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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 3月 28日电 （记者聂翠
蓉）来自美国多个科研机构的科学家团队在

近日的《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称，他们利用

一种名叫“3D 基因组组装”的突破性技术，组

装出了传播寨卡病毒和西尼罗病毒的两种蚊

虫的 3 条染色体。新方法不仅将从头组装基

因组的时间从几年缩短至几天，还能大大降

低成本，有望将需要数百万美元才能完成的

创建人类基因组项目降到一万美元以内。

基因组内具有独特的碱基序列，但现有

测序工具只能测出碱基草图，破译这些碱基

的具体排序或相互位置关系往往更加复杂耗

时，特别是有些物种的基因组巨大，如人类基

因组有 30 亿个碱基对，小麦基因组有 170 亿

个碱基等。拿人类基因组测序来说，虽然已

经耗时 10 年，花费数十亿美元绘制出人类基

因组草图，但因为每个人基因组的特异性，要

参考人类基因组草图在临床测序结果中寻找

变异，往往会被误导。

由拜耳医学院牵头，莱斯大学、德克萨斯

儿童医院和麻省理工与哈佛组建的博德研究

院参与的研究团队，几年前曾研发出一种实

验性方法，成功确定了一条两米长基因组是

如何折叠进细胞核内的。这次，该团队通过

基因组折叠的指引，成功用短链 DNA 从头组

建成埃及伊蚊和致乏库蚊的染色体。

传播寨卡病毒的埃及伊蚊的基因草图早

在 10 年前就已绘出，但其中未知的关键细节

阻碍了寨卡暴发期间的研究进展。现在，3D

基因组组装技术能从头组装出该蚊虫的全部

基因组，将帮助科学家们采取更有力措施应

对寨卡等流行病。

新方法还适用于从头组建人体基因组。现

有1000美元基因组测序项目中，只能对某些细

胞内基因组测序，且在准确性方面严重可疑。

而要从头组装出一个人的所有染色体，现有技

术可能要花几年时间、数百万美元才能完成，几

乎没有病人能够负担得起。利用这次研发的新

技术，从头组装某个病人的基因组几乎与接受

一次核磁共振检测相当，不到一万美元。

3D 基 因 组 组 装 技 术 显 威

传播寨卡病毒的蚊虫基因组详图绘成

在很多科学领域，女性发表论文的数量

明显少于男性，被列为第一作者的可能性更

小，也不太可能从导师那儿收到措辞亮眼的

推荐信。尽管随时间推移，这种差异慢慢缩

减，但它就像一根刺一样存在着，平时也许不

会注意到，但一旦被提起或想起，仍会让人觉

得膈应。

一份新研究发现，大多数杂志编辑在为

论文挑选评议人时，会有意无意地将性别考

虑在内，编辑更有可能选择同性别的评议

人。不过，也有人指出，该研究论文存在漏

洞。

多领域同行评议存性
别偏见

英国《自然》杂志网站在近日的报道中

称，发表在《电子生活（eLife）》杂志上的一份

最新研究发现，一般而言，男性编辑更愿意挑

选男性评议人；而女性编辑更有可能挑选其

他女性。对于男性来说，这种倾向性更强。

当然，以前也有论文研究并探讨了同行

评议中的性别偏见，但这些论文中的大多数

集中于某个领域；而最新研究则对科学、健

康、工程学以及社会科学等领域的前沿出版

物系列的 142份杂志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了

上述结论。

该研究领导者、耶鲁大学计算神经科学

家马库斯·赫尔默指出，科学研究的质量并不

由性别决定，如果性别影响到哪个人被选做

评议人，这意味着，杂志没有请到行业最顶尖

的评议人。

得克萨斯大学社会学家珍妮弗·格拉斯

对此心有戚戚焉。她说，这种情况与公司董

事会如出一辙，若董事会成员或杂志评议人

局限于某一种性别，这些团体就会“错漏”一

些顶级候选人。

男性性别偏见更明显

由于前沿杂志会公开杂志编辑和评议人

的身份，赫尔默团队研究了与 2007 年到 2015

年间出版的论文有关的 9000 多名编辑以及

4.3 万名评议人的资料。随后，他们发现了杂

志编辑的模式，也能看到不同评议人的性别

偏见。

赫尔默和同事发现，男性编辑普遍存在

性别偏见，但对于女性来说，整体影响似乎仅

由几名女性编辑驱动。当研究人员将这几名

“异常人士”从数据库中删除时，女性编辑对

女性评议人的偏好也消失殆尽。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玛西亚·麦克纳特

曾任《科学》杂志总编辑。她认为，这些数据

扎实可靠，而且她也很高兴看到这种差距被

列出来。但她同时认为，最新研究在设计中

存在一个巨大漏洞：数据库仅仅显示了实际

评价论文的男性和女性的数量，但没有显示

有多少人被邀请对论文进行评议。以前有科

学家对地球物理杂志进行研究后发现，相比

男性，女性更容易拒绝评价论文的邀请。

罗格斯大学的社会学家丹娜·布里顿也

强调了这一点。她表示，研究人员没有考虑

人们是否愿意接受评议邀请。因此，可能的

情况是，最初的评议人选择库会比最终的评

议人选择库要更多元。

构建社交网倾向志同道合

赫尔默和同事认为，编辑喜欢挑选自己

同性别的评议人，可能源于男性和女性构建

自己社交网络的方式不同，或者男人被假定

为天生喜欢“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倾向于与

志同道合者相互联系。他们也认为，有些女

性编辑可能会通过故意挑选女性评议人来使

她们的领域更加男女平等。

麦克纳特也指出，这样的偏见可能与人

们的天性没有什么关系，更有可能与社交网

络有关。她说：“我当然也有我的科学家求助

对象，她们大多数是女性。另外，女科学家也

倾向于做女性学生的导师，而且这进一步拓

展了她们的网络。”

布里顿也同意这一点，她说，美国和欧洲

的男性更有可能惺惺相惜，了解自己领域的

专业知识。因此，同行评议中的偏见可能是

学术领域现有差异的结果。

同性相惜，异性相斥？
——论文同行评议中或普遍存在性别偏见

本报记者 刘 霞 综合外电

科技日报北京 3 月 28 日电 （记 者聂
翠蓉）据《新科学家》杂志网站 27 日报道，

借 助 希 腊 科 学 家 研 发 的 一 种 能 恢 复 卵 巢

活力的技术，两位绝经期女性首次利用自

己的卵子成功怀孕，其中一位已经怀孕超

过 6 个月。

希腊创世纪雅典生育诊所科学家寇斯

坦提诺斯·斯法卡劳迪斯和同事抽取病人

的血液后，利用离心技术分离获得富含血

小板的血浆，这类血浆已被临床证明能加

速治愈运动性损伤，但能否用来恢复卵巢

活性还不清楚。

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治疗试验，通过直

接向卵巢和子宫注射富含血小板的血浆，试

图修复患者的生殖系统功能。其中包括 180

多位子宫内膜异常患者、27位 34岁到 51岁绝

经期和绝经期前后的女性，大部分人希望通

过治疗怀孕，只有小部分患者希望能治好潮

热、盗汗和脱发等更年期症状。

这次已成功怀孕 6 个月的 40 岁患者来自

德国，之前曾连续接受 6次试管婴儿手术但都

没成功，医生宣布她已无法排卵，应该考虑使

用捐赠卵子。但经过血浆注射治疗后，她返

回德国重新开始试管婴儿手术，意外取出 3个

卵子，其中两个形成胚胎。医生移入其中一

个胚胎后患者顺利怀孕。

另一位来自荷兰的 39 岁女性已绝经 4

年，但在接受血浆注射治疗一个月后，竟然奇

迹般重新排卵。连续治疗几个月后，医生取

出她体内的一个卵子受精成胚胎，使她成功

怀孕。虽然几个月后不幸流产，但患者本人

和研究团队都对结果表示惊喜，认为只要继

续治疗一定能实现她当妈妈的愿望。

研究团队对血浆作用的背后机制还不

清楚，他们认为，有可能血浆通过“叫醒”卵

巢内干细胞，刺激干细胞产生更多卵子；也

有可能是卵巢受损使得其血管形状发生改

变，卵细胞发育所需的血液供应无法满足，

而注射血浆让卵泡重新获得血液养分后发

育为成熟卵子。

新疗法还需进一步验证，但对于占比 1%

的 40 岁前早更女性，以及那些化疗前没有接

受冷冻卵子治疗的女性，注射富含血小板的

血浆，可能帮她们实现做妈妈的梦想。

绝经女性成功用自己卵子怀孕
注射富含血小板的血浆使卵巢恢复活力

科技日报东京 3月 28日电 （记者陈
超）日本东北大学和筑波大学一个共同研

究小组在近期出版的《自然·生物医学工

程》杂志上发表论文称，他们首次成功开发

出一种可长期植入的人工玻璃体，由一种

含水率极高的高分子凝胶材料制成，通过

新的分子设计，可直接注入人体内。这种

材料今后可用来治疗视网膜等眼科系统疾

病，还可用作防粘连剂、止血剂以及再生医

疗的辅助材料。

通过玻璃体手术治疗视网膜的各种疾

病，离不开玻璃体的替代材料。目前使用

的主要是气体和硅胶油等疏水性材料，生

物相容性低，不适宜长期使用。针对人眼

的透明组织，现已开发出人工晶状体和角

膜，但人工玻璃体尚未开发出来。

水凝胶是高分子和水组成的材料，成

分与人体软组织相似。但高分子会挥发毒

性，注射入人体后，在体内凝胶化过程中会

刺激周边组织，还有凝胶吸收人体水分引

起膨胀，压迫周围组织等问题。在眼科领

域也进行过各种水凝胶的应用研究，但由

于上述问题上没有成功案例。

研究小组通过新的分子设计，制作出

高分子浓度极低（在 1%以下）的凝胶，其具

有大分支结构，能在极短时间内固化。在

从凝胶的制作到分解的全过程中，成功将

膨胀压力降低到不影响周围组织的范围内

（1kPa 以下）；在凝胶化过程中，毒素和刺

激也降低到周围组织可容忍水平之内，成

功实现了在保证材料特性的情况下，以液

体状态注射至眼内，10 分钟内迅速凝胶

化。在动物实验中，研究小组利用这一技

术首次实现了视网膜剥离的水凝胶治疗，

并确认了使用人工玻璃体一年以上未出现

任何副作用。

现在手术治疗视网膜疾病，患者术后

需要住院保持俯卧体位一周时间，而且数

月之后还需要去除再进行植入手术，循环

往复。新开发的人工玻璃体手术当日即可

回家，也不必再次进行手术置换，开辟了一

种划时代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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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光环境事业开发中心位于以富士山风光闻名的静冈县御殿场市。这里原来是
理光公司一家设备生产工厂，但后来由于产业转移被废弃了大约两年。2016年4月，
这一厂址作为理光环境事业开发中心正式重新启用，目前有员工约 800人。理光公
司将这个环境事业开发中心定义为循环再利用中心、环境技术实验室以及环保活动
信息发布基地。

左图 工作人员展示废旧塑料油化技术处理前后的墨盒。
下图 理光环境事业开发中心外景。

新华社记者 华义摄

看日本废弃工厂如何成环保中心

科技日报北京 3月 28日电 （记者张
梦然）英国《自然》杂志近日在线发表的一

项地理研究显示，丝绸之路是由游牧民族

4000 多年前的迁移活动塑造的。论文首

次从时间和生态层面量化研究了丝绸之路

的起源，突出了在这个人类历史上规模最

大的生物和经济交换网络之一的发展中，

非城市社会所发挥的作用。

丝绸之路是一个复杂的路线网络，从

中国一直延伸到东地中海及更远方，沿途

经过了一些自然条件严峻的山区。人们对

这些路线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影响它们的

地理因素所知不多。

此次，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研究

人员迈克尔·法拉切提及其同事，利用无人

机拍摄照片，对古代山区牧民活动进行了

3D 建模。经过分析后他们认为，丝绸之路

是从古代牧民和他们的牲畜上下山寻找新

牧场的路径中形成的。游牧民的季节性迁

移形成了非随机的路径，确定了后来丝绸

之路的地理条件。

在论文随附的新闻与观点文章中，美

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科学家表示，此前，

研究人员专注于将已知是丝绸之路网络一

部分的地点串联起来，亦因此，模拟丝绸之

路形成的尝试非常有限。在本文中，研究

团队采取了一种不同的方法，通过改进水

文流算法来模拟富饶高地牧场的“牧群

流”，因而得到了更为详细的丝绸之路网络

地图。

游牧民族足迹产生了丝绸之路

科技日报北京 3月 28日电 （记者张
梦然）骨骼也是内分泌系统器官？英国《自

然》杂志近日发表的一项医学研究报告称，

美国科学家新确认一种骨分泌激素，不但

增添了已知的骨骼分泌激素种类，还发现

该激素可以抑制小鼠的食欲，从而揭示了

一种此前未知的食欲调节机制。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骨骼是支持机体

基本结构和参与运动及钙磷代谢的主要

器官。但是近几年来，人们发现组成骨骼

的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能合成和分泌骨

调节蛋白、生长因子等多种生物活性物

质。于是，骨骼开始被视为一种内分泌系

统的器官。

现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人员斯

塔夫拉·寇斯坦尼及其同事，发现了另一种

骨 分 泌 激 素 —— 脂 质 运 载 蛋 白 -2

（LCN2）。脂质运载蛋白-2是由造骨细胞

（形成骨骼的细胞）分泌的，它能诱导小鼠

的胰岛素分泌，提高葡萄糖耐受性，并能改

善胰岛素敏感性。

小鼠实验中，研究团队发现脂质运

载蛋白-2 能穿过血脑屏障，与下丘脑中

的黑皮质素受体 4（MC4R）结合，随后激

活一个抑制食欲的通路，从而抑制食物

的摄入。

骨骼内分泌功能在机体自我调节中具

有重要生理病理意义，而新研究突显了脂

质运载蛋白-2的一种前所未知的作用。

目前，研究人员还不清楚为什么骨骼

会参与抑制食物摄入，但这有可能是一种

协助维持骨骼质量和骨架生长的机制。

新确认骨分泌激素可抑制食欲

科技日报北京 3月 28日电 （记者刘
霞）人们都知道火星拥有火卫一（Phobos）

和火卫二（Deimos）两个“随从”，但据英国

《独立报》网站近日消息，美国科学家最新

发现表明，在火星历史上的某个时段，可能

只有一颗大卫星，其在火星引力的作用下

被撕裂，最终形成现有的两颗小卫星。

普渡大学的戴维·明顿和安德鲁·海赛

尔布鲁克最近提出了新的环—卫星理论，认

为火星的大卫星被火星引力撕裂，形成一个

类似土星环的碎片环，这些碎片再次聚在一

起，形成一颗卫星，然后再次形成碎片，在数

百万年间，不断循环往复，新卫星的体积仅

为其“母星”的五分之一。最终，火星的这颗

大卫星形成了目前的两颗小卫星。

研究人员在最新的《自然·地球科学》

杂志上发表论文称，大约 43 亿年前，一次

撞击导致火星出现最大的撞击坑——北极

海坑，很多碎片被丢入火星轨道，“大撞击

让很多物质离开火星表面形成一个环”。

这可能制造出一个非常大的火星卫

星。由于引力，它被火星慢慢拉近，然后到

达洛希极限（卫星运行轨道与主星之间的

理论临界距离），并在此处被火星的引力作

用撕裂，从而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局面。

火卫一和火卫二的轨道也支持这一理

论。火卫一和火卫二的轨道都太圆，不能被

认为是被火星捕获的小行星，因为这些小卫

星的轨道一般都是椭圆形。而且，最新理论

也能解释火星赤道附近发现的沉积。

研究人员认为，火卫一也朝火星运动，

这意味着它最终还可能被撕裂。在大约

7000 万年间，火卫一会到达洛希极限并分

崩离析，约 20%会形成一颗新卫星，约 70%

以灰尘和碎片的形式天女散花一般降落在

火星表面。

火星或曾只有一颗大卫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