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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抗药细菌可能
更易在进化中被淘汰

新华社华盛顿8月5日电 （记者

林小春）有些人认为，细菌可能逐渐变

异从而更有利于传播。但一项新研究

提出，从长远看，具有抗药性较强等特

征的变异细菌在进化过程中反而更易

被淘汰。这一成果或将影响医学界对

当前抗生素危机的看法。

这项研究发表在新一期美国《国家

科学院学报》上。报告的作者之一、英

国沃里克大学博士后周哲敏对新华社

记者说，他们独立研发了两个全新的生

物信息学软件，以甲型副伤寒（一种肠

道传染病）为研究对象，详细分析甲型

副伤寒的致病细菌近 450 年的遗传历

程。结果发现，过去 50年到 100年中，

这种细菌确实有进化痕迹，比如进化得

对抗生素更具抵抗性，但最终有这种进

化痕迹的菌株都会随时间推移而消亡。

除此之外，周哲敏等人还发现，目

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甲型副伤寒致病

细菌都来自大约 450 年前的共同祖

先，这一祖先可能存在于非洲或中东

地区，大约 200年到 100年前通过多次

传播逐渐蔓延至全世界。

周哲敏说，他们的研究显示，目前

颇受关注的致病菌抗药性等短期进化

特征，从长远看对细菌并不一定有利，

这些抗药细菌可能在长期进化中被逐

渐淘汰，因此当人们减少使用某种抗

生素后，致病菌对该抗生素的抵抗性

很可能明显下降。“我个人认为，超级

细菌造成的抗生素危机可能没有想象

的那么严重。”周哲敏表示。

这位专家同时强调，他们的研究

范围目前局限于细菌性疾病，并不包

括病毒性疾病。由于病毒的进化速度

较快，因此不排除某种病毒连续出现

关键进化的可能性。

科技日报讯 宇宙也是江湖，行走在其中

还是“成双结伴”更好。美国天文学家近期一

项研究表明，行星这种“结伴”的现象，会大为

增加我们找到外星生命的几率。一个和地球

差不多大小的星球，在万有引力的作用下，能

通过“潮汐加热”从而产生足够的热量来防止

内部冷却，而该现象同样可以发生在系外行星

身上。这为人类寻找外星生命的进程增加了

一个新途径，同时将加大天文学界发现拥有宜

居环境的“超级地球”的可能性。

有关地外生命搜寻的研究似乎进入一

个新高潮。天文学者正在迫不及待地开始

构筑寻找外星生命的新蓝图，近期已出现了

譬如能够更广泛发现外星球上的生命分子

的甲烷探测模型、大频率范围“监听”地外文

明通讯的新技术，以及利用外星“污染物”的

遗迹——氯氟烃对臭氧的影响寻找地外文

明等等手法。

而据英国《每日邮报》在线版 8月 4日消息

称，美国华盛顿大学和亚利桑那大学的天文学

家们研究发现，行星“成双结伴”这一现象，将

会是未来寻找地外生命的关键所在。

这是由于该现象对于宇宙中某些类似地

球大小的行星自身是极有好处的。随着星球

年龄的增长，行星会逐渐降温，随着时间的推

移，它们熔融核的巩固和内部发热活性不断

下降，想通过调节二氧化碳防止加热或冷却

失控就变得越来越困难，自然更不利于星球

的宜居性。但如果行星拥有外部“伙伴”行

星，在万有引力的作用下，就能通过“潮汐加

热”从而产生足够的热量来防止内部冷却。

而计算机模型显示，这种现象可以发生在系

外行星身上。

研究人员表示，“潮汐加热”是经由潮汐

摩擦过程发生的，是一种受潮汐的拉扯变形，

行星或卫星物质相互摩擦而加热的现象。华

盛顿大学的天文学家罗立·巴恩斯称：“行星

与恒星的距离直接影响着引力的大小，越近

引力越大，足以压迫行星让它呈橄榄球形；反

之 越 远 引 力 越 小 ，足 以 放 宽 行 星 直 至 呈 球

形。对于太阳系内的行星，如果轨道不呈圆

形，便会使行星之间产生大量的摩擦热；而对

于系外行星来说，如果轨道呈圆形，‘潮汐加

热’则不能进行了。”

研究人员得出结论，任何发现了地球大小

行星的宜居区，无论其是新还是旧，都应该遵

循这一原则进行跟踪研究，原因很简单——巴

恩斯说：“也许在遥远的将来，太阳消失后，我

们的后代将生活在这样的世界。”

（张梦然）

宇宙中行走“成双结伴”比较好

行星“结伴”现象将是寻找地外生命的关键

山区发生地震时道路损毁、通信及电力

中断等问题比平原地区更为严重，救灾难度

也更大。日本虽大部分人口都生活在平原

地区，但其山区灾害防范与救援也有一套独

特的经验。

2004年 10月新潟县发生的地震（下称新

潟地震）给日本山区震灾救援提出新考验。

当时新潟县山区很多村镇道路不通，陷入孤

立无援，了解受灾情况和运送救援物资都面

临很多困难，救灾难度很大。日本后来及时

总结经验教训，制定出一系列新措施并已得

到落实。

有预案勤演练

东京都八王子市、青梅市等西部 6 个市

町村多为山地，一旦发生地震和暴雨，道路

和通信容易中断，分散的居民容易陷入孤

立无援。鉴于新潟地震的教训，东京都于

2007 年 3 月正式公布了《山区防灾对策行动

计划》。

该行动计划对避难场所的抗震性能、消

防急救措施、直升机着陆场所、道路和生活

基础设施的维护、保持通信功能、提供生活

必需品等都制定了详细预案。

这一行动计划特别强调提前摸底调查，

要求各地提前调查灾害时有可能道路不通

的地区、可能发生滑坡的地区和路段，并根

据地形、地质和植被判断危险程度。

依据该行动计划，东京都和 6 个市町村

的相关机构经常举行救援道路中断地区的

训练，提高居民防灾能力，让居民知晓危险

的地点和避难场所。

此外，该计划还提出建立防灾体系，储

备防灾物资，提高避难所的抗震性能，同时

在避难所内储备发电机、暖气设备、矿泉水

和水质过滤装置等。

在近年来的地震和台风中，东京都西部

山区一直没有出现严重问题，可以说《山区

防灾对策行动计划》的落实取得了成效。

直升机用处大

在灾区交通中断后，利用直升机救灾是

很有效的手段。上述行动计划中提出的一

项重要措施就是设置直升机紧急着陆场，或

者开辟能够悬停救援的地点等。

在新潟地震中，直升机在物资运送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东京都非常重视利用

直升机救灾。上述行动计划要求市町村积

极建设直升机着陆场。即使道路不通的地

区无法确保直升机起降，也要保证能让直升

机在某些地点悬停救援。

在出现较大灾害时，东京都会派直升机

在灾区上空巡察，检查危险地点，掌握道路

中断的位置并指导重建。东京都政府在疏

散和救助灾民、搬运物资时，还会求助于日

本警视厅和自卫队的直升机。这些部门在

获悉东京都求援后，通常会迅速出动直升机

救灾。

通信畅好救灾

新潟地震发生后，由于通信设施损坏，

很多地方与外界失去联系。

为避免再次出现这种情况，《山区防灾

对策行动计划》也制定了详细措施。为在

发生灾害时能够迅速发挥职能，东京都地

区 6 个市町村的政府机关职员平时会通过

防灾训练掌握应急通信设备的使用方法，

例 如 学 会 利 用 移 动 式 无 线 发 报 机 发 布 消

息。此外，市町村的防灾机构还配备了卫

星电话。

当地通信公司在发生灾害后，也要迅速

抢修通信设施，或启用临时通信应急设备，

确保其通信功能正常。此外，还要开设救灾

专线，设置临时公用电话，并向灾民提供应

急手机。

东京都山区如何抗震救灾
新华社记者 蓝建中

科技日报讯 前不久，美国查普曼大学量

子研究院科学家提出的“量子柴郡猫”获实验

证实，现在他们又提出了另一种量子动物——

“量子鸽子”，来解释粒子在时间上的不确定

性，即现在不仅受过去影响，还受到未来的

影响。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8 月 5 日报道，传统的

鸽子理论描述为：如果你把三只鸽子放进两个

鸽洞里，每次至少要有两只鸽子在一个洞里。

这一法则反映了计算的本质。而研究小组提

出，在量子世界里这一法则是错的。“你可以在

两个鸽洞里放无数多只鸽子，而不会有两只鸽

子在同一鸽洞里。”查普曼大学量子研究院主

管杰夫·托勒克森说。

研究人员解释说，如果把三个粒子放在两

个盒子里，观察者在制定检测顺序时，可能出

现这种效应。首先，你对粒子位置做一个最初

的“预先选择”检测；然后做中间检测，看看有

没有两个粒子在同一个盒子里；最后，对粒子

位置做一个“后选择”。你可以做出后选择和

后选择检测，它们完全相互独立。在中间步

骤，你可以做所谓的弱检测同时查看三个粒

子。如果你这么做了，结果就是没有两个粒子

会在同一个盒子里。

根据量子理论，微观粒子如电子、原子、光

子都具有不确定性。量子世界一个最奇怪的

特性是它的非定域性，其中一种非定域性就是

爱因斯坦所说的“幽灵般的超距作用”：如果先

将两个粒子放在一起，再将它们远远分开，即

使相隔遥远，它们之间也保持一种神秘的联

系。以往认为，这些联系需要许多限制，比如

两个粒子最初必须在一起，每次只有较少数粒

子能互相联系。

而研究小组提出，粒子之间还有一种新

的量子联系能超出这些限制，这种联系存在

于所有时间和更大的宇宙尺度。“根据这种新

的量子联系，粒子过去不一定要有过相互作

用，它们甚至不知道有其他粒子存在。”托勒

克森说。

人们的时间经历有一定的方向：从出生开

始长大变老，而不会反过来。按照这种经历，

我们对时间在微观尺度也作了假设：过去已不

在，现在即当下，未来将到来。研究小组的雅

克·艾哈罗诺夫发现，现在不仅受过去影响，还

受到未来的影响。也就是说，未来（也称为后

选择）能返回到现在，就像电影《回到未来》里

那样。量子力学把时间之箭也涵盖其中，从过

去到未来和从未来到过去，其原理是一样的。

量子世界把未来和过去联系在一起，让与时间

有关的每件事物都变得和人们以往所想的完

全不一样。

（常丽君）

科学家又提出“量子鸽子”概念
可解释粒子在时间上也有非定域性

新华社华盛顿8月5日电 （记者林小春）
科学家最近制造出了全身透明的老鼠，这是医

学界首次能让整个动物的躯体透明化。这一

成果将有助于观察癌细胞在机体内的扩散，进

行更加准确的临床诊断和疾病监测。这一研

究成果发表在美国《细胞》杂志上。

这项研究的第一作者、加州理工学院研究

员杨彬对新华社记者说，不用担心透明鼠会出

现在我们家中，因为他们的技术并不能制造出

活的透明鼠。

据杨彬介绍，老鼠等生物的内部器官不透

明是因为机体内各种组织里的脂类对光有很

强的散射性，光线不能深入组织。脂类对细胞

和组织的结构很重要，如果单独去除脂类，那

么组织的结构就会被破坏。为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开发出一种叫做“原位灌注形介质释放

（PARS）”的技术，其关键在于引入水凝胶并维

持组织的结构。

杨彬说，此前他们已利用这种技术有效地

使老鼠大脑变透明。在新实验中，他们先让老

鼠安乐死，然后利用老鼠血液循环系统灌注水

凝胶溶液，使其与体内蛋白结合，替换组织内

的脂类。当脂类被清除后，其细胞和组织不但

变得透明，而且它们的结构也被有效保存下

来。不过，这一技术只能令内部器官透明，并

不适用于骨头。

在评价这一成果的意义时，他说，以前

的“透明化”技术仅限于对小型动物体内单

个器官或组织的研究，主要是老鼠大脑和胚

胎。这些方法一般会对组织有不同程度的

损害，而新技术可有效保存组织内的各种信

息，使透明组织与各种染色和显微观察技术

互相兼容。

“我们简化了使组织透明的步骤，缩短了

实现透明的时间，在两周内就能使整个小鼠透

明，因此该技术很经济实用”，杨彬说，“这项技

术不仅可用于处理小型实验动物，还能用于猿

类或人体研究。”

杨彬举例说，借助该技术，他们清晰地看

到了老鼠肾脏等器官的内部立体结构，观察了

人类皮肤癌的内部立体结构及细胞组成。将

来，还可将该技术用于检测活体组织样本里的

癌细胞，绘制外周神经系统的神经元，研究艾

滋病病毒在机体内的分布情况。

美培育出透明鼠可观察癌细胞

新华社莫斯科8月5日电 俄罗斯航天署

与欧洲航天局合作研制的探测器将于 2018 年

登上火星，并将施放一辆火星车“漫游”登陆点

周边。俄方将为该计划提供火箭发射服务和

一系列仪器装备。

据俄新社 4 日报道，国际外层空间研究

委员会当天在俄首都莫斯科举行了全体会

议，俄科学院太空研究所在会上介绍了其主

导参与的俄欧“火星太空生物（ExoMars）”计

划进展情况。

这一计划于 2005 年由欧洲航天局发起，

旨在探索火星大气并登上火星巡游考察。俄

航天部门于 2013 年正式加盟该计划，承担火

箭发射及部分仪器设备研制。

据主导俄方任务的太空研究所科学事务

主任罗季奥诺夫介绍，“火星太空生物”计划将

分两步走。2016 年，俄火箭将把欧航局的“微

量气体探测器”送入环火星轨道。该探测器将

携带两套俄方制造的仪器——大气化学光谱

测量组合仪和精细分辨率超热中子探测器。

前者将研究火星大气化学成分及气候特点，后

者会检测宇宙射线与火星土壤相互作用时反

射出来的中子，这种反射中子的剂量与土壤表

层所含水冰的多少直接相关。这两套仪器的

制造几近完成，将于今年年底交给欧航局。

预 计 欧 航 局 的 火 星 车 将 在 2018 年“ 上

场”。届时它将“坐在”俄方制造的着陆舱中向

火星疾驰，该舱体上的挡热板和气动护板将分

别应对与火星大气剧烈摩擦所产生的高温，抵

御高速飞行时受到的各种外力。

在接近火星表面时，着陆舱会抛出两级降

落伞，使下降速度从两倍于音速减至音速以下

（即每秒不足 340 米）。此后，该舱体的缓冲发

动机将启动，以实施软着陆。等舱内登陆平台

的四条腿都站稳后，会有数个斜坡伸出，为重

约 300公斤的火星车送行。

这位“巡游者”的使命是地质考察和寻找

生命迹象，服役期约为 6 个月。俄研制人员将

在这辆车的桅杆式“脖子”上安装红外分光仪，

它能对火星表面进行矿物分析。此外，火星车

的一只“手”将举着一个手电筒似的仪器，边走

边照。它其实是个中子探测器，使命是探测火

星表面下两米内与水冰含量相关的反射中子，

并据此绘制沿途水冰分布图。

被火星车抛在身后的登陆平台也不会闲

着，它将以“天”和“季节”为时间单位，观测火

星上的各种自然现象，时长为一个火星年——

约 687个地球日。

俄欧探测器将在 4年后登上火星

新华社柏林8月5日电 （记者郭洋）德国

慕尼黑大学伊萨尔河畔临床教学中心 5 日说，

该机构研究人员找到一种治疗膀胱癌的新方

法，可使部分患者避免切除膀胱之苦。

膀胱癌是常见癌症类型之一，其中膀胱原

位癌是一种特殊类型，常用疗法为向膀胱内灌

注卡介苗，激发免疫反应从而消除肿瘤。但此

法仅对大约一半患者有效，其余患者则需切除

膀胱，导致生活质量大幅降低。

为解决这一难题，伊萨尔河畔临床教学

中心不久前尝试用“放射免疫法”治疗膀胱

原位癌。研究人员向患者膀胱灌注一种用

放射性同位素标记的抗体，当抗体与肿瘤细

胞 上 的 表 皮 生 长 因 子 受 体 结 合 后 ，穿 透 性

弱、半衰期短的放射性同位素便利用其发出

的射线破坏肿瘤细胞，却不会伤及周围的正

常组织。

目前，该中心已对 4 名患者试用这一疗

法。据研究人员反映，在如此治疗 4至 6周后，

已有患者的肿瘤消失，且未出现副作用。

德国开发出膀胱癌新疗法

图为在德国位于鲁尔河、莱茵河
交汇口的杜伊斯堡港口，塔吊车装卸
集装箱。

每个星期，三列渝新欧列车从中国
重庆出发，途经6国，抵达1万多公里外
的德国杜伊斯堡，不仅带来中国的手机、
电脑和零部件等，还为这座德国老城注
入期盼已久的活力。

由于传统的工业结构逐渐跟不上新
潮流，上世纪 80年代，杜伊斯堡的钢铁
企业纷纷倒闭，失业率高企，杜伊斯堡港
昔日风光不再。

大约 10 年前，杜伊斯堡确立新的
发展目标：建设欧洲乃至世界级物流
运输中心。它开始成为德国重要的铁
路枢纽，交通、物流、包装等行业近 200
家企业成为杜伊斯堡内陆铁路港的客
户与合作伙伴。渝新欧路线的开通，
成为杜伊斯堡迈向国际物流运输中心
的一大步。

新华社记者 罗欢欢摄

新丝路为德国工业
老城注入新活力

研究显示幸福就是
所得比期望多一点

据新华社伦敦8月5日电 （记者

刘石磊）英国的一项新研究显示，人们

作出一项决策后最能影响即时幸福感

的因素不是绝对的得失，而是决策后

得到的结果与期望值之间的差距。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人员设

计了一项测试即时幸福感的试验。这

里的即时幸福感，是指人们在作出某

项决策并获知结果后，所感受到的幸

福程度。

在试验中，26 名参与者需要完成

决策任务，而他们的每次决策都可能

导致手中“财富”增加或损失。研究人

员通过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监测受试者

的神经活动，以评估受试者每次决策

所致结果对其大脑活动的影响。

结果发现，参与者积累的“总财

富”并不与即时幸福感直接相关。而

根据他们每次决策所获回报的多少，

也不能准确预测他们获得的即时幸福

感。最能影响即时幸福感的是决策后

得到的结果与期望值之间的差距。当

所得结果比期望值高时，便能激发受

试者的即时幸福感。

研究人员据此建立起一个预测人

们即时幸福感的计算机模型，并开发

出一款类似上述试验的手机游戏。超

过 1.8 万名参与者的游戏记录印证了

同样的试验结果，即期望值是影响即

时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