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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增强联通欧亚战略

本报讯 近日，欧洲委员会及欧盟外交与安全行
动联盟高级代表通过了一份《联合政策文件》，该文件
阐述了欧盟为更好地联通欧洲和亚洲而制定新的全
面战略的愿景。

文件指出，欧盟将以有原则的方式进行互联互
通，并结合以下 3 方面的具体行动：建立交通、能
源、数字以及人员联通网络；为亚洲国家和组织提
供互联互通的伙伴关系；利用不同金融工具促进可
持续金融。

目前，欧盟泛欧洲交通运输网络正扩展到与亚洲
接壤的国家。欧盟计划将泛欧洲交通运输网络与亚洲
的网络连通起来，并分享创建区域自由化能源市场的
经验，重点关注市场驱动下的清洁能源转型，以及继
续促进人类在教育、研究、创新、文化和旅游等方面的
交流和互动。

欧盟外交与安全行动联盟高级代表、副主席费德
丽卡·莫盖里尼指出：“互联互通是通向未来之路。联
通程度越高，机会就越多，并将有助于寻找共同政治
解决方案以及为公民带来经济繁荣。”

国际合作与发展委员内文·米米察补充说：“欧盟
和亚洲是可持续发展和实现联合国 2030 议程的重要
伙伴。我们希望进一步加强伙伴关系，更加注重提供
技术援助，改善监管环境，并制定激励措施以推动和
扩大急需的投资。” （唐凤）

施普林格·自然与海洋试点国家
实验室签署谅解备忘录

本报讯 施普林格·自然集团 9 月 21 日与青岛海
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海洋试点国家实验
室）签署谅解备忘录，旨在通过该集团的国际学术传
播平台、网络和资源，支持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的
国际化战略。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于 2015 年 6 月
正式运行。

根据谅解备忘录，双方将进一步扩大合作，通过
施普林格·自然集团的传播平台与资源，提升海洋试
点国家实验室在国际科研界的知名度和品牌形象，展
示优秀的海洋科研成果并招募专业人才。此外，该集
团还将通过科技论文编辑服务、合作举办国际会议等
形式，促进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科研成果的有效传播
和对外学术交流。

谅解备忘录由施普林格·自然集团首席执行官
Daniel Ropers 与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常务副主任王
栽毅共同签署。

Ropers 表示，作为一家国际学术出版机构，除
了出版之外，公司还利用自己的技能和资源为科研
人员提供定制培训、职业发展支持等各种服务，以
提升其科研效率，促进探索发现。王栽毅指出，此次
合作将有助于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的科研能力建
设，实现建设国际一流综合性海洋研究中心的战略
目标。

根据《全球海洋科技创新指数报告（2017）》，中
国海洋科技的创新产出和创新应用已跻身全球前
列，目前正大力推动海洋科技朝着创新引领型转
变。同时，海洋科研日益呈现全球合作的趋势。自然
指数显示，海洋国家实验室近一年发表的高质量科
研论文中涉及国际合作的比例已超过 50%。此次谅
解备忘录的签署将进一步推动海洋试点国家实验
室正在实施的国际化战略，提升其学术成果的国际
影响力。 （冯丽妃）

日研究人员用 iPS 细胞
培养出可分化成卵子的细胞

新华社电 日本京都大学研究人员日前宣布，他
们利用人诱导多功能干细胞（iPS 细胞）首次成功培
养出可以分化成卵子的卵原细胞。这一研究成果有
望用于研究不孕症和一些遗传性疾病的病因。

此前京都大学的研究人员已经成功利用人 iPS
细胞培养出了原始生殖细胞。原始生殖细胞是产生雄
性和雌性生殖细胞的早期细胞。

在经过京都大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后，京都大学
研究人员先利用人 iPS 细胞培养出原始生殖细胞，再
将其与从实验鼠胚胎中提取的大量卵巢细胞一起培
养，最终获得了卵原细胞。

卵原细胞是原始生殖细胞的下一个分化阶段，卵
原细胞可以进一步分化形成卵子。但是要用卵原细胞
培养卵子需要再现人卵巢环境，因此此次研究还不能
培养出卵子。

研究人员表示，人为培养的卵原细胞可用于研究
不孕症和一些遗传性疾病的病因。研究成果已发表在
新一期美国《科学》杂志电子版上。

iPS 细胞是具有较强分化潜力的干细胞，由皮肤
细胞等体细胞经基因改造“诱导”发育而成。此前，日
本研究人员曾利用 iPS 细胞培育出实验鼠的卵子，并
且通过人工授精获得健康小鼠。由于存在伦理问题，
日本并不允许用由人 iPS 细胞培养的精子和卵子进
行授精试验。 （华义）

母乳喂养
可能有助早产儿脑部发育

新华社电 英国爱丁堡大学发布新研究说，与喝
奶粉相比，母乳喂养可能对早产儿脑部发育更好。

人类妊娠期一般要持续大约 40 周，早产是指妊
娠不满 37 周的分娩。

此前研究发现，早产儿出现学习和思考能力方面
问题的可能性更高，这与大脑中的“白质”发生变化有
关。“白质”能够帮助脑细胞间建立联系。

在此次研究中，爱丁堡大学的研究人员以 47 名
早产儿为研究对象，评测不同喂养方式对孩子大脑的
影响。这些早产儿出生时胎龄均不足 33 周。

在孩子长到约两个月时，研究人员对他们的脑
部进行了磁共振成像扫描。结果发现，与喝配方奶
粉的婴儿相比，母乳喂养时间越长，脑部发育越好。

报告作者之一、爱丁堡大学教授布朗·博德曼说，
研究表明，应多鼓励早产儿的母亲进行母乳喂养，这
可能会更好地保证孩子的脑部健康发育。

这项研究结果已刊登在美国学术期刊《神经影像
学》上。 （张家伟）

日本漫游车登陆小行星
旨在研究地球和其他行星起源及演化

动态

本报讯 日本的小行星探测器隼鸟 2 号已
经成功地将它的第一批两辆漫游车发射到目
标小行星“龙宫”的表面，并在那里展开探测。

当隼鸟 2 号探测器降落到距离“龙宫”表
面只有 55 米的最低高度时，它释放了两辆漫游
车，分别叫做 MINERVA-II 1A 和 MINER-
VA-II 1B，之后又顺利返回位于“龙宫”上空 20
千米处的观测点。

据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的
消息称，两辆漫游车是 9 月 21 日投放的，并
在 22 日晚获得证实已成功着陆小行星“龙
宫”，目前状况良好，正在发送照片和其他数
据。对照片等的分析显示，两辆漫游车正在

“龙宫”表面移动。
这两辆六边形的漫游车上装载了照相机，

每一辆重 1.1 千克，直径 18 厘米，高 7 厘米。它
们不是采用常规轮式或履带式行驶，而是利用
旋转电机在小行星表面跳跃，由于失重的原

因，每一次跳跃将持续约 15 分钟。
漫游车的设计是为了拍摄小行星的图像，

同时，它们装载的传感器则可以测量“龙宫”的
温度。

在明年离开“龙宫”小行星之前，隼鸟 2
号探测器将会再释放两辆漫游车，时间大约
是在 10 月下旬。同时该探测器自己也会在

“龙宫”表面着陆，首次尝试采集岩石样本，之
后还将反复开展飞离观测及着陆采样，最终
将样本带回地球。

科学家希望，研究这颗由早期太阳系的原
始材料构成的 1 千米宽的小行星，将帮助他们
了解地球和其他行星的起源和演化。

隼鸟 2 号探测器之前于 6 月 27 日顺利抵
达“龙宫”上空 20 千米处的预定观测点。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小行星采样探测器是
2003 年日本发射的隼鸟号，它于 2010 年成功
将“丝川”小行星的一些物质微粒送回地球。

隼鸟 2 号探测器于 2014 年 12 月从日本鹿
儿岛县种子岛宇宙中心发射升空，预计将在“龙
宫”附近逗留约 1 年半，2020 年返回地球。

小行星“龙宫”的直径大约是小行星“丝川”
的 3 倍，但仅为欧洲空间局“罗塞塔”号探测器
于 2014 年 和 2016 年 拜 访 的 彗 星
67P/Churyumov-Gerasimenko 的 1/4。它被认
为存在含有水和有机物的岩石，与约 46 亿年
前地球诞生时的状态相近。科学家希望通过
分析采集到的“龙宫”样本，解答太阳系形成
和生命起源的若干谜题。

“龙宫”是一颗“C 型”小行星，它的表面比
小行星“丝川”暗，而后者是一颗“S 型”小行星。
对“龙宫”岩石的化学和同位素分析———由隼鸟
2 号探测器的着陆器在太空中以及随后在地面
实验室中完成———可以帮助解释地球，特别是
水的起源。许多研究人员认为，地球的海洋是由
富含水的小行星或彗星撞击形成的。

除了隼鸟 2 号探测器外，美国 2016 年发射
的奥西里斯 -REx 探测器预计将于今年 8 月抵
达小行星“贝努”，然后于 2020 年飞临小行星表
面取样，2023 年将样本送回地球。 （赵熙熙）

你的肠道
连着脑

科学此刻姻 姻 化石燃料需求或于
2020至2030年见顶

本报讯 碳追踪计划近日发布的新报告指
出，随着清洁技术的迅速发展，对化石燃料的需
求将于 2020~2030 年间见顶。那些对能源转型
速度视而不见、不够成熟的投资者将面临风险。

由于可再生能源和电池储存成本不断下
降、新兴经济体正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以及减
排、抗击气候变化和减少空气污染等需求以推
动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当前对煤炭、天然气和石
油的需求正面临停滞。

碳追踪计划新能源战略专家、报告作者
Kingsmill Bond 表示：“2020 至 2030 年，全球化
石燃料的堡垒将被可再生能源的新浪潮逐个击
破，这一趋势不可避免，从而对故步自封的石油
国造成冲击。”

这份名为《2020 年愿景：为何化石燃料将
在未来 10 年达峰》的报告指出，在能源需求持
续下跌的背景下，太阳能和风电将不断扩张。预
计全球能源需求的年增长率为 1%~1.5%，太阳
能和风电的年增长率为 15%~20%，对化石燃料
的需求将在 2020~2027 年间达到峰值，最有可
能的达峰年份是 2023 年。

能源转型将产生巨大影响，化石燃料出口国
将受到冲击。包括俄罗斯在内，全球有 12 个国家
的化石燃料收入占本国 GDP 的 10%或以上。

一般而言，当新能源仅占能源销售总量的
2%~3%时，旧能源就会达到需求峰值。但许多化石
燃料行业对风险视而不见。英国石油、欧佩克和国
际能源署认为，化石燃料需求还要经过一代以上
的时间才会达峰。但挪威船级社等则预测认为化
石燃料将在 2020 至 2030 年间达峰。

报告指出，推动能源转型主要有 3 个因素。
首先是光伏、风电和电池储存成本迅速下降，即
使没有补贴也能与化石燃料竞争；其次是中国、
印度等新兴市场推动能源需求增长，并以可再
生能源取代化石燃料；此外，政府政策也推动了
上述趋势。“由于各国具有限制碳排放的需要、
呼吸清洁空气的渴求以及对能源独立的追求，
全球化石燃料面临的监管压力只会越来越大。”
Bond 说。 （冯丽妃）

美国新的材料表面设计
“以冰除霜”

据新华社电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一个研
究团队日前宣布，开发出世界上首款被动除霜的
材料表面设计工艺，其基本原理是“以冰除霜”。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研究人员在铝材表面上制
造出许多微型隆起的槽，低温条件下将水注入其
中可以形成“冰条纹”。“冰条纹”能吸附附近空
气中的水分，使“冰条纹”周边的铝材表面保持
干燥，霜就无法形成。据介绍，“冰条纹”的总面
积只占材料表面的约 10％，牺牲这一区域可换
来材料表面其他 90％区域无霜。

研究人员认为，这一新工艺有可能替代传统
的除霜、除冰化学品，减少环境污染。该新工艺可
以考虑优先用于制造空调系统的室外机。（周舟）

新研究揭秘
一种毒蟾蜍基因组

新华社电 由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主
导的一个国际研究小组破译了蔗蟾蜍的基因
组，新成果有助于找到生物防治手段来控制这
种有毒蟾蜍的规模。

新南威尔士大学日前发表新闻公报说，研
究团队对超过 360 亿个蔗蟾蜍碱基对进行了测
序，破译 90％以上的蔗蟾蜍基因组。

蔗蟾蜍是澳大利亚政府 1935 年引进的物
种，旨在减缓甘蔗种植园甲虫灾害，但蔗蟾蜍体
型大且毒性强，在当地几乎没有天敌，如今踪迹
已遍布澳大利亚 120 多万平方公里地区，严重
危及当地的袋鼬、淡水鳄鱼、蛇类和蜥蜴等物
种，对生态环境带来极大破坏。

悉尼大学名誉教授、蔗蟾蜍专家里克·夏因
说，基因组研究有助于了解蔗蟾蜍的繁殖和毒性
机制，并发展有效的新手段来控制蔗蟾蜍的数量。

参与研究的新南威尔士大学生物技术和生
物分子科学教授彼得·怀特说，先前的捕杀方式
对控制蔗蟾蜍数量收效甚微，基因研究将有助于
找到仅作用于蔗蟾蜍的病毒，同时确保这种病毒
不会伤害青蛙和蝾螈等其他两栖动物。（王梓乔）

人类肠道排列着 1 亿多个神经细胞———实
际上，它本身就是一个大脑。的确，肠道会同大
脑对话，向血流中释放激素，在约 10 分钟的时
间里告诉人们它有多饿或者人们不应当吃掉整
个比萨。不过，最新研究表明，肠道和大脑之间
通过一个在几秒钟内传递信号的神经回路建立
了更加直接的联系。此项发现或带来针对肥胖、
饮食失调，甚至抑郁症和自闭症的新疗法，因为
它们均同功能失调的肠道存在关联。

2010 年，美国杜克大学神经科学家 Diego
Boh佼rquez 在看电子显微镜时有了一个惊人发
现。散布在肠道内壁并产生促进消化和抑制饥
饿激素的肠内分泌细胞，拥有类似于突触（用
于神经元之间的相互交流） 的足状突起。
Boh佼rquez 知道，肠内分泌细胞能向中枢神经
系统发送激素信息，但他怀疑它们能否利用电
信号同大脑“对话”，正如神经元所做的那样。

如果是，它们将不得不通过从肠道穿行至脑干
的迷走神经发送信号。

为此，Boh佼rquez 和同事向小鼠结肠内注射
通过神经突触传输的荧光狂犬病病毒，并且等
待肠内分泌细胞及其“搭档”被点亮。事实证明，
这些“搭档”正是迷走神经元。研究人员在日前
出版的《科学》上报告了这一发现。

近日发表于《细胞》的另一项独立研究则揭
示了关于肠道感觉细胞如何令人类受益的另一
个线索。研究人员利用激光刺激小鼠肠道中的
感觉神经元。它们产生令这些啮齿类动物努力

去重复的奖励感觉。激光刺激还增加了小鼠大
脑中改善心情的神经递质———多巴胺的水平。

主导第二项研究的纽约西奈山伊坎医学院
神经科学家 Ivan de Araujo 表示，两项工作帮助
解释了为何用电流刺激迷走神经能治疗人类的
严重抑郁。这些结果或许还能解释为何吃东西
让人们感觉良好。他认为，“即便这些神经元在
大脑外面，它们也完美地符合关于奖励神经元
的定义”，即让人类变得更有动力并且增加愉悦
感。 （宗华）

相关论文信息：

化学分析揭示地球最古老动物

图片来源：NICOLLE R. FULLER/SCIENCE SOURCE

本报讯 和蘑菇菌盖涟漪状内侧相像的化
石痕迹，是地球历史上已知最古老动物的残留
物。这项日前发表于《科学》杂志的发现，基于
对保存在化石中的脂肪分子进行的化学分析。
它或许改变了动物和其他复杂生命如何出现
的现有故事。

上世纪 40 年代末，研究人员首次发现了这

种薄煎饼状、被称为狄更逊水母的生物。该物
种是 5.58 亿年前埃迪卡拉纪全球海洋的最常
见居住者之一。那期间的大多数生物非常微
小，最大的只有几毫米长，但一些狄更逊水母
能长到 1.4 米。

该生物的巨大体型令科学家感到困惑，因为
狄更逊水母生活在寒武纪大爆发前的几千万年。
寒武纪大爆发出现在 5.41 亿年前，当时的生物变
得更大并且大多数主要的动物群体开始出现。科
学家一直就狄更逊水母是否为原始动物、被称为
原生生物的巨型单细胞生物体、细菌菌落还是一
种完全不同的生物而争论不休。

最新研究试图通过分析保存在一组独特狄
更逊水母化石（发现于俄罗斯）中的化学标记物，
而非该古代物种的身体特征，终结上述争论。

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古生物地球化学家
Jochen Brocks 领导的团队分析了被称为甾醇类
的环状脂肪分子。其能渗入细胞周围的膜，使
后者保持灵活多变。植物、动物、真菌和细菌均

含有甾醇类，但在每个种群中占支配地位的甾
醇类并不相同。动物主要产生胆固醇，而在岩
石中形成五颜六色的硬壳状地衣的真菌仅能
产生麦角固醇。在合适的条件下，这些化学物
质能存在上百万年，从而帮助判定形成化石的
生物体的进化关系。

含有这些被保存下来的生物标记物的化
石非常罕见，但俄罗斯西北部白海海岸附近散
布着包括狄更逊水母在内的埃迪卡拉纪化石。
狄更逊水母镶嵌在变成化石的藻类垫中，有机
物质和脂肪得到完美保存。

Brocks 团队的分析揭示了生物标记物组成
成分上的巨大差异。周围的岩石和藻类垫仅含
有约 10%的胆固醇和 75%的另一种在绿色藻类
中常见的甾醇类，但狄更逊水母化石含有 93%
的胆固醇。这表明它们是生活在寒武纪大爆发
前 1700 万年的古代动物。 （徐徐）

相关论文信息：

欧盟委员会提出的 《数字化单一市场版
权指令》法律草案近日获得欧洲议会通过。尽
管还未正式成为法律，但由于法案中一项被
俗称为“链接税”的条款极大地影响脸书、谷
歌等网络巨头利益，因此引起广泛关注，也标
志着欧盟版权改革进入关键阶段。

这一法案拟对欧盟现行版权法进行修
改，有关“链接税”的规定在法案的第十一条。
但事实上，这一条里并没有“税”这个字，而

“链接”这个词也只在这一条的全部七段内容
里出现了一次。但条款涉及保护原创新闻等
内容，以及要求向网站收取原创新闻内容转
载费用，遭到谷歌、脸书等网站强烈反对，因
此“链接税”条款这一俗称被媒体普遍接受。

第十一条主要内容包括，“（欧盟）成员国
应当保障新闻出版物的发行者享有欧盟法规
规定的权利，以便于当信息社会服务提供者

（即网站） 对新闻出版物进行数字化使用时，
发行者可以获得公平且适当的报酬；个人用

户的合理、非公开、非商业性质使用新闻出版
物的权利不受此限；仅仅是互联网超链接以
及个别词语 （这种数字化使用方式） 不受此
限；该权利在新闻出版物公开发行后的 5 年
即消失；该权利不得追溯过往；成员国应当保
障新闻出版物的作者，可以从其发行者从信
息社会服务提供者（即网站）的额外报酬里，
获得合理的份额。”

如上述引用的法案文字所述，这里并不
涉及向政府纳税的问题，也没有规定 A 网站
一定要给 B 媒体多少钱，而仅仅是说 B 媒体
有权从 A 网站处主张合理的报酬。

在这里，“网站对新闻出版物进行数字化
使用”这一概念是理解这一条款的关键。

在欧洲，除非双方已经事先达成内容合
作或付费协议，否则在 A 网站上很难找到 B
媒体的报道原文。这里的“数字化使用”指的
并不是某网站把其他媒体的报道“复制”“粘
贴”到自己网站上来，而是 A 网站在自己的

网站上介绍 B 媒体报道的标题、主要内容和
链接。

这也就是为什么谷歌、脸书等网站强烈
反对这一草案的通过。这些网站的内容以标
题、链接及简略内容为主，“链接税”也因此被
人称为“谷歌税”。

以谷歌、脸书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在
欧盟做了大量游说工作希望能否决这一规
定，而很多传统媒体则公开呼吁要纠正互联
网公司和传统媒体之间存在的巨大不平衡。
业内分析人士表示，传统媒体机构在新商业
模式下面临严峻挑战，新通过的草案是欧盟
赋予新闻出版者的一种新型权利。

这一法案还需欧盟内部更多的谈判及投
票才能正式实施。在数字化内容时代，付费的
分享模式无疑将大大增加谷歌和脸书等公司
的开支。业内人士分析，欧洲知识产权改革诉
求，未来有可能改变欧洲人使用互联网的行
为方式。 （新华社记者王子辰）

欧盟“链接税”到底是什么

在投放漫游车期间，隼鸟 2 号的影子映射在小
行星“龙宫”上。 图片来源：JAXA

狄更逊水母化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