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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莱茵-鲁尔氢能峰会
近日在德国鲁尔工业区的杜伊斯
堡、 多特蒙德、 埃森三地举行，
会议主题包括工业脱碳转型、 如
何把莱茵-鲁尔地区打造成未来
欧洲氢能之都等。 约600名政商
界、 工业界与会人士围绕如何破
解德国氢能产业发展的多重难题
展开讨论， 就氢能政策规划、 市
场启动等献计献策。

氢气按工业制备途径及其过
程中碳排放量由低到高， 可分为
绿氢、 蓝氢和灰氢等。 其中最为
环保的是绿氢， 它是指利用可再
生能源电解水制取的氢气， 全程
不产生碳排放； 而蓝氢是指利用
天然气制取氢气， 并将产生的二
氧化碳捕集和储存。

氢能是德国实现能源转型的
核心支柱， 绿氢是钢铁、 化工行
业以及货运和航空业等能源密集
型产业实现脱碳的一个关键途
径， 为此德国政府于2020年发布
首版 《国家氢能战略 》。 莱茵-
鲁尔地区拥有众多工业企业和科
研机构， 致力于转型为欧洲最现
代、 最环保的工业基地， 打造成
未来欧洲的氢能之都。

2023年7月德国新版 《国家
氢能战略》 指出， 到2030年进一
步提升德国在氢能技术上的领先
地位 ， 产品供应将覆盖从生产
（如电解槽） 到各类应用 （如燃
料电池技术） 的氢能技术全价值
链。 该战略还提出， 大幅提升德
国电解氢能力， 计划到2030年将
电解氢能力从5吉瓦提高到至少
10吉瓦； 此外还将建立高效的氢

能基础设施 ， 计划在2027/2028
年前改造和新建超过1800公里的
氢气管道。

在此次聚焦氢能产业的会议
上， 与会者认为， 德国氢能市场
启动进展缓慢， 实现 《国家氢能
战略 》 提出的目标面临多重困
难， 其中改进完善政策法规和激
励机制仍是氢能发展的最大挑
战。 在缺乏政策规划确定性等因
素影响下 ， 工业界必要投资受
阻。

科隆大学能源经济研究所开
展的最新德国 “氢能市场指数”
调查显示， 当前氢气的生产商和
用户企业都在犹豫是否投资， 因
为不确定这些投资何时以及是否
能得到回报。

德国钢铁工业协会能源与气
候政策负责人罗德里克·赫曼表
示， 只要用户无法明确表示何时
会使用多少氢气， 供给方就很难
对设备进行投资。 尤其是作为重
要氢气用户的钢铁行业， 在氢能
经济启动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成
为市场需求的 “锚”。 但钢铁行
业需要一个可预测的激励框架，
以及具有竞争力的氢气价格。

莱茵集团旗下的莱茵电力欧
洲公司氢能首席运营官索普娜·
苏瑞说： “氢能正在加速发展，
现在需要合适的框架和需求激
励， 才能让各个项目形成区域集
群， 进而发展出氢能市场。”

蒂森克虏伯新纪元公司首席
执行官波尼克瓦认为， 政府需要
改进相关法规和激励机制等， 尤
其需要对大型设施提供资助， 并

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
事实上， 德国政府已致力于

加快氢能基础设施建设。 德国政
府2023年发布 “氢能核心管网”
计划 ， 到2032年将在全德铺设
9700公里管道 （其中约60%管道
将利用现有天然气管线）， 连接
港口、 工业区、 发电厂和储存设
施， 总投资将达198亿欧元。 此
外， 德国在布龙斯比特尔、 施塔
德和威廉港正建造用于接收液态
氢的船运码头。

与会者指出， 氢气价格是决
定德国氢能战略成功的关键因
素。 波鸿鲁尔大学经济学家格雷
厄姆·威尔认为， 当前的 《国家
氢能战略》 在经济上是难以承受
的。 绿氢的实际成本大幅高于之
前预期， 许多氢能项目在经济上
并不可行。 他建议， 在绿氢成本
大幅降低之前， 应该全力推动蓝
氢发展， 否则将没有机会启动氢
气市场。

德国化学工业联合会主席沃
尔夫冈·格罗瑟·恩特鲁普表示，
蓝氢生产成本低于绿氢， 在2045
年德国实现碳中和之前， 各方应
共同努力使我们看到明确的蓝氢
应用前景。

根据新版 《国家氢能战略》，
预计到2030年， 德国的氢能需求
量将达到 130太瓦时 （TWh） ，
其中50%到70%需要进口 。 德国
燃气与水务协会主席杰拉德·林
克说： “在迈向碳中和过程中，
蓝氢对于弥补进口缺口不可或
缺， 这将是一个重要信号。”

据新华社

德国氢能发展提速需破解多重难题

据报道 ， 在美国不断施
压下， 美国和日本接近达成
限制向中国出口芯片技术的
协议。 美国围堵中国半导体
产业已有时日 ， 不光自己对
华动作频频 ， 还拉拢半导体
产业链国家加码对华出口管
制。 美国的做法不仅是对出
口管制措施的滥用 ， 也是对
自由贸易和国际经贸规则的
严重背离。

近年来 ， 美国将芯片产
业作为对华竞争的重点领域。
从拉拢盟友联合围堵中国到
出台 《芯片和科学法案 》 大
力补贴本土半导体厂商 ， 从
针对华为的 “限芯令 ” 到围
绕先进半导体产品和技术对
华出口的多项管制 “补丁 ”，
从芯片到生产芯片的设备 ，
美国不遗余力封锁中国芯片
产业发展空间。 过去几个月，
美国政府多次派遣官员前往
日本和荷兰 ， 围绕如何协调
出口管制规则进行磋商 ， 施
压这些盟友追随美国政策 。
然而， 在芯片产业分工高度
全球化的今天 ， 美国强行与
中国 “脱钩”， 不仅沉重打击
美国本土芯片制造商 ， 也严
重威胁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产
业链安全。

今年4月， 美国联邦储备
委员会下属的纽约联邦储备
银行发布评估报告指出 ， 对
华出口管制措施 “给美国企
业带来重大损害”。 比如， 在

失去中国客户后 ， 很多美国
企业没有找到新客户 ， 被迫
减少就业岗位 。 再比如 ， 对
华出口管制措施造成相关美
国供应商股价非正常下跌 ，
美国企业市值近年来总计因
此 “蒸发 ” 1300亿美元 。 正
因为预见到美国政策的 “后
挫力”， 英特尔、 高通和英伟
达等美国芯片公司的高管曾
试图游说美国政府 ， 不要切
断与中国这个最大市场的联
系 ， 否则将损害美国在技术
革新方面作出的努力 ， 最终
导致美国在半导体领域失去
竞争机会 。 美国半导体行业
协会警告说 ， 过于宽泛的单
边管制只会损害美国半导体
生态系统 ， 并不会促进 “国
家安全”。

除了将本土企业卷入中
美博弈的漩涡 ， 美国还一直
通过施压将盟友置于地缘政
治的夹缝中 。 美国的逻辑很
简单 ， 要达到封锁中国科技
产业发展空间的目的 ， 需要
盟友步调一致地配合。 然而，
美国的盟友深知“排华芯片同
盟 ”的风险与代价 ，盲从美国
只会给自己带来切肤之痛。 为
了避免成为美国遏华战略的
牺牲品，一些国家想方设法搞
“平衡”，一些企业绞尽脑汁规
避美国禁令。 美国智库彼得森
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马丁·乔尔曾帕撰文指出 ，美
国要想让盟友信服、 跟随，需

要提供更多有关 “国家安全”
的合理解释 ， 来说服盟友这
些措施不是为了服务美国企
业的商业利益。

美国挖空心思给中国科
技进步使绊子 ， 没有想到的
是对华出口管制产生了 “意
想不到的反效果 ” ———加速
中国科技的自立自强 。 被美
国 “断供 ” 的华为在重锤下
“向上蜕变” 就是一个典型例
子 。 华为近日发布的全球首
款三折叠屏手机引发强烈市
场反响 。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
题研究中心学者保罗·特廖洛
在 《美国事务 》 杂志撰文指
出 ， 美国对华实施大规模出
口管制以来 ， 在中国企业持
续努力和中国政府的重视下，
中国半导体产业发生了积极
变化 ， 产业格局更加复杂多
样 ， 投资类型更加新颖 ， 预
计今后几年将出现更多新的
技术突破。

全球芯片产业链供应链
的形成和发展 ， 是市场规律
和企业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
出于政治目的人为设限或强
行 “脱钩”， 违反市场经济和
公平竞争原则 ， 破坏国际经
贸秩序 ， 扰乱全球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 ， 最终将损害全世
界的利益 。 从长远看 ， 美国
妄图打造芯片 “铁幕 ” 阻挡
不了中国发展 ， 中国芯片产
业崛起与突围的主动权掌握
在自己手中。 据新华社

打造芯片“铁幕”？美国这一套行不通

第79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近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拉开帷幕。
多国国家元首、 政府首脑和高级别代表将就应对不断恶化的地缘冲
突、 推进可持续发展、 应对全球性危机等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重大问
题， 表达各自国家立场并提出解决方案。 图为近日， 在位于纽约的联
合国总部，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前） 在第79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
辩论开幕式上致辞。

新华社发

第79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

新华社电 瑞士苏黎世大学
日前发布公报说， 该校研究人员
领衔的团队成功改造一种源自细
菌的小型蛋白质TnpB， 并利用
它设计出小巧而高效的 “基因剪
刀”， 可望使基因编辑变得更容
易。 相关论文日前已发表在英国
《自然·方法学》 杂志上。

据介绍， 基于CRISPR-Cas
系统的新型基因编辑技术被称为
“基因剪刀”， 已被广泛应用于基
因工程领域。 CRISPR-Cas系统
源自细菌防御病毒入侵的机制，
其中用到的Cas蛋白质是由更小
的分子演变而来 ， TnpB就是该
技 术 常 用 蛋 白 质 之 一Cas12的
“祖先”。

Cas蛋白质分子通常较大 ，
要将它们运送到细胞内需要进行
基因编辑的位置并不容易。 科学
界已尝试将CRISPR-Cas系统中
的Cas蛋白质分子替换成TnpB等
前体分子， 从而设计出更小巧的
“基因剪刀”， 但发现其编辑效率
不高。 最新研究中， 苏黎世大学
等机构研究人员通过对TnpB分

子进行改造， 使其基因编辑效率
提高了约 4.4倍 。 在 动 物 实 验
中 ， 患高胆固醇血症的小鼠在
经过用TnpB分子制成的 “基因
剪刀” 治疗后， 胆固醇水平显著
降低。

新研究采用的TnpB分子 提
取自抗辐射奇异球菌 ， 这是一
种能耐受大剂量辐射和多种严
苛 环 境的细菌 。 科研团队利用
自 主 研 发 的 人 工 智 能 模 型 ，
预 测 了 TnpB分 子 对 小 鼠细胞
基因组中1万多个靶向位点的编
辑效果。

借助人工智能模型的预测，
研究人员用常见的腺病毒载体运
载TnpB分子 ， 在动物实验中实
现高效的基因编辑， 其中在小鼠
肝脏和脑组织中的编辑效率分别
达到 75.3%和 65.9% 。 由于TnpB
分子仅由约400个氨基酸组成 ，
基于该分子的 “基因剪刀” 只需
单个病毒颗粒就能运载。 作为对
比 ， Cas9和Cas12蛋白质分子尺
寸超过1000个氨基酸， 需要使用
更高的载体剂量。

瑞士研究人员设计出小巧高效的“基因剪刀”

新华社电 日本山形大学 、
美国 IBM托马斯·沃森研究中心
等机构在新一期美国 《国家科学
院学报》 周刊上报告说， 借助人
工智能提前筛选， 他们仅用6个
月的实地调查就新发现了 303
个描绘人类自身和家畜的秘鲁
纳斯卡地画， 这些地画可能是
个人或小集团之间共享信息的
“留言板”。

山形大学24日发布新闻公报
说， 秘鲁的纳斯卡地画作为联合
国世界文化遗产而闻名。 这些地
画至少是2000多年前绘制的， 于
20世纪30年代首次被发现。 在迄
今的研究中， 考古学家们确认了
描绘动植物等的地画430个， 其
中的318个由山形大学纳斯卡研
究所利用遥感技术发现。 然而，
纳斯卡高原有约400平方公里 ，
如此广袤的区域全靠肉眼检查航
拍照片来确定实地调查的候选对
象效率很低， 实施整个区域的全
面实地调查也不切实际。

借助 IBM托马斯·沃森研究

中心的高性能AI模型， 考古人员
得以圈定了存在地画可能性较高
的区域。 在确定的1309个候选区
域中， 考古人员对其中的约四分
之一进行了实地调查， 仅用6个
月时间就新发现了303个地画。

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安第斯文
明中， 图画包含着很多重要的社
会信息。 发现地画数量的增加使
对纳斯卡高原地画的主题和分布
等的分析成为可能。 分析显示，
此次发现的浮雕式地画一般规模
较小， 主要描绘人类自身、 人类
饲养的家畜以及加工的动物首
级。 这类地画通常分布于纳斯卡
高原许多曲折的小路沿线， 推测
可能是个人或小规模集团绘制
的 ， 用于共享一些信息 ， 类似
“留言板”。 而巨大的线型地画主
要描绘野生动物， 推测可能是社
区为仪式活动所绘制并使用。

公报说， 使用AI工具大大提
高了发现地画的效率， 考古人员
今后对剩余的候选区域进行实地
调查， 很可能发现更多地画。

AI助力考古学家新发现300多个纳斯卡地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