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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8月 5日电 （记者刘霞）美国科学

家已绘制出一幅超精细的老鼠大脑的 3D 图谱。该图

谱由一系列高清图像拼接而成，单个神经细胞在纳米

尺度下的特征清晰可见，且清晰度前所未有。科学家

们希望借助这一图谱发现大脑细胞之间非同寻常的

关联，并最终厘清躁郁症和抑郁症等神经疾病的发病

机理。

新的研究颠覆了一个存在很久的假设，即所谓的

“彼得规则”——如果两个神经细胞彼此接近，那么它

们很可能会形成突触，相互沟通。这个假设似乎合乎

逻辑，但该研究的主要负责人、波士顿大学医学院助理

教授纳拉亚南·卡斯瑟里表示，它其实是假的，至少在

小鼠大脑的某个特定区域（一块从胡须接受感官信息

的皮层）内是这样的。

卡斯瑟里说：“大脑的复杂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

象……两个神经元呆在一起很多时间并不意味着它们

建立了连接，成年哺乳动物大脑内这个区域就是如此，

而在大脑的其他部位、婴儿的大脑内，每个神经细胞或

许会与其邻居相连。因此，我们也需要对其他大脑进

行成像，从而弄清楚这一点。”

在 这 项 研 究 中 ，科 学 家 们 使 用 了 最 新 的 成 像

系 统 包 括 硬 件 和 软 件 ，对 数 据 进 行 分 析 。 硬 件 名

为“ 自 动 化 磁 带 收 集 超 薄 切 片 机（ATUM）”，由 卡

斯 瑟 里 和 哈 佛 大 学 的 研 究 人 员 研 制 而 成 ，已 经 取

得 了 专 利 。 它 使 用 钻 石 刀 将 已 染 色 并 增 塑 的 脑 组

织 样 品 ，切 割 成 30 纳 米 厚 的 切 片 ，然 后 用 电 子 显

微 镜 收 集 和 拍 摄 样 品 。 名 为“VAST”的 软 件 程 序

则 对 数 据 进 行 分 析 ，制 造 出 在 神 经 细 胞 单 个 突 触

尺 度 上 的 彩 色 图 像 。 软 件 由 该 研 究 的 合 作 者 、哈

佛 大 学 的 丹 尼 尔·伯 格 同 麻 省 理 工 学 院 的 科 学 家

联合研制而成。

就目前而言，这项新技术的成本很高，对数据存储

的要求也很高，但研究人员希望能像基因测序技术一

样，不断降低其成本，该研究结果发表在最新一期的

《细胞》杂志上。

大脑 3D 图谱揭示神经细胞“芳容”
有助发现脑细胞关联及神经疾病发病机理

麻风病曾经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制约社会经济

发展的慢性传染病。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对该

病的诊断、治疗已经有了科学有效的手段。现在，西

方发达国家已基本消除了麻风病的危害。但是在巴

西，麻风病依旧是困扰当地居民的重大公共卫生问

题。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巴西是仅次于印

度的全球麻风病多发国家。近 20年来，巴西政府把麻

风病列为重点防治疾病，强化落实各项防治措施，有

效遏制了麻风病多发趋势。

加强疫情监测 及时有效治疗

巴西联邦、州、市三级卫生部门根据当地麻风病

的流行情况，采取“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防残”

等措施，最大限度发现患者，减少麻风病的传播和畸

残的发生。在麻风病高发的东北部地区，当地卫生部

门通过推广使用新型麻风病试剂进行疾病的早期筛

查工作。新试剂操作简单，只需一滴手指血。它由一

对点状显示剂组成，像妊娠试纸一样，当发现麻风杆

菌后，反应区会出现两道红色线条。有了这种试剂，

麻风患者可以被早期确诊并及时接受治疗，大大降低

了疾病致残率。

巴西各级卫生部门还通过疫点调查、密切接触者

检查、治愈者复查、皮肤科筛查等措施，积极发现患

者，避免误诊和漏诊。专科医院对新发现的麻风病患

者建有完整的病历档案，对患者提供规范的诊疗服

务，及时发现药物不良反应和并发症等情况。卫生部

门还开展针对耐药菌株、难治病例、流动人口发病情

况等专项调查，加强疫病资料的收集分析，为制订完

善防治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及早预防畸残 积极促进康复

麻风病导致的畸残率相当高，不少患者麻风病已

经治愈，但由于严重的畸残而丧失了生活自理和劳动

能力。

巴 西 政 府 把 畸 残 的 预 防 与 康 复 工 作 列 为 重

点 ，在 治 疗 期 间 帮 助 病 人 养 成 预 防 畸 残 的 生 活 习

惯 及 自 我 护 理 方 法 ，并 提 供 辅 助 器 具 和 康 复 训 练

服务。

同时，政府还积极争取社会各界支持，针对不同

患者不同时期的心理变化，给予心理康复指导和物质

生活上的帮助，引导他们主动参与社会活动，同时提

供不同程度的职业康复课程，为麻风病残疾者回归社

会创造条件。

加强科普宣传 消除社会歧视

麻 风 病 人 由 于 长 期 远 离 主 流 社 会 ，在 物 质 和

精 神 交 流 方 面 被 彻 底 孤 立 、冷 落 和 抛 弃 。 即 使 被

治 愈 并 恢 复 健 康 ，他 们 也 很 难 再 回 到 主 流 社 会 中

去，而且就连他们身体健康的子女也被烙上“麻风

后代”的印记而受到歧视，并被排斥在主流社会生

活之外。

巴西政府通过多种形式的麻风病防治健康教育

活动，广泛宣传麻风病防治知识，提高公众对麻风病

的认知程度。圣保罗市卫生部门充分利用广播、宣传

栏、宣传单等多种方式，并积极发挥网络、社交网站的

传播优势，普及麻风病防治科普知识。医护人员与志

愿者在医院、居民区、长途车站等地设立宣传咨询点，

以“麻风病可防可治”为核心，向周围民众介绍麻风病

早期的可疑症状，宣传麻风病防治知识，引导公众转

变观念，消除社会上对麻风病患者及畸残者的歧视与

偏见，让他们在关爱中得到及时合理的医治，早日摆

脱病魔的困扰。

麻 风 病 折 磨 了 人 类 数 千 年 ，时 至 今 日 仍 未 根

除 。 麻 风 病 的 治 愈 不 仅 需 要 医 生 和 药 物 ，更 需 要

全 社 会 共 同 努 力 ，用 行 动 向 误 解 、恐 惧 和 歧 视 麻

风 病 的 现 象 挑 战 。 根 除 麻 风 病 这 一 目 标 依 旧 任

重道远。

（科技日报圣保罗8月4日电）

巴西麻风病防控工作任重道远巴西麻风病防控工作任重道远
本报驻巴西记者 邓国庆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5日电 （记者常
丽君）研究智力的科学家最困惑的一个问

题是：人的智力差异在大脑中是如何体现

的？最近，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用脑

电图深入研究了人脑的功能差异，证明了

智力更高的人在完成中等难度任务时，所

需的脑皮层活动更少。

科学家将上述现象称为神经效率假

设。以往这只是一种假设，现在科学家为

它找到了充分的证据支持。心理学家把

工作智力定义为一个人过滤掉不相关的

信息，把记忆和新信息联系起来，以适应

事物变化的能力。在这些过程中，额叶起

着关键作用。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日前报道，为测试

这些能力，研究人员邀请了80名大学生来

完成一些涉及工作记忆的、复杂而有变化

性的任务，同时用脑电图检测他们的脑电

活动。他们用传统的智商测试把志愿者

分为两组：一组的智商略高于平均水平，

另一组的智商明显高于平均水平。

研究人员发现，两组志愿者在完成很

简单或很难的任务时，脑活动没有差别；然

而在完成中等难度任务时，脑活动显示出

明显差别。该校学习与教学研究教授埃斯

贝斯·斯特恩认为，这是由于在执行简单任

务时，没人会遇到麻烦；面对困难任务时，

即使是高智商志愿者，也要付出更多认知

努力。相比之下，所有志愿者都能成功解

决中等难度任务，但高智商志愿者需要更

少的资源。

斯特恩表示，更聪明的人其大脑解决

问题的效率更高。“如果让智力不同的人

完成同样的任务，智力更高的人完成任务

需要更少的皮层活动。”

这项研究还表明，要“锻炼”工作记忆是不可能的。

人们练习了某项任务后，在面对类似的、但是新的任务

时，不会比那些未经练习的同伴有任何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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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伦敦8月4日电（记者张家伟）英国爱丁

堡大学 4 日发布的报告说，来自中国、日本和英国的

一个天文学团队通过大型望远镜成功观测到一个大

型星系如何逐步吞噬临近的较小星系，相关数据将

有助于天文学家深入研究星系的形成。

研究人员合作利用夏威夷冒纳凯阿天文台的昴

星团大型天文望远镜，对一个代号为“M81”的星系

及其附近的两个小星系“M82”、“NGC3077”进行观

测，这个星系群距离银河系约有 1170万光年。

他们从获取的图像中发现，这个星系群中的核

心星系“M81”正不断将临近两个较小星系中的恒星

牵引过来。在“M81”的强大引力作用下，这两个小

星系的形状发生畸变，这个过程被天文学家称为“潮

汐撕裂作用”。

研究人员预计，这两个小星系最终会被“M81”

彻底吞噬，这种程度的星系吞噬事件超出他们此前

的预期。但这并不是孤立事件，在上世纪 90年代初，

天文学家也曾发现人类所处的银河系在不断吞噬临

近的一个较小星系。

研究人员说，过去 20 年的累积研究成果显示，

这类天文学事件发生的几率在不断上升，此次观测

结果再次印证了这个观点。这项研究对于人们深

入了解银河系的构成和进化过程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

天文学家观测到星系“以大吃小”过程

据新华社华盛顿 8月 4日电 （记者高攀 江宇
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4 日发布评估报告，未

就人民币是否会纳入特别提款权作出结论，但认为

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取得明显进展，同时重申将于

今年年底正式讨论是否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

（SDR）货币篮子。

报告说，自 2010 年进行的上次特别提款权货币

篮子评估以来，人民币国际使用大幅增加，这样明

显的变化是其他货币在此期间不曾经历的，这凸显

人民币的崛起是上次评估以来国际货币使用领域

最为明显的进展。这一点也反映在人民币全球货

币互换网络的扩张和离岸清算中心与中国大陆之

间人民币支付的快速增长上。这些迹象都表明人

民币国际使用和国际交易的不断增长是一个长远

的趋势。

报告建议将现行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有效期

延长 9 个月至明年 9 月。IMF 一名高级官员在电话

会议中告诉记者，作出这一建议主要是考虑到特别

提款权使用者的反馈意见，因为年初市场清淡，平衡

储备货币头寸并不容易，另外如果有新的货币加入

特别提款权，特别提款权使用者需要更多的时间为

调整投资组合做准备。

这名官员表示，IMF 执董会将在本月决定是

否采纳上述建议。他同时强调，延长特别提款权

货 币 篮 子 的 有 效 期 与 人 民 币 是 否 纳 入 以 及 何 时

纳入特别提款权没有直接关系，IMF 执董会仍然

计 划 今 年 年 底 正 式 开 会 讨 论 是 否 将 人 民 币 纳 入

其中。

IMF重申今年底评估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8月4日电（记者刘隆）巴西

考古学家上月在亚马孙地区发现一个大巢穴，据推

测该巢穴的“主人”可能是已在南美灭绝万年的物

种——体长可达 6米的地懒。

据当地媒体报道，该巢穴是一个进出口位于地

面、内部通道很长的土洞，地处巴西西北部朗多尼亚

州的阿布那角地区。该巢穴结构以规模巨大的圆形

和半圆形隧道为主，各隧道相互连接、四通八达。绝

大部分隧道的高度可轻松允许一个成年人在其中自

由直立行走。

发掘小组负责人、古生物学家阿米尔卡·阿达米

介绍说，据初步研究，该巢穴的存在时间为一万年以

上，内部长度约有 100米。根据巢穴壁上的爪痕可推

测该洞由一种大型动物挖掘而成，但该地区现存动

物没有这种挖掘能力。

发掘小组还与曾发现上百个灭绝动物巢穴的南

里奥格兰德州联邦大学的研究人员取得联系，目前

基本可以判断，该巢穴的形成原因并非自然过程或

人类活动所致，该洞的“主人”最有可能是已在南美

消失万年的大型远古动物地懒。

地懒是体型巨大、行动迟缓的草食哺乳动物，

与今天的树懒亲缘关系较近。成年地懒可以长到

6 米长、4 吨重，接近非洲象大小。距今约一万年

前，地球冰河期结束，地懒却随即灭绝，其原因至

今不明。

如果得到证实，这将是亚马孙地区发现的第一

个地懒巢穴。研究人员准备继续对该巢穴进行更为

全面的研究以寻找更多证据，包括洞穴确切长度等

信息，并将进行小规模挖掘，以寻找巢穴“主人”的化

石证据。

亚马孙地区发现疑似史前地懒的大巢穴

世卫组织：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降至新低
8月4日，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布鲁斯·艾尔沃德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出席记者会。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布鲁斯·艾尔沃德4日在日内瓦表示，西非地区

的几内亚和塞拉利昂上周共计报告两例埃博拉确诊病例，每周新增病例数降至疫情暴发一年多来的最低值，消灭埃博拉疫情的目标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实现。
新华社记者 徐金泉摄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5日电 （记者张梦然）在各种

材料中，铁是最广为人知的铁磁性物质。而本周出版

的英国《自然》杂志的一篇材料科学论文，描述了一种

能让非磁性金属如锰和铜，在常温下拥有磁性的技

术。这项研究因“分子诀窍”让金属可以克服“斯托纳

判据”，有助于拓宽用作磁性和自旋电子器件材料及

材料性质的范围。

物 理 学 上 的 铁 磁 性 指 的 是 一 种 材 料 的 磁 性 状

态，具有自发性的磁化现象。也就是说，某些材料在

外部磁场的作用下被磁化后，即使外部磁场消失，依

然能保持其磁化的状态而具有磁性。在铁磁性物质

内部，有很多未配对电子。但纯粹的铁磁性是非常

罕见的，因为物质的磁性现象都存在一个临界温度，

在此温度下才会发生，而只有三种元素能在室温下

具有磁性：铁、钴和镍。因为金属的磁性不仅仅是因

为有不成对电子的存在，还需要这些电子之间的相

互作用。

此次英国利兹大学奥斯卡·赛斯皮德斯和他的研

究团队证明，铜和锰的薄膜可以通过捕获金属和一层

有机分子之间的电子传输，从而获得磁性。这层有机

分子是拥有 60 个碳原子的球形富勒烯，富勒烯被选为

模型分子的原因是它的结构简单又稳定。这样的“分

子诀窍”让金属可以克服“斯托纳判据”。这一理论认

为在铁磁金属中，电子之间存在着一个正的交换作

用，相当于晶体中存在着一个沿正方向的内磁场。而

“斯托纳判据”就是解释为何铁有磁性而锰没有的理

论，虽然这两种元素具有类似的电子特性而且在周期

表中相邻。

在这篇论文的相关新闻与观点文章中，印度塔塔基

础研究院的卡西克·拉曼和杰伽德什·摩德拉表示，该项

研究结果可能为发展“新一代非常规磁性混合材料制成

的纳米电子器件”铺平了道路。

“分子诀窍”让非磁性金属拥有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