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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综合

□据 人民网莫斯科10月7日电
（记者 华迪）

据俄媒体7日消息，俄国家
杜马劳动委员会发布消息称，俄
罗斯或推行每周4天工作制。

据悉，缩减工作日的倡议由
“国际劳工组织”首先提出，俄罗
斯是该组织的成员。该倡议若
想在俄罗斯执行，必须形成国际
劳工公约，并获俄联邦批准。

俄议员们认为，缩减工作日
可以帮助增加就业岗位，更好地
保障员工健康并可对环境产生
积极影响。

另有报道称，俄国家杜马已
经准备重新审查该倡议。俄国家
杜马劳动委员会主席安德烈·伊
萨耶夫证实，本周将举行圆桌会
议讨论该问题。同时，伊萨耶夫
认为，工作时间的减少应该在工
资不变的前提下进行。

■网友热议
网友“啃完大月亮”：这不科

学，我生气了！
网友“夜阑XY”：呵呵呵，工

厂开不了工了吧。
网友“1-@1”：不想上班就不

想上班，有必要找这么多理由吗？
网友“温柔的国王”：不管怎

么规定，这里都还有个一周上 6
天班的人。

□据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0月8日电

瑞典皇家科学院8日宣布，将2014
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埃里
克·贝齐格、威廉·莫纳和德国科学家斯
特凡·黑尔，以表彰他们为发展超分辨
率荧光显微镜所做出的贡献。

诺贝尔化学奖评选委员会当天发
布声明说，长期以来，光学显微镜的分
辨率被认为不会超过光波波长的一半，
这被称为“阿贝分辨率”。借助荧光分
子的帮助，今年获奖者们的研究成果巧
妙地摆脱了经典光学的这一“束缚”，他
们开创性的成就使光学显微镜能够窥
探纳米世界。如今，纳米级分辨率的显
微镜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运用，人类每
天都能从其带来的新知识中获益。

声明还说，黑尔于2000年开发出
受激发射损耗（STED）显微镜，他用一

束激光激发荧光分子发光，再用另一
束激光消除掉纳米尺寸以外的所有荧
光，通过两束激光交替扫描样本，最终
获得突破“阿贝分辨率”的图像。贝齐
格和莫纳通过各自的独立研究，为另
一种显微镜技术——单分子显微镜的
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方法主要是依

靠开关单个荧光分子来实现更清晰的
成像。2006年，贝齐格第一次应用了
这种方法。因此，这两项成果同获今
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奖金共800万
瑞典克朗（约合111万美元），将由三位
获奖者平分。

诺贝尔化学奖，被显微镜“窥”到了
美、德三名科学家因发展超分辨率荧光显微镜分享2014年诺贝尔化学奖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记者 惠晓霜）

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之一、日
裔美籍科学家中村修二公开获奖秘诀，
就是“一肚子气”。

中村7日在记者会上回顾他在老东
家日亚化学工业公司的不快就职经历。
中村1979年入职，当时被派去制造红色
发光二极管（LED）。但是这种技术已经
面世多年，所以日亚的产品销路很窄。

“上级每次见到我都会说：‘你怎么

还没有辞职？’把我气得发抖。”中村说。
1988 年，中村实在受不了，就去找

时任老板小川信雄，要求开发蓝色LED
并前往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留学一年。
小川同意了他的要求，还批给他 500 万
美元研究经费。1993年，中村研发出了
大量生产氮化镓结晶的技术，制造出了
明亮的蓝色LED，从而实现了产品化。

“愤怒是我全部的动因。如果没
有憋着一肚子气，我就不会成功。”中
村说。

日亚为这项技术申请专利。不过，
这一重大成就带给中村的仅仅是公司
发放的 2 万日元（约合 185 美元）奖金。
甚至在离开日亚后，他还遭怀疑泄漏企
业秘密，被老东家告上法庭。

中村1999年离职，次年前往美国加
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任教。2001年，
中村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
亚就蓝色LED技术支付200亿日元（约
合1.9亿美元）补偿金。最终，双方达成
8.4亿日元（约合780万美元）和解协议。

今年的日裔美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公开获奖秘诀

我为什么获诺贝尔奖，因为“一肚子气”

俄罗斯或推行
每周4天工作制

一周休3天，工资还不变

10 月 8 日，
在瑞典斯德哥尔
摩，电子屏显示
出 获 得 2014 年
诺贝尔化学奖的
科学家的信息
（新华社/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