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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22日电 （记者聂翠
蓉）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科学家带领的国际团

队在近日出版的《自然·通讯》杂志发表论文

称，他们首次证明，构成 RNA（核糖核酸）的

嘌呤类核苷酸和嘧啶类核苷酸能利用早期原

始材料合成的化学机制相同，且这两种类型

的碱基形成于同一种前体分子，新研究使人

类距揭示地球生命起源之谜更近了一步。

核苷酸是构成 DNA（脱氧核糖核酸）和

RNA 等所有生命物质的重要结构，认识核苷

酸早期形成机制是破译生命起源中长期悬而

未决密码的重大挑战。核苷酸分子主要由磷

酸、核糖和碱基构成，RNA 的碱基主要有 A

和 G 两种嘌呤及 C 和 U 两种嘧啶。之前的研

究认为，嘌呤类核苷酸和嘧啶类核苷酸只能

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分别合成，但合成

RNA 同时需要嘌呤和嘧啶两种核苷酸，这使

科学家们 50 多年都没能合成出生命之初的

RNA。

在新研究中，伦敦大学学院化学家马修·

波纳和美国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的同行们

合作首次证明，嘌呤和嘧啶能在同一个糖类

支架上依次相连形成核苷酸分子。他们发

现，构成嘌呤核苷酸的 8-氧-腺嘌呤和 8-

氧-鸟嘌呤，能在与嘧啶核苷酸完全相同的

化学条件下形成，且同一种化学前体分子能

同时生成嘌呤类和嘧啶类两类核苷酸。

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发现的化学机制表

明，嘌呤和嘧啶这两类分子，在形成生物重要

组分——核酸的过程中，遵循同样的立体化

学原理。这意味着，8-氧-嘌呤核苷酸可能

还在形成嘧啶核酸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嘌呤和嘧啶核苷酸通过特殊化学作用

相互结合，从分子水平复制和传递生物信

息，从而在生物遗传、复制和进化中意义重

大。因此，科学家们认为，理解核苷酸的起

源是理解生命起源的关键。波纳团队接下

来会进一步研究 8-氧-嘌呤传递信息的背

后机制，从而让生命最初的化学反应机制更

清晰可见。

不同核苷酸早期形成机制相同
距揭示地球生命起源之谜更近一步

大脑科学研究迎来黄金时代！中外神

经科学家、认知科学家和心理学家都已被激

起斗志，他们在国际各层次脑科学计划框架

下携手并肩，一层一层揭开人类大脑的神秘

面纱。

在中国不到万人的脑科学研究团队中，

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研究员左西年认为，自己

是从数学“入行”脑科学的外行，“跨界”仅十

年，是个十足的新手。

5月中旬，脑科学领域的主要国际学术组

织之一——国际人脑图谱学会（OHBM）提

名左西年参选本届理事会主席，中国科学家

被推到聚光灯下，所有 OHBM 会员通过投票

过程再次了解了他为国际脑科学发展作出的

贡献。

日前，科技日报记者与左西年进行了一

场深入的对话。

记者：您本来是学应用数学的，怎么入了

脑科学研究这一行？

左西年：2005年，我北师大应用数学博士

毕业后，机缘巧合遇到了我的博士后导师，当

时也是刚加盟北师大认知与学习国家重点实

验室的臧玉峰教授，简短的面试后我就“上

船”了。当时宽松的环境给了我充足的时间

了解脑成像，尤其是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

这一新兴领域。2008年，经臧老师推荐，我获

得了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儿科神经科学研究

所的职位，一直工作到 2010年底回国。

可 能 是 学 数 学 的 原 因 ，我 更 喜 欢“ 挑

刺”。传统脑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学术合

作、通用标准等等，在我看来都不完美。我

的想法很简单，筛选出最靠谱的大脑成像技

术方法，然后应用于辅助临床诊断和医疗。

所以，最初的几年，我只做了一件事，设计出

对比不同成像技术的方法和路径，从可重复

性和稳定性等方面，选出当前条件下最好的

选择。

最终的数据表明，磁共振成像可以无创

探测人脑内部及与外部交互作用的信息，为

现代神经科学打开了崭新的技术大门，因而

从一众探测手段中“脱颖而出”。

记者：为什么提名您参选新一届理事会

主席？

左西年：应该说我很幸运。在儿科神经

科学研究所的工作，使我正好直接参与到该

机构发起的“千人功能连接组计划（FCP）”

中，我在其中负责选定测量和计算人脑内在

功能架构的稳定可靠的技术和算法。

当时的脑科学研究瓶颈是样本量太少，

科学家彼此还不开放并共享数据。我们向全

球几十个研究机构发出邮件，希望共享磁共

振大脑成像的数据，避免各自为战带来的信

息孤岛和统计力度受限问题。

当时很多研究机构的反馈并不积极。臧

玉峰教授很给力，率先贡献了 198 个样本数

据，积极加入到 FCP计划中。首战告捷后，经

过广泛沟通，其他研究机构转而积极响应。

最终，该计划整合了全球 35 个脑科学研

究机构的 1414份大脑成像活体样本及相关脑

成像数据，研究成果发表在 2010年《美国科学

院院刊》上，成为迄今仍是最有影响力的文章，

短短几年引用率达到 1500 余次。回国后，聚

焦可重复性问题，我又领衔发起了以中国为主

导的国际神经影像大数据共享计划“国际信度

与可重复性联盟”（CoRR）。我想，是扎实的

研究和广泛深入的沟通能力，让国际同行关注

到中国学者，我才有幸被提名吧。

记者：本月，著名生物学家颜宁去美国任

教，引发了国内对领军科技人才影响力的讨

论，您怎么看？

左西年：我觉得像颜宁这样出类拔萃的

中国学者能够输出到美国，国人应该为之骄

傲。这是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影响力提升

的体现。国人被提名参选国际学术组织领

袖，也是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影响力提升

的体现。

一般来讲，学术共同体中的领袖人物通

常就是所在国科学界与国际科学界交流的重

要桥梁，个人在国际的影响力越强，对本国相

应学科的生态建设越有利：一是可以提高本

国科学家在国际学术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二是带动国内学术圈对国际一流学术前沿的

关注，为本领域发展争取更多的资源。

回国的施一公、出去的颜宁是结构生物

学的翘楚，神经科学领域公认有影响力的人

物之一，应该是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的蒲

慕明，他对近期中国神经科学的快速发展和

国际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记者：您发起成立的“国际信度与可重复

性联盟”是第一个中国主导的国际神经影像

大数据共享计划，其学术影响力如何？

左西年：中国人口众多，脑成像软硬件积

累丰富，大规模脑成像研究时机已成熟，如果

做好自上而下的设计，中国必将积累无与伦

比的超大型脑成像数据库，有利于深入开展

脑疾病的临床与转化型研究与应用。在此之

前，最基本的一项工作就是解决脑成像技术

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为了解决人脑连接组学

研究领域“缺乏重测纵向影像大数据”的国际

难题，我联合国际上 36 个神经影像实验室

（其中 26 个国内实验室），发起成立了“国际

信度与可重复性联盟”，公开共享超过 1 万个

活体多模态神经影像追踪数据。

2014 年底，我们公开了 CoRR 所有数据

并发表了数据文章，现在这一公开资源的谷

歌学术引用已经接近 100 次；2016 年夏，我应

国际著名科学出版团体《自然》杂志的邀请，

撰写了博客文章，总结了其学术影响。美国

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前所长因塞尔（音译）博

士 评 价 说 ：“CoRR 将 对 美 国 的 大 脑 计 划

（BRAIN）产生影响，其数据共享信息化平台

将为 BRAIN的数据共享提供参考蓝图。”

记者：在您的推动下，今年 4 月召开了第

一届中国脑成像联盟大会，为建立脑成像制定

了统一的测量标准，立下了规和矩，也让广泛

的研究结果更具可比性和普遍推广性，助力提

高脑成像研究可重复性。它的目标是什么？

左西年：中国脑成像联盟是北京市科委

多模态脑成像平台建设的重要成果之一，这

其中的主要推动者是北大的高家红教授，我

们和北师大、中科院生物物理所作为共同建

设单位，致力实现跨中心的脑成像数据共享、

其各环节参数标准的严格统一化和规范化，

这是发挥中国在临床实践中极其丰富的病例

资源优势的最基本前提。

现在，中国脑成像联盟已经开始逐步推

出各类脑成像规范化参数，并准备联合全国

50 家科研院所和临床医院，进行首个中国百

万人脑成像多模态大数据采集工作，这项工

作完成后，将成为国家极具标志性的大数据。

记者：虽然此次提名参选以美国著名神

经科学家文思（音译）获选告终，但以您为代

表的中国脑科学学者，显然已经在国际脑科

学研究界获得了一席之地。

左西年：很遗憾没有最终当选，仍需继续

努力。我们最终还是要以国家需求为最终目

标，探索如何借助最先进的脑成像技术，积累

海量脑影像资源，尽快绘制出中国人毕生大

脑发展曲线，为我国的临床疾病诊断和干预

提供最有价值的辅助参考，革新当前脑功能

疾病临床实践。

（科技日报北京5月22日电）

创 建 大 脑 成 像 国 际 化 路 标
——对话“国际信度与可重复性联盟”发起人总负责人左西年

本报记者 房琳琳

国际人脑图谱学会

又被称作国际人脑成像

学会，是致力于使用脑成像技

术研究人脑架构的重要国际

学术组织。从 1995 年成立到

现在 20 多年，已经随着人脑

神经影像领域技术和成果的

爆炸式发展，快速成长为脑科

学领域的主要国际学术组织

之一。近 5 年来，每次都吸引

全 球 2000—3000 名 学 者 与

会，中国参会平均人数在 200

人左右。

高精度人脑功能连接组图谱

联合国际上36个神经影像实验室（其中26个国内实验室），发起成立的“国际信度与可重复
性联盟”（CoRR）。

左西年认为自己是脑科学研究的“外

行”，但恰恰是这样的“外行”，发挥出了超越

学科研究本身的国际影响力。这真是一个值

得深思的现象。

他目光挑剔。学数学的人思维缜密，容

不得逻辑错误。而大脑科学自身的发展，就

是由外而内地盲人摸象，谁都无法一下子触

摸到大脑的本质。皮层厚薄、脑容量大小、脑

白质修剪、胶质细胞的作用、神经回路连接与

功能、海马区变化与退行性病变……摸到哪

里，哪里都独具魅力，但无法连点成线，乃至

面面俱到。所以，他刚入行时很困惑，看哪里

都是漏洞，无法自圆其说。

他挑战权威。无处下嘴的感觉虽然让人

沮丧，但既然是学数学的，就从数据入手吧。

他首先发现了国际大牛、此次当选 OHBM 理

事主席的美国文思（音译）教授的“独立成分

分析算法”有问题，相关软件用来处理多人脑

成像数据时，竟然“会依赖数据输入顺序”。

初出茅庐，他大胆在 2009年 OHBM 年会上挑

战权威，用数学方法证明了这个缺陷。文思

实验室虚心对算法做出改进。不打不相识，

二人结下深厚的学术友谊。

他做事专一。他反复说，十年来就做了

两件事，一是反复比较，找到“靠谱的脑成像

工具，整合起全球 36 个国际机构的 1 万余个

大脑样本，建立了“国际信度与可重复性联

盟”；二是基于这些脑成像方法，绘制了人脑

连接组毕生发展轨线，提出了“人脑毕生发展

连接组学”。

他合纵连横。身为“外行”，反而可以抛

开生命科学的从零做起，直接从数据着眼，结

果发现，可做的事还真不少。简而言之，人类

大脑的事需要全人类来做，凭哪个国家一己

之力肯定不行，样本量少不说，可重复性验证

能力也不足。怎么办？先把大家拽到一个平

台上吧！发起“国际信度和可重复性联盟”，

就是完成这个使命的第一步。

日本人金出武雄的《像外行一样思考，

像专家一样实践——科研成功之道》中，讲

的就是这样的道理：数学等基础科学，可以

支撑其他前沿学科研究；不要迷信所谓业界

权威，目光如炬的你，可能就是游入沙丁鱼

群的鲶鱼；别天天盯着发论文，一篇文章独

步天下，含金量也可以很高；亚洲人并非总

是配角，主导发起大科学工程计划，要敢想，

更要敢做。

大脑科学领域需要左西年这样的“外

行”，其他重大前沿领域何尝不需要？！

欢 迎“ 外 行 ”左 西 年
房琳琳

国际科技

新华社堪培拉 5月 22日电 （记者赵
博）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近日宣布在 2型

糖尿病药物研发中取得了新进展，有望开

发出更安全更有效的新药，以减少现有口

服降糖药的副作用，也减少注射胰岛素的

必要性。

阿德莱德大学研究人员首次展示了

未来的糖尿病药物如何在分子层面与靶

标作用来治疗糖尿病。这些新型药物与

常见的糖尿病药物二甲双胍的工作机制

不同，二甲双胍作用于肝脏以减少葡萄糖

合成，而新型药物则作用于一种分布在全

身脂肪组织中、被称为 PPARγ蛋白的细

胞核激素受体，通过刺激其活性以增加机

体对胰岛素敏感性，并改变脂肪和糖的代

谢来降低血糖。

“2 型糖尿病的特征在于对胰岛素产

生 抵 抗 ，继 而 出 现 高 血 糖 ，导 致 病 情 加

重，”阿德莱德大学研究人员约翰·布鲁宁

介绍说，“患有严重糖尿病的人通常采取

注射胰岛素的方式，这存在一定风险，且

注射剂量很难把握。因此对患者来说，摆

脱胰岛素注射，采用口服药将是非常值得

为之努力的方向。”

这两项研究分别是与美国佛罗里达州

斯克里普斯研究所和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

学合作进行的。在第一项研究中，研究人

员制作了 14 个不同版本的药物，可部分或

者完全激活 PPARγ受体蛋白，并发现了该

药物中对 PPARγ受体蛋白作用最有效的

部分，从而得到了设计改良版药物的信息。

第二项研究中，研究人员使用 X 射线

晶体学首次展示了一种叫做利格列酮（riv-

oglitazone）的新药如何与 PPARγ受体蛋

白结合并完全激活它。与其他类似药物相

比，这种新药副作用较少。

来自弗林德斯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

拉贾帕克萨博士说，展示这种化合物如何

与其靶标相互作用，是设计更高效、更少副

作用药物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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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出版的《科学报告》杂志刊登了俄罗

斯远东联邦大学自然科学学院薄膜技术实验

室的最新成果：该实验室基于磁阻式纳米盘

研制出磁阻式随机存储器。该存储元件可能

成为研发新一代更高效快速计算机的基础。

与存储元件以电荷形式保存信息不

同，磁阻式存储器采用磁态（磁化）保存信

息，因此与传统电脑的二进制逻辑相比更

为先进：其一个存储单元中的编码将达到 4

进制。该实验室主任阿列克谢·奥格涅夫

介绍说，他们历经几年研究获得了磁阻式

纳米盘。这些纳米盘的内部能形成磁阻漩

涡，这些漩涡具有空间螺旋特性和极性，其

中空间螺旋性代表盘中磁化扭转方向，有

顺时针或逆时针两种；而极性代表漩涡中

心磁化方向，有上或下两种。

实验室研究人员马克西姆·斯捷布里

解释道，由于新存储单元最多可编码 4个不

同数值，因此如何控制它们面临极大挑

战。这次他们设计出非对称分布具有不同

直径的两盘结构，构建出“盘摞盘”系统，从

而可以准确控制大盘中磁漩涡的空间螺旋

特性，以及小盘中的磁化排列。由于磁阻

式存储器能把完全非易失性、最高速度、无

限数量循环的阅读和转录融合在一起，或

能成为未来计算机的基础。

磁阻式储存器或成未来计算机基础

俄罗斯托木斯克理工大学新闻处近日

发布消息称，该大学学生研制出一种会修

补道路的机器人。

据 研 发 人 员 介 绍 ，这 一 机 器 人 可 区

别道路标线、交通信号灯和一些路标等

道路基本要素，还能发现道路上的坑洼

并用特殊的乳剂填补。发现坑洼后，机

器人会对其进行扫描并绘制深度图，之

后开始输送乳剂。研发人员指出，修路

机器人可将修补坑洼的过程最大限度地

自动化。

机器人的尺寸将与大货车相当，可以

满足高负载的需要，用来运输储存乳剂和

碎石，确保机器人自动工作一整天。目前，

该项目团队正在研制两个原型机，分别用

于视觉系统和动作技巧的完善。

俄 大 学 生 研 制 出 修 路 机 器 人

莫斯科鲍曼国立技术大学遥感实验室

科学家开发出一种独创性技术，能对在机

场川流不息人群中行进的乘客进行安全检

查，从而显著提高安检效率。

这项技术将雷达系统和三维光学传

感器结合在一起。光学传感器能接收人

的图像，合成三维运动图像并通过这些数

据生成雷达图像。雷达系统能同时扫描

移动状态的人，“看见”隐藏在衣服下面的

物品，其性能超越目前机场配备的扫描

仪；选定的扫描频率范围可穿透厚厚的冬

装，且其辐射仅为手机的百分之一，对人

体没有伤害。

配备的特殊软件能对三维光学传感器

和雷达系统获得的数据进行加工，获得隐

藏在衣服下面物品的无线电图像。这种软

件可从不同角度查看衣服下面的物品，并

对图像进行全自动化分析；其另一大优点

是，不仅能在必要时进行暗中扫描，价格还

低于目前机场配备的无线电扫描仪。

（本栏目稿件来源：“卫星”新闻通讯
社 整编：本报记者聂翠蓉）

新技术能对行进中乘客自动安检

“沿海上丝绸之路，讲中国故事”活动21日在意大利罗马启动，借助首次开辟海上丝路
航线的“盛世公主”号邮轮，向西方游客展示中国文化。 新华社记者 罗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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