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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最新出版的英国《自
然》杂志增刊“2022 年自然指数五强”
显示，近年来中国科研产出大量增加，
贡献份额增幅远超其他国家。中美科
研合作保持韧性，科研合作程度最高。

从自然指数的主要衡量标准——
贡献份额来看，2015 年以来，美国、中
国、德国、英国和日本五大科研强国一
直全球领先，科研产出累计占自然指
数贡献份额的近 70%。其中，中国的科
研产出大量增加，2015 年至 2021 年经

调整后的自然指数贡献份额激增，增
幅远超其他四国。2021 年自然指数数
据的时间区间为 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9月。

数据显示，在化学领域，2021 年中
国的贡献份额居全球首位，由 2015 年
的约 21.6%增至 2021年约 35.8%。在物
理科学领域，中国的贡献份额在 2021
年首次超过美国，约占全球的 24.0%，
美国以 23.8%紧随其后。

根据自然指数合作分值，增刊分

析了五大科研强国的主要科研合作伙
伴国。数据显示，中美科研合作保持
韧性，双方互为彼此最重要的合作伙
伴。2015 年至 2020 年，中美两国在自
然指数追踪的合作论文数量由 3412
篇 跃 升 至 5213 篇 。 不 过 ，2018 年 以
来，两国合作文章的数量逐年增速有
所放缓。

此外，增刊发布了五大科研强国
的主要科研机构排名，在科研机构前
50强中，有 42家来自中美两国，其中包

括 16 家中国机构和 26 家美国机构。
增刊指出，随着科研工作变得日益复
杂，世界科研强国需要紧密的国际联
系来保持其优势。

自然指数由国际知名科技出版机
构“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下属机
构编制并定期发布，它追踪发表在 82
本高质量期刊上的科研论文，根据有
关机构、国家或地区所发表论文的数
量和比例等，反映全球高质量科研产
出及合作情况。

自然指数：

中国科研产出激增 中美科研合作保持韧性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福岛县附
近海域发生 9.0 级特大地震，地震引
发的巨大海啸袭击了福岛第一核电
站，造成核电站 1 至 3 号机组堆芯熔
毁。这是自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
之后最严重的核事故。

十一年后的今天，如何处理福岛
第一核电站堆芯熔毁的反应堆和海
量核污染水等核事故后患，依然是摆
在日本和世界面前的难题。

过去一年来，报废福岛第一核电
站的最核心、最艰巨工作——如何取
出堆芯熔毁的核残渣进展不大。据
日本国际核退役研究所推测，在核事
故中熔化的燃料棒和压力容器内的
其他物质混合起来的核残渣，总重达
880 吨。

虽然 2011 年底以来 ，1 至 3 号机

组一直处于低温冷却稳定状态，但其
内部辐射依然非常高，人员难以近距
离作业，相关工作不得不依赖遥控机
器人、机械臂等远程工具，但至今未
取出一块核残渣。东京电力公司（简
称东电）计划今年首先尝试从 2 号机
组取出核残渣。

日 本 京 都 大 学 的 退 休 研 究 人 员
小出裕章认为，日本政府和东电制定
的 用 时 30 年 到 40 年 的 反 应 堆 报 废

“路线图”是无法实现的“幻想”，因为
“100 年也不可能”取出那些大量散落
的核残渣，只能用“石棺”封上。

去年 4 月，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将
核污染水处理后排放入海，计划 2023
年春季开始。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
污染水含有放射性铯、锶、氚等多种
放射性物质。日本政府和东电称，使

用名为“多核素去除设备”的过滤设
备可过滤掉除氚以外的 62 种放射性
物质，而氚难以从水中清除。

日 本 渔 业 团 体 强 烈 反 对 这 一 处
理方案。日本立宪民主党等在野党
也批评日本政府的核污染水排海方
案，要求撤回决定。福岛县、宫城县
和岩手县受灾的 42 个市町村长中，约
六 成 反 对 上 述 核 污 染 水 排 海 决 定 。
日本律师联合会向日本首相岸田文
雄等人提交了反对核污染水排海意
见书，呼吁“应该研究其他方案”，例
如将核污染水与水泥和沙子混合凝
固保管的方法。

应日方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调
查小组于今年 2 月 14 日至 18 日赴日
本完成首次实地调查。国际原子能
机构副总干事莉迪·埃夫拉德表示，

日本曾研究过多种核污染水处理方
案 ，但 最 终 选 择 了 排 放 入 海 方 案 。
日本政府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展开
安 全 性 审 查 ，希 望 该 机 构 对 处 理 方
案给出基本的政策支援。她的意思
表明，处理方式由所在国决定，该机
构 只 提 供 技 术 性 评 估 ，而 不 提 供 方
案选择。

中 国 外 交 部 发 言 人 赵 立 坚 不 久
前表示：“日本福岛核污染水处置关
乎全球海洋生态环境和公众健康，绝
不是日方一家私事。日方应认真倾
听和回应包括周边邻国在内的国际
社会关切，撤销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
的错误决定。除非同利益攸关方和
有关国际机构充分协商并达成一致，
否则日方不得启动核污染水排海。”

（据新华社）

福岛核事故11年 消除遗留后患仍是难题

据新华社电 据美国马里兰大学
医学中心 9 日发布的消息，在该中心
接 受 猪 心 脏 移 植 手 术 的 病 人 8 日 去
世 ，目 前 尚 不 清 楚 确 切 死 因 。 这 一
特 殊 移 植 手 术 是 全 球 首 例 ，该 病 人
术后存活了约两个月。

这名 57 岁、名叫戴维·贝内特的
病 人 于 1 月 7 日 在 位 于 美 国 巴 尔 的
摩的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接受了这
项 手 术 。 据 介 绍 ，其 移 植 手 术 中 使
用 的 猪 经 过 基 因 改 造 ，被“ 敲 除 ”会

引 起 人 类 排 异 反 应 的 基 因 ，以 及 一
个特定基因以预防植入人体的猪心
脏组织过度成长。

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称，贝内特
于 去 年 10 月 首 次 到 该 中 心 就 医 ，当
时 只 能 卧 床 ，依 靠 体 外 生 命 支 持 系
统—— 体 外 膜 肺 氧 合（ECMO）维 持
生命。他的病情不适合接受常规心
脏移植手术。在接受猪心脏移植手
术 前 ，贝 内 特 被 充 分 告 知 了 移 植 手
术风险，这一手术是试验性的，具有

未知风险和益处。
该 中 心 说 ，在 术 后 几 周 ，贝 内

特 体 内 的 移 植 心 脏 运 转 良 好 ，没 有
排 异 反 应 迹 象 。 他 与 家 人 一 起 生
活 ，接 受 了 帮 助 恢 复 体 力 的 物 理 治
疗 。 但 数 天 前 贝 内 特 的 病 情 开 始
恶 化 。 医 院 在 明 确 其 没 有 康 复 希
望 之 后 ，给 予 了 贝 内 特 姑 息 治 疗 。
贝 内 特 临 终 前 几 小 时 仍 能 与 家 人
交流。

贝内特的手术医生巴特利·格里

菲 思 表 示 ，贝 内 特 一 直 与 病 魔 战 斗
到最后。这一手术为研究人员提供
了 很 有 价 值 的 信 息 ，有 望 帮 助 医 生
更 好 地 开 展 移 植 手 术 ，协 助 挽 救 未
来接受手术的患者。

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外科学教授、
心 脏 异 种 移 植 项 目 主 任 穆 罕 默 德·
毛 希 丁 表 示 ，研 究 人 员 通 过 贝 内 特
的 手 术 获 得 了 宝 贵 信 息 ，并 计 划 在
未来继续进行相关临床试验。

《纽 约 时 报》报 道 称 ，异 种 器 官
移植为成 千 上 万 患 有 肾 脏 、心 脏 及
其 他 器 官 疾 病 的 患 者 提 供 了 新 希
望 ，因 为 捐 献 的 人 体 器 官 数 量 还 无
法 满 足 这 些 病 人 等 待 器 官 移 植 的
需 求 。

据新华社电 何时进食与代谢
健康息息相关？北京协和医院肝
脏外科毛一雷、杨华瑜团队比较了
一日三餐的进食方式与两种限时
进食方式对健康成年人身体状况
的影响，发现“晨间进食”可改善空
腹血糖、降低体重和体脂、增加肠
道微生物多样性，在提高胰岛素敏
感性、控制血糖方面更加有效。

研究人员介绍，限时进食是指
每天在特定的时间段内（通常为 8
小时）进食，进食期间没有热量限
制，其余时间不进食。限时进食可
分为晨间进食和午间进食，前者是
把每天的进食时间控制在早上 6点
到下午 3点之间，即不吃晚餐；午间
进食是把每天的进食时间控制在
上午 11 点到晚上 8 点之间，即不吃
早餐。这两种限时进食方案都已
被证明有益于代谢，但既往研究并
未就二者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进行
充分比较。

毛一雷、杨华瑜团队首次在非
肥胖的健康人群中开展限时进食

临床试验。90 位健康、自愿参与研
究的志愿者被分配至晨间进食组、
午间进食组及对照组中。最后，有
82 名志愿者完成了为期 5 周的试
验。分析结果显示，晨间进食在提
高胰岛素敏感性方面比午间进食
更有效。晨间进食改善了空腹血
糖、减轻了体重和肥胖、改善了炎
症，还增加了肠道微生物多样性。

研究发现，两个限时进食组的
能量摄入较对照组减少，说明可以
通过缩短每日进食时间来限制能
量摄入。两个限时进食组之间的
能量摄入没有显著差异，表明这两
组之间代谢健康改善的差异不是
能量摄入差异所引起的。

研究还发现，这两种类型的限
时进食对血浆脂肪因子的日常节
律和外周血单核细胞的节律基因
表达有不同的影响，提示这两种不
同类型的限时进食对代谢健康的
不同作用可能与生物节律有关。

据悉，该研究成果近日在线发
表于国际权威期刊《自然·通讯》。

我国科研团队发现不吃晚餐
更有利于代谢健康的新证据

据新华社电《参考消息》13 日
刊登美国《科学日报》网站报道《下
一代机器人将有变形能力》。报道
摘要如下：

物理学家发现了一种新方法，
可以给软体机器人覆盖一些材料，
使它们能以更有目的性的方式移
动和运转。由英国巴斯大学主导
的这项研究日前发表在美国《科学
进展》杂志上。

研究报告的作者认为，他们使
用“活性物质”进行的突破性建模
可能标志着机器人设计的一个转
折点。

普通软性材料的表面总会缩
成一个球体。比如，水珠的出现是
因为液体和其他软性物质的表面
会自然收缩到尽可能小的表面积
——即球体。但活性物质可以设
计成能够对抗这一趋势。一个例
子是包裹在一层纳米机器人中的
橡皮球，通过编程，这些机器人可
以协同工作，把这个球变为一个预
先确定的新形状。

人们希望，活性物质将带来能
自下而上运转的新一代机器。这

些新机器不是由中央控制器来控
制，而是由许多活性单位制成，这
些单位会相互合作，以决定机器的
运动和功能。这类似于人体生物
组织的运转，如心肌中的纤维。

通过在纳米粒子表面覆盖响
应型活性材料，还可以按需定制药
物胶囊的大小和形状。这可能对
药物与人体细胞相互作用的方式
产生巨大影响。

研究报告的通讯作者安东·苏
斯洛夫博士说：“这项研究具有许
多实用意义。例如，未来的技术可
能制造出更软、能够更好地操作精
密材料的软体机器人。”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提出
了理论并进行了模拟，描述了一种
表面受到主动压力的 3D 软固体。
他们发现，这些主动压力扩大了材
料表面，同时拉动了下面的固体，
从而导致了整体形状改变。固体
呈现的精确形状可以通过改变这
种材料的弹性性能来调整。

在下一阶段，研究人员将把这
项一般原则应用于设计特定机器
人，比如软体机械臂。

新研究助力下一代机器人可变形

全球首例移植猪心脏者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