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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信息
广告咨询：0311－67562315 67562307

请交易双方妥善查验对方相关有效手续及证件,本刊只作为信息咨询,不作为承担
法律责任的依据。本栏目广告中凡未标注区号者均为石家庄市电话，区号为0311敬告

分类超市招聘信息
根据上级工作安排，经枣强县人民政府批准，省道肃宁至临

清公路肖张至枣强南段工程于2018年3月10日至2018年12
月31日断交施工（含S393省道郑昔公路与肃临公路共用段），
施工期间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过往车辆请绕行G106、宁
武路（S385）、邢德路（S324）、大广高速、衡德高速等。

断交公告

枣强县交通运输局
2018年3月8日

特此公告

公 告

★声明：临漳县杜村现国家电门

市 财 务 章 丢 失 ，编 号 ：

130423600120333，声明作废。

保定市慧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注册号 130603000024533）经股东
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现已成立清算组，进入清算程序。清算
组成员：马永霞，清算组负责人：叶永
登，请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请债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招 聘
★（市政、土建、水暖）监理工程师 ★监理员
年龄：23-58岁之间（身体健康中级职称者优先）

电话：0311-85091855

总监代表、专业监理工程师、
监理员、资料员、司机。

诚聘

耿先生：13932161873、89928955

★南宫市光明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认尸启事
2018 年 2 月 22 日 20 时 25 分许，在

廊涿高速公路高官庄站口附近，发生一
起交通事故，造成一名行人死亡。死者
为男性，身份不明，身高160-165厘米，
体型较瘦，发长10厘米左右，上身穿深
蓝色外套，灰色内衣，下身穿深蓝色牛
仔裤。

请死者家属看到本启事后速到我
大队办理相关事宜。望知其身份者速
与我大队联系。

联系电话：0312-3680011
联 系 人：李警官 13933291903

周警官 13582398669
联系单位：高速交警涿州大队事故科

声 明
衡水市橡胶总厂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副本（编号10-1）丢失，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31106731437142Y，声明作废。

前俄“双面间谍”
死于神经毒剂中毒

英国警方7日认定，受英国庇护的前

俄罗斯“双面间谍”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和

女儿遭神经毒剂袭击，警方将以蓄意谋杀

为方向推进调查。

斯克里帕尔66岁，与33岁女儿尤利

娅4日被发现在英国威尔特郡索尔兹伯

里市街头长椅上昏迷不醒，警方反恐部门

随后介入调查。初步诊断显示，两人“疑

似接触不明物质”，生命垂危。

警方反恐部门主管马克·罗利 7 日

晚确认有人蓄意用神经毒剂袭击斯克

里帕尔父女，“（我们）确认一种神经毒

剂是引发（两人）症状的原因，正以蓄意

谋杀（为调查方向）加以应对。同样确

认的是，我们认定这两人遭到有针对性

袭击。”

罗利没有说明神经毒剂种类，拒绝猜

测幕后主使，只说一名赴现场处置的警察

“状况危急”。除一些参与紧急救治斯克

里帕尔父女的工作人员需要就医外，英国

《太阳报》报道，两名警察出现眼睛痒、气

喘和起皮疹症状。

神经毒剂是有毒化学物质，可破坏人

体神经系统正常传导功能，引发呕吐、呼

吸急促、神经麻痹等症状，能迅速致人死

亡。最具代表性的4种神经毒剂分别是

塔崩、沙林、梭曼和VX。

（闫洁 新华社专特稿）

新华社电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以日

本成年人为对象开展的一项大型调查发

现，人体维持较高的维生素D水平，可能

有助降低罹患包括肝癌在内多种癌症的

风险。

多晒太阳有助人体产生维生素 D。

这种关键维生素对健康有诸多益处，比如

帮助身体维持钙的水平，以保证骨骼、牙

齿、肌肉等的健康。

而近年来，医学研究领域有越来越多

证据表明，维生素D可能还有助于抵抗一

些慢性病，包括一些癌症。但此前，大多数

的此类研究都在欧洲和美洲国家的人群中

开展，针对亚洲人群的类似调查十分有限。

研究团队在新一期《英国医学杂志》

上介绍，他们分析了日本一项大型公共卫

生调查的数据，涉及年龄在 40 岁至 69 岁

的约3.37万名男女。

在调查之初，这些人提供了医疗史、

饮食习惯、生活方式等个人信息，并提供

血样用于测量体内维生素D水平。

在为期16年的跟踪调查期间，该调查

群体中一共新发现3301例癌症病例。分

析发现，剔除年龄、吸烟、饮酒、肥胖等几

项已知的患癌风险影响因素后，调查对象

体内的维生素D水平高，其总体患癌风险

下降约20％，在患肝癌的风险方面这种关

系体现尤其明显（下降30％至50％）。不

过，在肺癌和前列腺癌方面，并未发现维

生素D与降低患癌风险存在任何关联。

研究人员说，之前医学研究界就有

“维生素D可能有助预防癌症”的说法，此

次来自亚洲人群的这项大规模调查佐证

了这一观点。不过，他们的研究也发现，

维生素D水平也存在“天花板效应”，即超

过一定水平后，也不会再有额外益处。因

此研究人员表示，未来还需更多研究来确

定出一个理想的维生素D区间水平，以帮

助达到最佳的防癌效果。

美国研究人员发现，13岁以后，人类

大脑主管记忆和学习的海马体似乎不再

生成新神经细胞。

上述结论挑战先前认识，即成年后人

类大脑海马体仍然生成新神经元。神经

元是负责信息传递的脑细胞，将气味或声

音等外界刺激传递给中枢神经系统，引发

人体作出恰当反应。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成年人大脑海马

体每天新生数百个神经元。研究人员一

直试图探寻方法，用以促进神经元新生，

即“神经形成”，认为这或许能用于改善与

年龄相关的大脑衰退。另一些研究人员

则认为，成年后新生神经元寥寥无几。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一

个研究小组分析59名成年人和孩子大脑

样本，没有在 18 岁至 77 岁大脑样本中发

现海马体“新生神经元或产生新神经元的

分裂祖细胞存在的证据”。在新生儿至1

岁婴儿大脑样本中，研究人员发现新生神

经元。13岁大脑样本是能够检测到有新

生神经元存在的最大年纪样本。

在由英国《自然》周刊7日刊载的论文

中，研究人员认定，“人类海马体主要在胎

儿大脑发育期间形成”。《自然》同期刊载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神经科学

家贾森·斯奈德的评议，认为这些发现

“发人深省”，同时“肯定会引发争议”，

因为“依据多项研究”形成的共识是，

“与其他动物一样，人类海马体是有神经

形成的区域”。

作出最新发现的研究小组推断，先前

研究中对海马体新生神经元的检测或许

有误，因为用于检测它们存在的蛋白质在

人体和动物体内作用机理不一样。

（袁原 新华社微特稿）

人脑13岁后不再新生“学习型”细胞

新一期英国《自然》杂志发表报告说，美

国斯坦福大学华人女教授鲍哲南团队在柔

性电子领域实现了制造工艺的飞跃，使得人

造皮肤的感应和计算能力更强，智能性更

高。在柔性电子研究领域一片理工男的天

下，鲍哲南做到了全球顶尖。

让人造皮肤会“思考”
20年后，也许你的生活将是这样的：你

手腕上的人造皮肤能随时监测心率、血糖，

实现智能把脉；喉咙上的人造皮肤能感受咽

喉肌肉运动产生的压力变化，为聋哑人“发

声”；你的整个身体可能成为一个“网络中

心”，体内的信息跟外界产生连接……

这些看起来很遥远，但其实正在孕育

着。让人造皮肤知冷热、分轻重，这无疑会

使人造皮肤更加智能，应用潜力无限，然

而技术挑战极其巨大。无数微小感应

器连成一片，密度低了无法获知数据，

密度高了又无法像真正皮肤那样细密

并可拉伸。鲍哲南团队利用纳米技术等跨

学科技术，使柔性电子感应器高度灵敏，同

时密度大增。

鲍哲南说：“我们团队花了多年研制出

超强灵敏度的人造皮肤，它由敏感度极高的

电子感应器组成，当感应器连成一片时，就

如同真正皮肤一样，当一只蝴蝶停在身上，

人马上能感觉到。”

这种人造皮肤技术可以被广泛用于假

肢、机器人、手机和电脑的触摸式显示屏、汽

车方向盘和医学等。

不仅如此，鲍哲南团队再接再厉，研制

出世界最新的可拉伸太阳能电池，未来可使

人造皮肤自我发电。接着，鲍哲南团队又利

用纳米材料为这种皮肤增加了透明度和可

拉伸功能，距离人类皮肤的功能越来越近。

2015 年，鲍哲南被《自然》杂志评为对

全球科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年度十大人物

之一。2017年，她又获得“世界杰出女科学

家奖”。

2018年2月，鲍哲南团队在《自然》杂志

上发表的研究再度进入人们视野。柔性电

子技术基本通过牺牲电子器件密度来实现

可拉伸，局限性较大，且制造工艺复杂。鲍

哲南团队开发的新材料，使晶体管阵列密度

达到每平方厘米347个，并可在拉伸至两倍

长度时性能保持不变。

让事业家庭双赢
1970年11月，鲍哲南出生于中国南京，

父母都是南京大学教授。科学氛围浓厚的

家庭环境为她打开了科学的大门。从南京

大学毕业后，鲍哲南移居美国，学习深造并

继续开展科研工作，取得一系列成果。

她同时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作为一

名优秀的女科学家，人们常好奇她怎样去平

衡事业和家庭。

父亲告诉鲍哲南，人生中完整的幸福包

括两个方面：事业成功和家庭美满。维系的

原则就是不能牺牲一个去换取另一个，两者

都不可偏废。鲍哲南通过提高效率来完成

工作，从事科研的时候严谨认真，一分一秒

都不舍得浪费，回到家就一定会和家人在一

起。

“很幸运，父母从小启发我的科学思维：

大胆假设、踏实求证。这让我终身受益。现

在我也这样教育我的孩子，激发我学生的科

研热情。”她接受母校南京大学采访时这样

说道。

让人造皮肤感觉更美
在事业上，鲍哲南的进步或许可归为一

直心存理想。鲍哲南对新华社记者说：“一

直希望科学研究成果能够运用到生活中，帮

助人类。”

她说，目前已开发出部分电性和拉伸性

俱佳的高分子材料，但模拟人类复杂的触觉

仍有不少挑战需要克服。

接下来，她打算利用人造皮肤帮助靠假

肢生活的人们获得触感，并借助相关技术开

发血压测量仪器、拥有人造皮肤的机器人以

及可穿戴电子器件等。

人造皮肤未来服务于现实生活的前景

非常广阔，将为皮肤烧伤等疾病患者带来福

音。作为人造皮肤研究的功臣，鲍哲南亦被

一些人赞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她认为，有意义、有影响力的科研成果

离不开跨学科合作和研究，“目前中国科研

发展飞速，正迎来大突破时期，希望中国科

学家进行更多的跨学科研究，实现更多突

破”。

（新华社记者杨骏 张曼）

1月31日，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

洛阿尔托的斯坦福大学，鲍哲南教授接受记

者采访。 新华社记者吴晓凌摄

她用人造智能皮肤连接奇幻未来

科普：维生素D有助降低患癌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