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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总统普京于 5 月 16 日起展开对中国的国事

访问。这也是普京开启第五个总统任期后首次出访，充

分彰显俄方对发展俄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分析认为，如

何进一步夯实双方政治互信，推动务实合作，将成为普

京此访的重要议题。

是新任期首访

之前，普京在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年度大会

上提及访华计划，但未明确说明访华的具体日期。

在 3 月举行的俄大选中，普京高票胜选连任，预计

于 5月 7日宣誓就职，开启第五个任期。

3 月 19 日，在出席与议会各党派的会议时，普京

表示，他会认真考虑将中国定为新任期首个外访国的

建议。

4 月 25 日，佩斯科夫在被问及相关问题时称，克宫

会及时发布关于总统普京访华的消息。他还说，俄方将

与中国合作伙伴一起宣布一切。

外界认为，普京计划访华正如俄方所言，将全面巩

固提升对华关系作为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希望延续俄

中友好关系，全面加强对华合作。

一定把书送给朋友

普京不仅亲口道出访华计划，还透露了要给中国领

导人赠送礼物。

在一次大会上，一名与会者建议普京访华时将一

本盖有 1953 年 6 月 15 日图书馆入馆印章的俄国作家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赠送给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

据这名与会者表示，这本书出版于 1953 年，并于同

年 6月 15日被送到图书馆，时间恰好是习近平主席的生

日。同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及其名作《怎么办？》也是这

位中国领导人最喜爱的作家和作品之一。

习近平主席曾数次提到这位 19 世纪俄国作家和他

的作品。

2013 年 3 月访俄期间，习近平会见俄汉学家、学习

汉语的学生和媒体代表时说：“我年轻时读了车尔尼雪

夫斯基的《怎么办？》，当时给了我很大的影响。”

在 莫 斯 科 国 际 关 系 学 院 发 表 演 讲 时 ，习 近 平 也

引用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言：“历史的道路不是涅

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前进的，有时

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

丛林。”

对于赠书提议，普京表示赞同，并称“一定会带上这

本书送给我们的朋友”。普京还称赞习近平是一位坚强

的领导者。

（据环球时报）

普京想送一本书给中国领导人

美国加州一名 18 岁女司机费利西蒂·休斯因高速飙车被

警方追捕近一小时，终因车祸被捕。其颜值出众引发网友关

注，称她为“最美逃犯”。

据当地警方透露，追逐战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期间休斯

多次试图逃避警方的追捕，不仅高速穿越车流，还在多个路口

违规转弯。警方在多次警告无效后，决定采取行动，最终在一

处繁忙的路口，休斯驾驶的车辆与一辆警车发生了碰撞，导致

她的车辆严重受损，她也因此被警方逮捕。

休斯被捕后，警方迅速公布了她的身份和照片。这名年

仅 18 岁的女孩不仅身材出众，还拥有着一头迷人的金发和深

邃的眼眸。她的照片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引发了网友们

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在社交媒体上，许多网友对休斯的颜值表示赞赏，称她为

“最美逃犯”或“飙车女神”。也有网友对她的危险行为表示谴

责 。 图 为 18 岁 的 女 司 机 费 利 西 蒂·休 斯 被 捕 时 的 照 片 。

（据中华网）

5 月 14 日，美方发布

对华加征 301 关税四年期

复审结果。

这轮对华新征关税中，

调整幅度最大、最受关注的，是电动汽车领域——调整后，

美国对中国电动汽车的进口关税将由27.5%升至102.5%。

这样的举措，意味着什么？

102.5%，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根据世贸组织统

计，发达国家进口平均关税水平在 5%左右，发展中国家

在 10%左右，中国在 7%左右。

上届美国政府主动挑起对华贸易摩擦时，美国自中

国进口的平均关税上涨到 21%左右。

102.5%，这一数字骇人听闻。

但从行业本身来看，当前，美国对中国电动汽车加

征关税的现实影响，几乎没有。事实上，美国人对此有

着清醒的认识。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的数据显示，2023

年，中国电动汽车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70%，达到 341亿美
元。这其中，美国为 3.68亿美元——占比 1.08%。

换句话说，美国市场对于中国电动汽车品牌来说，
微乎其微。

对于这个现象，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进行了统计发
现，其中大部分报道都提到，这是因为原有的 27.5%的
关税让中国新能源汽车对美国市场“望而却步”。

中国电车没有大规模进入美国
相 比 于 关 税 壁 垒 ，中 国 车 企 更 担 心 美 国 的 营 商

环境。

一段时间以来，多位美国政客以“国家安全”为由，

渲染中国电动汽车的“风险”，并推动拜登政府出台对中

国电动汽车的限制措施。

一个汽车品牌想要进入一个国家的市场，需要同步

搭建自己的经销渠道以及售后渠道，这些都意味着巨大

的投入。而在美国当下政治风险如此高的情形下，中国

车企自然不会去开拓美国市场。

有报道显示，2023 年，中国向美国出口了 330 万美

元左右的太阳能电池，不到中国出口总额的 0.1%。同

时，2023 年，中国向美国出口了 1315 万美元的成品太阳

能电池板，占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出口的 0.03%。

美国这次的行为，不是一拳打在棉花上，而是一拳

挥在空气里。

美国“出此下策”，是想培育本土新能源汽车

美国的目的很简单，希望把中国电动汽车排除在美

国市场之外，以此来“培育”美国本土的新能源汽车，乃

至美国本土的新能源产业。

美国汽车创新联盟表示，中国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已

经建立起了 10 到 15 年的领先优势。中国的领先，也成

了多个美国行业协会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要求打压

中国的理由。

事实上，美国在新能源汽车上的落后，不仅仅是产

业上的落后，而是一个国家解决问题能力的不足。而美

国政客，在选择性忽略这一事实。 （据澎湃新闻）

3岁男童被狗咬伤
18天后身亡
警方已提级调查

4 月 21 日，小星（化名）在河南新野县

赵岗村附近公路旁玩耍时被突然跑出来的

一只“哈士奇”攻击咬成重伤，当天紧急注

射了狂犬病疫苗，又赶到南阳市清洗了伤

口并注射了狂犬病免疫球蛋白，处理完之

后已是凌晨，随后紧急到南阳市中心医院

办理了住院，医生给小星注射了破伤风疫

苗并对伤口进行了清创处理。

5 月 1 日小星出院，5 月 8 日小星半昏迷

再次住院，5月 9日抢救无效死亡。此时，小

星还没来得及注射第五针狂犬病疫苗。

赵岗村一名村干部表示恶狗跑到了别

的村里，晚上就被人打死了，但狗的主人至

今还没找到。据悉，当地警方已就此案已

提级调查。

（据极目新闻）

跟中国较劲？
印度马上开造
第三艘航母

据印度《论坛报》5月 14日报道，印度国

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在接受该媒体采访

时表示，印度将很快开始建造第三艘航母，

这也是印度第二艘国产航母。“我们目标不

仅是拥有三艘航母，我们未来会建造第五

艘、第六艘，建造更多的航母”，他称。

《论坛报》称，辛格所指的是印度海军

正在考虑建造另一艘与现役的“维克兰特”

号航母相同大小的国产航母的计划。“维克

兰特”号航母满载排水量约为 4 万吨，于

2022 年 9 月服役。印度海军目前还装备有

“维克拉玛蒂亚”号航母，满载排水量约为

4.5万吨，该舰原为俄罗斯的“戈尔什科夫海

军上将”号航母，被俄方出售给印度海军。

（据环球时报）

国内发现新冠
KP.2变异株

国家疾控局紧急作科普

5 月 14 日，国家疾控局发布新冠病毒

KP.2 变异株健康科普问答。根据问答，专

家研判认为，当前 KP.2 亚分支感染病例在

我国本土病例中的占比极低，短期内成为

我国优势流行株的可能性低，引发新一次

感染高峰的可能性低。

KP.2 致病力有无变化？KP.2 是新冠病

毒奥密克戎 JN.1 变异株的第三代亚分支，

也是 JN.1 变异株中具有较强传播优势的一

个亚分支。2月以来，由于 KP.2在全球流行

毒株中的占比增长较快，世界卫生组织于 5

月 3 日将 KP.2 列入“需要监测的变异株”。

目前尚未检索到 KP.2 的致病力和免疫逃逸

能力较当前流行的 JN.1 变异株发生明显改

变的报道。

截至 5 月 12 日，在我国本土病例中共

监测到 25 条 KP.2 序列。每周报告的本土

序列中 KP.2 占比在 0.05%至 0.30%之间，处

于极低水平。 （据新华网）

美国对中国电动汽车关税由27.5%升至102.5%，可从实际效果看

白宫这一拳挥在空气里，图什么？

美国“最美逃犯”走红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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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室温下的啤酒相比，冰镇啤酒的酒精味道

更浓厚。温度会改变酒精饮品中水分子和乙醇

分子的排列方式，进而改变其味道。酒精度数也

会导致饮品味道发生类似的变化，将温度和酒精

浓度这两个变量结合起来，就能优化酒精饮品的

味道。

这项研究的作者之一、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江

雷说，我们的研究为如何优化酒精和水的混合成

分以便获得特定风味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人

员认为，这一切归根结底都与分子排序有关。构

成酒精饮品的水分子和乙醇分子并不是随机分

布的，而是成小群排列。当酒精含量较低时，水

分子包围乙醇分子，形成一种金字塔状，随着酒

精浓度的增加，这种结构就会变得松散，各成分

组成交替的分子链。饮品的温度也会影响这种

组织结构。

每种结构的数量决定了饮品的口感。当链

状结构的数量增加时，味道就会变得更加醇厚。

例如，当温度降低时就会导致链状结构数量增

加，这也解释了为何啤酒或白葡萄酒通常适宜冷

饮，因为温度低时酒精味道更浓。

当温度升高时也会导致饮品口感的变化。

通过将水分子和酒精分子的混合溶液加热到 40

摄氏度，研究人员观察到链状结构的比例增加

了，同样酒精味道也增强了。这就是为什么有些

种类的酒精饮品，比如日本清酒或中国白酒，往

往要热着喝的原因。

研究人员在实验室做了一个简单测试：将

不同浓度的水和乙醇混合（1%到 99%），测试每

种 浓 度 的 混 合 溶 液 滴 在 石 墨 片 上 会 发 生 什

么。纯水往往会以水珠的形式停留在石墨片

表面，而酒精则会完全散开。出现这种情况是

因为水的表面张力比酒精大，也就是说，水更

能承受重力。

实验结果表明，混合溶液的形态并非逐渐发

生变化，而是呈现急剧变化。例如，含 42%酒精

的混合溶液与含 50%酒精的溶液的性质几乎相

同，但当乙醇浓度从 50%上升到 52%时，表面张

力急剧下降，液滴突然变平，之后其形态和表面

张力保持不变，直到酒精浓度达到 68%。简而言

之，无论酒精浓度是 42%还是 50%，饮品的味道

几 乎 没 有 变 化 。 反 之 ，如 果 酒 精 浓 度 跃 升 至

52%，差异就会非常明显。

（据《参考消息》）

细心的“铲屎官”很容易发现，黑白相间的

猫，无论黑色区域形状大小如何，无一例外都是

“上黑下白”，即后背以黑色为主，肚皮则都是白

色。从来没有人见过白后背、黑肚皮的个体。

原来，在猫胚胎发育的过程中，白斑基因的

表达对猫的“成黑素细胞”（产生黑色素的皮肤

细胞）有影响作用，进而对毛色分布产生影响。

理论一是成黑素细胞由神经嵴开始向全身

迁移。成黑素细胞发源于神经嵴（胚胎背侧），

由此向全身迁移扩散。当皮肤完全形成时，扩散

停止，有色素细胞的皮肤出现黑色毛发；成黑素

细胞未扩散到的皮肤则无法合成黑色素，出现白

色毛发。由于猫的爪子、肚腩和胸部离神经嵴较

远，色素细胞较难迁移到达，所以这些部位的毛

色是白色。

理论二是成黑素细胞由四肢开始凋亡，强

度逐渐减弱。假设全身都有成黑素细胞，随着

胚胎的发育，这些细胞会由四肢到躯干逐渐凋

亡（可以理解成“褪色”），凋亡的强度会越来越

弱，所以靠近四肢的毛是白色的，猫背部的毛是

黑色的。

所以，猫妈妈“生着生着没墨了”是有科学道

理的。

（据《奥秘》）

到了高原地区，随着海拔的升高，由于气压

下降、空气含氧量减少，人们会出现头痛、失眠、

呼吸困难等症状，这被称为高原反应。如果人们

向相反方向，深入地下，同样也会因为气压和含

氧量变化而有不适的体验。

随着向下的深度越来越大，地下环境变得潮

湿，周围一片黑暗，温度升高，更严重的是氧气

含量降低，气压随之增大。在这样安静、幽闭的

环境中，人的心理会发生变化，可能会出现抑

郁、焦虑和恐惧等症状。空气湿度大、氧气含量

低则会使人胸闷，呼吸困难。而在地下，随着气

压增大，人们会出现头痛，耳鸣，甚至鼓膜破裂

的症状。

而 如 果 从 地 下 回 到 地 面 ，由 于 压 力 变 化

太 快 ，人 体 组 织 内 溶 解 的 气 体 会 以 气 泡 形 式

从 溶 液 中 逸 出 ，因 此 使 人 患 上 减 压 病 。 这 种

病症被我们熟知是因为潜水时可能会得这种

病 ，但 是 它 最 早 却 是 在 深 入 地 下 的 矿 工 身 上

被发现的。

（据大科技微信公众号）

吃薯片为什么停不下来
薯片是用盐、糖和脂肪精心制作的。实验显示，当

盐到达舌头的味蕾时，味蕾会向大脑的奖赏中心发送

信号，触发神经递质多巴胺的释放。而薯片富含脂肪，

咬一口就会在嘴里融化，这会欺骗你的大脑，让你相信

卡路里也消失了，多吃也不怕会摄入过多热量。这被

称为“消失的卡路里密度”。

而除了额外添加的糖，马铃薯中的淀粉也会分解

成糖，并且它比同等数量的实际糖被吸收得更快，这会

导致血液中的葡萄糖水平升高，使人能量满满。不过，

血糖水平上升的速度快，下降的速度也同样快，因此你

很快就会想要多吃一片薯片。

此外，这种味道的混合方式使得没有一种特别的

味道脱颖而出。通过这种方式，薯片的设计可以避免

当人因食物的主导风味而感到饱足时发生的“感官特

定饱腹感”。

薯片酥脆的口感也会让人对它欲罢不能。研究显

示，咀嚼薯片时的嘎吱声会触发内啡肽的释放，而内啡

肽与愉悦和满足感有关。

（据《科学之谜》）

可降解的“活塑料”面世
一种嵌入微生物的新型塑料可帮助减少塑料行业

的环境足迹。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研究人员开发

了一种可生物降解的热塑性聚氨酯（TPU），它充满细

菌孢子，当暴露于堆肥中的营养物质时，会在其生命周

期结束后逐渐发芽并自身分解。

可生物降解 TPU 添加的是枯草芽孢杆菌的孢子，

这种细菌具有分解塑料聚合物材料的能力。细菌孢子

是一种休眠形式的细菌，能抵抗恶劣的环境条件。研

究中所用的细菌孢子经过进化工程改造，可在 TPU 生

产所需的高温下存活。研究人员使用一种称为适应性

实验室进化的技术，包括培养孢子，将它们置于极端温

度下适应一段时间，让它们自然变异，然后分离出在此

过程中幸存下来的菌株并再次进行循环。

为制造可生物降解塑料，研究人员将枯草芽孢杆

菌孢子和 TPU 颗粒放入塑料挤压机，让这些成分在

135℃下混合并熔化，然后挤出薄薄的塑料条。

研究人员评估了材料的生物降解性。他们将样本放

在微生物活性和无菌堆肥环境中，使温度保持在37℃，相

对湿度在44%~55%之间。堆肥中的水和其他营养物质触

发了样本内孢子的萌发，在5个月内降解了90%。

（据中国科普网）

人类能看到紫外线吗
紫外线波长比可见光短，人们能看到这种光线

吗？答案是：这取决于人的年龄以及眼内晶状体是否

具有过滤紫外线的功能。

在眼睛后面的视网膜上有感光器，可感知光线，并

将检测到的波长信号通过视神经发送到大脑，大脑将

信号解释为相应颜色。人类眼睛中有 3 种不同类型的

视锥细胞，它们分别对红、绿和蓝 3 种基本颜色的光敏

感。事实上，蓝色视锥可探测到一些紫外线。

晶状体是眼睛中透明的弧形结构，能将光线聚焦

到视网膜上，帮助人们看清目标。紫外线能量比可见

光更高，会使眼睛结构老化，增加患癌风险。晶状体通

常会过滤掉紫外线，使高能波长无法到达视锥细胞。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晶状体能过滤掉大部分紫外线，保

护眼睛免受伤害。

大多数年轻人还是能察觉到一些紫外线的。在一

项小型研究中，美国佐治亚大学的所有参与者都可看

到 315 纳米左右的紫外线。在实验过程中，参与者都

报告说，看到一种光线呈现出不饱和的紫蓝色。但这

种能力似乎在 30 岁左右开始下降，这表明衰老会降低

人们看到紫外线的能力。

脊椎动物的祖先可看到紫外线，并有专门针对紫

外线的光感受器。但在人类进化史的某个阶段，这种

光感受器变得更倾向于检测紫罗兰色而非紫外线，这

或是为了保护视力而作出的进化选择。

（据《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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