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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短讯

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讯 英国科学家日前开发出一种

简单、通用的制造人工抗癌分子的方法，由此

制造出的抗癌分子能够模仿人体天然的防御

机制，对抗癌细胞和感染，并能通过自组装的

形式在数分钟内实现合成。实验显示，这种分

子能够有效对抗结肠癌细胞。相关论文发表

在《自然·化学》杂志上。

领导这项研究的英国华威大学化学教授

彼得·斯科特说，他们合成的这种抗癌分子名

为 triplexes，是一种与人体中天然产生的、能够

对抗癌症与感染的肽结构极为类似的分子。

这种人工肽与天然肽具有相似的 3D 螺旋结

构。

物理学家组织网 8 月 4 日报道称，此前人

工肽的合成较为困难，大规模生产成本极高，

而新方法可以在不需要昂贵设备的情况下，在

几分钟内合成。这种精巧的化学自组装形式，

能够生产出既实用又稳定的分子。

斯科特说：“新研究所设计的化学反应就

如同将一堆散乱的乐高积木扔进一个布袋，

只需摇一摇，它们就能神奇地自己组装成一

个星球大战死星模型。”斯科特介绍说，制备

这种分子需要将一种氨基醇衍生物和甲基吡

啶与氯化铁的溶剂混合，之后这些物质会发

生化学反应，形成牢固的键合，几分钟后就能

自组装形成他们所希望得到的分子。化学物

质本身会自行按照实现设定程序进行反应，

一旦除去溶剂之后，就只剩下晶体形态的人

工肽。

研究人员称，该方法不需要复杂的分离提

纯操作，也不会像乐高模型一样留有神秘的插

槽。在实际应用中，其化学性质相当稳定。而

更绝妙的是，整个过程完全是自动进行的，人

们只需将几种原料按照预定的比例和程序混

合在一起即可。

斯科特说：“实际上，自组装是自然界中常

用的一种物质合成方法，常见的天然蛋白质这

种非对称的复杂分子就是由自组装而来。但

要让它们按照人类的意愿进行组装，合成我们

需要的分子，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是一项

非同寻常且很有前途的研究。”

虽然用这种方法制成的人工肽已被实验

证明对结肠癌具有疗效，但在用于临床试验

前，研究人员还需要开展进一步研究以确定其

安全性。 （王小龙）

人工抗癌分子能数分钟完成自组装
合成方法简单成本低 可实现大规模生产

西非地区的埃博拉疫情引起全球关注。

但其实，人类早在 1976 年就发现了埃博拉病

毒。近 40年过去了，科学家为何仍未研发出

针对这一致命病毒的特效药物或疫苗？破解

埃博拉到底难在哪里？

首先要从埃博拉病毒说起。这种病毒很

难对付，对实验室中的培育环境要求极高。

相关实验必须在高安全防护措施的实验室中

才能进行，而具备这样条件的实验室在全球

范围内数量有限。

其次，埃博拉虽然是一种致命病毒，但客

观地看这种病毒其实很少见，它的传播范围

基本上就集中在西非地区，很多人以前甚至

没听过这个病名。正如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

格雷戈里·哈特尔所言：“由于史上埃博拉病

例出现不多，此前医学界并未像研发艾滋病

疫苗一样存在迫切压力。”

而且埃博拉疫情的暴发时间不规律，不

像某些病毒性传染病有特定的季节性，因此

也就无法预知和防范。这就导致研究人员测

试新疗法的机会也相应减少。

此次西非三国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

利昂暴发了迄今最大规模的埃博拉疫情，截

至目前报告的确诊和疑似病例总计 1000 多

例，这与常见的疟疾、登革热等传染病相比，

规模要小得多。而此前许多年，埃博拉在西

非地区基本上只是零星感染。

此外，缺乏经济效益也是针对埃博拉的

特效药物或疫苗迟迟无法研制出来的原因之

一。埃博拉药物或疫苗研发需要巨额资金，

其销量却很有限，肯定没有私人企业愿意投

资。英国雷丁大学病毒学家本·诺伊曼就说，

“做埃博拉这种研发，对于任何一家医药公司

来说，从经济角度看都是不可行的，因为企业

要考虑到经济利益”。

目前，主要是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的政

府在资助埃博拉病毒的研究，而发达国家政

府资助相关研究并非因为这是一种常见传染

病，往往是出于防范生化袭击的考虑，其成果

也很难扩散到企业。

由于以上种种因素，针对埃博拉病毒的

特效药或疫苗研发一直进展很慢。美国疾病

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托马斯·弗里登就曾表

示，至少一年内不会出现针对埃博拉病毒的

有效疗法和疫苗。直到这次西非暴发严重的

埃博拉疫情，相关的研发才开始加速前进。

盘点全球，目前正在研发的少数几种

埃博拉药物或疫苗，主要集中在美国，但尚

无 一 种 完 成 严 格 的 临 床 试 验 。 据 媒 体 报

道，美国陆军资助研发的一种埃博拉药物

已经在猴子身上显示出理想效果。美国弗

吉尼亚大学传染病专家弗雷德·海登谨慎

评价说：“这种药物应该能行，因为动物模

型（显示有效），但是，除非在人体中进行临

床试验，否则谁也不知道。”

至于疫苗，美国政府资助研发的一种疫

苗虽然已经在灵长类动物中取得了理想效

果，但人体注射后效果如何、安全剂量是多少

尚不可知。加拿大一家公司与美国政府签署

了 1.4 亿美元的合同研发埃博拉疫苗。但早

前，他们在健康人身上进行接种试验时，被美

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叫停，理由是还需提供

更多疫苗安全信息。

眼下，医务人员面对埃博拉出血热患者

能做的就是：减轻高热、呕吐、腹泻等各种症

状，保证患者不脱水。埃博拉病毒虽然致死

率高，但如果感觉不适时及时寻求医疗救治，

有些患者仍有机会康复。

那么这些尚未经过大规模人体临床试验

的药物或疫苗，在当前西非疫情大暴发之际

能先行使用吗？对此科学家分歧严重。

病毒发现者之一、现供职于伦敦大学卫

生与热带医学院的彼得·皮奥特认为，鉴于这

次西非疫情史无前例，应该认真考虑是否采

用试验性药物或疫苗。但也有很多专家表

示，使用任何尚未经过大规模人体临床测试

证实安全性的疗法或疫苗，都是不符合伦理

道德的，而且很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

世卫组织发言人哈特尔也说，目前阶段，

世卫暂无计划要推动在西非疫区投放任何试

验性药物或协助开展任何临床试验。

埃博拉病毒为何难“破”
新华社记者 张忠霞

科技日报讯 就像没有两个人有相同的基

因构成，在乳腺癌病人中，也没有两个肿瘤的

细胞有相同的基因组。据一项最新研究显示，

不同的乳腺癌亚型也有各种各样变异的肿

瘤。这一发现对乳腺癌的诊断和治疗具有重

要意义，有助于帮助那些发展出化疗抗性的乳

腺癌病人。相关论文发表在最近出版的《自

然》杂志上。

该研究由美国德克萨斯大学遗传学系副

教授尼古拉斯·纳温研究小组负责。据物理学

家组织网近日报道，他们开发出一种称为“核

测序”的新测序方法，可对单个细胞基因组测

序，这种方法与单细胞分子测序相结合，能分

析数千个细胞。

事实上，不同肿瘤细胞的生长速度也大大

不同。“我们发现在肿瘤生长的不同阶段，有两

种截然不同的‘分子钟’在运作。”纳温说，“三

阴性乳腺癌的肿瘤细胞具有增长的变异率，而

雌激素受体阳性（ER+）乳腺癌肿瘤细胞就不

是这样。”

约 75%的乳腺癌是 ER+型，会随着雌激

素的增加而生长，对这些病人通常是用雌激

素疗法。三阴性乳腺癌在所有乳腺癌中约占

15%到 25%，通常对激素治疗或标准化疗没有

反应。

“单细胞基因组学领域有一个常见问题，

就是无法确认单个细胞中探测到的变异。”论

文第一作者、基因组学系博士后研究员王勇

（音译）说，“为了处理这一问题，我们结合了单

细胞测序和标靶单细胞深度测序。这样不仅

能确认变异，还能精确检测数千个细胞的变异

频率。”

而化疗中的重要问题是，肿瘤中某些细胞

的变异是否为抵抗性变异，即治疗导致的变

异。“虽然这一问题在细菌中已经研究了几十

年，但在大部分人类癌症中还了解得很少。”纳

温说，“我们的数据显示，在化疗之前，肿瘤细

胞中就已经存在大量多样化的变异。因此我

们期望，基因组多样性检测能起到预诊的作

用，识别出哪些病人可能发展出化疗抗性。”

研究人员指出，对乳腺肿瘤的大群体测序

研究已经识别出许多主要的变异，但对变异的

多样性还知之甚少。本研究增加了人们对肿

瘤内“基因组多样性”的理解。基因组多样性

在临床中很有用，可用来预测肿瘤侵袭、转移

和病人生存率。 （常丽君）

相同癌症肿瘤基因变异各不相同

据新华社柏林 8月 3日电 忙了一天，累

了！看看电视、玩玩游戏，让自己彻底放松一

下。且慢，这样的方式真的能让人轻松吗？

德国和荷兰的研究人员日前在《通信杂志》上

发表研究说，人们在高度紧张地工作一天后

看电视或玩电子游戏，不但不能放松身心，而

且往往会增加内疚感和挫败感。

德国美因茨大学和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

的研究人员近日以问卷调查的形式访问了

471 人。他们发现，在紧张地工作或学习一天

后，一些特别筋疲力尽的人会觉得看电视和

玩电子游戏是在浪费时间，让自己不断拖

延。因为屈服于自己找乐子的想法而没有去

做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会让他们产生内疚

感。结果，这些人并没有感觉精神焕发。

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在缓解精神疲惫与

玩电子产品放松之间存在着一种矛盾关系：

那些认为可以从电子产品中获得放松的人往

往事与愿违，没有得到丝毫放松，因为他们会

觉得玩物丧志而失去了自控能力。

研究人员认为，这项研究成果说明，在现

实生活中，电子娱乐产品与人的身心健康之

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或许在拿起智能手机、

iPad玩游戏前，人们还需要三思而行。

电子娱乐真的能令人放松吗

新华社东京8月4日电 （记者蓝建中）芝

麻养发，喝红酒能软化血管，不过人们对于其

详细机制却未必能说清楚。日本研究人员在

新一期《科学报告》杂志网络版上说，这是因

为芝麻和红酒的成分能够延长细胞寿命。

细胞老化后异常蛋白质会在细胞内堆

积，容易发生损伤细胞的氧化应激反应，最终

导致细胞死亡。此前有研究显示，芝麻和红

酒具有防老化效果，这是由于红酒中的白藜

芦醇和芝麻中的芝麻素具有抗氧化作用，不

过科学界对这两种成分在细胞内发挥作用的

详细机制则没有完全弄清。

日本京都大学教授阪井康能等人，在实

验中阻碍小鼠细胞内分解异常蛋白质的酶发

挥作用，使细胞进入氧化状态，人为增加异常

蛋白质的堆积。结果发现，细胞的氧化应激

反应增强后，细胞的生存率降低了 40％左右。

但研究人员在向实验鼠细胞分别添加白

藜芦醇和芝麻素后，发现细胞的生存率得以

提升。与没有添加上述成分的细胞相比，细

胞在添加上述成分 8 小时后，生存率上升了

10％至 20％。

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这是由于白藜芦

醇和芝麻素能够保护细胞内产生能量的线粒

体，遏制过多的活性氧生成，从而减弱氧化应

激反应，保护了细胞。研究人员指出，这两种

成分对于人体应该也有同样效果。不过他们

并不主张人们过度摄入这些成分。

芝麻和红酒为何能抗衰老

月亮为啥不够圆
据新华社伦敦电 （记者刘石磊）

月球本身并非完美的球形，而是呈朝

地球方向凸出的柠檬状。英国新一

期《自然》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成果，

解释了“柠檬形月球”的形成原因。

在这项新研究中，美国加利福尼亚

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专家分析了月球

的地质特征及其所受到的引力作用，并

结合此前研究中关于月球历史演变的

相关资料，提出观点认为月球之所以呈

柠檬形，主要是其形成初期地质偏软及

月球自转和地球引力共同作用所致。

研究人员解释说，距今约 40亿年

前，在月球最初形成时，其温度较高，

在薄薄的岩石外壳之下主要是液态

物质，这导致月球的可塑性很强。而

当时月球自转速度很快，离地球距离

又较近，容易受到地球引力的影响。

在这些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月球逐渐

形成了整体略扁的“柠檬形”。

领导这项研究的伊恩·加里克-

贝瑟尔说，上述发现有助于加深对月

球的了解，并为研究月球进化过程中

的其他事件提供依据。

“老了，记性不行了”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日电 卢森堡

大学的研究人员日前发表报告说，他

们使用最先进的高通量蛋白质组学

和统计学方法，发现了导致认知能力

衰退的分子机制。

为了弄清认知能力衰退的原因，

研究人员对健康实验鼠的脑神经突

触构成进行了分析。这些年龄在 20

周至 100 周的实验鼠，相当于处于青

春期至退休期的人类。

他们发现，细胞外基质蛋白浓度

的 变 化 对 认 知 能 力 衰 退 有 重 要 影

响。细胞外基质蛋白是位于大脑神

经突触之间的一种网状物。正常浓

度的细胞外基质蛋白，可以确保脑神

经突触的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平

衡，而这种平衡对学习和记忆能力至

关重要。

实验结果显示，在四种类型的细

胞外基质蛋白中，有一种细胞外基质

蛋白浓度会随着实验鼠年龄的增长

而大幅上升，而其他三种基本保持稳

定。研究人员表示，由于年龄增长导

致这一细胞外基质蛋白的浓度上升，

会使脑神经突触变得僵硬，从而降低

大脑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学习会更加

困难，记忆力开始减退。

研究人员还分析了细胞外基质

蛋白之间的相互作用。他们发现，一

个健康的脑神经网络可以使所有的

细胞外基质蛋白分子保持适当浓度，

从而发挥正常功能，但在老龄化的实

验鼠脑神经网络中，细胞外基质蛋白

的分子构成比年轻实验鼠更为复杂

多变。这说明脑神经网络正在失去

自我控制，更容易受到干扰。

这一发现将有助于更好地分析痴

呆症和帕金森症等复杂的神经退行性

病变。研究人员表示，研制调节细胞

外基质蛋白浓度的新药物将为治疗认

知能力失调和记忆力缺失带来希望。

科技日报讯 围绕风力发电机的湍流模

型模拟，通常都在风洞实验室中进行。而近

日出版的英国《自然—通讯》期刊上报道的

一个能源研究显示，利用自然界的暴风雪，

可以打造一个天然实验环境，帮助我们增强

对于风力发电中风车和大气相互作用的了

解。这些研究结果可能帮助改进未来风力

发电中风车的设计，进而助力风力发电厂的

产能。

风洞实验室以人工的方式产生并且控制

气流，方便观察气流对实体的作用效果及相关

物理现象。其控制性和可重复性较高，但仅可

适用于长度在一定范围内的设备。因而在进

行风力发电的测试中，工程人员通常利用几何

相似的原理，将地形、地物以缩尺模型放置于

风洞中，再以仪器量测模型所受之风力或风

速。一般认为，风洞实验之结果与现地风场的

观测结果相近。

然而，湍流特性可能会随规模变化而发生

变化。现实中的风力发电机，通常和城市的办

公楼一样高，其叶片的长度也在这个尺度左

右。鉴于此，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洪家荣（音）和

他的研究团队，近日发明了一种能在更大规模

上采集数据的方法：利用自然界的降雪作为天

然的实验环境。

实验中，他们测量了一个 80 米高、叶片长

48米的风力发电机的数据，此次测量在夜间进

行，一张光板照亮了纷纷下落的雪花，以方便

用照片和视频记录风力发电机叶片旋转产生

的涡流。这个拥有发电厂规模的风力发电机

产生了涡流，而图像分析让精准测量这一切成

为了可能。

风力发电机上的涡流结构，对风力发电机

的产能以及和整个机构的机械负载都有潜在

影响。这项新研究对于新风力发电厂的选址、

风力机叶片从开发到实际应用，以及提升风力

发电机的效率和可靠性等都有很大的帮助。

（张梦然）

自然界的降雪可作天然的实验环境
巨大风车气流实验成为可能

俄罗斯“坦克两项-2014”国际竞赛开赛
8月4日，在俄罗斯莫斯科州的阿拉比诺训练场，主办方为现场观众献上坦克芭蕾表演。
当日，俄罗斯“坦克两项-2014”国际竞赛在位于俄罗斯莫斯科州的阿拉比诺训练场开赛，中国派出代表团携四辆国产96A型坦克参赛。

新华社记者 贾宇辰摄

英国明年初将允许
无人驾驶汽车上路测试

据新华社伦敦电 （记者刘石磊）

英国政府近日宣布，将从明年 1 月开

始，在英国至多 3 个试点城市测试无

人驾驶汽车，并将考虑重新调整交通

规则，为这种新型汽车“铺路”。

英国商业大臣文斯·凯布尔当天

在视察英格兰地区一家汽车企业时

宣布，英国政府将实施两项新措施，

为 无 人 驾 驶 汽 车 上 路 铺 设“ 快 车

道”。根据新举措，政府将启动一项

试点城市竞标计划，至多 3 个英国城

市将被选为试点，从明年 1 月开始进

行长达 18 至 36 个月的无人驾驶汽车

上路测试，获选城市将可分享政府提

供的价值 1000 万英镑（约合 1 亿元人

民币）的补贴。

此 外 ，英 国 政 府 还 将 对 目 前 的

交通规则进行重新审视，如有必要

将作出调整，为无人驾驶汽车上路

创造条件。

英 国 交 通 大 臣 克 莱 尔·佩 里 表

示，无人驾驶汽车可望给英国交通系

统带来重大改变，比如提高驾驶安全

性、减少交通拥堵、降低二氧化碳等

废气排放，“我们将努力创造条件让

无人驾驶汽车尽快实现这些可能”。

据介绍，英国已经有多家研究机

构和汽车企业开始了无人驾驶汽车

试验，但受到交通规则等方面的限

制，无人驾驶汽车尚无法在公共路段

行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