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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短讯

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讯 如果您认为世界上最精妙细

微的部件是手表中细小的齿轮和组件的话，您

就 OUT 了。日前，由以色列和德国科学家组

成的研究小组宣布，他们成功制造出一个直径

只有 70 纳米（一纳米即十亿分之一米，相当于

一根头发直径的 5 万分之一）的螺旋桨形推进

器。这种纳米螺旋桨的尺寸只有人类血液细

胞的百分之一，能在水和模拟人体组织的凝胶

中自由穿行。该技术未来有望用于药物的精

确投递和某些特殊疾病的治疗。相关论文发

表在《美国化学学会·纳米》杂志上。

近年来，纳米机器人的研究日渐升温，而

制造纳米机器人的第一步就是要解决它们的

动力问题。物理学家组织网 7月 31日报道称，

这个由以色列理工学院罗素·贝里纳米科技研

究所、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智能系统研究所和

德国斯图加特大学物理化学研究所的科学家

参与的研究项目，采用了螺旋桨式解决方案。

整个螺旋桨由硅和镍制成的细丝组成，直径

70纳米，长 400纳米，在体外通过磁场驱动。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智能系统研究所的皮

尔·费希尔说，如果将这个纳米螺旋桨的直径与

一个人类血液细胞相比，前者只有后者的百分之

一。这些螺旋桨是如此之小，以至于在进入工作

环境后会受到附近分子运动（布朗运动）的影响。

在制造出这种纳米螺旋桨后，该团队就已

确定它们能够在水中移动，因此是否能够在活

的有机体中自由移动才是实验测试的关键所

在。为了更加逼真地模拟有机体，他们采用了

一种名为透明质酸凝胶的物质进行测试。透

明质酸又名玻璃酸、玻尿酸，是一种酸性黏多

糖。这种物质在人体组织间、关节头的滑液中

和眼球内的玻璃质中广泛存在，能起到黏合、

润滑和保护的作用。

由于透明质酸凝胶中包含有网眼状的蛋

白质，这种蛋白质有可能会挡住纳米螺旋桨的

去路；而这种纳米螺旋桨也实在是太小，很容

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实验开始前，研究人

员多少有些担心。但结果完全打消了他们的

顾虑：实验显示，与纳米螺旋桨尺寸大体相当

的蛋白质网眼非但没有对螺旋桨的前进造成

阻碍，还显著提高了它们的推进速度，让整个

过程非常顺利。

费希尔说，有望最先使用到这项技术的可

能是药物的精确投递。例如，可以让这种纳米

螺旋桨携带药物或活性分子移动到一个精确

的位置，再将其释放；或者用其进行小剂量放

射治疗等。总之，这项技术为人们提供了无限

广阔的想象空间，还有更多的应用待科学家们

去开发。 （王小龙）

科学家制成迄今最小纳米螺旋桨
可用于药物的精确投递和某些特殊疾病的治疗

想象力或许是我们拥有的最强大工具，

可以创造未来，也可以构建过去的历史，尤其

是用来探索生命的起源。生命离不开能量，

进化的引擎最初是如何打开的？德国杜塞尔

多夫海因里希·海涅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学

院科学家在近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发表论

文，对此进行了专题探讨。

海底的生化反应

所有生物要维持生命运作，都要通过化

学反应来释放能量。在生化反应放出能量的

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反应物和生成物。进

化至今，ATP（三磷酸腺苷）成为生物新陈代

谢中的最主要能量载体。自从 35 亿年前第

一个原核生物出现在地球上，生化反应就持

续不断地进行着，那时的生物还不需要氧

气。是什么点燃了最初的生化反应，从此打

开了生命进化的引擎呢？

新研究提出，古微生物的能量收集系统

是当今世界大尺度地球化学过程的一个缩

影：海底热碱液气孔中的离子浓度变化，就像

“失落之城”的生态系统，依旧活跃在中大西

洋底，是一直燃烧着的生命化学反应。

在本研究中，德国杜塞尔多夫海因里

希·海涅大学分子进化研究所的威廉·马丁和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遗传、进化与环境研究所

的尼克·兰恩等人研究了产烷生物和它们进

化过程中的化学反应。这些微生物的能量机

制被称为“氢假说”，它们能用 H+（氢离子）的

电子还原 CO2（二氧化碳）合成 ATP，产生乙

酸盐或甲烷。它们能量代谢的共同之处在

于，都是用最原始的固定 CO2的方式。

氢气版线粒体

现代细胞的新陈代谢是分解糖，细胞是

通过内共生的线粒体，依靠氧气进行氧化还

原反应来产生能量。而马丁看到，在真核细

胞中一群产甲烷菌（Methogens）紧靠着氢酶

体，他推测这些产甲烷菌是靠氢酶体产生的

氢气存活。

氢酶体类似于氢气版的线粒体，也能产

生能量，本身不含有任何自己的基因组。马

丁推测，它们之间的融洽关系可能几十亿年

前就存在——不是作为真核寄主细胞的“寄

生民”，而是生活在寄主“能量车间”里的“自

由民”。

那些需要“未来线粒体”的寄主没有完整

细胞核，而是原核的、依赖氢气的产烷生物。

当时的“未来线粒体”是一种兼性厌氧真菌，

同时也变成了氢酶体。

本研究提出，是线粒体创造了细胞核，并

由此产生了真核细胞。这一过程包含了大量

转移，线粒体将自身的大部分遗传物质给了

寄主，扩增了最初的基因序列成为染色体，同

时进化了细胞骨架，为复杂的分裂循环做好

准备。

在共生问题中，是寄主从其“寄民”那里

“偷”了基因，还是“寄民”把基因捐给了寄主，

只不过是相对而言。同样道理，“吞食”还是

“感染”也是相对，甚至神经元“派发”到各处

的各种神经传导素是废物、礼物还是刺激物，

也看从哪个角度来说。

从“地化过程”到“生化过程”

尼克·兰恩更多揭示了线粒体在细胞过

程中的作用，他在专著《能量、性与自杀》一书

中总结了大量线粒体与生命意义方面的观

点。他观察到许多“氢假说”的例子，现在已

成为普遍接受的事实。他指出，用那些保留

下来的少数基因，只在线粒体基因组中局部

复制，让细胞可以在不同的区域迅速调整它

们的能量输出。比如在神经元延伸树突过程

中，可能有利于其结构改变和记忆形成。

探索生命起源，我们需要返回去，想象真

核合并以前发生了什么。马丁和兰恩合作提

出了他们观点，一些地球化学过程，包括海底

热液气孔的离子浓度变化、随意传递和后来

的 H+、Na+离子交换，这些过程随后在细胞内

部加速、压缩，变得更加高效。

在一系列地球化学反应中，海水渗透到

海洋地壳中，形成发热的氧化亚铁（Fe2+）和

氧化铁（Fe3+），并释放出氢气和能量。生成

了强还原环境，使流出的碱液 pH 值保持在

10 左右，基本能控制孔中的液体成分。而在

现代自养生物（自营养和生产性细胞）中，也

自发形成了同样量级和方向的天然的质子

浓度。

海底气孔具有天然的化学渗透特征，

线粒体中也发生着化学渗透，离子随浓度

高低而流动，由此可能产生能量。在生命

的例子中，广泛利用了多种工具泵，如 ATP

酶，在 ATP 中能量以磷酸键的形式存储起

来。如果最早的 ATP 酶利用了这些碱液孔

浓度，第一步可能包括了简单的 H+/Na+对

向运输。这种机制可能改变了初始浓度，

变 成 了 产 乙 酸 菌 和 产 烷 生 物 目 前 所 用 的

Na+ 浓度。这些复合体仍然用铁—硫簇和

甲基团做基质，它们可能导致了原核生物

自由生命的出现。

点 燃 生 命 的 能 量
——科学家探索从“地化作用”到“生化作用”的演变

本报记者 常丽君 综合外电

炽热的碱液，就像“失落之城”的生态系统，或许是解开生命起源之谜的钥匙。

新华社东京 7月 31日电 （记者蓝建中）

日本山梨大学日前宣布，其研究小组利用在国

际空间站保存了约 9 个月的真空冷冻干燥实

验鼠精子进行人工授精，成功培育出“太空实

验鼠”。

虽然鱼类和两栖类方面的实验曾有过类

似成功的例子，不过利用哺乳类获得成功在世

界范围内尚属首次。

该研究是山梨大学生命环境系教授若山

照彦等人与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等共同实

施的。实验鼠精子在进行真空冷冻干燥后，于

去年 8 月由日本“鹳”号无人货运飞船运送到

国际空间站，并在日本“希望”号实验舱的冰箱

中冷冻保存了约 9 个月时间。实验舱的辐射

剂量相当于地面的约 150 倍。今年 5 月，这些

精子由美国“龙”飞船带回地球。

研究小组回收精子后，利用特殊的器械

对普通实验鼠的卵子实施了人工授精，然后

令受精卵在雌性实验鼠子宫内着床。到 7 月

29 日，已经有 57 只幼鼠诞生，出生率与利用

在地面保存的精子进行的人工授精没有太大

差别。

虽然精子在太空时一直暴露在强放射线

下，但是研究人员未发现精子受到影响，生下

的实验鼠目前都很健康。今后研究人员将跟

踪研究这些“太空实验鼠”的繁殖能力和寿命。

现在还有一部分冷冻精子留在“希望”号

实验舱内，最长可保存 3 年。从明年开始，山

梨大学还将进行回收，尝试人工授精，以研究

强烈的宇宙射线对基因的损伤程度以及对实

验鼠寿命和子孙的影响。

若山照彦指出：“这项研究显示生殖细胞

在放射线下暴露 9个月时间也不会受到影响，

期待今后能把这项技术应用到牛身上。如果

人类将来建立太空基地，就需要繁殖家畜，如

果能发现在太空中保存的哺乳类精子没有问

题，将是一个进步。”

世界首批“太空实验鼠”诞生
生殖细胞在放射线下暴露9个月未受影响

新华社日内瓦7月30日电（记者张淼 刘
美辰）就有媒体报道说一名由非洲返回中国香

港的女子出现类似埃博拉病的症状，世界卫生

组织新闻发言人保罗·加伍德 7月 30日对新华

社记者表示，尽管西非地区埃博拉疫情仍然严

峻，但中国民众无须对此恐慌。

7 月 30 日有报道称，一名由非洲肯尼亚返

回中国香港的女子呈现疑似感染埃博拉病症，

一度引发亚太地区高度关注。当天晚些时候

当地媒体报道称，该女子的检测结果呈阴性，

排除感染埃博拉病毒的可能。香港特区政府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也于当日表示，并未

接报疑似病例。

加伍德表示，当前各国都必须加强对埃博

拉疫情的监测与感染控制，如果游客从西非疫

区返回 3 周之内出现高烧、虚弱、呕吐、肌肉疼

痛等症状，应高度警惕，立即向医疗部门寻求

帮助并报告他们的旅行细节。

目前阶段，世卫组织并未发布任何针对疫

区的旅行或贸易禁令。根据世卫组织此前发

布的埃博拉疫情国际旅行与健康提示，游客、

商人在疫情影响地区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概率

极低。目前已知的感染埃博拉病毒的主要渠

道是直接接触到感染者的血液、分泌物及其他

体液，或者接触被感染对象的尸体。

埃博拉病毒的潜伏期从 2天到 21天不等，

迄今尚未有确认的通过空气传播的情形。世

卫组织表示，即使搭乘飞机或火车等公共交通

工具时遇到埃博拉感染者，感染的概率也十分

低。只不过这种情况下，世卫组织建议对接触

者进行追踪观察。

加伍德表示，目前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

拉利昂三国的疫情仍具挑战性，7月 21日至 23

日间，三国新增 108 例埃博拉病例，死亡 12

人。截至 7 月 23 日，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

利昂共计报告埃博拉病毒造成的累计病例数

达 1201例，其中 672例死亡。

埃博拉病毒是迄今发现的致死率最高的

病毒之一，尚无有效疗法。该病毒通常由血液

和其他体液传播，传播速度很快，可导致埃博

拉出血热，其主要症状为高烧、头痛、腹泻与呕

吐等。

世卫组织发言人称

中国民众无须对西非埃博拉疫情恐慌

新华社华盛顿7月30日电（记者林小春）

多国科学家 7月 30日警告说，抗药性疟疾正在

东南亚快速传播，严重威胁控制与消除疟疾的

全球努力。

研究人员在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

报告说，2011 年至 2013 年，他们在东南亚和非

洲 10个疟疾疫情严重的国家对 1200多名疟疾

患者的血样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柬埔寨西部

和北部地区、泰国、越南和缅甸东部地区，疟原

虫已普遍发展出对最有效的抗疟药物青蒿素

的抗药性；在缅甸中部地区、老挝南部地区和

柬埔寨东北部地区，疟原虫也开始出现对青蒿

素的抗药性。

研究人员说，最令人担忧的是泰柬边境，

针对另两种抗疟药氯喹和磺胺多辛－乙胺嘧

啶的抗药性问题也最早出现在该地区，从而最

终导致这两种抗疟药先后失效。

令人安慰的是，肯尼亚、尼日利亚和刚果

（金）似乎尚未出现针对青蒿素的疟疾抗药性

问题。

参与研究的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尼古拉斯·
怀特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仍有可能在亚洲

遏止抗青蒿素疟原虫的传播，并防止它们传到

非洲去，但机会之窗正在快速关闭。传统的疟

疾控制方式已经不够，我们需要采取更多激进

措施，并立即把这件事提升为全球公共卫生的

优先事项。”

研究人员建议，在疟疾抗药性问题严重地

区，可以把青蒿素 3天的标准疗程延长到 6天，

这是可能阻止情况恶化的一个临时解决方

案。此外，要采取行动防止抗药性疟疾从缅甸

传播到孟加拉国和印度。

目 前 ，有 多 种 新 型 抗 疟 疾 药 物 正 在 研

制 中 ，但 研 究 人 员 警 告 说 ，至 少 几 年 内 ，这

些 药 物 没 有 可 能 被 大 范 围 使 用 ，因 此 有 必

要密切关注青蒿素的疟疾抗药性问题。“可

以说，青蒿素是最好的抗疟药物，在依然有

效 的 地 区 ，我 们 需 要 妥 善 使 用 它 ，”此 项 研

究首席科学家、牛津大学的伊丽莎白·阿什

莉说。

抗药性疟疾在东南亚快速传播

埃博拉关键词——传染与防治
埃博拉病毒通常通过血液和其他体液等途径传播，迄今尚未有确认的通过空气传播的情形，感染潜伏期从2天到21天不等。患者的

最初症状是突然发烧、头痛，随后是呕吐、腹泻和肾功能障碍，最后是体内外大出血，死亡。埃博拉病毒是迄今发现的致死率最高的病毒之
一，死亡率超过50%，尚无有效预防和治疗办法。唯一阻止病毒蔓延的方法就是把已经感染的病人完全隔离开来。

2014年7月23日，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成员身着防护服站在隔离区附近。 新华社/法新（张帆编辑）

塞拉利昂进入紧急状态
抗击埃博拉疫情

新华社阿克拉 7月 31日电 （记

者林晓蔚）弗里敦消息：塞拉利昂总统

科罗马 7 月 30 日晚向全国发表讲话，

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同时启动国

家范围内的应对计划，以抗击埃博拉

疫情。

科罗马说，一个由他亲自牵头的

埃博拉疫情特别行动小组已经成立，

将在全国推行一系列紧急措施，“超

乎寻常的挑战必须以超乎寻常的措

施应对。”

这些措施包括：所有疫情中心必

须隔离；警察和军队将协助卫生部门

官员及非政府组织严控疫情中心人员

进出；感染者所在社区及家庭必须隔

离；除了埃博拉疫情相关事宜外，停止

一切公众集会；任何死者下葬前必须

向当局报告；在弗里敦隆吉国际机场

实行更严格的旅客监测和控制；除非

特别重要，所有政府官员的境外旅行

一律取消。

科罗马表示，这些措施的暂时实

行期限为 60天至 90天，到期后视情况

再决定是否延续。他同时宣布 8 月 4

日将是全国抗击埃博拉日，希望所有

国民当日留守家中，不要外出，以减少

交叉感染。科罗马号召国民团结起来

战胜疫情，“我们决不能接受失败。”

科罗马已经取消了前往美国参加

美国—非洲首脑峰会的计划。他8月1

日前往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与其他国

家首脑商讨应对埃博拉疫情的策略。

基 因 治 疗 小 头 症
取 得 进 展

新华社东京7月31日电（记者蓝
建中）东京医科齿科大学日前发表公

报称，其研究人员参与的一个国际团

队在动物实验中弄清了先天性小头症

的发生机制，并通过基因治疗，部分恢

复了小头症实验鼠脑的尺寸和智力。

由于遗传原因，每 3万至 5万名婴

儿中就有 1 人患小头症，患者脑的尺

寸很小，并且伴随智力障碍。近年来，

与小头症有关的致病基因相继被发

现，PQBP1基因就是其中之一。

东京医科齿科大学教授冈泽均和

美国哈佛大学、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

究 所 等 机 构 的 同 行 人 工 培 育 出

PQBP1 基因缺陷的实验鼠，使位于实

验鼠神经干细胞内的这一基因不发挥

作用，然后研究实验鼠脑的发育过程。

他们发现，PQBP1 基因丧失功能

后，对细胞分裂周期发挥影响的蛋白

质 APC4 也无法再发挥作用，神经干

细胞的分裂周期会变得异常缓慢，到

实验鼠出生前都无法形成充足量的神

经细胞，从而无法形成足够尺寸的脑。

研 究 人 员 还 确 认 ，给 胎 儿 期 的

PQBP1基因缺损实验鼠补充 APC4蛋

白质后，神经细胞的形成得以恢复。另

外，向怀有基因缺损实验鼠胎儿的雌鼠

腹部注射与病毒载体结合在一起的

PQBP1基因后，实验鼠幼仔的脑尺寸得

到部分恢复，之前只有正常脑尺寸的

65％，注射基因后恢复到了85％左右。

研究人员还给经过基因治疗的实

验鼠施加声音和电刺激，他们发现实

验鼠在这之后即使单纯听到声音，也

会缩成一团，证实它们的学习能力得

到了改善。

冈泽均指出：“此次实验显示，可

人为调节脑的大小，也证实小头症有

治疗的可能性。”

巴西出巨资参与
麦哲伦天文望远镜项目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7月30日电（记

者刘隆）巴西圣保罗州研究援助基金会

日前宣布，巴西将为正在建设中的巨型

麦哲伦天文望远镜项目投资4000万美

元，约占整个项目预算的4％。

该投资将确保巴西天文学家享有

麦哲伦望远镜总运行时间的 4％进行

科学研究，预计从中获得的信息量是

目前巴西天文学家所有使用中的天文

望远镜的约 30倍。

麦哲伦望远镜是世界上最大的天

文望远镜之一，安装地点位于智利安

第斯山脉地区的拉斯坎帕纳斯天文

台，预计 2021 年完全投入使用。这个

国际项目已有美国、澳大利亚、韩国的

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参与建设。

建成后，麦哲伦望远镜可帮助天

文学家进行多方面科研，如研究宇宙

大爆炸后恒星和星系的起源、测量黑

洞质量、发现其他恒星周围类似地球

的行星，以及探索暗能量的性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