，而且对其有着详细的记录。关键是，
他们的新方法以物理特性为根据，即可得到的使
大气中空气上升的能量及沉降速度。研究人员将
其代理系统用观察结果进行了验证，并接着将其
应用于 11 个全球气候模型来预测未来雷击的增
加。他们的结果提示，地球平均气温增加每 1 摄氏
度，雷击数会增加约 12%。由于闪电是野火的主要
促发因素，并会产生影响大气含量的氮氧化物，因
此 Romps 等人研发的方法对野火的发生及大气
化学都有重要的意义。 （唐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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