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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座3D打印办公室亮相迪拜
! ! ! !本报特稿“土豪
之都”迪拜近日推出
全球首座 !"打印办
公室!见右图"。

!" 打印机此前
多用于工业场合，很
少用于建筑物。迪拜
官员表示，这个弧形
的办公室耗时 #$ 天
建成，造价约 #%万美
元，使用了一种特别
的水泥混合物。占地
面积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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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余名涉事留学生或被驱逐出境
美国土安全部办!野鸡大学"引诱不法中介上钩

! ! ! !今年 !月，美国媒体曝光一起由美国国
土安全部策划执行的“钓鱼执法”，卧底探员
在新泽西州开办了一所“野鸡大学”———北新
泽西大学，以引诱不法中介上门，安排国际学
生挂靠学校、获取签证。经过两年半的布局，
警方将黑中介一锅端。如今，"###多名涉事留
学生（多数来自中国和印度）因案发导致签证
失效，面临着十分尴尬的局面。

不会遭到起诉
据《纽约时报》报道，截至 $月 "%日，美

国调查人员以涉嫌签证诈骗为由共逮捕 %%

人。案发后美国警方曾表示，他们已经掌握这
"###多名留学生的资料和行踪，并将交由移
民局处理。对此美国媒体的解读是———这些
留学生将会被驱逐出境，但不会遭到起诉。

美国联邦法院出庭律师张军表示认同这
一推断。张军说，美国政府此次执法的核心目
标是那些利用“野鸡大学”牟利的非法中介，
而涉案留学生数量较大，如果对他们进行起
诉，将会耗费大量的公共资源，政府应该不至

于全部起诉。

难当!污点证人"

美国媒体报道，在涉案留学生中，有人已
经接到美国移民局的通知，要求“配合出庭作
证”。他们的护照也被移民局收走，哪儿也去

不了。而出庭的时间还要等法院排期，可能三
个月，也可能半年。对于这种情况，张军说，留
学生有义务配合司法部门调查。

那么这些学生有没有可能成为所谓的
“污点证人”而与政府达成协议，从而获得对
自己相对有利的局面呢？张军认为可能性不

大。他说，一般在证人非常有价值、对案件审
判影响很大的情况下，政府才有动力与证人
达成相关协议，而此案既然是“钓鱼执法”，相
信政府已经掌握比较充分的证据，留学生证
人也只是起到补充作用。

别抱侥幸心理
在美国一些新移民较多的地区，容易出

现钻空子的“野鸡大学”，例如在洛杉矶、旧金
山等地都查处过非法办学机构，涉案学生也
不在少数。对此，张军律师表示，美国社会重
视诚信，如果在签证、学历这些事情上作假，
将会对未来在美国的发展产生恶劣影响。一
旦被查出签证造假，可能在相当长时间内都
很难再入境美国。

张军还透露，自“&·""”事件以后，美国对
学生签证的审核和监管也严格了许多，此番
“钓鱼执法”也起到一定威慑作用：不钻空子、
不贪便宜、不抱侥幸心理，诚实、踏实地走好
留学生活的每一步，否则即使一时蒙混过关，
最终也要自尝苦果。 陈璐

这场骗局!黑锅"该谁背#

! ! ! !去年 !月开始，一条“吃黑巧克力可以减
肥”的新闻登上了全球各大媒体重要位置。可
惜的是，它其实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恶作剧。
几乎所有人都将这场骗局归罪于“不负

责任的媒体”“懒惰的记者”，甚至当闹剧的始
作俑者、牛津大学分子生物学博士、科学记者
约翰尼斯·博汉农表示)他这么做是想揭露饮
食研究与媒体背后的复杂链条，依然将这一
记耳光打在媒体脸上。
但是，这传播伪科学的黑锅真不该单让

媒体背着。媒体偏爱报道“吃黑巧克力可以减
肥”这样的话题，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于热衷于
吸引眼球、追求点击率，这本身是一个够接地
气、大众喜闻乐见的健康新知类话题。
社会稳定的运转离不开各领域从业者的

各司其职。学者干好研究的事儿，学术杂志把
好论文发表的关，媒体人干好传播的活儿。显
然，在这场恶作剧中，让这份不合格的报告得

以“见天日”的学术杂志才是罪魁祸首，它本
该把好第一道关卡，却给伪科学开了个口子。
而媒体的错在于轻信了“权威”的学术杂志。
多年来，博汉农一直在嘲讽不严谨、只为

收钱的学术期刊。他说，在去年这场闹剧中，
为了拿这篇问题论文当鱼饵，他“需要跳过同
行评议这一步”，交了 *((欧元，论文就这么
一字未改地发表了。

从 #**'年法国《学者杂志》沿用至今的
同行评议这个“筛子”，目前依旧是国际学术
期刊稿件把关的重要机制。然而这些年，因为
伪造同行评议而撤回论文的事件不在少数，
同行评议走走形式、收钱发文章的期刊也不
只在中国存在。正是它们的放水让严谨的学
术变得不再严谨，专业的期刊不再专业。
如果非要说媒体太不可信，那么学术期

刊也同样靠不住。看来，作为传播科学知识的
起点，专业学术期刊亟待整顿，甚至成了个全
球学术界的课题。 本报记者 齐旭

!相关报道请见今日 !"版#新民环球$"

衣物成环境潜在污染源
混合纤维带来大量二手!塑料微粒"

! ! ! !新华社内罗毕 !月 "!日电 第二届联合
国环境大会正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阿希姆·施泰纳说，
环境大会与世界上每个人息息相关，人类的
衣食住行都和环境污染发生关联。

当今社会，人们对自身衣着的关注与日
俱增，对衣物提出了时尚、健康等要求。然而
近年来研究表明，衣服也是潜在污染源。

环境署在会议期间发布的报告显示，混
合纤维型衣物中包含的纤维物质是二手“塑

料微粒”（直径在 "纳米至 $毫米）的重要来
源。当用洗衣机洗衣服时，机械摩擦使塑料纤
维从衣物中脱离出来，随废水排出。它们体积
极小、浮力大，可以逃过大多数废水处理系统

的筛检进入土壤或水体，最终通过种种途径
又进入人体。

报告说，一件混合纤维衣物在洗衣机中
洗涤一次就可释放超过 "&##个“塑料微粒”

纤维。在 %#"'年，混合纤维作为家庭或工业
用布料和织物的全球消费已超过 $$##万吨，
占全球纤维消费的 (")，与 %##&年 '$*#万
吨的消费量相比增长显著。

对印度尼西亚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市场
上的海洋鱼类进行抽样调查发现，四分之一
样品的内脏中存在塑料碎片和来自织物的纤
维。除了海产品外，调查人员还在饮用水、啤
酒、蜂蜜、糖和食用盐等多种食物中检测出
“塑料微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