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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简报

最新发现与创新

为您导读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建琛）近日，厦大生命科学

学 院 林 圣 彩 教 授 课 题 组 的 一 项 研 究 发 现 了 细 胞“ 饥

饿”信号传导通路中的关键一环，从而揭示了细胞“饥

饿”信号传导机制的过程，这一发现被认为对研究包

括肥胖、糖尿病、脂肪肝等在内的代谢疾病的发生发

展机制及治疗新方法有着重大意义。近日，国际顶尖

学术杂志《细胞》子刊《细胞—代谢》发表了这一研究

成果。

林圣彩介绍，控制细胞新陈代谢平衡的是一种名

为 AMPK 的蛋白激酶，它决定身体中的脂肪是储存还

是燃烧。其作用机理是：当细胞能量水平较高时，细胞

中存在充足的能量分子 ATP，并使用 ATP 进行“合成代

谢”，将多余能量作为脂肪储存下来；当细胞“饥饿”时，

细胞中存在的 ATP 会转变为低能量分子 AMP，AMPK

将关闭合成代谢，反而激发分解代谢，让脂肪燃烧为能

量。为此，AMPK 又被誉为“细胞能量感受器”。多年

来，它一直是生命科学领域研究的“热门”。

此前的研究表明，当细胞“饥饿”信号 AMP 上升

时，AMPK 活性能被激活，促进增加 ATP 的生成，维持

细胞能量平衡。但该细胞“饥饿”信号如何传递到激

活 AMPK 的复合体上仍是一片空白。

林圣彩课题组研究发现，一种自己多年来的研究

对 象 —— 名 为 AXIN 的 蛋 白 是 调 控 AMPK 的 重 要 因

子。简言之，AXIN 是一个桥梁，是它将低能量分子

AMP 结合的 AMPK 和其上游激酶 LKB1 连接在一起，三

者形成一个复合体，促进 LKB1 对 AMPK 的磷酸化激

活，使得 AMPK 的活性升高，从而完成信号传递过程。

至 此 ，一 个 关 于 细 胞“ 饥 饿 ”信 号 如 何 被 传 递 到

AMPK 再到其被激活的机制“链条”完整呈现在世人

面前。

我科学家发现细胞“饥饿”信号传导机制

9 月中旬，教师节过去不久，清华大学地

球系统科学研究中心办公楼里仍挂着学生们

自己设计的谢师海报，特色明显。与这些海报

并排贴着的便是各种讲座信息以及中心新近

发表的论文，90％是英文，内容五花八门，有关

于大气环流的，有关于湿地保护的，有力学领

域的，还有计算机领域的……涉及的领域和学

科十分广泛。

这便是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研究的特

点——交叉性与国际化。2009年初，为深入研

究地球系统的运行规律，以及人类活动对地球

系统所产生的影响，为中国乃至世界培养应对

全球变化方面的高层次人才，清华大学成立了

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中心。一年后，又以中心为

依托，联合计算机系、环境系、核能研究院等院

系成立全球变化研究院，围绕全球变化问题组

织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

历史与现实，清华复建地学

全球变化研究是依托地球科学、生命科

学、计算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多学科交叉发展

起来的新兴研究领域。全球变化，包括气候

变化和地球系统多圈层相互作用引起的环

境变化，已经引起了国际科技界、经济界、政

界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王斌是

清 华 大 学 地 学 中 心 最 早 的 双 聘 教 授 之 一 。

他告诉记者，全球变化导致的干旱、洪涝等

极端天气、环境污染、粮食安全、人类健康等

全球性问题已经影响到全人类的生存和发

展。人类从未像今天这样，迫切需要了解赖

以生存的地球的运行机理，从而理解人类活

动对地球系统的影响，并进一步预测地球系

统的未来演变。

实际上，清华大学的地学学科有着悠久光

辉的历史。1929 年成立地理学系；1933 年，地

理学系易名为地学系，下设地理、地质、气象三

个组；1946 年，抗战结束后，西南联大结束，清

华大学在北平复学，地学系恢复；同年，原有的

地学系气象组独立成气象学系；1950 年，地学

系地质组单独分出，成立地质系；1952年，院系

调整，清华大学地学系调整到北京大学，成立

地质地理系。地学中心副主任罗勇告诉记者，

2009年，清华大学校务会议讨论通过成立清华

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中心和全球变化研究

院的决定，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考虑。

“一方面有很多老校友一直在呼吁复建地

学，另一方面校方也意识到在全球变化的大背

景下地学学科的重要意义，所以复建地学是清

华努力多年的方向。校方与科技部前部长徐

冠华院士讨论后一致认为，清华作为地学的后

来者应该突出交叉学科的优势，以全球变化研

究作为复建地学的突破口。”罗勇说。

交叉优势让清华地学
走得更远、更快

正如当初设想的那样，清华大学地学中心

在交叉学科建设上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逐渐得到了业界的认可。

地学是一个学科群，包括大气科学、海洋

科学、地理学、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加上生态

学，六个学科都是地学学科群的组成部分，这

其中与全球变化研究关系最密切的就有好几

个。罗勇告诉记者，国内的许多研究机构和高

等院校都具有长期的地学研究积累，各有特

色。他说，在大气科学领域，中科院大气物理

所、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浙江大学、

中国科技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等都从事大

气科学研究多年，具备雄厚的研究积累。清华

作为后来者主要还是把发展目标集中在跨领

域、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上。 （下转第三版）

站在地学研究前沿 应对全球变化挑战
—访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中心

本报记者 李 艳

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比往年更醒目，不

光因为许多人一两年前就猜中了结局，也因为

上帝粒子本身无比关键。证实了它，宇宙微观

构造图一段众所瞩目的虚线，就可以填实了。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诺奖。”清华大学教授

何红建长期研究质量起源，他评论说，“‘上帝

粒子’是描述自然界基本结构的‘标准模型’中

最后一个被发现的粒子，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

一个粒子，它涉及自然界一切基本粒子质量的

起源，故名为‘上帝粒子’。”

质量规范场搞“粒子歧视”

重如泰山，轻如鸿毛，啥东西都有质量，但

学过高中物理的人知道，光子没有质量。它为

何特殊？换个问法：别的粒子为什么有质量呢？

光子被归类为规范玻色子，玻色子就像是

飘渺无定的信使，服务于“更有存在感”的费米

子（比如质子和中子里的夸克，还有中微子和

电子）。光子有两个兄弟叫 W 玻色子和 Z 玻

色子，元素衰变放出能量就是他俩负责跑腿。

1960年代的科学家提出的假想认为，几兄

弟在宇宙诞生时是一体。换句话说，弱电力还

没分化成为电磁力和弱核力，后来才分化的。

但科学家就得解释：为啥光子站在体重计上没

读数，它的俩兄弟却是大胖蛋，比质子还重了

100来倍。

恩格勒特和希格斯等人提出，有一个弥漫

宇宙的场，即使在最平淡的真空里它也存在，

W 和 Z被它影响，而光子则不受影响。这个场

被称为“希格斯场”。它还施法于夸克、电子、

中微子等几位费米子家族成员，让费米子也具

有质量，由此回答了质量起源的疑问。而希格

斯粒子，或者说“上帝粒子”，可以认为就是希

格斯场“泛起的涟漪”。

有人把希格斯场比喻成游泳池或蜜罐，进

去了就会程度不同地被滞阻；还有人把它比为

集会大厅——名人一进去步履维艰，无名小辈

则畅通无阻。

光子不受影响，W 和 Z 却受影响有了质

量，这很不公平，很不对等啊，于是这过程叫

“弱电相互作用力的对称性自发破缺”。

弱电对称性自发破缺的研究并非起自希

格斯等人。“南部阳一郎于 1959 年 7 月就投出

一篇文章，研究了超导中的电磁规范不变性和

著名的迈斯纳效应。”何红建说，“而希格斯等

人的工作显然是基于南部和哥德斯通等人的

先前论文，应用到规范对称性自发破缺的。南

部因为关于对称性自发破缺机制的开创性工

作，于 2008年获诺奖。”

标准模型的最后一块砖

南部、恩格勒特和希格斯等人的对称性自

发破缺思想，最终被理论物理大师温伯格溶入

其在 1967年构造的电弱“标准模型”中，如今为

我们所关注的“上帝粒子”理论才正式成型。温

伯格也因其对标准模型的贡献(电弱统一理论)

与格拉肖和萨拉姆分享了1979年诺奖。

“标准模型”是基本粒子领域的中心概

念。“它自 1950 年代发源以来取得了惊人的成

功，物理学家为标准模型所做的奠基性工作已

先后获得 17 次诺贝尔物理学奖。”何红建说。

算上今年的获奖就有 18次了。

在标准模型里，基本粒子被排成一张 4 乘

4 的表，各种夸克、中微子、轻子（比如电子）、

光子、胶子、玻色子各就其位，纷繁的粒子世界

井井有条。

4 乘 4 的表不意味着基本粒子只有 16 种，

比如夸克就有 36 种——要考虑到对应的反粒

子，以及不同“色”的情况。这张表一共涵盖了

60 种基本粒子。而希格斯玻色子是唯一不在

表内的粒子，它是其他粒子质量的终极来源。

也就是说，标准模型一共有 61种粒子。

温伯格等人编制出“标准模型”表时，W

玻色子、Z 玻色子、胶子和一些夸克还没被发

现，但是其性质已经被标准模型预言了。而

1970 年代发现的粲夸克和底夸克，1983 年发

现的 W 和 Z 玻色子，以及 1995 年发现的顶夸

克，都符合预言的性质。 （下转第三版）

一份“沉甸甸”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揭秘上帝粒子与质量起源

本报记者 高 博

因发现细胞内运输系统的奥秘，三位科学

家共享 2013 年诺贝尔医学奖。三位科学家的

研 究 成 果 均 与 细 胞 囊 泡 相 关 。 其 中 ，兰

迪-W·谢克曼发现调节囊泡传输的基因；詹

姆斯-E·罗斯曼解释了囊泡是如何与目标融

合并传递的蛋白质机器；托马斯-C·苏德霍夫

则揭示信号怎样引导囊泡释放被运输物。

这般对于细胞“物流”密码破译的重大突

破，将会对人类产生哪些影响？

“本年度的诺贝尔医学奖成果将有助于肿

瘤治疗。”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生物膜与膜生物

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李培峰在接受科

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相关蛋白可能通过调

节细胞内信号传导而在肿瘤等疾病的发展中

起着重要作用，尽管它们不是直接癌基因产

物，却能够改变癌细胞的增殖、生存和侵袭能

力，将来可能成为肿瘤治疗的靶点。”

囊泡运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诺贝尔医

学奖成果的突破性发现解释了神经细胞之间

的信息传达、病毒感染细胞的方式，以及为什

么胰岛素释入血液时会有变化。

李培峰说，囊泡运输障碍可导致多种疾病

发生，如颅面疾病和家族性阿尔茨海默症等涉

及细胞囊泡相关元件的基因突变。发育缺陷、

免疫缺陷、神经退行性疾病、白化病、肿瘤、精

神分裂症、糖尿病与高脂血症等都涉及到囊泡

运输的异常。“囊泡运输异常也将导致摄取葡

萄糖的蛋白质无法正确定位到细胞表面，与Ⅱ

型糖尿病的发病具有直接关系。”

在李培峰看来，细胞囊泡运输相关蛋白可能

通过调节细胞内信号传导，从而在对于抑制肿瘤

等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虽然它们不是直接癌基因产物，却能够改变癌

细胞的增殖、生存和侵袭能力。三位科学家对于

囊泡机制的揭示为人们准确清楚地认识相关疾

病的发病机理进而寻找治疗靶点提供了理论支

持，使人类实现优化生命质量成为可能。”

“对于囊泡、线粒体、内质网、高尔基体以及

细胞核等膜包围的结构的研究必将成为未来的

一个热点。”李培峰说，这次囊泡运输的研究获

奖也说明国际学术界对生物膜组成的细胞器研

究的关注。 （科技日报北京10月10日电）

中科院专家解读今年诺贝尔医学奖
获奖成果为寻找肿瘤治疗靶点打开一扇门

本报记者 吴佳珅

科技日报讯 （记者常丽君）据物理学家

组织网 10月 10日（北京时间）报道，美国行星

科学家最近一项研究表明，在木星和土星大

气深处，它们液态的氢/氦洪流中可能漂浮着

大块的钻石。

木星和土星都属于气体巨行星，主要成

分是氢和氦。加利福尼亚专业工程行星科学

家莫纳·德里斯基和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

的凯文·拜恩斯汇编了最近的有关碳相图数

据，并结合新出版的木星与土星绝热线（压力

—温度曲线图）进行了计算，认为在两者内部

深处，应该有稳定的钻石。而且，在海拔低于

钻石稳定态的区域，压力和温度非常高，能将

钻石融化，形成钻石雨或液体钻石。

新数据发表在尼特尔曼等人的研究报告

中，以新的木星与土星内部物质状态方程为

基础，对绝热线进行了改进。相关实验由桑

迪亚实验室和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

执行，利用冲击波技术，为不同碳相态划分出

清晰的界限。

德里斯基和拜恩斯报告称，在土星巨大

的闪电风暴中，可能形成煤烟或石墨烯形式

的碳元素，下降到行星内部，在深海拔处被挤

压成钻石，然后在接近行星核的地方，被融化

成液体钻石。

人们 30 年前就已知道，在天王星和海王

星核心处可能有稳定的钻石，而木星和土星

则被认为是太热了，或条件不适合而无法让

固体钻石降落下来。天王星和海王星内核由

于太冷而不会融化钻石。最新公布的数据也

证实，在土星深处可能有大块钻石围绕着它

漂浮，有些钻石生长得太大，甚至可称为“钻

石山”。

前不久，著名空间艺术家迈克尔·卡洛编

辑出版了一本名为《外星海洋》（斯普林格，

2013）的书，其中一章题为“土星之海”，由拜

恩斯和德里斯基所著，就利用了这些最新的

精确数据。该章讲述了一个故事：在遥远的

将来，有机器人采矿飞船往来于土星内部深

处，经营着大块钻石的生意。

前段时间，关于火星上是否有生命，甚至

酝酿“火星之旅”的事，着实让火星“火”了一

把。这下木星和土星也不甘寂寞了，忍不住

站出来“叫板”：你上面有生命，我上面还有大

量钻石呢！大有风头盖过火星之势。保守派

估计会想，那不过是遥不可及的“钻石梦”而

已，只有流着哈喇子空想的份儿；乐观派却说

不定已经摩拳擦掌，尤其是对那些拥有巨额

财富，又闲着没事干的人来说，“火星之旅”都

不算个事儿，弄点钻石应该也不会太难。

木星土星内漂浮大量钻石

图为《外星海洋》中的插图，显示机器人
手伸出来抓住钻石，收集并运回地球。

10月10日，我国迄今发现的最大的侏罗纪恐龙化石在其发现地——新疆鄯善正式被命名
为“鄯善新疆巨龙”。“鄯善新疆巨龙”体长30余米、体重约30吨，生活在距今1亿6千多万年的
中侏罗世晚期的齐古组，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完整的恐龙骨架化石。

上图 10月10日翻拍的由科考专家根据化石绘制的“鄯善新疆巨龙”骨骼形态及复原图。
下图 在新疆鄯善县七克台地区“鄯善新疆巨龙”化石发掘现场，两名来自德国的科考专家

在近距离观察恐龙化石。 新华社记者 王菲摄

““鄯善新疆巨龙鄯善新疆巨龙””命名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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