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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短讯 今日视点

研 究 称 经 济 发 展 或
加 速 少 数 语 言 灭 绝

新华社伦敦9月3日电（记者刘石
磊）与物种一样，人类的语言也正面临

着多样性降低的风险。一项最新国际

研究发现，经济的繁荣可能是导致少数

民族语言消失的重要因素，一些发达国

家已经成为语言灭绝的“重灾区”。

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科研人

员与丹麦、美国和法国同行一起在 3

日出版的英国《皇家学会生物学分会

学报》上报告说，他们参考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对于濒危物种的定义标准，为

衡量语言丧失情况确定了几个风险因

素。其中包括，某种语言的使用人数、

他们居住的地理范围，以及这些语言

使用者数量下降的速度。

综合大量的语言数据库资料并结

合以上因素考察后，研究人员发现，一

个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与当

地语言多样性的丧失情况明显相关。

美国西北部、加拿大、欧洲北部和澳大

利亚等地语言消失情况最为严重。

研究人员举例说，在北美洲，一种

名为“上塔纳诺”的语言，到 2009 年只

剩 20 余人使用，并且当地小孩已经不

再学习这种语言。此外，在近年来经

济发展较快的一些热带地区和国家，

如巴西和尼泊尔，少数民族语言消失

的情况也比较严重。

研究人员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一

种语言往往会占主导地位，人们通常

需要调整自己的语言习惯，来适应这

种变化。尽管人们有选择语言的自

由，但有意识地保护濒危语言对于保

持人类文化多样性十分重要，这一问

题在经济发达地区尤其值得重视。

加拿大女学生获
“斯德哥尔摩少年水奖”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 9 月 3 日电
（记者和苗 付一鸣）3 日晚，发明用砂

滤技术处理与回收油污水的一名加拿

大女学生荣获 2014 年“斯德哥尔摩少

年水奖”。瑞典女王储维多利亚为其

颁奖。

“世界水周”论坛当晚发布的新闻

公报称，这项技术其实是对一种可追

溯到 1804 年的古老的水处理技术的

创新，砂石过滤器传统上被用于处理

饮用水，但获奖发明却将慢砂滤芯应

用在油砂尾矿池中，并且砂滤中的菌

群能够分解污水中的毒废物，从而提

高了废水处理的速度与效率。

评审委员会说，这一技术打破了

常规模式，成为在水资源方面的前沿

思考典范。油砂尾矿正在造成日益严

重的环境问题，虽然这项技术源于 19

世纪，但却被改造成能解决 21 世纪水

问题的新发明。

获奖者海莉·托代斯科表示，一开

始她在家里的储水罐中测试用砂滤处

理废水的效果，“现在我刚刚开始学习

微生物学的知识，希望未来能够继续

改进这项技术”。

“斯德哥尔摩少年水奖”是“世界

水周”论坛所设奖项之一，旨在激发青

少年对水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兴趣，鼓

励青少年发明和改进合理利用水资源

的技术。

在西非肆虐的埃博拉疫情发展至今，

世卫组织已宣布“全球警戒”，人类与这一

致 命 病 毒 的 抗 争 进 入 关 键 阶 段 。 危 机 面

前 ， 世 界 惊 慌 ， 人 们 把 希 望 寄 托 在 科 技

上，期待着科学家们创造奇迹，用人类的

智慧打败埃博拉。

随着美国、加拿大、英国、中国等推出

一系列埃博拉诊断方法、防控手段、新药

等，战胜埃博拉的曙光初现。身处地缘冲突

暴风眼的以色列近段时间几乎抢了埃博拉的

世界头条，但在其安静的内盖夫沙漠，有一

群人在本古里安大学苏若卡校区忙碌，默默

追踪着致命的埃博拉的前世今生。他们是怎

样研究这种致命病毒的？他们何时也能上头

条？带着这些疑问，科技日报记者专访了以

色列病毒学家莱斯利·洛贝尔博士。

曾经的孤独旅行

洛贝尔的故事开始于 10 年前。这位毕

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医学博士、病毒

学家，2002 年时因再也无法忍受纽约的喧

嚣而选择移居安静的以色列内盖夫城市贝

尔谢巴，并开创了本古里安大学传染病研

究先河，“我从 2003 年开始在乌干达追踪埃

博 拉 疫 情 的 幸 存 者 ”。 他 每 年 去 非 洲 4、5

次，每次数星期，几乎走遍了曾经的埃博

拉疫区，追踪这种间歇性发作的可怕病毒

和它的近亲马尔堡病毒。“没有人理解我的

工作，很难得到资助，我周边的人对传染

病知道的并不多。”他说。幸亏一家以色列

生物科技基金给他最初的研究提供了难得

的资助，但洛贝尔仍然感到孤单，他和他

少得可怜的团队成员在非洲几乎孤独地穿

行了 10 年，他们持续跟踪埃博拉疫情的幸

存 者 ， 与 当 地 医 院 合 作 、 拜 访 幸 存 者 家

庭、联合当地学者开展调查，遴选了几百

个病例，追踪带有抗体的样本。

“我服用抗疟疾药、抗生素保护自己，

和至少有 3 个月感染史的健康幸存者见面。

我研究他们的免疫系统，找出他们活下来的

原因，答案可能是遗传或表观遗传。”洛贝

尔说。为了赢得信任，洛贝尔与幸存者见面

时并不穿戴防护服，“我不是一个进门就抽

血取走样品马上离开的陌生人。”由于非洲

深受传染病之苦，更多的病人和当地机构、

专家与洛贝尔建立了合作关系。

洛贝尔的研究在 2011 年发生了根本转

机，他的非洲之旅不再孤单。美国国立卫生

研究院和美国军方这一年认同了洛贝尔的研

究思路，开始为其提供资助，并联合乌干达

病毒研究所成立了三方合作研究小组，同时

在恩德培设立了实验室。之所以选择乌干

达，除了这里有较丰富的研究资源外，最重

要的是当地政局稳定，深受病毒之苦的乌干

达人有防治传染病的良好意识和配合精神，

“在这里不感到孤单，我是合作协议的起草

者之一。”洛贝尔说，“我强调所有基于从乌

干达来的样本的科研成果，乌干达合作方和

乌干达人民享有完全的权利。”他见到过太

多只从非洲索取各种研究样本然后一走了之

的例子，“那不公平”。

来自大自然的是最好的

洛 贝 尔 说 ， 他 追 踪 埃 博 拉 病 毒 10 多

年，研究幸存者的免疫反应，发现有些人

有抗体，有特殊蛋白质，对埃博拉病毒免

疫。他对乌干达 2000 年以来暴发埃博拉疫

情的 5 个地区进行跟踪研究，发现有些幸

存者没有抗体，有些有但没有免疫能力，

仅有少数人具有免疫能力的抗体。他们开

始确定这些血样，从中分离抗体，研究病

毒蛋白质特性，以期最终找出一劳永逸的

解决方案——疫苗。

“我的研究思路在 2011 年访问美国国立

卫生研究院时得到证实。”洛贝尔说。那里

的病毒学家与其交流时称，他们从猴子精子

提取抗体并制成疫苗，然后注射到其他猴子

体内观察是否对埃博拉病毒免疫，试验取得

了成功。“这首次证明了从动物体内分离埃

博拉抗体然后研究病毒蛋白质、再制造疫苗

的研究思路是正确的。我告诉他们我跟踪研

究了 10 年埃博拉幸存者，知道哪些人身上

可以分离出抗体，我们取得了共识，我们变

成了好朋友，我们现在乌干达一起工作。”

洛贝尔高兴地说。

“我认为来自自然界的抗体是最好的，

虽然很多人坚持在实验室合成药物。”洛贝

尔说，就像正在试用的美国马普生物制药公

司生产的 ZMapp，虽然很有效，但只能针对

特殊群体，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和大多数

生物制剂一样，抗体首先从小鼠体内培养，

这样做必须针对特定的靶标。药厂通常追逐

最好的靶标，找到病毒蛋白，制造对应的抗

体，然后做药物鸡尾酒疗法，所有的抗体都

将指向特定靶标，疫苗只对特殊人群起作

用。“而我们的思路与之相反。”洛贝尔说，

“我们没有针对任何靶标，我们找最自然的

抗体，研究抗体对病毒的反应，然后在此基

础上制备疫苗并进行鸡尾酒疗法试验。”由

于全球变暖，病毒的暴发周期加快，变异活

跃，耐药性增强，针对特定群体的疫苗不能

彻底解决问题，“就像埃博拉病毒，已知有 5

个以上的变种，如果研究出了针对扎伊尔性

病毒的疫苗，下一次暴发的是新变种又该怎

么办？”

洛贝尔认为，基于幸存者血液研制出相

应的药物是针对埃博拉病毒最有效的免疫学

研究方法，但是，这种疫苗至少需要 5 年才

能研制出早期剂型，“但我对此充满信心”。

人才和国际合作最重要

洛贝尔对目前以色列乃至国际上病毒学

和传染病学人才缺乏忧心忡忡。他说，包括

美国在内，病毒学专家后继乏人，青黄不

接，更没有人愿意到非洲、到疫区去工作。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制药

巨头对研发防控传染病毒并不热心。频发传

染病的地区和国家大多贫穷落后，唯利是图

的药厂不会做亏本的买卖，而且发达国家的

医疗服务更加个性化，公共健康的投入和维

护逐渐减少，人才培养和需求正在下降；二

是很多国家缺乏防治传染病的意识，对大规

模疫情暴发准备不足。他说：“人类文明受

到的最严重威胁莫过于烈性传染病，但现在

人们似乎变得麻木和迟钝。”

他对中国抗击“非典”取得的成就和经验

很佩服，认为对付埃博拉这样的高危传染病必

须通过国际合作，一方面通过联合科研，共享

成果，少走弯路，加快推进研制广谱的抗病毒

疫苗；另一方面协调各国立场，共享信息，控

制高危人群流动，加大国际援助。“只有这

样，这次埃博拉疫情才可以在一年内得到控

制。”他说，他期待着与中国同行进行交流与

合作。 （科技日报特拉维夫9月3日电）

在自然界寻找打败埃博拉的灵丹妙药
——访以色列病毒学家莱斯利·洛贝尔博士

本报驻以色列记者 冯志文

科技日报讯 检测血液中的性激素水平

可确定病人有没有心脏骤停的风险。心脏

骤 停 是 一 种 心 律 紊 乱 疾 病 ，致 死 性 高 达

95%。一项最新研究显示，那些有过心脏骤

停经历的男人，其睾丸素（主要雄激素）水平

相对较低；如果雌二醇（主要雌激素）水平较

高，无论男女突然心脏骤停的可能性都会更

高。相关论文在线发表于同行评议杂志《心

律》上。

据每日科学网 9 月 2 日报道，这一发现来

自一项综合研究“俄勒冈州突发性意外死亡研

究”的成果，涵盖 16 家医院，对俄勒冈州波特

兰市百万心脏病人死亡情况进行了多年评估，

目标是查明与心脏性猝死有关的风险因子、触

发契机和基因缺陷，由美国国家心、肺与血液

研究所提供部分资助。

“因为心脏骤停通常是致命的，所以我

们一直在寻找预测方法以掌握哪些病人风

险更高，这样就可以集中在预防上。”研究负

责人、美国锡达斯—西奈心脏研究所心律中

心医务部主管萨米特·卡格说，“如果我们等

着，直到有人突然心脏骤停再去治疗，通常

都太迟了。”

心脏骤停与心肌梗死不同。心肌梗死通

常是由冠心病造成，也就是冠状动脉堵塞使流

向心肌的血液减少；而心脏骤停是由错误的电

脉冲导致，发病前几乎没有任何警兆，通常会

使病人在几乎瞬间死亡。每年死于心脏骤停

的美国人在 25万到 30万之间，全世界高达 500

万人。

多年来，人们虽然在急诊和复苏术方面已

取得巨大进步，也只有 5%的心脏骤停患者被

抢救过来。如果知道病人有突发心脏骤停或

其他心律异常的风险，可以把一种可移植心律

转变器—除颤器（ICD）放入患者胸部或腹部，

探测错误电脉冲并恢复异常心律。

研究人员检测了 149 位曾经心脏骤停的

病人血液中的激素水平，把他们和 149 位有

冠心病但不曾有过心脏骤停的病人进行了

对照，结果显示，曾有心脏骤停的男人睾丸

素水平为 4.4 纳克/毫升，对照组为 5.4 纳克；

曾 经 心 脏 骤 停 的 男 人 雌 二 醇 水 平 为 68 皮

克/毫升，对照组为 52 皮克；曾经心脏骤停

的女人雌二醇水平为 54 皮克/毫升，对照组

为 36 皮克。

“这是第一次报告性激素水平和心脏骤停

之间存在关联。”卡格说，虽然这还需要其他研

究进一步证实，但他们认为，男人有较高的睾

丸素水平，可能会保护他们免于心脏骤停，而

较低的雌激素水平会保护男女二者。

（常丽君）

血液中性激素水平与心脏骤停有关
新华社巴黎 9月 3 日电 （记者张雪飞）

之前有研究证明成年人的大脑能产生新的

神经元，而科学家们却一直未能确切解释新

生神经元是如何存活下来并与大脑中已存

在的神经回路相结合的。法国研究人员近

期完成的一项实验表明，心理状态对新生神

经元与大脑皮层的结合具有重要影响。该

研究为科学家实现人类大脑受损后的修复

带来新希望。

成年人大脑内负责形成、组织和储存记忆

的“海马回”和负责感知气味的“嗅球”是能自

然产生大量新神经元的脑区。由精神生物学

专家皮埃尔－马里·列多领导的法国巴斯德研

究所和国家科研中心的研究小组以成年小鼠

为研究对象，对其大脑内新生神经元与嗅球的

结合过程进行了分析。

他们观察到，当小鼠为了获得奖赏去主动

嗅闻气味时，这一行为给大脑带来的刺激使新

生神经元与大脑皮层主管嗅觉区域之间的连

接大大增强；相反，当小鼠只是单纯被置于具

有相同气味的环境中被动嗅味时，这种连接的

程度会明显降低。

研 究 人 员 认 为 ，这 证 明 心 理 状 态 是 新

生神经元和大脑皮层连接建立的决定性因

素：当内心有目的性地、积极主动获取某种

感 觉 时 ，新 生 神 经 元 与 大 脑 皮 层 产 生 的 连

接 会 比 被 动 获 得 感 觉 时 更 丰 富 ，从 而 更 趋

成熟。

如果把这一研究过程应用到成人身上，

则有助于更好地掌握专注、动机、预感、等待

或愉快等不同心理状态对新生神经元与大脑

皮层间的联系会产生怎样的作用。反之，也

能了解神经元生成对成人感觉和记忆功能的

影响。

这一研究成果已发表在最新一期美国《国

家科学院学报》上。

积极心态能促进新生神经元与大脑皮层“融合”

英国学生，从中学到大学，一路也须过关

斩将。

完成初中教育的 14 岁至 16 岁中学生，先

要通过英国教育部组织的普通中等教育证书

GCSE考试。

这一制度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GC-

SE 考试涵盖课程不少，有必修和选修之分。

大部分学校将数学、英语、科学纳入必修课，一

些公立学校还将体育、信息传播技术、公民权

利以及第二语言、宗教学作为必修课。通常，

初中生从 10 年级开始能够自由选课，根据自

己的时间安排学完共 10 门课程（部分短期修

完的学科只算半门）。每门课程都有评分，从

高至低，按字母顺序从 A＊、A、B、C 直到 G，另

设 U分为无分。

得到至少 5个 A＊至 C 评分的学生才有资

格进入下一阶段的 A－level（相当于高中）教

育。这段时间为两年，在英国也被称为延续教

育，是学生上大学之前的学习阶段。在此阶

段，学生需完成相应课程，参加相关官方评估

机构组织的考试，即普通中等教育证书高级水

平课程考试。

A－level 阶段的课程选择非常之多，从

会计、人类学、考古学、艺术、戏剧、生物、化

学、计算机科学，到食品科技、纺织、经济、环

境以及外语等等，五花八门。英国学生一般

会在第一年从中选 4 门课，在第二年学习 3

门，而所选学科最好与打算上大学学习的专

业相关。

A－level 考试有英国“高考”之称，其成绩

是英国多数高校的录取参考。很多高校都会

根据学生 A－level 考试的预测分数，发放“有

条件录取通知书”。A－level考试试卷打分数，

成绩同时也分等级。

在英国，A－level考试原是每年举行两次，

自 2014 年起，1 月份的考试取消，还有声音呼

吁取消 A－level考试的补考机会。

考完了 A－level 考试并非完事大吉。学

生还须马不停蹄，准备个人简历和面试。英国

高校不仅重视学生的考试成绩，对学生的综合

素质和个性发展也有较高要求。通过面试的

学生最后才能顺利入学。

目前，英国中学教育正在进行改革。其中

诸如 GCSE 考试将引入评分新标准，GCSE 和

A－level 考试都将加大部分科目的难度，以及

从 2016 年起，GCSE 考试 20 多门与 A－level考

试重叠度较高的科目将被取消，同时引进一些

新科目。

英国学生数学能力较差的问题前段时间

引发社会关注。据英国媒体报道，2015年英国

A－level课程可能将加强数学能力和应用科学

的比重，而学生必须研读或加强学习的科目，

除了经济学和计算机科学等，还会包括英语文

学和莎士比亚戏剧。

英国学生上大学也要过几道关
新华社记者 夏 晓

以色列病毒学家莱斯利·洛贝尔博士。 本报记者 冯志文摄

图为几内亚比绍首都比绍街头待处理的垃圾。
面对埃博拉病毒在西非不断肆虐的严峻形势，几内亚比绍政府日前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扫除”，加强埃博拉病毒的防控。几比

政府要求，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全国各地都要开展“大扫除”，清理生活垃圾并对人口聚集区进行消毒处理，这项活动将一直持续到埃博
拉疫情在西非地区结束为止。

新华社发（阿利乌摄）

几内亚比绍开展全国“大扫除”预防埃博拉

世卫组织总干事积极评价
中国援助西非抗击埃博拉

新华社华盛顿9月3日电 （记者

周而捷 刘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陈冯富珍 3 日说，中国政府向西非国

家派遣医疗队并提供物资援助以抗

击埃博拉疫情，她对此表示感谢。

陈冯富珍当天在华盛顿联合国基

金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对新华社记

者说，面对西非肆虐的埃博拉疫情，中

国政府没有退却，来自中国的医疗工

作者坚持为埃博拉患者以及其他病患

提供医疗服务，她对此表示感谢。

陈冯富珍表示，埃博拉病毒被发

现以来已近 40年，此次疫情是最严重

和最复杂的一次，目前已有约 3500 例

确诊或疑似病例，超过 1900 人死亡。

疫情在西非国家快速扩散，已经成为

全球性的威胁，需要各国协同应对。

联合国埃博拉病毒问题高级协

调员戴维·纳巴罗在记者会上说，控

制埃博拉疫情在西非国家的传播至

少需要花费 6亿美元。

针对埃博拉疫情在西非一些国

家迅速蔓延的情况，中国政府最近提

供了价值 3000 万元人民币的紧急人

道主义物资援助，所派遣的公共卫生

专家组也抵达这些国家，与当地医务

人员一道抗击埃博拉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