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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多伦多8月 17日电 （记者冯卫东）加拿

大研究人员在理解一种扮演“细胞红娘”角色的重要

蛋白方面取得了突破。这个被称为 Netrin1 的蛋白可

将细胞汇集在一起，并维持细胞间的健康关系。深入

了解 Netrin1 蛋白的作用或为治疗大脑功能退化开辟

新道路。

蒙特利尔神经学研究所和麦吉尔大学健康中心取

得的此项突破建立在小鼠胚胎模型基础上，小鼠模型

在研究蛋白相互作用方面至关重要。而 Netrin1蛋白在

人体组织的生长中起着重要作用，可引导细胞迁移，并

在胚胎阶段及出生后形成细胞回路。

在过去 20 年里，科学家一直使用的研究模型是敲

除大部分但不是所有的 Netrin1 蛋白，通过这种模型他

们发现，Netrin1 蛋白的减少会导致发育问题。而在新

研究中，研究人员使用基因技术从小鼠胚胎中移除了

所有 Netrin1蛋白，结果他们发现，随之而来的神经系统

混乱大大超过预期，尤其是胚胎会在发育过程的中途

夭折。

Netrin1蛋白可由成年神经系统中的许多不同细胞

表达。新模型将允许研究人员在不同发育阶段的特定

细胞中去除 Netrin1 蛋白。研究人员表示，既往研究显

示 Netrin1蛋白与神经退行性疾病、学习和记忆、神经突

触可塑性等相关。使用新的小鼠模型，可删除特定细

胞的 Netrin1蛋白表达，并确定 Netrin1蛋白所影响的细

胞功能。由此，研究人员便能鉴别出 Netrin1 蛋白缺失

导致的特定功能障碍。

研究人员称，去除 Netrin1 蛋白的相同技术亦可用

于增加该蛋白表达，在成人大脑中准确操纵 Netrin1 蛋

白表达，将可维持行将退化大脑的正常功能或是恢复

已退化大脑的功能。

该项研究还就广为人知的 Netrin1蛋白促进细胞存

活的理论提出了质疑，认为没有证据可证明上述理论。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最新一期《细胞报导》上。

“细胞红娘”蛋白研究取得新突破
操纵该蛋白或是治疗大脑功能退化新路

“目前，在对城市空气污染的认识中，并未将氮氧

化物的再循环，以及来自建筑表面潜在的其他化合物

包括在内，但根据在现实环境中的研究，我们发现这

可能是一个相当重要但一直未被注意的、对城市空气

造成污染的重要因素。它是一直存在的，虽然我们还

不 知 道 已 发 展 到 了 什 么 程 度 。”在 美 国 化 学 协 会

（ACS）第 250 届全国会议暨博览会上，一国际联合研

究团队带头人詹姆森·唐纳森博士在提交研究报告时

这样指出。

被忽视的污染因子

在正常的大气组成中，氮约占大气总量的 79％。

氮作为单个游离原子具有很高的反应活性。在大气

中大量存在的是化学性质稳定的氮分子，而对人体健

康有危害的则主要是指氮和氧相结合的各种形式的

化合物。在大气中，氮氧化物与空气中的水结合，最

终会转化成硝酸和硝酸盐，而硝酸是酸雨的成因之

一；氮氧化物与其他污染物在一定条件下还能够产生

光化学烟雾污染。

这项研究是基于在德国莱比锡、加拿大多伦多等

大城市实地研究的最新结果，首次确定大自然中的阳

光会触发来自城市建筑物外层、雕塑和其他户外表面

的尘垢，释放出氮氧化合物烟雾。

这个发现证实了以前在实验室使用模拟阳光的

研究，颠覆了长期持有的观念，即城市尘垢是“锁定”

环境污染物硝酸盐的地方。

阳光也是一种催化剂

新研究发现，城市中的尘垢是由汽车、工厂和其他

各种排放源排放到空气中的数千种化合物的混合，其

中也包括氮氧化物。在空气中，这些化合物可以与其

他空气污染物——挥发性有机物相结合，产生污雾的

主要成分臭氧。科学家以往认为，当氮氧化物在尘垢

表面上停留时，它们会变得不活跃。然而，唐纳森和他

的同事在多伦多大学收集到的数据与这一理论不符。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尘垢里的硝酸根离

子在空气中消失的速度比因降雨冲洗而消失的速度

要快。而随后的比较实验表明，将尘垢曝露于人工日

光下，硝酸盐消失的速度比其在水溶液中快 1 万倍。

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把尘垢曝露于人造阳光中

和置于黑暗中这两种境况进行对比，结果发现，曝露

在“太阳模拟器”下的尘垢所析出的硝酸盐要远比黑

暗环境中尘垢析出的硝酸盐要多，这表明阳光能够在

化学上转换含氮化合物，使其再循环回到空气中的活

跃形式。

双城测试验证结果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8 月 17 日报道，出于好奇，唐

纳森开始在现实中对上述现象进行测试。他与德国

的同事一起在莱比锡设立了一个历时 6 周的实地考

察，并在多伦多做了类似的为期一年的研究工作。研

究人员把城市空气中的污垢收集到含有玻璃珠的装

置中。相比于更平坦的表面如窗户，这些珠子可为污

垢创造更多的聚集表面积。

研究人员将一些收集装置放在太阳下，另一些则

放在有足够空气流动的阴凉处。在莱比锡，研究人员

发现在庇荫区的污垢中含有的硝酸盐要比曝露在阳

光照射下的污垢多 10%，这与他们在实验室的研究结

果一致。而在多伦多的研究目前仍在进行，数据正在

分析之中。

唐纳森说：“如果我们的猜测是正确的话，意味着

我们目前对城市空气污染的认识缺失了很大一部分

信息。研究发现，阳光照射会将尘垢中的氮氧化物再

循环到大气中，可能会引起更多的臭氧生成。”

唐纳森指出，目前为止在这两所城市收集站聚集

的大气污染物的数量表明，莱比锡的空气中的尘垢要

比多伦多的多，这种差异可能会对城市的空气质量产

生重大影响。唐纳森说：“事实上，莱比锡的尘垢比多

伦多要多 20倍，表明其将氮氧化物再循环到当地大气

中的潜力也要高出 20倍。”

研究人员希望下一步能在“非常脏”和“特别干

净”的地方进行实验，以验证他们的想法。他们还计

划测量湿度、尘垢水平和不同光照对硝酸盐再循环到

大气层中的影响。

寻 找 被 忽 视 的 污 染 因 子寻 找 被 忽 视 的 污 染 因 子
——氮氧化物再循环或是城市空气污染的重要因素

本报记者 华 凌

图为研究人员把城市空气中的污垢收集到含有玻璃珠的装置

科技日报北京8月18日电 （记

者张梦然）西班牙一科研团队日前发

现了化石记录中最早的具有现代人

特征的手骨，它看起来与所有的南方

古猿和能人的手骨都不同。该发现

表明，在 184 万年前，一种比其他任

何已知古生物都更像现代人的古人

类，曾生活在坦桑尼亚。

具有现代人特征的手，通常被解读

为对石器使用的适应。然而，随着古人

类化石记录的增加，手演化的一个复杂

模式正在显现出来，其中一些古人类分

支的手骨比其他较晚分支的手骨更像

现代人。另外，虽然化石记录表明来自

上新世的较晚的古人类拥有现代人手

的比例特征，但大多数骨骼证据也表明

他们拥有适应长时间树上生活的特征。

现在，位于西班牙马德里的非洲

进化研究所科学家曼纽尔·多明丘

兹-罗德里戈及其同事，详细分析了

一个新发现的手骨。他们报告称，该

手骨可能是一个与现代人相似的古

人类分支的左手小指的一部分。虽

然这种古人类与直立人相似，但尚未

被确认物种。结合考古证据进行分

析，研究人员提出，在近 200 万年前，

这一东非的古人类分支表现出对树

栖生活适应性的显著降低，同时其手

指骨形状总体上也与现代人相似。

这一编号为OH 86的骨头，连同

以前的证据表明，现代人身体形状的几

个关键方面在人类演化过程中很早就

出现了。然而由于古人类骨骼演化的

复杂性和非线性特征，还有必要对来自

手部其他区域以及其他解剖区的遗骨做进一步分析，来澄

清这一古人类物种在古生物学上的几个关键方面的问题。

该发现同时表明，在 184 万年前，一种比其他任何

已 知 生 物 都 更 像 现 代 人 的 古 人 类 ，曾 与 鲍 氏 傍 人

(Paranthropus boisei)、能人这两种古人类共同生活在坦

桑尼亚的奥杜威峡谷，其中后者是灵长目动物里第一种

被认为属于人类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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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8月 18日电 （记者房琳琳）在近日

举办的第 250 届美国化学学会（ACS）全国会议上，美国

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空军力量实验室展示了他们最

新的柔性混合材料电子技术。研究人员认为，未来超薄

的弹性高性能电子产品将会逐渐取代刚性印制电路板，

在军事及日常生活中均大有用武之地。

该实验室本杰明J·利威尔博士说：“这种混合电子技

术，能充分融合传统的柔性电子元器件、高性能电子产品

和新兴的 3D打印方法，能将金属、聚合物和有机材料整

合到‘墨水’中，将整个系统以电子方式连接在一起。用

这种技术，可以制成几百个纳米厚的硅集成电路，使其成

为像塑料一样柔软、可以弯曲甚至折叠的基材。”

利威尔介绍，为了让电子器件在装配后可弯曲或伸

展，帕特森团队采用了液体镓合金作为电器互连材料。

他说：“虽然这些液态合金通常在几分钟内就可以氧化

成无用的材料，但研究团队找到了减少这种氧化过程的

方法。”用特殊方法制作的超薄可折叠材料允许电路很

贴合材料空间，甚至融入复杂的诸如飞机机翼或人类皮

肤的弯曲表面。

在飞行器中，这种混合柔性系统可用来监测压力和

应力；通过微型嵌入式天线，可向地面人员报告飞行员

的健康信息；可穿戴的生物传感器在测量心跳、出汗水

平、温度和其他生命体征的同时，还能实时测量疲劳和

潜在认知问题的指标。

利威尔透露，另一个军事应用是将其放置在“地堡

克星”炸弹上，初步测试表明柔性电路能在炸弹被释放

出飞机后、与地面接触的初期保持活性并引爆武器。

在日常生活中，利威尔预测，这种灵活的电子系统

可以实时监测桥梁和其他基础设施的施工条件；在医疗

应用中，可以反馈运动员训练时的身体指标或实时监控

病人的重要生命体征。

美空军研发柔性混合材料电子技术
在军事及日常生活中均大有用武之地

8月17日，在瑞士日内瓦的萨克森，罗纳河与阿尔沃河在此交汇。从莱蒙湖流出的罗纳河水在左侧清澈几可见底，而从欧洲第一高峰勃朗峰流出的阿尔沃河水
在右侧却湍急浑浊，两河交汇形成非常明显的界线，成为“泾渭分明”的奇特景观。 新华社记者 徐金泉摄

瑞士也有瑞士也有““泾渭分明泾渭分明””

■环球短讯

科技日报巴黎 8月 17 日电 （记者李宏策）17

日，在经过 10天的密集搜寻工作后，法方未能在留尼

汪岛找到更多失联航班 MH370 的疑似残骸。法国

警方决定暂停大规模搜寻工作，改为密切留意观察。

7 月 29 日，在法属留尼汪岛东海岸发现疑似

马航失联航班 MH370 襟副翼引发全球关注。8 月

6 日，法国邀请多国专家开展初步调查，结果显示

该襟副翼非常有可能来自 MH370，并于次日即向

留尼汪岛增派海、空搜寻力量，开始了密集的搜寻

残骸工作。法方调动了警察、军队和宪兵等多种

力量，并动用直升机、“CASA”型军用飞机等设备

在海、陆、空同时展开搜寻。其中，“CASA”军机在

留 尼 汪 岛 东 侧 1 万 平 方 公 里 的 海 域 内 进 行 了 搜

索，由宪兵和警察组成的地面巡逻队搜寻了留尼

汪东海岸线。

经过 10 天的搜索，法方未能在留尼汪寻找到

新的疑似飞机残骸或与 MH370 可能相关的物品，

因而选择暂停大规模搜寻并转为密切留意观察。

当局已经要求当地居民为此提供长期协助。马航

失联飞机 MH370 上共有 239 人，其中有 4 名法国

乘客。此前在留尼汪岛发现的疑似 MH370 襟副

翼仍在法国图卢兹附近的军备总局航空技术中心

进行调查，以期得到关于飞机坠机原因和大致方

位等线索。

法暂停留尼汪岛飞机残骸搜寻工作

新华社伦敦8月17日电 （记者张家伟）经过数

月延后，英国卫星通信企业国际海事卫星组织 17 日

宣布，将在 8 月底发射其“全球无线宽带网络”（GX）

的第三颗组网卫星，构建新一代移动通信服务，其传

输速率比上一代系统快约 100倍。

这颗组网卫星原计划在今年更早的时候利用俄

罗斯的“质子”运载火箭发射，但由于这一型号的火

箭在 5月份的一次发射中出现故障导致发射失败，迫

使国际海事卫星组织不得不延后卫星发射计划，等

待事故原因调查结果。俄“质子”系列火箭在过去 5

年里已出现了 6次发射失败。

据这家公司介绍，GX 系统的组网卫星都是由美

国波音公司制造，计划中的第三颗卫星发射将在 8月

28日进行，仍由“质子”运载火箭来实施，发射地点位

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发射场。

GX 系统的前两颗卫星目前已发射入轨，但要实

现全球覆盖，需要三颗卫星同时在轨运行，由于卫星

配备了更先进的设备，这一网络可在全球范围内向

用户提供高速移动通信服务。

国际海事卫星组织首席执行官鲁珀特·皮尔斯

说，这一项目一旦投入运营不但能为公共和私人领

域的机构提供高效的通信服务，还能让那些缺乏基

础通信设施的偏远地区也使用上宽带通信。

如果第三颗组网卫星发射成功，国际海事卫星

组织预计最快在 2015年年底“全球无线宽带网络”就

可以开始提供通信服务。

英新通信网络将百倍提升传输速率

新华社东京 8月 18 日电 （记者蓝建中）日本

自然科学研究机构生理学研究所日前发表一份公

报称，从外部向大脑施加微弱的电刺激，能遏制瘙

痒感。

虽然用手搔抓可以遏制瘙痒感，不过忍不住经

常搔抓会导致新的皮肤损伤，出现恶性循环，特别是

对特应性皮炎等慢性瘙痒患者来说。因此，寻找新

的遏制瘙痒的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此前，研究人员发现大脑皮质的感觉运动区受

到微弱电刺激，能缓解疼痛。生理学研究所的一个

研究小组注意到，这个感觉运动区也能感知到瘙痒，

于是尝试验证微弱电刺激对于瘙痒感是否也有同样

的抑制效果。

研究小组以 14 名成年人为对象，在他们脑部

安装简易的通电装置，利用经颅直流电刺激法（通

过微弱电流来控制大脑皮质兴奋程度），用人感觉

不到的电流（1 毫安）刺激感觉运动区，然后利用

组胺在手臂上制造瘙痒感，并让他们报告感觉的

瘙痒程度。

结果发现，与未施加电刺激时相比，电刺激 15分

钟后，这 14人对组胺刺激引发的瘙痒感都减弱了，瘙

痒的持续时间也缩短了。研究小组指出，这有可能

是由于电刺激导致大脑皮质的神经活动活跃起来，

即使有新的瘙痒信号传过来，脑也无法处理，从而不

容易感觉到。

研究小组认为，与药物相比，电磁的副作用很

小，将来有可能用于治疗特应性皮炎等。相关论文

预定刊登在 9月份的《临床神经生理学》杂志上。

向大脑施加微电刺激可遏制瘙痒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