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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3月31日电（记者常丽君）美国耶鲁大

学医学院和科维理神经科学研究所合作的一项最新研究

表明，在人类大脑皮层的进化过程中，在已知的 DNA 调

控因子区，有数千个基因“暗”开关被打开和增强，这些启

动因子和增强因子驱动了大脑皮层中与自觉思考和语言

相关的脑区的基因表达。相关论文发表在近期的《科学》

杂志上。

据每日科学网站报道，人类诸多基因与其它灵长

类 动 物 非 常 相 似 ，这 表 明 除 了 基 因 本 身 的 变 化 以 外 ，

其变化方式也是受控的，正是这一点把人类和其它动

物区分开来。与恒河猴和小鼠相比，这种差异或许解

释 了 人 脑 的 某 些 结 构 和 功 能 为 何 如 此 独 特 。 一 些 潜

在地受这些调控因子引导的生理过程，对人脑的发育

至关重要。

科维理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遗传学副教授詹姆

斯·努南说：“构造一个更复杂的大脑皮层可能涉及几件

事，包括制造更多细胞、修改皮层区域功能、改变神经元之

间的连接。我们在人类身上发现的调控改变就与这些过

程有关。这可能与细胞增殖、皮层花纹结构及其他发育过

程的进化改良有关，而这些过程在其他物种中，通常处于

保守状态。”

研究人员首先绘制了在脑皮层发育 12 周内的活跃的

调控因子图，从中找出特殊的生化作用。他们对脑发育中

的恒河猴和小鼠也绘制了同样图谱，把三者对比发现，有

几千个调控因子在人脑发育中表现出增强的活性。接下

来，他们研究了调控增强带来的生物学效果。利用 Brain-

Span项目（一个免费访问的涵盖人类整个寿命期间脑部基

因表达的数据库）找出了在脑皮层中起协调表达作用的基

因组，与他们的发现相比较，确认了多个生理过程与人脑

中大量的调控改变有关。

论文第一作者斯蒂芬·瑞利说：“人脑被认为是一

种极具创新的结构，而在构造哺乳动物大脑皮层这样

一 个 古 老 的 、极 为 重 要 的 过 程 中 ，这 么 多 调 控 因 子 好

像扮演了同一个角色，还是令人吃惊的。利用已有工

具鼓捣出新的结构特征和功能，这通常是一种进化的

标志。”

下一步，努南和同事们打算把他们发现的某些调控改

变引入到小鼠基因组中，研究这些改变的功能及其对小鼠

脑发育的影响。

科学家绘出人脑进化“开关”调控图
对了解人脑发育过程至关重要

联合国呼吁重视水资源
保护及相关公共卫生问题

新华社联合国 3月 30日电 （记

者倪红梅 史霄萌）联合国副秘书长埃

利亚松 30 日表示，水与卫生问题对全

球发展和人类生活至关重要，国际社

会应继续推动解决水资源保护及相关

公共卫生问题。

第 69 届联大当天举行高级别对

话会，回顾在 2005 年至 2015 年“生命

之水”国际行动期间，国际社会在供

水、卫生服务以及水资源可持续管理

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埃利亚松在会上说，水是全球发

展以及人类有尊严生活的最优先事项

之一，也是维护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因

素。到 2025 年，三分之二的世界人口

可能面临用水紧张问题，到 2050 年，

全球用水需求将提高 40％。当前，25

亿人缺乏足够的卫生设施，健康受到

威胁。水资源紧张还可能引发地区局

势紧张和冲突。

冰岛常驻联合国代表贡纳松在会

上代表联大主席库泰萨致辞说，过去

10 年来，在水资源保护和相关卫生设

施获取途径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今

年国际社会对 2015 年后发展议程进

行谈判是一次历史性机遇，谈判应重

视水资源保护和相关公共卫生问题。

联 合 国 大 会 2003 年 12 月 宣 布

2005 年至 2015 年为“生命之水”国际

行动十年，目的是促进国际社会作出

努力，在 2015 年前实现在水和与水有

关的问题上作出的各项国际承诺。

全球植被面积增加
中国贡献不小

据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一项

最新国际研究表明，尽管一些热带地

区一直存在大规模森林砍伐事件，但

全球植被总体上仍呈增加趋势，自

2003 年以来全球植被总碳储量已增

加了约 40亿吨。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科学家

领导的一个国际科研小组在新一期英

国《自然·气候变化》月刊上报告说，他

们分析了过去20年间的卫星监测数据。

结果显示，全球范围内，由于降雨

量增加，澳大利亚北部、非洲南部和南

美地区的草原植被都在增加；在俄罗

斯及周边一些国家，人们在废弃农田

上重新植树。而另外一个重要的单一

因素是，中国多年来一直在进行大规

模的植树造林活动，持续增加本国的

植被覆盖。

与此同时，研究人员也提醒说，仍

有很多地区存在大规模植被损失。植

被量下降最严重的是亚马孙雨林周边

以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省和加里

曼丹省。

参与研究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

授艾伯特·范迪克介绍说，以前分析植

被生物量变化，只是集中于分析森林

覆盖情况的变化。而借助这项新的技

术，他们得以监测到草原植被的变化

情况。

不过，参与研究的澳联邦科学与

工业研究组织的佩普·卡纳德利博士

说，草原植被比较敏感。降雨量增加，

植被就迅速增加。一旦遭遇持续干

旱，草原植被生物量就会迅速下降，

“因此草原植被的固碳能力非常敏感，

会受到逐年降水量变化的影响”。

澳尝试用大数据研究
对抗痴呆症

据新华社悉尼3月31日电 澳大

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最近宣布，该校

启动了一项针对痴呆症的大数据研究

项目，目标是联合科研人员与社会各

方的力量研究痴呆症发病机制，寻求

新的治疗方法。

该项目名为“痴呆症行动计划”，

由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大脑健康老化中

心主导，得到了澳大利亚企业界的支

持。其研究重点是阿尔茨海默氏症，

此外也包括其他类型的痴呆症。

项目负责人之一、新南威尔士大

学教授帕明德·萨切夫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将全球研究资源整合到一

起，可以创建出“大数据集合”，综合痴

呆症的多种风险因素，建立更可靠的

统计模型、作出更精确的预测，这是独

立的小规模研究做不到的。

参与发起该项目的企业家理查

德·格勒尔曼对记者表示，他的妻子受

阿尔茨海默氏症困扰，这是促使他发起

并资助该项目的主要动因。他希望该

项目能增强社会对阿尔茨海默氏症的

关注，并帮助找到治愈该疾病的方法。

新华社洛杉矶3月30日电（记者郭爽）俄

罗斯联邦航天署日前称，将与美方携手建设未

来替代国际空间站的全新轨道空间站。美国

媒体 30 日却指出，美国航天局并没有与俄方

合作建造后续空间站的计划。

美国媒体 30 日援引美国航天局发言人

戴维·韦弗的一份声明说，俄航天部门日前

表 示 ，愿 意 延 长 国 际 空 间 站 的 使 用 寿 命 至

2024 年 ，并 对 未 来 人 类 太 空 探 索 的 持 续 国

际 合 作 表 示 出 兴 趣 ，美 国 航 天 局 对 此 表 示

欢 迎 ，但 并 未 确 认 任 何 关 于 未 来 空 间 站 的

相关计划。

俄航天署署长科马罗夫日前表示，俄美

将携手打造全新轨道空间站，新空间站的建

造将是开放性项目，不但可以接纳现在的国

际空间站项目参与国，任何有意向的国家都

有望参与其中。

韦弗没有直接评论科马罗夫的说法，但他

强调，当前的重点任务“仍聚焦在对现有轨道

科学实验室的充分使用，以及（美国）航天员斯

科特·凯利刚展开的令人激动的研究任务上，

这项为期一年的任务将帮助我们为更长时间

的太空飞行做准备”。

分析人士称，美国航天局不大可能在国际

空间站“退休”后投资与俄共建全新空间站，而

更可能选择与私人企业合作。美国航天局副

局长威廉·格斯登美尔上月曾表示，空间站退

休后需要一个后续空间站，但“我们希望私营

企业能承担起（这一任务）”。

更早之前，俄联邦航天署曾表示，准备分

离其在国际空间站的部分舱段，以建立自己的

空间基地，预计 2024 年完成这一目标。不过

科马罗夫并没有提及这一计划。

国际空间站始建于 1998 年，是以美国和

俄 罗 斯 为 主 、16 个 国 家 联 合 参 与 的 国 际 项

目，总投资超过 1000 亿美元，原规划国际空

间站使用寿命至 2020 年。本月 28 日，俄罗

斯航天署与美国航天局就延长国际空间站

使用期限达成一致，将空间站的使用寿命延

长到 2024 年。

美国媒体称

俄与美共建新空间站是“一厢情愿” 科技日报北京 3月 31 日电 （记者房琳
琳）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的研究人员利用基因编

辑技术（CRISPR-Cas9），掌握了致命的“埃及

伊蚊”如何传播疾病，叮咬人类等信息，有望对

其进行技术干预。相关研究发表在近日出版

的《细胞报告》上。

CRISPR-Cas9技术是指利用靶点特异性

将 Cas9 核酸酶带到基因组上的具体靶点，从

而对特定基因位点进行切割。传统上来讲，要

了解一个基因的功能，科学家会通过“剔除基

因”，培养一种缺乏该基因的机体，然后研究这

个机体的感官和行为的变化。

随着 CRISPR-Cas9 技术的快速发展，研

究人员已能借此对很多有机体展开研究。现

在，洛克菲勒大学的研究人员将这种技术应用

在一种重要的物种——埃及伊蚊上，这种蚊子

每年让数以千万计的人感染上基孔肯亚病、黄

热病和登革热等致命疾病。

负责此项研究的莱斯利·B·沃斯豪尔神经

遗传学与行为实验室博士后研究员本杰明·J·
马修斯说：“为了解雌性埃及伊蚊如何传播疾

病，需要知道它们如何叮咬人类，如何选择水源

产卵。一旦掌握了这些信息，就有望进行技术

干预。”目前，他的团队已经能够在这种蚊子的

几个基因上，用 CRISPR-Cas9 技术有效产生

靶向基因突变和干预效果。他说，这个项目的

近期目标是了解埃及伊蚊作为疾病载体，其不

同基因如何有效运作并产生精确免疫系统。

沃斯豪尔实验室人员一直怀疑特殊基因能

助蚊子传播疾病，还能让其找到完美的产卵地

点。“开展这个项目之前，我们认为在实验室中修

改蚊子基因组中的众多基因是件很困难的事情。”

马修斯说，若要创建不同类型的基因突变，科学家

以往会依赖一种能将加工过的蛋白与指定移除的

特定DNA片段进行绑定的技术，这个过程既昂

贵又不可靠。“现在我们已经能很好掌控CRIS-

PR-Cas9这种靶向技术并指向任何基因。”

马修斯还说：“在 CRISPR-Cas9 技术出

现之前，人类对很多有趣的动物物种无法进行

研究。可以说，这项伟大的技术已经彻底改变

了生物学发展进程，几乎每个被应用过该技术

的机体的实验都取得了预定效果。”

基因编辑技术可干预“埃及伊蚊”肆虐

特斯拉的运动型电动跑车、奥迪 A8、洛

克希德公司研制的 SR-71 侦察机等等，这些

运动速度更快、更雅致的汽车和飞行器都由

更高级的铝、镁和钛制成。这些神奇的金属

质轻而且坚固，但也有硬伤：它们的制造成本

很高，而且生产这些材料需要耗费大量的能

源，所以，迄今只有那些有钱有权的人才享受

得到它们的好处。

不过，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乏明知山有

虎，偏向虎山行的人。据英国《新科学家》

网站近日报道，美国政府已开始为那些旨

在 更 廉 价 地 获 得 上 述 金 属 的 项 目 提 供 资

助。能源部专门研发能源技术的高等能源

研 究 计 划 局（ARPA-E）为 此 开 展 名 为

METALS 的 计 划 ，其 宗 旨 正 是 使 铝 和 镁 的

成本与钢铁一样低，同时，钛可以像不锈钢

那样便宜。

各出奇招 降低能耗

在 ARPA-E 年度能源创新峰会上，18 个

团队提交了他们的研究，提出了制造这些金

属并处理有用废料的新方法。ARPA-E的主

要目标是通过使汽车和飞机变得更轻，以减

少交通领域的能源消耗，完成这些目标所获

得的直接好处可以使交通工具的速度更快且

能效更高，从而让整个国家受益。

汽车和大桥等承重结构一般使用钢铁，

但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铝、镁和钛的表现会

更好，不过，它们的“身价”也更高。METALS

计划的负责人詹姆斯·克劳斯勒表示：“钛是

最好的金属结构，其更轻，更坚固，且可以永

远存在，因为它并不会被腐蚀。”他认为，如果

钛的价格能从 35 美元/公斤下降到 4 美元/公

斤，那么，它将能替代钢铁。

总部位于麻省的 Infinium 公司是一家旨

在革新铝生产过程的公司。该公司研制出了

一种新型电化学电池，其不仅能将金属从矿

石中分离出来，而且整个过程不会像传统方

法那样产生二氧化碳。该公司首席技术官亚

当·鲍威尔表示，采用这种新方法，生产过程

的效率提高了 30%，而且生产出了钕和镝等

稀土金属。

海洋中存在大量镁，但海洋中镁的浓度

很低，所以，从海洋中提取镁会耗费大量能

源，有些得不偿失。现在，位于美国华盛顿特

区的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部分

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使用一种催化剂，能将

镁提取过程的工作温度从 900 摄氏度降低到

300摄氏度。

降低这些材料的制造成本不仅能节省能

源，而且会减少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克劳

斯勒表示：“让所有汽车和飞机变得更轻，不

仅每年能为我们节省 1210 亿升燃料，还能将

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 5%。”

回收问题 不容小觑

不过，即使上述项目都取得成功，我们仍

然需要处理另一个挑战：如何回收这些轻质

金属。现在，我们可以使用磁铁将铁和钢从

废物中提取出来，但镁和铝不能采用这种方

法。福特公司的经典皮卡 F-150 每年的销量

高达数十万辆，最新款的 F-150 包含的铝比

以往任何车型都多。就目前而言，将这种车

型的铝全部回收并非经济之举。

不过，总部位于美国新泽西的 ERCo 公

司正在对一种钢铁回收技术进行调整，希

望能用于铝的回收。该公司首先让含铝的

废料融化，随后使用激光来确定其中金属

的成分，之后，利用一套自动系统有选择性

地添加更多废料，将混合物变成他们想要

的合金。

含铝废料目前的主要处理方法是被弄

碎，再由人工进行分类、筛选。这样的工作不

仅费时而且并不安全。由美国犹他大学的

研究人员创办的一家公司则使用一个可以

调整变化的磁场来做同样的事情，整个过程

不需要人的干预。他们表示，不同的金属对

磁场的感应程度不同，因此，这个磁场能完

美地从运输带上的铝中挑选出铜和黄铜，并

将 每 种 金 属 分 别 放 在 预 先 设 计 好 的 容 器

中。该公司今年将在美国最大的钢铁生产

商——北极熊公司位于犹他州的工厂对这

项技术进行试验。

所有上述技术结合在一起，将使世界变

得更轻盈、更快捷、更清洁。

美国科学家表示，如果铝、钛和镁金属价格更便宜，它们将取代钢
铁，帮助人类节省能耗和排放，世界将因此发生巨变……

更轻 更快 更清洁
本报记者 刘 霞

科技日报伦敦 3月 31 日电 （记者郑焕
斌）牛津大学精神病学系教授塞纳·法泽尔领

导的研究小组的最新研究表明，那些被临床诊

断为抑郁症的人实施暴力犯罪的可能性比常

人高 3倍。该项研究的志愿者包括近 50000名

被临床诊断为抑郁症的瑞典人。

该项研究发现，有 3.7%男性（641 人）和

0.5%的女性（152 人）在被诊断为抑郁症之后

曾实施过一项暴力犯罪。相比之下，在正常人

群中只有 1.2%的男性（4097 人）和 0.2%的女性

（1059人）曾实施过暴力犯罪。

法泽尔表示，他们试图探究当个体在临床

上被诊断为抑郁症后，此人实施暴力的危险性

是否增加，而不涉及其他已知各种因素。一个

重要的发现是，绝大多数患有抑郁症的人并未

实施暴力犯罪，被报告曾实施暴力犯罪的比

率，低于那些患有精神分裂症和躁郁症的人，

也远远低于吸毒或酗酒人群。他说：“可以理

解的是，人们对抑郁症患者的自我伤害或自杀

行为相当担忧。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这些人

实施暴力犯罪的比率起码同样高，但他们却不

能在临床指南或主流临床实践方面获得同等

程度的关注。”

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追踪研究了47158名

被临床诊断为抑郁症患者的病历和判罪率，并

与年龄和性别相当、未患抑郁症的898454名对

比组进行了对比研究。研究人员对两个对比

组的人进行了为期3年的追踪研究，结果发现，

被诊断为抑郁症的人在伤害他人和自我伤害

（高于常人5至6倍）两方面的风险都比较高。

该项研究的样本并没有包括那些住院的

抑郁症患者。众所周知，具有暴力、自我伤

害、精神病和（精神性）药物滥用等经历的个

体，实施暴力的危险性较高。研究发现，如

果同时患有抑郁症，这些人群中实施暴力犯

罪的危险性更高。然而，当上述因素被剔除

后，个体实施暴力的危险性相对减少。这表

明，对那些具有暴力、自我伤害、精神病和药

物滥用经历的人进行临床风险评估时，应包

括实施暴力的危险性。

法泽尔小组下一步将探讨对抑郁症的治

疗是否有助于降低暴力犯罪风险。

临床抑郁症患者暴力犯罪风险较高

第42届东京摩托车展日前在日本东京国际展示场举行，来自日本、美国、德国、意大利、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60多家摩托车及相关配件
企业参展。图为厂家展示新型摩托车。 新华社记者 马平摄

第 42届东京摩托车展在日本东京举行

洛克希德公司研制的SR-71侦察机（效果图）由质轻而且坚固的铝、镁等金属制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