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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造红细胞”
首次用于人体试验

据新华社电 英国正在开展一项试
验，首次把实验室培养的红细胞输入
人体。

英国公立医疗系统国民保健制度网
站7日发布声明说，已经有两名志愿者
接受“人造红细胞”输入，输入量在5至
10毫升之间，相当于一到两茶匙。之
后，还将有另外至少8名志愿者参与这
项试验。所有志愿者将间隔至少4个月
接受两次少量红细胞输入：一次为人造
红细胞，另外一次为普通红细胞。

据英国广播公司7日报道，研究人
员从约470毫升健康人捐献的血液中分
离出50万个干细胞，在此基础上培养出
500亿个红细胞，最终筛选出约150亿个
成长到适合输入人体的红细胞。

研究人员预期，人造红细胞用于输
血将产生比输普通血液更好的效果，因
为红细胞的生命周期通常在120天左
右，普通血液中的红细胞有“新”有“旧”，
而人造红细胞全部是“新鲜出炉”。若人
造红细胞将来用于输血，或能减少需要
输血的量或频率。

英国国民保健制度声明说，两名已
接受人造红细胞输入的志愿者目前未出
现任何副作用。声明说，即使这项研究
成功，血库主要来源还是血液捐献。培
养人造红细胞的最终目标是为一些有特
殊用血需要的患者提供人造血，例如稀
有血型患者以及镰状细胞贫血等血液疾
病患者。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人造红细胞
即使成功用于临床输血，也比普通输血
的费用高得多。

“‘脱钩’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跟中国继续做生意”

“向东方”的朔尔茨

“德企天团”

外媒形容，朔尔茨中国之
行是将“德国最大的品牌带到
中国”。

先看两家化工巨头。巴斯
夫CEO马丁·布鲁德米勒在今
年9月初刚刚来过中国，此次再
次随行。9月时，他在广东湛江
见证了巴斯夫（广东）一体化基
地项目全面建设暨首套装置投
产仪式。这是德国企业在华投
资规模最大的单体项目，总金
额约100亿欧元。

瓦克化学在中国多地都有
生产基地，其与道康宁在张家
港共同建有世界级有机硅综合
生产基地，占地面积达100万平
方米，是全世界最大、最先进的
有机硅生产基地之一。2021年
10月，瓦克化学曾斥资9亿元收
购山东有机硅上游材料生
产商。

据德国《商报》报道，在朔
尔茨的访华计划公布后，德国
外交部便收到了超过100份来
自德国一线企业的随访申请。
最终，德国多个行业的12名最
具实力的德企高管被批准陪同
朔尔茨访华，涉及汽车、金融、
化工、医药等多个领域。

彭博社直言，朔尔茨率领
德国高级别代表团单独访华的
举动清晰地证明，德国不想与
中国“脱钩”。

11月4日，在朔尔茨访华的
当天，中国航空器材集团公司
与空客公司签署了140架空客
飞机的批量采购协议，采购
A320系列飞机132架、A350飞
机8架，总价值约170亿美元。

同日，中国智能驾驶计算
方案提供商确认与大众汽车集
团旗下软件公司成立合资公司
的消息。大众将为本次合作投
资24亿欧元。

11月1日，德国总理朔尔茨
参观了德国化工集团巴斯夫位
于勃兰登堡州南部施瓦茨海德
的新电池工厂。朔尔茨表示，
希望未来能扩大可再生能源的
使用，包括使用可再生能源增
加发电量。而此次巴斯夫执行
董事会主席薄睦乐随朔尔茨
访华。

据报道，今年9月，巴斯夫
投资100亿欧元，在中国广东湛
江建设一座世界级化工一体化
基地。这是巴斯夫集团有史以
来最大规模的一笔对外投资。

雪中送炭

在法国24电视台看来，德
国现在面临两大问题，一个是
能源，一个是经济。而这两样
都导致一个紧迫的问题，能提
供日用消费品的工业产能严重
不足。

柏林州议会德国选择党党
团主席克莉丝汀·布林克说道：

德国的能源安全没有保障，大
家不知道该如何维持生计，企
业由于负担不起高能源成本而
倒闭等等，这一切都对我们的
国家产生巨大影响。

而作为“世界工厂”的中
国，在缓解欧美普遍发生的“产
能危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
欧盟与中国的贸易额也在去年
达到6955亿欧元，超过了与美
国的6314亿欧元，而中德贸易
额位居欧盟各国之首。

德国工商总会主席万斯勒
本直言：“如果没有中国，德国
经济将更加困难；没有中国，德
国将变得更加（物资）匮乏”。

如今，面对寒冷的冬季，中
国的“雪中送毯”令欧洲感到
温暖。

从今年1月至8月间，仅义
乌地区便向欧洲出口了约650
万条电热毯，同比增长32%。
而一条100瓦的电热毯耗能约
为同等时间下暖气耗电量的三
分之一。中国“取暖快、耗电少
的”电热毯收获了德国民众的
广泛好评。

结缘汉堡港

这里是德国最大的物流枢
纽——— 汉堡港，德国媒体将汉
堡港称为“德国通往世界的大
门”。现在，现在这里约三分之
一的集装箱都是运往或者来自
中国。

10月27日，德国政府批准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入股汉堡港

的福地码头，远洋海运将持有
该码头24.9%的股份。

福地码头是汉堡港的三大
码头之一，曾以“高效、创新和
灵活”著称。然而，近20年来，
汉堡港的竞争力却在逐渐下
降。目前，汉堡港的吞吐量排
在荷兰鹿特丹港以及比利时安
特卫普港之后，如不加以扩建，
很快将被紧随其后的阿姆斯特
丹港超越。

汉堡港仓储和物流公司首
席执行官提兹哈特表示，随着
中资企业的入股，码头将成为
中远集团在欧洲的优先转运枢
纽，确保中国港口与汉堡港成
为高效供应链中的重要环节。
此外，中企将帮助港口扩建以
加大吞吐量，提升汉堡港的综
合竞争力，是双赢的合作。

事实上，在很早前，朔尔茨
就与中国在“汉堡”结缘。

在2017年7月的20国集团
峰会期间，时任汉堡市长的朔
尔茨就参与了中德商贸合作的
相关活动。朔尔茨表示，汉堡
是一个开放型港口城市，很多
中资企业在汉堡落户，欧中很
多贸易也经由汉堡。汉堡市支
持“一带一路”倡议，为加强德
中、欧中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转眼间，5年过去了，今年
的8月21日，随着西安至汉堡的

“中欧班列”从西安国际港站开
出，2022年以来，中欧班列已经
累计开行了10000列，较去年
提前10天突破万列，持续保持
强劲增长态势。

据统计，在2021年，在汉堡

港和中国之间的铁路集装箱运
输总量超过16万标准箱，每周
约有290趟货运班列连接起汉
堡与中国的25个城市。在全球
供应链出现危机之时，中欧班
列保证了正常运行，给欧洲送
去了急需的物资。

“稳定之锚”

实际上，由于美国今年通
过一系列歧视性法案，大搞“脱
钩、断链”，扰乱了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使包括德国在内的全
球工业化国家深受其害。

德国总理朔尔茨说道：我
们必须非常明确一点，全球化
是成功的，让很多繁荣成为可
能，我们必须坚定捍卫全球化。

“脱钩”是错误的答案，正确的
是各位在这里给出的答案“多
元化”。我们绝对不能与个别
国家“脱钩”，必须跟每个国家，
我明确地说，也必须跟中国继
续做生意。

据德国《星期日世界报》报
道，根据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
组阁协议的规定，德国政府目
前正在制定“新中国战略”，朔
尔茨政府是否会继续延续默克
尔16年来的对华政策，引人
关注。

今年是中德正式建交50周
年。50年来，两国关系几经跌
宕起伏，但总体上不断向前发
展，保持着积极的互利共赢。

值得注意的是，朔尔茨此
次中国之行正值德国受能源成
本飙升、通胀和出口下降影响
之际，经济处于衰退边缘，使得
维持稳定的对外经济合作更加
重要。

而中国已连续六年保持德
最大贸易伙伴地位。数据显
示，2021年，中德贸易额再创新
高达2453亿欧元。德国对中国
出口额增长8.1％至1036亿欧
元；从中国进口额增长20.8％
至1417亿欧元。

另据德媒今年9月的报道，
荣鼎集团研究显示，近年来，欧
洲前10大投资企业在华投资额
占欧洲在华总投资额的近
80%。德国作为最大投资国遥
遥领先，过去四年在华投资额
占欧洲在华总投资额的43%，
2021年甚至高达46%。

这些数据是双方经贸联系
不可分割的最佳注解。

朔尔茨总理的此时来访，
为新时期的中德关系注入了新
动力。德国作为世界主要经济
体、欧盟的核心成员，如何审视
和定位中德关系，不仅事关中
德今后的发展方向，也事关欧
洲和世界的繁荣和稳定。

在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和全
球经济形势变化的背景下，中
德正继续扮演中欧关系的“稳
定之锚”。

本报综合

11月4日，德国总理朔尔茨正式访问了中国。此次访问意味着多个“首次”。这是朔尔茨当选德国总理以来首次访华，他也成
为了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首次来访的G7国家领导人。《经济学家》杂志评价称，朔尔茨本次访华的目标十分明确，而他的背后则是
随同访华的“德企天团”。

“我曾周游全球，从新加坡到阿伯丁，若你问我哪里最美，我就说，是（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从去年起，一首30年前的德语老
歌在欧美社交媒体上重新火了起来。尽管这首“TikTok神曲”曾引发过一些争议。但歌中表现的从德国汉堡港出发的水手们环游
世界的乐观和“冒险家精神”也引起了人们的共鸣。

11月2日，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刊登朔尔茨的署名文章，强调不应与中国“脱钩”，要加强供应链韧性，也体现了希望合作共赢
的诚意。从这个角度看，朔尔茨的“面向东方之旅”并不是“冒险”，而是“保险”。

德国汉堡港 资料照片

据新华社电 世界卫生组织7日
说，欧洲今年已有至少1.5万人死于高温
天气。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汉
斯·克卢格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各国目
前提供的数据估算，今年夏季欧洲区域
至少有1.5万人明确因高温天气丧生，其
中德国大约4500人、西班牙将近4000
人、英国超过3200人、葡萄牙逾1000人。

按照克卢格的说法，欧洲今年经历
有记录以来最热夏季，今年8月是记录
中最热月份。高温、干旱和林火加剧，均
对欧洲人健康构成负面影响，中暑成为
这一区域天气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

世卫组织：

欧洲今年至少
1.5万人死于高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