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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讯 在研究细胞结构时，可以根

据形状来推测其功能。植物细胞中有一个动

态的骨架，负责引导细胞的生长、发育、运动和

分裂。随着时间推移，骨架的变化造就了细胞

的形状和行为，最终形成整个生物体的结构和

功能。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美国卡内基

科学研究所对一种叫做 GCP-WD 的特殊组

织蛋白进行了研究，发现这种蛋白控制着成核

的位置、速度和细胞皮质阵列的形状，对植物

细胞骨架和细胞结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对动

物细胞骨架的组织也可能非常关键。相关论

文发表在最近的《当代生物学》（Current Biol-

ogy）杂志上。

微管由微管蛋白聚合而成，形成细胞骨

架。微管蛋白和类微管蛋白在进化过程中是

极为“保守”的，许多细菌、真菌、高等植物和动

物中都有，在生物细胞的生长和分裂中起着关

键作用。人们对微管在动物细胞分裂中的作

用已经相当了解。细胞的“有丝分裂”过程分

为多个阶段，其中包括复制一套细胞的 DNA

染色体，并分裂为两个独立的细胞。由微管构

成的支架把复制那一半染色体拉开，并引导它

们进入两个新的子细胞。

但植物和动物的“微管辅助细胞分裂”之

间还有一个重要区别。在动物细胞（以及酵

母菌细胞）中，一般情况下，负责在分裂过程

中分开染色体的微管围绕着一个中心结构来

组织；而在植物细胞中，微管阵列并没有一个

中心体。在没有中心体帮助定位的情况下，

微管是怎样找准位置并履行自身功能的？人

们对此还知之甚少，这正是伊哈特小组研究

的焦点。

他们发现，一种叫做 GCP-WD 的蛋白质

在哺乳动物的中心型微管组织结构中起了重

要作用，也是植物细胞中单个微管形成、定位

的关键。其作用远不止在分裂过程中，对植物

细胞整体骨架的组织和功能都至关重要。因

此 在 确 定 植 物 细 胞 的 形 状 和 功 能 上 ，

GCP-WD 是一个关键因子，影响着细胞的结

构体系。

微管在神经细胞内含量丰富，是细胞组织

和信息处理的中心。近年来，随着量子理论和

计算机的发展，许多物理学家对微管的作用也

越来越感兴趣。“我们在植物细胞中进行了定

量活细胞研究，让我们能‘看到’微管是如何组

织的背后的分子机制。”卡内基研究所戴维·伊

哈特说，观察 GCP-WD 的功能和运作，对研

究动物细胞微管的科学家来说也很有意义。

（常丽君）

一种特殊蛋白控制细胞微管组织
对细胞骨架和细胞结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世界卫生组织 25 日表示，西非埃博拉疫

情病例数量已突破 1 万关口，在距几内亚今

年 3 月首次报告病例仅半年之后，埃博拉病

毒不但肆虐西非，更登陆欧美。当前，各国更

需严防病毒进一步“走出西非”，向全球蔓延。

疫情蔓延超以往

世卫组织 25 日发布最新埃博拉疫情报

告称，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美国、西

班牙、马里以及尼日利亚与塞内加尔累计出

现埃博拉病毒确诊、疑似和可能感染病例

10141 例，死亡 4922 人。西非三国几内亚、利

比里亚、塞拉利昂仍是疫情重灾区。

回顾疫情蔓延轨迹，几内亚西南边境盖

凯杜和马森塔行政区早于去年 12 月就发现

了初始病例。今年 3 月，几内亚卫生部门首

次向世卫报告疫情时，病毒已从该国西南部

偏远地区扩散至首都科纳克里。进入 5、6 月

后，几内亚疫情继续恶化并扩散至邻国塞拉

利昂和利比里亚的边境地区。

自 7 月起，新增病例数量在西非这三国

交界的边境地区急剧蹿升，同时三国首都疫

情堪忧。至此，史上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

面临超越以往的防控难度。

世卫专家认为，摆脱国内冲突不久的西

非三国医疗卫生系统脆弱加上高风险的传统

丧葬习俗、边境人口流动频繁等原因，最终促

成疫情持续升级。

8月初，世卫宣布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

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当时累计病例数尚

不足 2000 人，而在不到 3 个月时间内已经攀

升过万。

目前，美国、西班牙、马里、尼日利亚、塞

内加尔都报告了零星的输入型病例或本土感

染病例。

世卫助理总干事布鲁斯·艾尔沃德警告

说，如果未来数月内相应措施不能升级，疫情

重灾区每周新增病例数量或将在今年 12 月

初达到 5000例至 1万例。

“走出西非”不可避免

面对埃博拉病毒不但肆虐西非并登陆欧

美，世卫对疫情扩散的表态也悄然从“西非以

外地区出现埃博拉可能性不大”转为“非疫区

出现埃博拉病例并不出人意料”。

世卫日前召开埃博拉疫情紧急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补充最新防控建议：疫情重灾

区西非三国以及全球其他国家都应加强出

入境检查，严防埃博拉向全球扩散。世卫此

举几乎等同于宣布埃博拉进入全球严防新

阶段。

埃博拉病毒“走出西非”不可避免，但并

不意味着病例不可防御、疫情不可战胜。

本月 17日和 20日，塞内加尔与尼日利亚

相继宣布本国埃博拉疫情结束。世卫助理总

干事福田敬二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

示，随时做好应对准备、政府发挥领导作用及

提升处理疫情能力是从两国战胜疫情中获得

的重要经验。

世卫新闻发言人塔里克·亚沙雷维奇则

表示：“考虑到埃博拉病毒的宿主为动物，我

们无法消灭此种病毒并阻止其传染至人体，

我们能做的就是快速应对，在疫情初始阶段

阻断传播。”

基于当前业已严峻的全球防疫形势，亚

沙雷维奇表示，世卫希望各国做好应对准备，

保证应对措施、医护人员、具备埃博拉病毒检

测能力的实验室随时就位，各国应该严格对

任何入境的可能感染患者进行界定、检测、管

理并实施接触追踪调查。

救命疫苗指日可待

根据世卫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布

的西非埃博拉疫情分析与预测报告，在尚无

有效治疗药物及疫苗的情况下，已有许多患

者最终康复，考虑到埃博拉患者出现症状时

流失大量体液，医治的关键在于及早治疗与

补充患者体内水分。

在疫情恶化、病毒迅速蔓延的当下，疫苗

的研发和测试工作均在提速。英国葛兰素史

克公司与美国合作开发的 cAd3-ZEBOV 以

及由加拿大公共卫生局研发的 rVSV-ZE-

BOV两种疫苗被视为有前景的埃博拉疫苗。

据悉，两种疫苗的第一阶段临床试验已

在美国、英国和马里启动，今年 12 月可获初

步结果。瑞士、德国、肯尼亚与加蓬也将启

动疫苗的安全性与有效性试验。此外，其

他 5 种试验性疫苗也将于明年春季开始临

床试验。

世卫助理总干事玛丽-波勒·基尼表示，

如果初步临床试验结果符合预期，处于抗埃

前线的西非医护人员及其他高风险人群最早

将于今年 12 月获得疫苗接种。疫苗生产方

承诺将提升疫苗生产能力，确保明年有足够

疫苗试剂可用，并做好明年上半年数万剂疫

苗投入使用的准备。

基尼说：“疫苗并不是魔术子弹，但疫苗

投入使用可能将是扭转疫情努力中的重要部

分。”西非疫情重灾区民众也应有理由相信，

一旦疫苗安全性及有效性得以证实，疫苗供

应及疫苗接种工作得以开展，摆脱埃博拉阴

霾或许并不遥远。

埃博拉病例数破万 全球进入防控新阶段
新华社记者 张 淼

本周焦点

NASA创造出超低温玻色—爱因斯坦凝
聚态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冷原子实

验室宣布，其团队在 NASA 喷气推进器研究

室 200 纳开温度（1 开尔文温度等于十亿纳

开）环境下，成功制造出玻色-爱因斯坦凝聚

态。这对于在 2016 年底将首次亮相空间站

的特殊仪器来说，是个关键性的突破。该仪

器将探索在没有地心引力影响的微重力状态

下，因超冷温度几乎长时间静止的原子之间

如何相互作用。

这项研究厉害之处在于，能在几秒之内就

生成稳定的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此外，该

实验室还提供了配套工具，用几种不同的方法

来操控和探测这些量子气体。这一成果不仅

有助于验证一些最重要的物理学基础定律，还

丰富了我们发展精密敏感量子探测器的知识。

外媒精选

首张最遥远距离外“少年期”宇宙三维图
像出炉

以马克斯普朗克天文研究所为首的科

研团队绘制出了首张“少年期”宇宙三维图

像——宇宙大爆炸之后仅 30 亿年的氢吸收

情况。这张距离在 110 亿光年之外、覆盖范

围达数百万光年的图像也是迄今所获得的最

遥远宇宙三维图像，它揭示了早期宇宙结构

的形成，当时宇宙的年龄只有目前的四分之

一，大爆炸留下的原始氢气为星系、恒星和行

星的形成提供了原料，星系经历了一个重大

的“井喷式增长”。

“赛丁泉”彗星与火星擦肩而过
北京时间 10月 20日凌晨，太空上演了一

幕百万年一遇的奇观：一颗名为“赛丁泉”的

彗星以每小时 203000公里的速度与火星擦肩

而过，二者之间最近距离仅 14 万公里。这颗

宽约 1.6公里的彗星挟裹着尘埃云呼啸而来，

为科学家提供了一个研究其对火星大气影响

的绝佳机会。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在

轨探测器和登陆的火星车们对这次“亲密接

触”进行了集体“围观”，人类或许能够借此首

次瞥见一颗原始彗星的内核。

一周技术刷新

极细石墨烯传感器可研究人脑
美国防部先进项目研究局（DARPA）与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研究人员共同研

发出一项人脑研究技术，可探究人脑神经结

构与功能的联系。该技术用石墨烯做传感

器，厚度仅相当于 4 个原子，首次可兼容光学

和电学手段同时观测。这一技术预示着在对

脑部神经网络活动进行可视化和量化处理方

面或许会有重大突破。

新光学显微镜能快速、高分辨率、低伤害
地观察活体细胞

今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埃里克·贝齐格

的团队 23 日宣布，研发出一种新型光学显微

镜，能以近乎实时的速度对活体细胞的活动

进行超高精度三维成像，同时把对细胞本身

的伤害减至最小。这种“晶格层光显微镜”已

被成功用来跟踪个体蛋白质的运动、观察受

精卵的发育以及研究细胞分裂时细胞骨架成

分的快速生长和收缩。

前沿探索

微生物的导电功能再获力证
10年前，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的

微生物学家德里克·莱吾利和他的同事曾提

出，一种名为“地杆菌属（Geobacter）”的微生物

能够产生细微的电流导线（即微生物纳米导

线），但这一科学假设长期以来陷入争论和质

疑之中。现在，该团队用静电驱动显微镜

（EFM）证明，电荷确实会沿着微生物的纳米导

线蔓延，正如电子能在高导电性人工材料碳纳

米管中流动一样。其应用包括将地杆菌属微

生物放到电导体中来探测环境污染物，或是研

发基于这种微生物的微生物计算机。

“最”案现场

科学家在实验室获得1立方米宇宙最冷
区域

意大利国家核物理研究院（INFN）10 月

22 日宣布，其所属格兰萨索粒子物理国家实

验室的“低温地下罕见事件天文观测台”创造

了一项新的世界纪录——将一块重达 400 千

克铜立方体几乎冷却到“绝对零度”。这个铜

块由此成为宇宙间最冷的一立方米区域，目

前保持 6 毫开已超过 15 天，将如此大块物质

整体冷冻到如此接近“绝对零度”，是前所未

有的实验。

一周之首

DNA首次自组装成一粒灰尘大小的大
晶体

哈佛大学韦斯仿生工程研究所一个科研

小组最近用一种“DNA 砖块自组装”方法，制

作出含 32 个 DNA 的大晶体，具有严格规定

的厚度和复杂的三维特征。研究小组 2012

年曾宣布用这种方法制作了 100 多个病毒大

小的三维纳米结构，新的大晶体比原来那些

要大 1000 倍，厚度约为 80 纳米，接近一粒灰

尘大小，这对未来制造复杂的分子机器来说

是一次巨大的技术进步。

奇观轶闻

美国制造出全身透明的老鼠
美国科学家通过引入水凝胶替换组织内

的脂类，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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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透明化”技术主要用于老鼠大脑

和胚胎，且会损害组织，而新技术可有效保存

组织内的各种信息，不仅可用于处理小型实

验动物，还能用于猿类或人体研究。不过，我

们大可不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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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栏目主持人 陈丹）

一 周 国 际 要 闻
（10月20日—26日）

中国新疆文化周
在俄罗斯开幕
10月25日，“中国新疆文化周”

开幕式在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举
行，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李辉出席活
动并致辞。

此次文化周活动主要内容包括
“欢乐新疆”歌舞表演、“魅力新疆”
宣传片和“印象新疆”纪录片展示、

“大美新疆”摄影作品展览、“探秘新
疆”文物讲座等。开幕式上，来自新
疆歌舞团的演员们表演了舞蹈、民
歌、杂技等精彩节目，使俄罗斯观众
对新疆壮美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
族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

本报驻俄罗斯记者 亓科伟摄

10月 21日，在美国纽约，西奈山医疗系统的工作人员向医务人员讲解对埃博拉病人的
护理与治疗。

10月 23日，纽约市确诊首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这是美国本土确诊的第四例埃博拉病
毒感染者。该患者曾作为无国界医生在非洲几内亚疫区工作过。 新华社/法新

科技日报讯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下，

位于亚洲喀喇昆仑山脉的冰川却没有任何消

融迹象。美国科研人员通过建模，解释了这一

反常现象。这一研究近日发布在《自然—地球

科学》杂志上。

研究人员考察了喜马拉雅山脉三个主要

区域的气象数据，即东南部、中部和喀喇昆仑

山，考察时段上溯至 1861 年。所得数据让他

们能够绘制出一个更为精准的地图，而之前的

地图只涵盖 19平方英里范围。

喀喇昆仑山严格说来是喜马拉雅山脉的

一部分，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边界均辐辏

于这一山脉。许多人认为在下个世纪或更近

的时间里，随着气候变暖，冰川会彻底消失。

但是，喀喇昆仑山脉是一个例外，这里的冰川

不仅不消融，反而在增长。

在收集数据的基础上，科学家对该区域直

到 2100 年的气象类型进行模拟分析，发现喜

马拉雅山脉中部和东南部的水分是来自于每

年的雨季。与之相反，喀喇昆仑山的降水出现

在冬天，当然就是降雪了。

该研究团队强调，他们的模型显示随着

地球温度升高，喜马拉雅山脉大部分区域在

夏季降水增多。但是喀喇昆仑山脉正好相

反，夏季降水少，冬季落雪多，使得这里的冰

川持续增长。

该模型还显示，这些冰川在该地区会持续

存在，直至 2100 年。此后，如果全球变暖的步

伐不再与今日相同，冰川的存在状态也会随之

改变。 （毛宇）

夏季降水少 冬季落雪多

喀喇昆仑山冰川增长之谜揭开

安特卫普市长称
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学习

新华社布鲁塞尔 10 月 25 日电
（记者吴昌荣）比利时新弗拉芒联盟党

主席、安特卫普市长巴尔特·德韦弗近

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中国

充满活力，比利时应学习中国快速发

展的经验。

2014 年是上海与比利时荷语区

第一大城市安特卫普结为友好城市

30 周年。作为安特卫普市长，德韦弗

本月到访上海，与上海市长杨雄共同

见证了一系列合作协议的签署。

在谈到中国的发展成就时，德韦

弗表示：“中国人面对问题和挑战，并

不是想方设法回避，而是迅速作出有

效决策并落实到位。”

德韦弗说，访华期间看到中国“充

满活力”，希望比利时民众能向中国人

学习，“卷起袖子”努力工作。他说，

“32 公里长的上海东海大桥居然两年

多就建好了，这令我十分震撼”。他

说，比利时虽然不能完全照搬中国模

式，但的确需要向中国学习。

德韦弗对中国之行取得的成果表

示高兴和满意。他说，上海和安特卫

普两座城市签订了大量合作协议，随

行的企业也都受益匪浅。“这对上海和

安特卫普来说是双赢的。”

德韦弗2004年成为新弗拉芒联盟

党主席，2013 年开始担任安特卫普市

市长。他所领导的新弗拉芒联盟党在

2010年联邦大选中成为荷语区第一大

党，赢得众议院最多席位。今年5月25

日，比利时举行了联邦、地区及欧盟三

合一的议会选举，新弗拉芒联盟党是

最大的赢家，保持议会第一大党地位。

美 国 商 业 飞 船
携 小 鼠 返 回 地 球

新华社华盛顿10月25日电（记者

林小春）在经历了约一个月的国际空间

站之旅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

“龙”货运飞船25日携带小鼠和其他货

物降落在太平洋上。“龙”飞船的第四次

空间站送货任务至此圆满完成。

据美国航天局发布的消息，当天

下午，“龙”飞船坠入加利福尼亚海岸

以西约 480 公里的太平洋海域，等待

在那里的一艘船将其打捞上来并带到

洛杉矶附近的一个港口，其中一些货

物将交还给美国航天局，而飞船本身

将被运往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位于得克

萨斯州的工厂检测。

此次“龙”飞船从空间站带回约

1.5 吨货物。美国航天局说，返回“乘

客”包括一个月前携带上天的小鼠。

这也是商业飞船首次运载哺乳动物活

体往返空间站与地球，主要目的是研

究微重力对动物的影响。

“龙”飞船于 9 月 21 日发射升空。

除小鼠外，它还把一台微波炉大小的

3D 打印机送上了空间站，“标志着太

空制造业新时代的到来”。

尽管“龙”飞船离开，但空间站将

很快迎来另一艘美国商业飞船。美国

私营企业轨道科学公司计划于 27 日

向空间站发射“天鹅座”飞船，执行该

飞船的第三次送货任务。

多运动 抗抑郁
据新华社华盛顿电 （记者林小

春）中国科学家近日在新一期美国《国

家科学院学报》上报告说，动物实验证

实，多做运动确实可以有效防治抑

郁。不过对人类抗抑郁而言，应该采

用怎样的运动方式以及运动强度，还

需要进一步研究。

负责研究的暨南大学粤港澳中枢

神经再生研究院院长苏国辉解释说，

运动会刺激大脑内的脂联素增加，增

强大脑内海马区的神经形成，从而调

节情绪，缓解抑郁。

暨南大学的研究人员和香港大学

的同行首先给没有接受过运动训练的

正常实验鼠脑内注射脂联素，结果在

它们身上产生了类似运动的效果，缓

解了其抑郁情绪。

随后，研究人员对身上不含脂联

素基因的实验鼠和正常实验鼠展开跑

轮训练。结果显示，正常实验鼠的脑

内脂联素水平明显增高，抑郁情绪有

所缓解。但另一种实验鼠由于全身脂

联素基因已经缺失，其抑郁状态并没

有明显改善。

进一步实验表明，脂联素入脑后

作用于海马区的神经前体细胞，通过

影响神经形成而调节情绪状态。这也

从理论上进一步证实调控海马区的神

经前体细胞的增殖可能是未来治疗抑

郁症的一种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