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宇 宙 一 半 恒 星
可 能 是“ 孤 儿 ”
新华社华盛顿 11月 6日电 （记

者林小春）叫它们“宇宙孤儿”吧！美

国、日本和韩国的一项新研究表明，宇

宙中可能有多达一半的恒星不受星系

约束，而是在星系之间的黑暗空间里

孤独地流浪。

这项研究 6 日发表在美国《科学》

杂志上。研究人员说，他们利用美国

航天局分别于 2010 年和 2012 年发射

的两枚探空火箭，测量了宇宙河外背

景光近红外区域中的波动，结果惊讶

地发现，“孤儿恒星”产生的光线亮度

之和与所有星系加在一起发出的亮度

几乎相当。

研究人员又利用“斯皮策”红外探

测太空望远镜进行验证，所获得的数

据证实有大量恒星位于星系之外。

这么多的“宇宙孤儿”是怎么产生

的？研究人员说，星系在宇宙中移动时

有可能会与其他星系碰撞并融合，在此

过程中，有一些恒星会被剥离放逐到宇

宙空间中，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论文第一作者、加州理工学院的

泽姆科夫说：“我们以前曾观测到恒星

被星系抛弃的现象，但新测量数据表

明这一现象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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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英启动开发新一代
无人战斗机可行性研究

新华社巴黎 11月 6日电 （记者

张雪飞）法国达索航空公司和英国航

空航天系统公司日前发表联合声明宣

布，将正式启动为期两年的“未来作战

航空系统”项目的可行性联合研究，为

共同开发新一代无人战斗机做准备。

声明说，法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已

正式授予这两家飞机制造公司及其工

业合作伙伴一份价值 1500 万欧元的

合同，用于进行两国“未来作战航空系

统”项目的可行性研究。

这标志着法国和英国合作开发未

来无人战斗机计划迈出第一步，该计

划的目标是在 2030 年将这种无人机

投入使用。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

法国赛峰集团、法国泰雷兹公司等也

将参与到该项目当中。

声明指出，这项可行性研究预计

于 2016 年底完成，研究工作将重点围

绕两大主题：一方面是操作系统设计

概念的开发，另一方面是令未来“无人

作战航空系统”运行所需的关键技术

走向成熟。

2010 年，法国与英国曾签署一项

范围广泛的防务合作协议，两国商定

在新一代无人机项目开发方面展开合

作。次年3月，法国达索航空公司宣布

与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签署协议，

确定无人机项目的长期工业合作框

架。今年7月英国法恩伯勒航展期间，

法英两国国防部长签署了有关开展无

人机开发项目可行性研究的协议。

德严防H5N8型禽流感
疫情扩散

新华社柏林 11月 6日电 （记者

唐志强）德国北部梅前州农业部 6 日

说，当地已采取措施，防止前一天确认

的 H5N8型禽流感疫情扩散。

梅前州农业部在其官方网站通

报，疫情出现于该州北部一家火鸡养

殖场。近两周来，该养殖场的火鸡大

量死亡，引起疫病防控部门注意。德

国联邦动物健康研究所确认，死鸡感

染了 H5N8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

农业部说，为防止疫情扩散，当地

将扑杀该养鸡场饲养的所有 3.1 万只

火鸡，并在养鸡场周边划定防范区域：

周围 3 公里为隔离区，周围 10 公里区

域将受到密切监控，周围 50 公里地区

的所有家禽不得露天放养。此外，该

部门还要求在有候鸟出没的海岸、湖

泊等地，养殖场也必须把家禽圈在室

内，以防感染病毒。

农 业 部 说 ，这 是 欧 洲 首 次 出 现

H5N8 型禽流感疫情，此前这种禽流

感病毒曾出现于韩国和日本。

德国联邦动物健康研究所 6 日表

示，病毒可能是通过受污染的饲料或者

候鸟传入欧洲的，尚不清楚病毒是否来

自亚洲，该机构已派4名专家前往养鸡

场调查病毒在德国出现的具体原因。

研究所所长托马斯·梅滕莱德当

天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说，与其他高

致病性病毒一样，H5N8型禽流感病毒

也可能出现基因变异，进而快速在动

物之间传播并导致其死亡。目前尚无

人感染这种病毒的案例，但不能完全

排除这种可能性，因此需要严加防范。

科技日报讯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11 月 6

日报道，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化学工程师们设

计出了一种在性能方面与铂比肩的廉价催化

剂，能够让水通过电解作用产生纯净氢气，并

试图通过这一过程来存储太阳能。该研究发

表在德国科学刊物《应用化学》中。

如今，氢是被寄予厚望的能源，而水是生

产纯氢的理想资源。斯坦福大学化学工程教

授托马斯·哈拉米略和其研究助理雅各布·凯

普斯高试图通过电解作用从水中释放出氢

气，并利用这一过程来存储太阳能。但目前

铂金依旧是水电解作用的最佳催化剂，但其

成本高昂，为水电解这一制氢方式筑起了一

道经济门槛。

去年，他们发现了硫化钼，这是在石油化

工领域广泛采用的一种催化剂，其中的某些

物质能够作为铂的替代品。如今他们在自己

发现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同样还是从石油

化工中得到灵感，找到了一种用水制氢的更

佳方案。

石油加工过程往往包含除硫这一环节，

以减少酸雨产生的可能。在除硫过程中，一

些硫原子会和炼油中使用的催化剂结合，反

而增强了这些催化剂的活性。这让斯坦福研

究团队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他们直接将催

化剂和硫原子放在一起，这会成为一种更好

的催化材料么？

他们将硫原子加到可在电解作用中加快

氢气产生的一种叫做磷化钼的催化剂里。加

入硫原子后，磷化钼“升级”为硫磷化钼，它比

它的“前身”在生产氢气上表现得更好。它的

持久性更强，这在工业生产中非常重要，因为

这些催化剂需要在长时间连续工作后仍保持

性能。

由哈拉米略和凯普斯高制作的磷硫化

钼催化剂是一项重大进步。它的稳定性和

效率都可以与铂媲美。而且，他们的目标不

仅仅是要制氢。现在还没有一种能够低成

本、大规模存储太阳能的好方法，而在斯坦

福研究者这里，由于电解水成本降低，问题

迎刃而解——白天，太阳能电池板发电，对

水进行电解，水被分解为氢气和氧气，太阳

能可以转化为氢气被存储起来；晚上，这些

氢气可以和氧气发生反应，将化学能转化为

电能，继续供电。

哈拉米略指出，无论是之前还是现在的

发现，都是了追求环境友好型能源，但这些发

现的基础，均源于石油加工业。“将不同领域

的技术结合起来令人振奋”。

（张盖伦）

新型催化剂可与铂媲美廉价制氢
低成本、大规模存储太阳能或成可能

对于皮肤瘙痒，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

历：越挠越痒，越痒越想挠。但很少有人想

过为什么会这样。日前，美国华盛顿大学科

学家的一项研究终于揭开了其中的奥秘。

痛痒之争

一个世纪以来，很多科学家都认为痒

和痛是同一种生理反应，只不过痒较痛微

弱一些，痛比痒更强烈一些。但该理论始

终无法解释出现这两种现象时，人体截然

不同的感受和身体反应。持支持和反对意

见的两派科学家进行了大量的实验来证明

各自的观点，但仍然无法说服对方。直到

2007年和 2009年，华盛顿大学神经科学家

陈宙峰在《自然》和《科学》上发文称找到了

中枢神经系统中的痒基因，将痒和痛区分

开来，才算是终结了这次旷日持久的争论。

但很快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十几年前

科学家们就已经知道，当感觉痒时，人们伸

手搔痒，这是因为抓挠皮肤产生的疼痛会

通过脊髓中的神经细胞传递到大脑，对瘙

痒信号形成干扰，暂时抑制住瘙痒的感觉，

即痛掩盖了痒。这个说法很好地解释了人

为什么要挠痒痒，但却没有告诉我们为什

么越挠越痒。

痒从何来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陈宙峰的团队

对整个过程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当大脑

因瘙痒引发的抓挠产生痛感后，大脑会立

即作出反应，让机体产生出一种名为血清素

的神经递质来控制疼痛。但当血清素扩散到

脊髓中后，这种化学物质在抑制疼痛的同时

还会作用于神经细胞，让瘙痒愈演愈烈。

“科学家们十几年前就发现了血清素在

控制疼痛中的作用，但将其与瘙痒联系起来

这还是第一次。”陈宙峰说。

为了证明这个想法，陈宙峰的团队通过

基因敲除技术培育了一种无法产生血清素的

小鼠。和他们设想的一样，在被注射通常会

引起皮肤瘙痒的物质后，这些基因工程小鼠

并不会像普通小鼠一样产生明显的瘙痒感；

而注射了血清素后这些小鼠又会出现瘙痒和

抓挠现象。这非常符合瘙痒和疼痛信号通过

不同但相关的途径进行传播的设想。

如何止痒

既然血清素是导致越挠越痒的主要原因，

为何不直接将其删除了事。陈宙峰说，虽然移

除血清素基因的小鼠会减少对瘙痒的敏感，但

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通过阻止血清素释放的方

法来治疗瘙痒症。血清素在人体中起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参与发育、老龄化、骨代谢等诸多

过程，影响人的食欲、睡眠、性以及情绪。如百

忧解、左洛复和帕罗西汀这些药物都是通过提

高血清素水平的方式，来对抑郁症进行控制

的。阻断血清素会对整个机体产生难以估计

的影响，人体也将因此失去一种天然的控制疼

痛的方法。因此必须另辟蹊径。

由陈宙峰团队发现的与痒相关的基因被

称为 GRPR基因，是第一个在中枢神经系统

中发现的痒基因。虽然表达 GRPR 基因的

神经细胞，并不都是痒细胞，这些细胞同时

还可能表达和疼痛相关的基因。但在脊髓

中，表达 GRPR基因的神经元只和痒的传导

相关，它们是瘙痒信号在大脑与皮肤之间进

行传递的中继站。

在弄清这一点后，陈宙峰团队用血清素

再次进行了实验。新实验中，研究人员在给

小鼠注射致痒物质的同时又注射了一种能

够激活多种不同血清素受体的复合物质。

而后对这些受体逐一进行筛查。最终，他们

发现了一种被称为 5HT1A 的受体是激活

GRPR 神经元的关键因素。为了验证这一

结论，陈宙峰团队再次向实验鼠注射了一种

能够阻断 5HT1A 受体的药物，结果发现小

鼠的瘙痒症状得到了显著缓解，在注射致痒

物质后，基本上不会抓痒。

至此，陈宙峰团队终于弄清了痛与痒之

间恶性循环的原理——首先，因感觉到痒而

抓痒，继而因抓挠产生痛感；而后，机体因出

现疼痛信号释放血清素来控制疼痛，但这些

血清素在抑制疼痛的同时，还通过 5HT1A

受体激活了 GRPR神经元，让瘙痒感更加强

烈。强烈的瘙痒感又会引发新一轮的抓挠

和疼痛，然后周而复始进入循环状态。

该研究为打破瘙痒与抓挠这个恶性循

环，特别是对牛皮癣以及多种瘙痒症的治疗

提供了一种新思路。相关论文发表在《神经

元》杂志上。

神经学家告诉你：为啥越挠越痒
本报记者 王小龙 综合外电

11 月 6 日，在巴西圣保罗，观众参观
涂装成金色的江淮“瑞风S5”汽车。

正在举行的第 28 届圣保罗国际车展
上，奇瑞、吉利、比亚迪、江淮和力帆等中国
品牌的汽车亮相登场，中国自主设计的车
型受到巴西观众的关注和欢迎。

新华社记者 徐子鉴摄

中国品牌
亮相圣保罗国际车展

新华社华盛顿 11 月 6 日电 （记者林小
春）美国航天局 6 日宣布，新一代载人航天器

“猎户座”飞船将按计划于 12 月 4 日进行首次

试飞。

美国航天局副助理局长威廉·希尔当天在

电视直播的记者会上说，这次试飞“绝对是美

国航天局今年的头等大事”，“是我们火星之旅

的第一步”。

按 计 划 ，“ 猎 户 座 ”飞 船 的 首 次 试 飞 不

载人，将用联合发射联盟公司的“德尔塔”

大推力火箭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

发射升空，然后从约 5800 千米的高空以每

小 时 约 3.2 万 公 里 的 速 度 重 新 进 入 地 球 大

气层，受到空气摩擦影响，飞船外表的温度

将 会 升 至 约 2200 摄 氏 度 ，飞 船 4 厘 米 厚 的

隔 热 板 将 受 到 考 验 ，这 也 是 此 次 试 飞 的 主

要目的之一。

返回时，飞船会在地球大气层中减速到每

小时 480公里，然后借助降落伞减速至每小时

32 公里，最终坠入加利福尼亚海岸以西的太

平洋海域。

美国航天局官员表示，此次试飞总费用为

3.7亿美元，主要是火箭或相关设备费用，而飞

船可重复使用，并不包括在内。

“猎户座”飞船的首次载人飞行定于 2021

年。美国航天局将用它把宇航员送到小行星

和最终的目标火星上去。

上周，先有美国轨道科学公司向国际空间

站送货的火箭在半空中炸成火球，后有英国维

珍银河公司的商业载人飞船在测试中发生事

故坠毁。谈及这两起事故希尔说：“太空飞行

很困难，两次事故证明了这一点。”

火星之旅第一步即将迈出

美计划 12月试飞新一代载人飞船

科技日报讯 无人机平台总能为人们带

来无限的想象空间。一位 23岁的荷兰研究生

日前公布了一款由其设计的救护无人机。这

款高速飞行的无人机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将除

颤器、氧气面罩或急救药物送到人们身边，大

幅缩短紧急医疗救护的响应时间，提高心脏

病、糖尿病患者或溺水人员的生存几率。

这位名叫亚历克·梅蒙特的年轻人来自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主修工程学专业。

由其设计制造的这款无人机时速可达 100 公

里；机身被涂装成醒目的黄色，由 6 个螺旋桨

驱动，能装载 4 公斤的货物；可跟踪紧急电话

并根据手机的 GPS 进行导航。一旦到达现

场，控制室中的专业医务人员可通过机载摄

像头及通话装置指导救助。

梅蒙特说，欧洲每年有近百万人遭遇心

脏骤停，生还率仅为 8%。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原因就是这些患者在发作后没有得到及时的

治疗。传统的救护服务到达现场至少需要 10

分钟的时间，而脑死亡往往就发生在患者发

作后的 4到 6分钟的时间内。

这种情况下时间就是生命。物理学家组

织网 11 月 29 日报道称，梅蒙特的无人机能够

在 1 分钟内从 12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飞到需要

急救的患者的身边，能将心脏骤停患者的生

存几率从 8%提高到 80%。

据称，这种救护无人机已经引起了阿姆

斯特丹急救部门的兴趣。荷兰心脏基金会也

非常看好这一项目。

梅蒙特称，除了服务心脏骤停患者，他还

希望他的无人机能够成为一个“飞行医疗工具

箱”——能够将氧气面罩送给被困在火灾中的

人员，或将注射胰岛素送给急需它的糖尿病患

者。因此，对于溺水、糖尿病、呼吸问题和外伤

的急救上这种无人机同样能够一显身手。

由于空中交通法律的限制，这种无人机

目前还无法在荷兰获得应用，该法律最快的

修改也要等到明年。此外，该系统的物体探

测及避让功能也需要进行调整和完善。但梅

蒙特对此信心十足，他坚信这种无人机急救

系统能够在 5年里得到应用。 （王小龙）

救护无人机亮相荷兰

科技日报讯 一个人偷偷把烟瘾过足了，

是不是就对旁人健康没有影响了？美国能源

部下属伯克利劳伦斯国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

告诉你，还是想的太天真。残留在空气中的

“三手烟”，在吸烟行为发生 18 小时之后，对人

体的副作用依然存在。

三手烟，指的是烟民吸烟之后残留在衣

服、墙壁、地毯和家具等室内表面的烟草残留

物。上述伯克利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之前已经

评估过室内环境中尼古丁与常见的空气污染

物亚硝酸产生的反应，发现三手烟甚至能够造

成人体细胞的基因损害。

而其最新的研究则着眼于三手烟进入人

体的另一种渠道——呼吸。即使烟味已经散

尽，危害依然隐藏空气之中。这一研究成果已

经发表于《环境科学与技术》期刊网络版。

研究人员从两种环境中收集数据：一个是

伯克利实验室内一间房间大小的会议室，其中

放置了 6根由机器抽完的香烟；在接下来的 18

个小时中，他们监测了空气中悬浮微粒和 58

种挥发性有机物的含量；第二种环境则是一位

烟民的家，最后一根烟燃尽后 8 小时，他们对

屋子进行了实地测量。

结果表明，如果绘出表示空气污染物对

人体危害的曲线，吸完烟后 5 小时，该曲线

迅速上扬，然后再过 5 个小时，曲线依然继

续爬坡，直到 10 个小时之后，这条曲线才趋

于平缓。

“在美国，家已经成为非烟民吸入二手烟

和三手烟的最主要场所。我们的研究目的，是

为在家中采取积极的防护措施提供依据。即

使吸烟行为已经发生好几个小时，我们依然可

以测量到有害物质。”该研究的第一作者、化学

家雨果·德塔亚说，“很多吸烟者已经知道二手

烟有害了，所以孩子在场的时候他们不吸。这

下问题来了，如果他们下午 2 点吞云吐雾了一

把，孩子下午 4 点回家，那么，我们的研究显

示，最多能有 60%的三手烟有害物质，可以进

入孩子体内。”

（张盖伦）

孩子不在也别吸

“三手烟”余害经久不绝

新华社伦敦 11月 6日电 （记者刘石磊）
对传统抗生素具有耐药性的超级细菌越来越

受到重视，有效替代药物已成科研热点。荷兰

一家生物技术公司最新研发出一种新药，可从

超级细菌外部将其瓦解，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

细菌产生耐药性。

常见的金黄色葡萄球菌能引起皮肤损伤、

心内膜炎和败血症等多种感染。耐甲氧西林

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就是种典型的超级

细菌。此前研究发现，这种细菌会进化出难以

穿透的细胞膜，使抗生素无法进入其内部，从而

失效。

日前正在伦敦举行的抗生素替代品研究

专门会议上，荷兰 Micreos 生物科技公司公布

了这一新药研究成果。

据介绍，新药的研发灵感来源于自然界存

在的一种病毒，这种病毒利用名为“细胞内溶

素”的酶来攻击细菌，在细菌的细胞表面将其

瓦解。研究人员将这种酶进行“改进”，强化了

在 MRSA 表面的附着力和破坏力。由于其原

理是从外部破坏细菌的基本结构，细菌“不大

可能”对其进化出耐药性。

在 小 规 模 临 床 试 验 中 ，受 试 者 将 这 种

新 药 涂 抹 于 皮 肤 表 面 ，可 有 效 杀 灭 普 通 葡

萄 球 菌 和 耐 甲 氧 西 林 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 ，并

预防感染。

研究人员希望在 5 年内研发出可口服或

注射的“新版本”，目前的主要挑战在于保持药

物的稳定性，使其方便包装和存储。

负责药物测试的荷兰公共卫生实验室临

床微生物学专家比约恩·赫佩斯说，新药利用

自然界存在的一种酶并将其改进，取得不错的

灭菌效果，这将给抗生素替代药物研发提供新

思路。

抗生素替代药物从外部瓦解细菌
可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其产生耐药性

救护无人机及模拟救护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