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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7月21日电 （记者常丽君）最近，美

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科学家提出，石墨烯可能还有一类三

维的异型体，它们属于一个新家族。这些结构有可能在

实验中合成，其中最简单的“超蜂窝”结构拥有许多不寻

常的性质，可能比金刚石更稳定。相关论文发表在最近

的《物理评论快报》上。

石墨烯是一种单层六角形的2D结构，每个碳原子与

其他3个碳原子相连。这种“平面三角连接”赋予它许多独

特的属性，尤其是电学性质，使其成为一种卓越的半导体

材料。石墨烯的三角连接会产生不寻常的现象：造成电子

的能量随其动量呈线性变化，使电子出现类似接近光速运

动的行为。迪拉克方程描述了这种相对论电子，所以电子

产生这种行为时的动量值被称为“迪拉克点”。大部分材

料结构都没有迪拉克点。这种线性行为会大大影响电子

分布和它们与晶格振动之间的相互作用。

研究人员想知道，把碳基平面三角结构上的迪拉克

点扩展到三维空间，形成迪拉克环会怎样。实验中至今

尚未观察到迪拉克环，只是预测其存在于少数精微材料

中。分析认为，当三角连接碳原子链互相垂直堆叠时，

理论上可以形成迪拉克环。这种排列不同于石墨，石墨

虽然也是 3D 结构，但是一层层堆叠的。而垂直堆叠链

有许多不同的维度，因为蜂窝六角形在垂直和水平结合

方式上有多种可能。如最简单的超蜂窝结构，只有两个

碳原子互相垂直组成，其晶格有点像微小的双面书架。

俄克拉荷马大学基兰·穆伦说：“我们的研究有两层

含义。首先，这是第一个展示迪拉克环的简单系统。迪

拉克环是电子系统中尚未见到的一种性质，对电子流经

系统的方式以及它们在磁场中的行为都有很大影

响。其次，这一系统会带来许多相关系统，有些是其

他碳结构，有些是类似的不同物理系统，如冷气体原

子的光学晶格，还可能发现更多不寻常的性质。”

3D 结构可能会让超蜂窝同素异形体极其稳定，

甚至超过金刚石和石墨。穆伦说：“我们正在尝试计

算其硬度（拉伸性）和强度（抗断裂性）。”他们预计，要

合成这种碳同素异形体新家族是个很大挑战，但用目

前的技术也是可能的。

石墨烯三维异型体能形成迪拉克环
“超蜂窝”结构或比金刚石更稳定

由非洲联盟（非盟）主办的非洲抗击埃博拉国际

会议 20日在赤道几内亚首都马拉博召开，与会者总结

非洲抗击埃博拉经验，并准备就有效防控埃博拉和其

他本土疫情提出战略框架，商讨非洲疾病预防与控制

中心建设事宜。

一年多来，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抗击西非埃

博拉疫情的工作取得巨大进展，新发病例从去年8月的

每周 800 例降到现在每周 30 例以下，相关科研也有显

著进展。但从总体来看，距离完全控制疫情尚有距离。

病例归零尚需发力

联合国埃博拉应急特派团负责人赫拉夫 7 月 16

日表示，联合国方面已投入约 8420万美元帮助塞拉利

昂、几内亚和利比里亚三国应对埃博拉疫情。

世界卫生组织 5 月 9 日宣布，鉴于 42 天没有出现

新增病例，西非国家利比里亚的埃博拉疫情结束。但

该国卫生部门 6 月 30 日证实，一名利比里亚年轻人感

染埃博拉病毒后身亡，成为宣布疫情结束后的首个新

病例。此后新病例陆续出现，从 6月底到 7月 12日，利

比里亚共出现 6例埃博拉新病例。

几内亚抗击埃博拉协调委员会总负责人凯塔 7月

18 日表示，该国埃博拉疫情近期出现反弹。7 月 1 日

以来，几内亚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 45 例，死亡 21 例。

本次反弹在几内亚首都和各主要省份呈现扩散趋势，

卫生部门对此提高了警惕，准备采取更严格的措施控

制密切接触者。

据塞拉利昂卫生部本月中旬发布的数据，该国尚

有 50 多名埃博拉确诊患者在全国各治疗中心接受救

治。在 7 月 6 日至 12 日一周内，该国出现 14 例埃博拉

确诊病例，均来自首都弗里敦所在的西部地区。这些

病例都与已追踪到的传播链有明确流行病学关联。

总的来说，塞拉利昂疫情近几个月来趋于平缓。

中国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金小桃 7 月 20 日在

非洲抗击埃博拉国际会议上表示，西非埃博拉疫情暴

发后，中国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卫生援外行动。

据金小桃介绍，除向疫区及周边 13 个国家提供 4

轮总价值超过 1.2 亿美元的援助、派遣 1200 多名医护

人员之外，中国政府十分注重帮助疫区国家建设、提

升公共卫生能力，其中包括有针对性地向塞拉利昂运

送移动生物安全实验室，援建固定生物安全实验室并

投入运行，向西非疫区及周边国家派遣 30余批公共卫

生、临床医疗和实验室检测专家组，深入几内亚、利比

里亚和塞拉利昂三国边远地区培训当地医护及公共

卫生人员。

截至目前，中国援非抗疫队伍累计检测病毒标本

约 5000 份，收治患者 800 多名，完成公共卫生培训

12471人次。中国政府已完成为西非有关国家培训一

万名医疗护理和社区骨干防控人员的目标。中国还

支持非洲建立“非洲疾控中心”的设想以及非洲各国

家层面的卫生应急能力建设。

世卫组织发言人亚沙雷维奇对新华社记者说：

“西非埃博拉患者已大幅减少，中国的援助在其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对于中国政府的援助速度和中国在

财力、医疗与后勤方面做出的强力承诺，世卫组织都

表示感谢。”

相关科研成果显著

在埃博拉疫情肆虐期间，病毒学、基因组学、流行

病学和疫苗等方面的相关研究紧锣密鼓，分别取得重

要进展，这将有助于消灭本次疫情并防范其日后暴

发。

今年 4 月英国皇家免费医院证实，该院使用中国

军事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等单位联合研发的

埃博拉抗体药物 MIL77，在英国成功治愈 1 名埃博拉

病毒感染者。英国专家相信，中国有能力为世界提供

经济实惠的埃博拉药物。此外，中国、英国的科研团

队分别完成了埃博拉病毒基因组测序工作，这将有助

研制更高效的药物和疫苗。

美国研究人员 5 月发布报告说，他们发现埃博拉

病毒必须与一种蛋白质相结合，才能感染宿主。这种

代号为 NPC1 的蛋白质是埃博拉病毒感染的关键物

质，以遏制这种蛋白质为目标的疗法是针对宿主免疫

能力入手的开创性研究方向。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科研人员 6 月报告说，实

验发现，尽管过去一年肆虐西非的埃博拉病毒致死能

力很强，但与 40 年前该病毒首次出现时相比，其致病

能力并没有提升。

英国牛津大学则在 7 月 17 日宣布，由英法两国研

究人员及跨国制药公司合作开展的 EBOVAC2 埃博

拉疫苗研究项目已进入二期临床试验阶段，将在多个

国家招募志愿者开展人体试验，以期评估疫苗的安全

性及其激活人体免疫反应的能力。

西 非 如 今 咋 样 了西 非 如 今 咋 样 了 ？？
—— 埃 博 拉 近 况 面 面 观

新华社记者

科技日报北京7月21日电 （记者刘
霞）据英国《自然》杂志网站近日报道，瑞

士科学家破解了一个困扰天文学家们数

百年的谜团，他们首次证实，在太空中恒

星间游荡的巴基球是造成宇宙之光拥有

独特属性的“元凶”。

1919 年，美国加州大学利克天文台

研究生玛丽·李-黑格尔发现，从某些恒

星释放出的一种特殊波长的光非常暗淡，

而这似乎与恒星本身无关。科学家将其

归咎于星际气体内的某种被认为吸收了

此种波长的光的分子，由其导致的暗吸收

线被称为“弥散星际带（DIB）”，迄今科学

家已观察到大约 400条 DIB。

尘埃颗粒、碳链等都曾被看成是导致

DIB 的“元凶”，但最终都被证明是“替罪

羊”。

1985年，科学家发现学名碳 60（C60）

的巴基球，它是由 60 个碳原子构成的碳

同素异形体，呈现类似微型足球的笼状结

构。2010 年，天文学家通过美国国家航

空航天局（NASA）的斯皮策太空望远镜

首次确认太空中存在巴基球。

其实，早在1993年，研究负责人、瑞士

巴塞尔大学化学家约翰·梅尔的团队就对

包裹在化学惰性冰冻固体内的巴基球吸

收的光波进行了测量，通过实验发现其与

DIB匹配。但无人知道气态巴基球在太空

环境下会有何“举动”，因此没人宣称这是

富有决定性的匹配。

在最新研究中，研究人员在接近绝对

零度的温度以及极端真空的类太空环境

中，分析了被气态巴基球吸收的光，结果

与 1994 年观察到的 DIB 非常吻合，表明

巴基球是造成 DIB现象的“幕后真凶”。

最新研究证明了太空中巴基球的数量或许远比以

前认为的多，还表明巴基球能保持数百万年不变，并穿

越星际间的广袤距离。这样巨大的气相分子可能随处

可见，遍及星系的星际介质中。

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天文学家

本·麦考尔提醒，还需进行更多与 DIB 有关的天文学测

量，才能证明梅尔研究结论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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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7月 21日电 （记者陈丹）以后疫苗

接种可以不用打针了！日本大阪大学的研究人员在《生

物材料》杂志上报告说，他们最新研制出一种可溶解于

皮肤的微针贴，相比标准的疫苗注射方式，新方法让疫

苗接种更简便、更安全、痛苦更少。

大多数疫苗都是通过皮下或者肌肉注射来接种，这

种方法虽然能够有效地将疫苗送达人体，但却需要医务

人员具备专业技能，同时存在因使用针头而造成疾病感

染或者受伤的风险。而新型微针贴由可溶解材料制成，

避免了针头带来的相关风险，并且操作容易，无需训练

有素的医务人员帮助，因而非常适合在医疗资源有限的

发展中国家推广使用。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这种被命名为 Mi-

croHyala 的微针贴可在水中溶解。微针是由透明质酸

制成的，这是一种可以对关节起到缓冲作用的天然物

质。当贴片被敷在皮肤上时，微针就会刺穿皮肤的最表

层，带着疫苗一起溶解到身体内。

研究人员分别通过传统的注射方式和通过微针贴递

送疫苗的方式，为两组志愿者接种了预防 A/H1N1、A/

H3N2和 B型流感病毒的疫苗。志愿者均未出现不良反

应，表明微针贴可以安全应用于人类。对比实验还发现，

使用微针贴的志愿者出现了与注射接种等效甚至更强的

免疫反应。论文作者之一、大阪大学教授中川晋作（音

译）说：“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我们的新型微针贴与注射接

种流感疫苗一样有效，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效果更佳。”

此前的研究曾对用硅或金属材料制成的微针进行

了评估，发现它们并不安全，存在断裂的危险，会将微小

碎片留在皮肤里。而新型微针贴设计为可溶解于皮肤

内，消除了这种危险。中川表示：“我们已经证明微针贴

是安全的，并且效果很好。由于它也是无痛的，非训练

有素的人也很容易使用，我们认为这可能将给全球疫苗

接种方式带来重大改变。”

可溶解微针贴或可取代疫苗注射

这是7月18日在肯尼亚博戈里亚湖拍摄的火烈鸟。位于肯尼亚东非大裂谷地区中部的博戈里亚湖是一个内陆咸水湖泊，距首都内罗毕约300公里。6月雨季过
后，来到博戈里亚湖栖息的火烈鸟超过了150万只，将数公里的湖岸染成粉色。 新华社记者 田光雨摄

科技日报柏林7月21日电 （记者顾钢）德国科隆

大学和科隆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在对两种肺癌进行对比

研究后，成功解密了导致肺癌的遗传基因，这一成果被

刊登在近日出版的《自然》杂志上。

研究人员将两种肺癌进行了对比研究，一种被称

为小细胞肺癌，这是所有肺癌中最危险的一种，约占所

有确诊肺癌病例的 15%，在常年吸烟者中最常见。其

改变后的肿瘤细胞生长很快，早期化疗效果很好，但大

部分病人无法治愈，会很快死去；另一种是所谓的肺类

癌，这是神经内分泌细胞的低度恶性肿瘤，占所有肺部

肿瘤的 1%到 2%，其生长缓慢并且几乎不会形成转移

灶。

科隆大学罗曼·托马斯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首次

对 110个小细胞肺癌病例的全基因组 DNA序列进行了

研究。通过完整的基因组分析，研究人员发现了关键

的生物过程，并确定了其遗传变化的普遍模式。他们

在所有病例中发现存在 RB1 和 TP53 的基因灭活，即

“丧失功能”的基因突变，这两种基因负责控制细胞生

长，其生物功能目前还不十分清楚。

基因组分析显示，肺类癌无论其组织结构或生物

学行为，与小细胞肺癌都存在许多差异。在肺类癌中

受控的 RB1 和 TP53 基因突变非常罕见。对比研究结

果清楚地表明，肺类癌不同于其它神经内分泌肿瘤（如

小细胞肺癌），它有独立的细胞生长机制。论文作者之

一马丁·佩夫博士表示：“我们下一步的研究将聚焦于

肺癌的不同类型的形成与演化。”

项目负责人托马斯教授认为，“这项研究刚刚开

始，仍然需要做很多基础性工作，直到我们真正了解这

些基因在肿瘤中的功能。下一步要了解遗传模式的生

物学作用，以便对迄今鲜为人知的基因在癌症发展中

的功能有所了解，最终实现快速个性化治疗，这是我们

追求的目标。”

小细胞肺癌与两种基因突变相关
其对肿瘤发展的影响尚待研究

科技日报北京7月21日电 （记者李文龙）美国科

学家发现，较短的向导核糖核酸和 Cas9 核酸内切酶二

聚体均能提高基因编辑技术精准度，可对基因组进行

更加准确的编辑和修饰。相关结果近期发表于《人类

基因疗法》杂志上。

多种细菌和古细菌中存在很多成簇的、规律间隔

的短回文重复核糖核酸序列（CRISPR）和 CRISPR 相

关基因（Cas genes）。CRISPR-Cas是一种天然免疫系

统，可对抗病毒以及其他病原体对细菌的入侵。科学

家利用这一系统可在多种细胞特定的基因组位点上进

行切割的特性，对基因组进行靶向修饰、插入新的遗传

物质，进而用来快捷有效地建立转基因细胞系或培育

转基因动物。

目 前 最 流 行 和 有 效 的 基 因 组 编 辑 工 具 是

CRISPR-Cas9 RNA 引导核酸酶系统。但是，该系

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它在编辑过程中经常会在基

因 组 的 非 目 标 位 置 产 生 非 必 要 的 脱 氧 核 糖 核 酸

（DNA）突变，也就是脱靶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阻

碍了其应用。

为克服这一问题，哈佛医学院和马萨诸塞州综合

医院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两种能够有效提高该系统编辑

基因精准度的方法。其一，缩短向导核糖核酸分子的

长度，制造出更短的与目标 DNA 区域结合的位点；其

二，在 Cas9核酸内切酶上添加一个新的结构域，可促进

核酸酶形成二聚体。

研 究 表 明 ，这 两 种 方 法 均 能 显 著 提 高 CRIS-

PR-Cas9 RNA 引导核酸酶对目标 DNA 区域的靶向

特异性，从而提高基因编辑和修饰的精准度。这对更

加高效地培育转基因生物和细胞系，以及研究和治疗

人体疾病大有帮助。

同时，研究人员发现，由上述两种不同方法结合形

成新的复合物，在人类癌细胞和胚胎干细胞内具有更

高的生物活性，基因编辑的精准度比单独使用其中一

种方法的效果更明显。

两种新方法能增强基因编辑精准度
可避免“脱靶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