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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俄欲建本国
轨道空间站
新华社莫斯科 11 月 17 日电

（记者张继业）俄罗斯联邦航天署负

责人 17 日说，他们正研究部署本国

轨道空间站，以便在未来替代国际

空间站。

塔斯社援引俄联邦航天署副署

长雷斯科夫的话说，俄航天署正研

究不同的建造空间站方案。

此前有俄罗斯媒体报道说，俄

罗斯计划 2017 年建造近地轨道空

间站，轨道倾角为 64.8 度，可与由

普列谢茨克发射场发射的飞船进

行对接。

俄总理责令追赶
东方航天发射场工期

新华社莫斯科 11 月 17 日电
（记者张继业）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

夫 17 日在质询东方航天发射场建

设情况时责令尽可能克服困难，追

补已经被延误的工期进度。

据塔斯社报道，当日梅德韦杰

夫就东方航天发射场建设情况向副

总理罗戈津质询时表示，东方航天

发射场是俄罗斯一项重要工程，兼

具科学价值、经济价值和地缘政治

效益，“建设的好坏影响俄罗斯的权

威”。他就发射场建设工期被严重

延误情况对罗戈津提出要求，“应尽

一切可能遵守工期”。此前，俄罗斯

媒体曾报道，东方航天发射场工期

被严重耽误。

俄联邦航天署署长奥斯塔片

科在接受俄《生意人报》采访时表

示，发射场建设面临许多实质性

困难，“从 2012 年建设开始就没有

一份文件规定建筑工程进度的细

节 ，工 程 开 展 乱 成 一 片 ，毫 无 体

系”，参与建设的专家和施工人员

严重不足。

俄罗斯东方航天发射场位于

远东地区阿穆尔州，其建设工程

开始于 2012 年 7 月。按俄有关方

面拟订的计划，俄将于 2015 年在

东 方 发 射 场 进 行 首 次 不 载 人 发

射，到 2020 年，俄所有载人航天项

目都将转移至此。目前，俄罗斯

租用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

航天发射基地开展多数航天发射

和 所 有 载 人 航 天 发 射 ，租 期 至

2050 年。

常 上 夜 班 易 变 胖
新华社华盛顿 11 月 17 日电

（记者林小春）众所周知，经常上夜

班损害健康。美国《国家科学院学

报》17 日发表的一项新研究显示，

相比正常作息的人，“夜班族”每天

消耗的总能量减少，导致变胖的风

险增大。

这项研究对 14 名健康成年人

进行了前后共 6 天的跟踪分析，开

始两天参与者正常作息，此后转换

作息时间，连上 3 天夜班，晚上工

作，白天睡觉。研究期间，参与者

跟平常吃得一样多，每天给予 8 个

小时的睡眠时间。

负责研究的科罗拉多大学睡

眠 和 生 物 钟 学 实 验 室 主 任 肯 尼

思·赖特说，倒班那一天，参与者

下午要小睡一会儿，不过这一天

由于他们清醒时间比平常要多，

因此消耗的总能量高于平常，但

此后两个夜班，参与者每天消耗

的总能量都要比平常少。总体而

言，上夜班者一天的总能量消耗

减少 12％至 16％，尽管白天的睡

眠易受干扰。

赖 特 认 为 ，消 耗 能 量 减 少 可

能与“夜班族”生物钟被打乱有关

系。“夜班违背了基本的生物学，”

他说，“夜班要求我们的生理昼夜

颠倒，但这很难做到。我们是可

以让生物钟做一些改变，比如调

整几个小时，然后倒休时又要回

到正常模式，但夜班人士不可能

这样适应。”

一 个 比 较 令 人 惊 讶 的 发 现

是，白天睡觉比晚上睡觉燃烧的

脂肪多。赖特说，不清楚为什么

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也许是白

班到夜班的过渡造成的。但这不

会让人减肥，因为一天的总能量

消耗减少了。

怎样改善夜班人士的健康状

况？赖特说，具体建议尚需更多研

究，“我们可以说的是，夜班人士健

康饮食以及适度锻炼也许比以前

认为的更重要”。

科技日报讯 暗物质影响着星系的形成，

无处不在却难以捉摸。最近，美国和加拿大物

理学家提出，为我们提供城市导航的 GPS（全

球定位系统）设备有可能成为直接探测和测量

暗物质的强大工具。研究小组在今年召开的

科学会议上提出了这一理论，被科学团体广为

接受，相关论文提前在线发表于今天的《自然·
物理学》杂志上。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11 月 17 日报道，美国

内华达大学科学学院教授安德烈·德拉维安科

和维多利亚大学、加拿大理论物理学周界研究

所的马克西姆·珀斯拜洛等人提出了一种新方

法，用 GPS卫星及其他原子钟网络来寻找暗物

质，对比各钟的时间以找出差异。

“对于暗物质，我们除了欠缺实体的观察

证据，连它的属性也不甚了解。有些粒子物理

学研究设想，暗物质是由类似重粒子的物质构

成，但这种设想未必是真。”德拉维安科说，“现

代物理学和宇宙学只能解释宇宙中 5%的普通

物质和能量，对剩下的部分还无法解释。”

有证据显示，在这些神秘物质能量中，暗

能量占约 68%，剩下的 27%就是通常所知的暗

物质，虽然人们看不见，也无法直接探测和测

量它们。

“我们的研究旨在实验一种探测暗物质

的想法，暗物质的组织形式可能是类似气体

的拓扑缺陷大集合，或能量破缺。”德拉维安

科说，“我们认为，当暗物质扫过时，用高灵敏

原子钟网络来探测这些缺陷，就可能探测到

暗物质。哪里的钟出现了不同步，就知道可

能有暗物质、拓扑缺陷经过这里。我们的设

想是把 GPS 卫星坐标群作为人类建造的最大

暗物质探测仪。”

德拉维安科正在与内华达测量实验室主

管杰夫·布莱维特合作，共同分析来自 30 个

GPS卫星的原子钟数据。关联原子钟网络，如

GPS现有的地面网络，可作为寻找拓扑缺陷暗

物质的强大工具。在暗物质影响下，原本同步

的钟会变得不同步，放在不同地方的原子钟的

时间可能出现明显差异。

布莱维特说：“我们知道暗物质一定在那，

因为它让沿星系的光线发生了弯曲，但我们没

有证据显示它是由什么构成的。如果它不在

那儿，我们所知的普通物质是不足以把光线弯

曲得那么厉害的。这是科学家知道星系内外

有大量暗物质的途径之一。一种可能是，这种

类气体暗物质不是由普通物质粒子构成，而是

宏观的、时空纤维的缺陷。”

布莱维特解释说：“地球在星系中运转，会

经过这种气体。对我们来说，就像暗物质构成

的星系风吹过地球系及其卫星。当暗物质吹

过时，可能会让 GPS 系统的钟变得不同步，这

一指标大约持续 3 分钟。如果暗物质让原子

钟的时差超过 10 亿分之一秒，我们就能很轻

易地探测到。” （常丽君）

科学家提出用GPS卫星探测暗物质设想
当暗物质扫过时可能会使GPS系统的原子钟变得不同步

想象一下让你复制一个图书馆，若要一

个人做这事几乎要永无止境了。你或许要叫

上一些朋友，做个分类计划，然后各个击破。

当人类的细胞在每次分裂的时候，都将

面临复制 60 亿个 DNA（脱氧核糖核酸）字母

的艰巨任务。然而，DNA 的复制机制并不是

逐条染色体慢慢复制，而是在多个起源点同

时“发力”。一些区段可能比另一些更早或更

晚得到复制。

来自哈佛医学院、哈佛布罗德研究所和

麻省理工学院的基因学家开展了一项新研

究，他们发现，包括起源点位置和 DNA 片段

复制顺序在内的“复制时机”竟然因人而异。

11 月 13 日《细胞》在线版发表了这一成

果，该研究还确认了第一组由“复制时机”精

心策划的基因变异体。

隐藏的“复制时机”能
影响基因突变率
“每个人的细胞都有复制基因的计划，

但并非所有人的复制计划都一样，这一点既

让人惊讶又引人入胜。”论文作者斯蒂文·麦

卡罗尔说，他是哈佛医学院基因遗传学助理

教授。

DNA 复制是细胞进程中最基础的机制，

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差异都可能影响基因遗

传，包括个体疾病风险和人类进化。

新研究指出，就目前所知，“复制时机”会

影响基因突变率，DNA 片段过早或过晚复制

都可能引起更多错误，不同的“时机”会导致

基因突变风险的不同模式。

麦卡罗尔的课题组发现，这个因果关系

能解释为什么有些人更容易罹患白血病。

研究人员此前知道，一个名为 JAK2 的后

天基因突变会导致这种血液癌症，他们还注

意到，携带 JAK2 突变基因的人，在该基因附

近存在一系列特殊的遗传基因变异体，但是

他们并不能肯定，遗传变异体和新的突变之

间具有何种联系。

“‘复制时机’可能是遗传变异体影响此

后基因突变和疾病风险的一种方式，而我们

通常认为这种方式发生得很偶然。”麦卡罗尔

说。博士后研究员、第一作者阿曼·科伦说，

“这是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全新形式。”

全新方法反映出“真
实的生物学规律”

麦卡罗尔和科伦等研究人员之所以取得

这些发现成果，很大程度上因为他们发明了

一种储存 DNA“复制时机”数据的新方法。

原来，它就藏在人们的眼皮底下。

在此之前，要想研究“复制时机”，科学家

需要煞费苦心地“让细胞在几周内成长，用特

殊的机器对这些细胞进行分类，再做一个大

型的、复杂的、昂贵的、费时的实验。所有这

些都是为了同时获得几个人的相关材料。”科

伦解释道。

研究人员探索了一个更简便的方法。他

们求助于一个“1000 基因图谱项目”，该项目

包含了从世界各地几百人身上采集的在线基

因序列数据。

由于这个项目中的大多数 DNA 都已从

积极分裂细胞中提取完毕，研究小组假设，

“复制时机”的信息就隐藏在其中。

他们猜对了。他们计算了每个基因图谱

中单个基因的复制数量。因为较早得到复制

的起源点所生成的基因片段数量比晚生成的

片段多一些，这样他们就能为每个人生成各

自个性化的“复制时机”映射图。

“人们之前看到过这样的模式，但是因为

基因组测序技术的落后而错过了这些现象。”

麦卡罗尔说，在进行了许多排除可能性的大

量测试后，“我们发现，这种模式反映了真实

的生物学规律。”

研究人员接下来用个人基因序列数据，

比较每个人的“复制时机”差异是否与特殊基

因变异体相匹配。从 161 个样本中，他们确

定了 16 个基因变异体。这些变异体很短，大

多数也很普遍。

期待能窥见整个“冰
山”的大型实验

未来，在研究中会发现更多的变异体，研

究人员在实验室将会更熟练地掌控“复制时

机”，还会搞清楚它是如何工作的，以及其在

生物学中的重大意义。

类似的研究应该繁荣发展，“研究‘复制

时 机 ’，现 在 需 要 做 的 就 是 培 养 细 胞 并 对

DNA 测序，而现在很多人都在做。”科伦说，

新方法“更简单、更快捷、更省钱，我希望它能

带来一种变革，因为我们现在完全可以在更

大范围内搞大型实验。”

“在基因序列数据中，我们发现了生物学

信息。”麦卡罗尔补充道，“但这只是一个附属

的生物学实验而已。想象一下，当我们和其

他人真正设计了研究这一现象的实验，并从

中所获取的结果吧。”

比如，变异体的位置临近复制起源点，这

让研究小组想知道，通过改变一个人的起源

点能否影响“复制时机”；他们还怀疑，变异是

否是通过改变染色体结构来实现的以及为什

么会这样；他们还想寻找控制“复制时机”的

其他变异体。

“这 16 个基因变异体只是冰山一角。”科

伦说。

DNA复制时机因人而异
本报记者 房琳琳 综合外电

科技日报讯 最近，美国血液系统研究所

科学家在取自亚北极冰原的冰核中发现了封

冻的驯鹿粪便，其中含有两种 700 年前的病毒

序列。他们分离出一种病毒的部分 RNA（核

糖核酸）基因组和另一种 DNA（脱氧核糖核

酸）病毒的完整基因组，并用 DNA病毒感染了

活植物。相关论文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

报》上。

科学家对病毒的进化还知之甚少。理解

古代病毒结构，能帮人们掌握更多有关病毒进

化的知识。但科学家测序的古代病毒还很少，

想重建古代病毒的模样还很难，因为它们变化

得太快，很难看出新序列与各种病毒之间的关

联。而且古代病毒的核酸成分也会很快分解。

血液系统研究所的埃里克·德瓦特小组一

直在寻找保存良好的古代病毒，他们对加拿大

塞尔维恩山脉（Selwyn Mountains）有 4000 年

历史的古老冰源进行了研究。几千年来，驯鹿

会在夏季聚集在冰源上，躲避炎热和昆虫。研

究人员在 700 年前的冰芯层中发现了封冻的

驯鹿粪便，从中提取了核酸进行检验，识别出

两种保存较好的病毒序列。

其中一种 RNA 病毒基因组的一部分，可

归入感染昆虫的蟋蟀麻痹病毒属。研究人员

认为，可能是驯鹿吃下了被这种病毒感染的昆

虫，也可能是昆虫被驯鹿或其粪便吸引，从而

在驯鹿粪便和周围雪地留下病毒。

根据对另一种 DNA 病毒的测序，他们完

整重建了该病毒的基因组，却发现它和任何

现代测序的病毒都不太像，而和一类感染植

物的双生病毒和双生环状病毒有远亲关系，

这类病毒通常存在于蜻蜓、真菌和动物粪便

中。研究小组认为是驯鹿在吃植物时吃下了

该 DNA 病毒。

为更好地研究该 DNA 病毒，研究人员用

它感染了一种叫做烟草本赛姆氏的植物（研究

克隆双生病毒传染性的常用模型）。病毒会在

被注射叶子和新生叶子中自我复制，证明植物

已被感染，但被感染植物却没表现出任何疾病

症状。研究人员认为，可能是因为烟草本赛姆

氏并非该病毒的理想宿主。

以往研究表明，如果动物吃了被病毒感染

的植物、昆虫或动物，病毒在通过动物消化道

后还有传染性。研究人员认为，气候变化加快

了北极冰的融化，可能会有更多病毒微粒逃逸

到环境中，而这些病毒可能还保持着传染能

力。 （常丽君）

700年前病毒感染了活植物
科技日报讯 美国耶鲁大学一项新研究发

现，城市高能耗的市区通过对流过程释放的热

量是白天热岛效应的主要因素，尤其在潮湿的

气候下，这可能对城市居民健康带来威胁。该

研究首次量化了“城市热岛”（UHI）效应。

“城市热岛”这个普遍现象使得世界城市

地区的温度比其周围的乡村显著增高。研究

人员对北美 65 个城市进行分析，发现在城市

高能耗的市区通过对流过程释放的热量是白

天热岛效应的主要因素。这一发现挑战了长

期持有的说法，即认为这种现象驱动的主要因

素是由于植被损失减少了蒸发冷却。

研究人员说，在潮湿的气候下，这种受损

的“对流效率”影响尤其严重。在城市里，如亚

特兰大、佐治亚和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独此

因素就导致白天平均温度上升了 3摄氏度。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该研究报告

作者之一、该所大学林业和环境研究学院气象

学教授李旭辉（音译）说，当全球平均气温不断

升高，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城市，这种现象可

能会对人类健康产生深远的影响。气候条件和

城市热岛之间存在协同关系。其表明，城市热

岛效应将在潮湿气候条件下，温度影响加剧了

高湿度，从而加剧热浪对人体健康的压力。这

是从公共健康的角度来关注这个大问题。

多年来，科学家已经认识到城市热岛效应

的主要原因，除了对流效率和蒸发冷却的变

化，还包括建筑物、人行道和其他结构比植被

和土壤储存更多热量的倾向；由人类建造的工

业系统产生的热量；地球表面反照率的变化。

利用陆地表面温度和从美国与加拿大覆

盖植被的卫星数据，研究人员计算出在城市中

心及其周围乡村之间白天和夜晚的平均温

差。还利用气候模型产生更复杂的变量范围，

从空气密度到空气阻力，然后将其用于量化每

个城市热岛的驱动力，如辐射、对流、蒸发、储

热和人类产生的热量。

研究结果重申了一致的看法是，不考虑当

地气候，在夜间储存在建筑物所释放的热量成

为 UHI 的主要贡献者。但研究人员发现，白

天对流是主导因素，特别是在美国东南部更

“潮湿”的城市建筑物和其他人为特征的光滑

表面远远低于周围环境中草木茂密地区的热

扩散。总体而言，在潮湿的气候城市对流效率

降低 58％。

研究人员说：“植物的‘粗糙’表面会引发

动荡，其将热量从地表带到大气层。但是，那

里有一个更光滑的表面，对流更少，热将被截

留在其表面上。”

对流在少雨的城市也起着关键的作用，结

果却截然不同。在这些背景下，在美国西南部

地方周围的植被是典型的矮小繁茂，农村地区

是散热效果较差的城市地区。其结果是，实际

上城市景观在去除热量上比其农村环境效率

高 20％，可引发城市内 1.5摄氏度的冷却。

（华凌）

新研究首次量化“城市热岛”效应

新华社伦敦11月 17日电 （记者刘石磊）

多国科研人员 17 日公布一项最新研究发现，

一种蛋白质对健康细胞的过早死亡起到关键

作用，而一种小分子抑制剂则可阻止这类细胞

非正常凋亡过程。这一成果有助于开发肾病、

肝病等疾病的治疗新药。

细胞凋亡本来是一个自然、主动的过程，

但在有些情况下，如癌变组织中，细胞会通过

一种非凋亡机制过早死亡，科学界将其称为

“铁死亡”。

英国卡迪夫大学研究人员与瑞典、美国同

行一起，在英国《自然·细胞生物学》上发布最

新研究说，他们发现健康细胞也会受到类似

“铁死亡”机制的影响，而引发这一过程的关键

在于一种名为 Gpx4的蛋白质。这种蛋白质的

主要作用是调节细胞凋亡过程，如果将其移

除，细胞就会发生过早死亡现象。

根据这一发现，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索了阻

止这一机制发挥作用的方法。他们利用脂类

组学和大规模分子筛查，发现一种小分子抑制

剂 Liproxstatin－1 可防止这种细胞早亡的发

生，从而避免由此带来的组织损伤。

研究人员举例说，在肾衰竭、肝病及心血

管疾病中，常会发生这种缺血性组织损伤，他

们通过动物实验发现，这种抑制剂对老鼠有

明显效果。如能进一步验证其在人类患者中

的效果，就有望开发出以此为治疗靶点的新

型药物。

一种蛋白有助破解细胞早亡机制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11月15日晚举办一年一度的“博物馆之夜”活动。从当天晚上7点到次日凌晨3点，200余家大大小小
的博物馆和文化中心全部免费向市民开放，活动范围覆盖了全市27个街区，约70万人参加了活动。图为市民参观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
精确科学系的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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