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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东京7月3日电（记者陈超）日本国际电

气通信技术研究所佐藤匠德所长领导的研究小组公

布，他们发现细胞过去的形状决定细胞的未来命运，并

从分子水平上解读这一机理。

研究小组使用了周身透明便于观察每个细胞状态

的斑马鱼作为脊椎动物模型。斑马鱼的神经细胞 V2

细胞在分裂过程中呈有趣的形状。细胞分裂前失去原

有的形状变成球形，形成 V2a和 V2b两种细胞不相等分

裂。研究小组选用 V2 细胞分析决定细胞形状命运的

机理。

研究人员发表在近期《自然通信》杂志网络版上的

报告称，他们首先开发了可观察每个细胞形状变化的

实时成像方法，在细胞分裂期变化为球形和细胞分裂

引起失去原有的曲折形状后，观察 V2a细胞和 V2b细胞

向哪个方向分化。然后用激光照射 V2 细胞，人为使细

胞形状发生改变，定量观察新生的曲折形状和细胞分

裂后其命运的相互关系，用数理统计进行分析。结果

发现，在分裂前的具有曲折形状后的细胞中，带有尖突

的细胞有向 V2a细胞分化的倾向。

研究小组为从根本上了解该现象的分子机理，用

计算机构筑了数理模型。他们假设了数理模拟的分子

机理，利用遗传学等方法反复验证。发现细胞膜上的

信号分子三角洲配体局限于细胞曲折部位，在曲折消

失后仍然存在。三角洲配体是生物调节细胞命运的因

子，影响细胞形状。即三角洲配体的存在呼应细胞形

状曲折，形状保存在记忆中，在细胞失去曲折后仍然对

将来的命运产生影响。

这 一 发 现 为 几 个 世 纪 以 来 细 胞 形 状 与 机 能 和

命 运 相 关 的 生 物 学 基 础 提 供 了 新 的 见 解 。 这 一 新

的知识随着今后生物学基础研究的进展，对细胞组

织 的 生 理 机 能 以 及 疾 病 预 测 和 诊 断 技 术 发 展 具 有

重要意义。

细胞命运是“从小一看，到老一半”
相关新机理可助预防疾病与开发诊断新技术

第 66 届诺贝尔奖获奖者大会近日在德国波登湖

畔的林道闭幕，本届大会共邀请到了 29位诺贝尔物理

学奖获得者，其中有获得 201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日

本物理学家梶田隆章和加拿大物理学家阿瑟·麦克唐

纳。作为本届大会的合作伙伴国，奥地利总统费舍也

出席了会议并讲话。

大会的闭幕式在波登湖的玛瑙岛上举行，风景秀

丽的玛瑙岛是诺贝尔奖获奖者大会的创始人贝纳多

特伯爵夫妇的私人领地，贝纳多特伯爵是瑞典皇室亲

属，这位伯爵一生热衷于赞助科学事业，在 1951 年创

办了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奖者大会，此后每年一届从不

间断。2004 年贝纳多特伯爵去世后，索尼雅·贝纳多

特伯爵夫人继续领导和组织每年一届的大会，2008年

索尼雅病逝后，其女儿贝蒂纳·贝纳多特女伯爵又继

承了家族的这项事业。

此次大会共邀请了来自 80 个国家的 400 多名青

年科学家和学生参会，而这是从上万名申请的学者中

经过多轮评委评比，精心挑选出来的。参加诺贝尔

奖获奖者大会有严格的参会条件，要求有两个以上国

际著名学术机构的推荐，有在国际专业杂志上发表的

学术论文，有流利的英语会话能力，学生年龄不超过

30岁，博士后年龄在 35岁以下。中国参加本届大会的

境内外人数共 29 名，是继德国、美国之后参加人数较

多的国家。

据中国学生代表团领队，中德科学中心常务副主

任陈乐生教授介绍，这是中国第 13次派出如此多的青

年学者参加诺贝尔奖获奖者大会，中国学者的选拔和

组团工作由中德科学中心负责，并得到教育部、中科

院的鼎立支持。中德科学中心与诺贝尔奖获奖者大

会基金会共同组成评委会，共同审核申请参加会议

学者的学术水平。在经过几轮筛选后，还要进行包

括英语能力的面试，因此，中国挑选的年轻学者都非

常优秀。

从前几届的参会情况看，中国参加过大会的学者

中已有三分之二去了美国、德国等国深造，并有被诺

贝尔奖得主招为弟子。这些人在国外经过几年的锻

炼，将来回国后将挑起大梁，成为国家科技领域的风

云人物。陈教授介绍说，改革开放后曾有一批留德的

风云人物出现，如现任科技部部长万钢以及路甬祥、

韦玉、王大中、林泉。近年来还有一批留德或在德国

从事过研究工作的中青年学者成为所在研究领域的

领军人物，如潘建伟、卢柯、葛均波等。

记者也随机采访了几位参会的中国年轻学者，请

他们谈谈参加大会的感受。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的任亚飞说，感受最深的是与德国诺奖获得者冯·克

里青教授面对面的交流，大师用深入浅出的语言阐述

了量子霍尔效应的原理和发现过程，使这位正在开始

从事固体物理研究，年仅 23岁的研究生激发起了对量

子物理学的浓厚兴趣。他表示参加这次活动不仅能

和大师进行学术交流，而且能感受大师现实中最真

实、生动的一面。

来自北京大学的蒋庆东表示，参加诺贝尔奖获奖

者大会不仅是聆听科学大师的高超演讲，目睹大师的

风采，也是一次与其他国家青年学者交流的很好机

会。通过交流他感觉到，中国在物理学一些领域并不

比欧美差，也有自己一流的论文、一流的学者。这些

年国家对科研的投入在不断增长，中国的科研成果在

国际上不断获得好评，2015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相信中国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也是早

晚的事。

记者还采访了林道诺贝尔奖获奖者大会基金会

主席沃夫冈·许勒尔博士，他专门负责组织这项活动

已经有 16 年，今年即将退休并出任基金会名誉主席。

采访中，他称赞了中国科学中心为每年一届的大会给

予很大支持，尤其是与陈乐生、赵妙根两位主任的合

作非常愉快。许勒尔博士也期待中国能有更多优秀

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

（科技日报柏林7月2日电）

期待更多中国科学家获诺贝尔奖
—— 第 66 届 诺 贝 尔 奖 获 奖 者 大 会 在 林 道 闭 幕

本报驻德国记者 顾 钢

“达恰”是俄罗斯风格的一种乡间别墅。有别于豪华的别墅，“达恰”是普通俄罗斯人也可以拥有的一种
相对平易的木屋。俄罗斯地广人稀，很多居住在城市中的人们在近郊拥有一块地，建起房子，在院子里培养
花草，种植果蔬，饲养家禽。利用假日时间来到“达恰”边休息边从事田间劳作，是俄罗斯人的一种独特的生
活方式。据《俄罗斯报》统计，约有60%住在大城市的俄罗斯居民拥有“达恰”。“达恰”历史悠久，最早在沙皇
彼得一世时期（公元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出现，当时是贵族阶级举办社交活动的场所。对如今的俄罗斯
人来说，在假期与亲朋好友驱车前往市郊的第二住宅，亲手维护祖辈父辈修建的院子，收获菜园中的蔬菜，聆
听老人回忆光阴的故事，无疑是短暂的夏日里最幸福的休闲方式之一。

图为两名女子在俄罗斯图拉市郊修剪院子里的草坪。 新华社记者 白雪骐摄

新华社柏林电 德国科学

家日前发表的一项医学研究

成果显示 ，肥 大 细 胞 增 生 症

引 起 的 严 重 病 变 ，可 以 通

过 靶 向 药 物 米 哚 妥 林 得 到

缓 解 。

肥大细胞增生症是一种目

前病因尚不完全明确的罕见疾

病，特点是肥大细胞通过浸润

性增生侵入周围组织，一般被

认为与原癌基因 KIT的激活性

突变有关，这种基因的产物是

Ⅲ型酪氨酸激酶。罹患此病

后，病人会出现过敏、皮肤病

变、体重下降和贫血等症状，严

重时可转化为白血病。

最新研究覆盖了超过 100

名患有严重肥大细胞增生症的

病人，是相关领域迄今规模最

大的研究。研究人员发现，一

种名为米哚妥林（PKC412）的

酪氨酸激酶抑制剂，能够有选

择性地抑制激活性突变 KIT基

因，通过这一靶向药物治疗，参

与研究的约六成严重患者病情

得到明显好转。

这项发表在美国《新英格

兰医学杂志》上的研究显示，米

哚妥林能遏制器质性病变和肥

大细胞的浸润性增生，患者寿

命能由此平均延长 28.7 个月。

但药物同时会产生恶心呕吐、

血象变化等副作用。

参与研究的德国吕贝克大

学皮肤免疫学教授哈特曼说，研究结果显示了肥大性细

胞增生症治疗领域的突破，下一步研究的重点应放在肥

大细胞增生症轻度患者、米哚妥林和其他抑制剂的综合

使用以及这种疾病症状是否可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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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焦点

108名诺奖得主联名支持转基因技术
108 名诺贝尔奖获得者 6 月 29 日联名签署公开

信，要求绿色和平组织停止反对通过生物技术改良农

作物和食物的活动。这封写给绿色和平组织、联合国

和世界各国政府的联名信说，绿色和平组织领导的反

对现代植物育种活动一再否认事实，阻碍农业中的生

物技术创新，歪曲了新技术的风险和影响，破坏已被

批准的试验和研究项目。

公开信强调，全球的科学和监管机构反复研究后一

致发现，通过生物技术改良的农作物和食物至少与通过

其他方式生产的农作物和食物同等安全，至今从未确认

任何一起因消费这些产品而引起人类或动物不良健康反

应的案例。多项研究反复证明，这些农作物和食物对环

境的破坏性更小，且有益于全球生物多样性。

本周明星

“黎明”号：揭示谷神星亮斑及次表层成分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黎明”号探测器经

过谷神星时收集的两组数据经分析，揭示了这颗矮行

星的神秘亮斑及其表面以下的组成成分。研究表明，

虽然时间可能很短暂，但谷神星的次表层中或存在一

些液体。

外媒精选

特斯拉发生首起自动驾驶致死车祸
美国特斯拉汽车公司 6 月 30 日证实,一辆该公司

生产的 S 型电动轿车在自动驾驶模式下发生撞车事

故，导致司机身亡。美国负责监管公路交通安全的机

构正在对事故车辆的自动驾驶系统展开调查。这是

美国首例涉及汽车自动驾驶功能的交通死亡事故。

自动驾驶是汽车行业当前的热点，持怀疑态度的人士

认为该技术至少现阶段依然不成熟，无法与驾车人对

交通状况诸多因素、特别是突发事件的综合判断相

比。不过特斯拉认为，不应该因为一起车祸否定自动

驾驶技术。

本周争鸣

一个科技帝国的“日落”？
英国公投脱离欧盟，其科技前景抛给世界很多的

疑问。英国科技界一向高产，全世界顶尖论文中 16%

源于英国，也培养出了 ARM、劳斯莱斯和 DeepMind

等企业。然而，“脱欧”或将对英国乃至全球科技行业

带来十分深远且复杂的影响。日前，英国负责大学和

科研事务的国务大臣在一份声明中说，英国“脱欧”公

投的结果短期内不会对准备申请或正在参与欧盟“地

平线 2020”科研项目的英国科研人员产生影响。

一周之“首”

南极臭氧层首次出现修复迹象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研究发现，南极臭氧

层首次出现修复迹象。从2000年臭氧耗损达到巅峰至

今，去年 9月份的臭氧空洞已缩小了 400 万平方公里。

自1987年，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签署了《蒙特利尔议

定书》，禁止使用含氯氟烃产品以修复臭氧空洞。而最

新研究结果证明了人们近30年的努力没有白费。

前沿探索

橡胶树基因组草图绘出
日本理化学研究所的一个国际研究小组对东南

亚广泛栽种的帕拉橡胶树品种“PRIM600”进行了基

因组测序，成功绘制出精度达 93.7％的橡胶树基因组

草图。橡胶树基因草图的绘制成功，对开发生产更具

优良特性的天然橡胶产品有重要意义。

美国“朱诺”探测器进入木星磁层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2011 年 8 月发射升

空的“朱诺”木星探测器按照预期将于 4日进入绕木星

运行轨道。“朱诺”木星探测器此前一直在行星际太阳

风主导的环境中穿行。几天前，其搭载的科学仪器探

测到了“朱诺”周围的粒子和磁场变化，显示“朱诺”已

进入低密度的木星磁层环境。在接下来一年多的时

间里，它将在距离木星云层顶大约 4600公里的高度围

绕木星运行 37圈，对木星起源、内部结构、大气及磁场

等相关数据进行探测，成为人类历史上距离木星最近

的航天器。

4个基因主导人类胚胎早期变化
14 年前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测定和命名了 4 个

基因，已知的其他一些同源框基因在人类发展过程中

主导着组织和器官的形成,但这些新发现基因的功能

却始终没有破解。最近他们发现，这些基因主导着人

类胚胎早期的变化，其离解开谜团更近了一步。

一周技术刷新

纳米新技术让光制氢效率提高两倍
利用光催化剂在光解水池中将水直接裂解为氢

气和氧气，被认为是获取氢能的重要方法之一。美国

斯坦福大学科学家设计出一种钙钛矿太阳能电池驱

动的光解水复合体系，可使光解水制氢的转化效率达

到 6.2%，是利用普通方法转化效率的三倍。未来，利

用该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光解水池的复合体系，光到氢

的能源转换效率有望提升到新高度，从而为获取绿色

氢能源提供一个重要途径。

奇观轶闻

癌症在多种贝类中传染超出预想
癌症竟也会传染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发

现，一种名为散播性瘤样病变的类似白血病的疾病，

可以在多种双壳类软体动物中发生种内传染，当中包

括贻贝和蛤类等，甚至也可以在不同的双壳类软体动

物之间发生种间传染。这表明，传染性癌症在海洋双

壳类中非常广泛。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一 周 国 际 要 闻
（6月27日—7月3日）

新华社金斯敦电 （记者朱庆翔）美国石油巨头埃

克森美孚公司近日发布公告说，该公司在南美洲国家

圭亚那附近海域发现大储量油田。

公告说，圭亚那附近斯塔布鲁克区块 2号钻井勘探

结果显示，该区域有可供开采的石油储量 8 亿桶至 14

亿桶，埃克森美孚称之为“世界级的”新发现。公告说，

斯塔布鲁克区块 2 号油井海域水深 1692 米，钻井深度

5475米，钻探发现厚度超过 58米的含油砂岩层。

埃克森美孚 2015 年 3 月启动对斯塔布鲁克区块油

气资源的勘探工作。同年 5 月，该公司说 1 号钻井勘探

结果显示海底存在厚约 90 米的含油砂岩层，但未能就

石油储量作出评估。

斯塔布鲁克区块面积约 2.68 万平方公里，距离圭

亚那北部海岸约 193公里。

圭亚那近海发现大储量油田
新华社伦敦电 （记者张家伟）英国研究人员日

前在《科学报告》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说，气候变化

导致的海平面上升，会大大削弱全球泥炭地的碳汇

功能。

泥炭是沼泽形成过程中的产物，主要来源是泥炭

苔或泥炭藓。但除此以外，死去的沼泽植物以及动物

和昆虫尸体等有机物质都有可能成为泥炭的来源。这

些生物死亡后沉积在沼泽底部，由于潮湿、偏酸性的环

境而无法完全腐败分解，经过漫长的时间最终形成所

谓泥炭层。泥炭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开采泥炭对环境

破坏较大。

受雨水滋润的泥炭地能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

将其固定在植被和土壤中，形成重要的“碳库”，从而减

少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减缓全球气候变暖。这一

碳汇能力对全球环境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研究人员对苏格兰西北部的

一处泥炭地进行了取样分析，这类泥炭地的碳汇能力

主要受其中特有的植被群以及湿度环境影响。研究发

现，如果泥炭地中的盐分含量达到一定水平，植被群从

大气中吸收和储存碳的能力就会显著下降，而苏格兰

的泥炭地很多就在海岸附近，一旦海平面上升导致海

水倒灌入这些泥炭地，会提高其盐分含量，最终影响泥

炭地的总体碳汇能力。

据研究人员介绍，除了苏格兰，全球泥炭地中还有

许多分布在爱尔兰、挪威以及加拿大纽芬兰等海岸地

区，因此海平面上升对它们的潜在影响非常大。

研究报告作者之一、埃克塞特大学的安杰拉·加莱

戈斯－萨拉博士说，泥炭地在全球的碳汇过程中扮演

重要角色，气候变化带来的海平面上升对包括部分泥

炭地在内的全球许多地区产生严重影响，希望这项研

究成果能够让人们认识到这方面的威胁，未来加强相

关研究。

海平面上升将削弱泥炭地碳汇功能

““达恰达恰””——俄罗斯人的第二个家俄罗斯人的第二个家

大会现场大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