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华盛顿7月29日电（记者刘海
英）美国哈佛大学研究人员受蛞蝓启发，开发

出一种具有超强黏性的医用黏合剂。这种黏

合剂黏性强、无毒性，可黏附于湿滑表面，能有

效地封合术后伤口，具有广泛的医疗用途。

用过创口贴的人都知道，如果皮肤表面有

水，创口贴是粘不牢的。这是常识，同时也是

目前医用黏合剂面临的一大挑战，但要开发出

能黏附于潮湿和动态表面（包括生物组织）的

黏合剂并不容易。为找到这样的物质，美国哈

佛大学怀斯生物工程研究所和约翰·保尔森工

程与应用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将目光瞄向了蛞

蝓。这种俗称“鼻涕虫”的软体动物能分泌一

种防御性黏液，使捕食者难以将其从附着物

（如树叶）上抓走。受蛞蝓启发，研究小组开发

出了模仿蛞蝓黏液属性的强力黏合剂。

这种黏合剂由坚韧的柔性基质组成，其

黏附表面含有带正电荷的多聚物，可通过一

系列的物理机制（包括形成共价键）黏附于其

它物质，因此黏性特别强。研究人员使用猪

的各种组织对该黏合剂进行了实验，结果表

明，其可与猪皮、软骨、心脏、动脉和肝脏强力

黏合，而且对人的细胞无毒。

为进一步检验黏合剂的效果，研究人员尝

试用其封合猪心内的缺损。由于血液的存在，

这在过去是无法做到的，但新型黏合剂很好地

完成了这一任务。他们在最新一期《科学》杂

志上发表论文指出，这种黏合剂与心脏的黏合

良好，且在心脏舒张时（这时会对黏合剂施加

100%的张力）也不会产生渗漏。而在大鼠体

内做模仿急诊手术和突发性失血实验时，新型

黏合剂的性能堪比许多外科手术中用来止血

的止血钳。

这种高性能黏合材料在医疗领域有许多

潜在应用。研究人员指出，它既可作为贴片

用于组织表面，也可作为注射溶液用于治疗

体内更深层的损伤，还可用于将医疗设备（如

心脏起搏器）连接到目标组织，将来甚至可以

与其他技术结合，制造出黏性软体机器人或

新的药物递送工具。

强力无毒 可用于湿滑表面

新型医用黏合剂能有效封合术后伤口

本周焦点

华人科学家团队找到马约拉纳费米子
马约拉纳费米子是一种反粒子与自身

相同的费米子，80 年来，科学家一直在试图

搜寻它。此次华人科学家团队通过对一种

奇异物质开展一系列实验，首次为马约拉纳

费米子的存在找到了确凿证据——他们在

超导体和磁性拓扑绝缘体叠加而成的材料

内，观察到一种被称为“手性”费米子的特殊

马约拉纳费米子沿着一个方向移动的准确

无误的信号。

本周明星

月球内部据称“水分含量惊人”
月球内部可能含有大量的水，这是美国

布朗大学科学家借助卫星数据，分析月球上

古代火山沉积物后得出的最新结论。他们

认为，月球表面数量众多的火山沉积物里有

“异常高含量的水”，月幔中可能也“水分含

量惊人”。

一周之“首”

模拟重力场下量子异常首次现形
由德国科学家领导的国际研究小组，在

一种晶体新材料中成功测得重力—量子异

常。这是科学家们首次观测到模拟重力场

下真实晶体内存在的量子异常现象。

美首批基因编辑人类胚胎“浮出水面”
美 国 俄 勒 冈 健 康 与 科 学 大 学 利 用

CRISPR 技术对大批单细胞胚胎的 DNA 进

行了基因编辑。这是美国首次对人类胚胎

开展的基因编辑研究。此次编辑的胚胎在

实验室发育只有几天，也没有植入子宫，但

是该实验的胚胎数量，超过了之前别国科学

家编辑的胚胎数；而且实验证明，在纠正导

致遗传性疾病的缺陷基因过程中，CRISPR

技术既安全又高效。

一周技术刷新

数字全息显微镜搜寻外星生命
美国科学家团队正在研发一种全新的

显微镜技术，并将利用它来确定外星生命是

否真的存在。该设备是一种数字全息显微

镜，可有效地对外太阳系微生物进行采样和

识别。

移植成体神经干细胞可控制机体老化
美国科学家以小鼠为实验对象，移植或

减 少 其 健 康 下 丘 脑 的 成 体 神 经 干 细 胞

（NSC），能够相应减慢或加速机体老化。而

下丘脑成体神经干细胞减少，其实是全身老

化的重要原因。

前沿探索

日本合成出第112号元素同位素
日本理化学研究所仁科加速器研究中

心利用新近开发的超重元素实验装置“气体

充填型反跳分离器Ⅱ（GARIS-Ⅱ）”，合成

出了第 112 号元素 哥的同位素 283Cn，并验

证了其衰变能量及衰变时间。

长效注射型HIV疗法通过临床试验
欧美多国研究中心合作进行的一项两

年期临床试验证明，一种长效注射型 HIV疗

法，每月或每两月注射一次与每日口服抗逆

转录病毒药物（ART）相比，阻止病毒反弹

和传染性方面的疗效相当，甚至更好。HIV

携带者每日口服药物或将成为历史。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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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人类送往火星的计划表已经填好，但

事实上，还没有人能确定在这场太空旅行中，

宇航员该怎样才能状况良好地生存下去。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目前正在

为全新的太空旅行技术做测试，并批准洛克

希德·马丁公司在肯尼迪航天中心建造一个

全方位的深空栖息地原型。

这是NASA下一代空间技术探索伙伴关系

（“NextStep”计划）第二阶段的重要一环，也意

味着人类深空生存的关键系统将进一步完善。

太空居住舱 向深空
探索进发

NASA已经专注于低地轨道多年，但并不

表示其会放弃更远的太空。恰恰相反，深空才

是他们未来将投入大部分精力的所在。NASA

明白，在深空探索宏图中，人类本身其实才是整

个环节中最脆弱的部分。于是，该机构于2014

年发起了“NextSTEP”计划——根据民间提案，

研发出一款用于深空探索任务的太空居住舱。

到 2016 年，NASA 又提出了“NextStep”

计划第二阶段，希望包括公司、非盈利组织及

大学在内的更多机构都可以集思广益，为这

种“可长期居住的深空太空居住舱”拿出最终

方案——因为 NASA 正急于在接下来的月球

任务中对这个新栖息地进行测试，同时将其

作为他们火星任务的“先锋”。

建造栖息地 无需“从
零开始”

在有意愿且有能力接手 NASA 这项任务

的机构当中，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是进度比较

靠前的一个，或许是因为它所用到的所有技

术，并不需要“从零开始”。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看中了在航天飞机

时代运送货物至国际空间站的航天飞机“货

柜舱”，通过将其翻新再利用，可以为宇航员

的生活空间腾出地方。

在改造中，旧有的刚性结构大部分不会

动，但舱内部却跟原来大相径庭。洛克希德·
马丁公司甚至在研发过程中使用了虚拟现实

和增强现实技术，从而加快了原型的设计进

程，并降低了成本。速度提升后，整个建设只

需要 18个月的时间。

这将是一种有生活空间的飞行器，可以

携带足够的物资。最重要的是，它能够安全、

健康、高效地支持宇航员数月甚至数年的太

空旅行，包括这期间的补给和物资回收。

这种飞船还将整合现在不断发展的技

术，实现自主操作飞行，即使没有人在飞船

上，它也可以控制轨道并持续检测内部系统

是否完好。

新一轮太空竞赛 从
政府到民间

除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之外，毕格罗、

波音、美国轨道 ATK、内华达山（SNC）等太

空企业也都曾是参加“NextStep”计划第二阶

段的成员。

其中，波音公司虽是航天巨头，但在开发

未来的深空居所这方面仍然是个“新手”。该

公司一直在研发模块化栖息地系统，意图证

明人类不但可以安全地在太空长时间生活和

工作，而且能够享受到相对舒适的环境。

毕格罗宇航公司则因去年 4 月在国际空

间站上的“可充气房间”而名声大噪。它的太

空栖息地理念也和这差不多——将一个 330

立方米的空间依附在空间站上，而且这种模

块可以打包发射后在太空中展开。

另有几家公司也在打翻新改造的主意。

其中内华达山公司想改造自己研制的商用载

人航天器，在已有基础上增加环境控制和生

命支持等模块；而轨道 ATK 公司也看中了自

己家的“天鹅座”飞船，不过，“天鹅座”还在为

国际空间站执行货运服务。

NASA此项战略计划，正在为人类走出地

球、进军更远太空铺平道路，这背后还需要它

和合作伙伴们进行巨大的努力和探索，而在这

一过程中，新一轮的太空竞赛也正在从政府渐

渐转到民间。（科技日报北京7月30日电）

为 了 人 类 在 深 空 生 活
——NASA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构建深空栖息地全尺寸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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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本报记者 张梦然

太空居住舱 图片来源：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7月29日，在俄罗斯莫斯科郊外的爱国者公园，军乐队在国际军事比赛开幕式上表演。
第三届“国际军事比赛－2017”29日在莫斯科郊外的爱国者公园举行开幕式。来自中

国、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等28个国家的150支代表队将展开比拼。
新华社发（叶甫盖尼·西尼岑摄）

第三届“国际军事比赛－2017”在莫斯科郊外开幕

据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德国牧羊犬，

别名“黑背”，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犬种之一。

但英国一项最新研究说，“黑背”在过去几十年

里被广泛用作宠物犬后，因人们在繁育它们时

对外观的偏好而出现了许多健康问题。

英国皇家兽医学院研究人员日前在英国

《犬遗传与流行病学》杂志上报告说，他们研

究了2013年在英国430家兽医诊所就医的超

过1.2万只“黑背”的档案，结果发现，它们的

平均寿命为10.3岁，就诊的最常见原因为外

耳炎、骨关节炎、腹泻、超重和攻击性强。

统计显示，“黑背”的总体健康情况不

容乐观。有很多“黑背”因为健康问题接受

安乐死，原因包括髋关节发育不良、后腿过

度弯曲等肌肉骨骼系统疾病，以及站不起

来、肿瘤和脊柱问题等。

研究人员说，“黑背”出现的这些健康

问题，与人们繁育时的偏好有关。“黑背”起

源于 19世纪末德国育犬专家培育出的牧羊

犬，后来它们被广泛用作军犬和警犬，那时

繁育重点放在身体功能上。但近几十年

来，人们逐渐将“黑背”用作宠物犬，繁育时

忽视了某些遗传疾病风险，使许多“黑背”

更易患上髋关节发育不良等遗传性疾病。

“黑背”成宠物犬后健康问题突显

科技日报北京7月30日电（记者聂翠
蓉）近日出版的《科学·转化医学》杂志刊登

了哈佛大学研究人员的最新成果，他们开

发的可穿戴柔性智能脚踝装置，能帮助中

风病人更加自如行走。

中风是导致美国人残疾的主要原因，每

年中风后幸存下来的美国人超过 650万，他

们中的大部分不能完全恢复行走能力。专

家表示，因行走困难，这些患者甚至不愿出

门去商店买东西，而长期不活动，导致他们

出现其他健康问题，生活质量螺旋式下降。

近年来，外骨骼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

进展，大大改进了拐杖、助步器和矫正器等

辅助性装置的性能。但这些外骨骼装置大

多数都太过坚硬，只能对中风后不能行走

的患者提供帮助，对部分中风后还能行走

的患者来说并不合适。

新研究中，哈佛大学软体机器人科学

家康纳·沃尔什和同事开发了一种柔性超

轻可穿戴智能设备，能帮助中风后遗症患

者重新行走。沃尔什表示，新软体外装置

能对还保留部分行走能力的患者提供很大

帮助，让他们以更加接近自然的方式行走。

这一智能装置只有 900克重，包括一条

腰带、与腿套连接的腿带。腰带上绑着的促

动器有 2.63千克（其中电池重 560克），通过

光缆与鞋垫相连，推动双腿向前迈进，并纠

正足部下垂导致的脚趾和脚踝弯曲问题。

在两天的测试中，年龄 30 岁到 67 岁的

9位中风后遗症患者戴上这一智能装置后，

都能在跑步机和空旷地面上行走，迈步能

力和对称性分别提高了 10%和 20%。戴上

装置后，数分钟内就能看见行走能力明显

改善，效果与接受长期临床康复治疗相

当。对那些不需辅助装置就能慢速行走的

患者，效果最为明显。研究人员表示，他们

将继续开发可戴在膝盖和臀部的类似智能

装置，更好地帮助这些患者。

软体智能装置让中风病人行走自如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30日电 （记者聂翠
蓉）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官网 29

日报道，NASA 科学家利用安装在智利的阿

塔卡玛大型毫米波、亚毫米波阵列（ALMA）

望远镜收集到的数据，首次在土卫六的大气

中发现组成细胞膜的重要化学物质——丙烯

氰大量存在的确切证据。研究人员表示，这

些丙烯氰含量充足，能降落到土卫六表面后，

在那里形成更加复杂的生命形式。

地球上的动植物细胞是由脂质构成的细

胞膜薄层将水溶液物质包裹而成，但土卫六

温度极低，只有零下 179℃，水溶液在这里无

法存在，其“海洋”都是由液态甲烷构成，因此

土卫六上不能形成地球上的脂质细胞膜。

2015 年科学家证明，在地球上用来制造塑料

的丙烯氰，能在土卫六上形成类似于细胞膜

的稳定柔性结构。

10年前，其他研究人员根据 NASA的“卡

西尼号”宇宙飞船携带的质谱仪数据，曾推断

土卫六的大气中存在丙烯氰。而这次发表在

《科学进展》的新研究中，NASA 科学家莫林·
帕尔默和同事综合了 ALMA 上 11 个高分辨

率设备的数据，获得了与丙烯氰匹配的光谱

线，最终在土卫六大气中检测到丙烯氰这一

重要化合物。他们测得土卫六的氮气层中丙

烯氰浓度很高，尤其在 200 千米高大气中的

浓度最高，这些含量丰富的丙烯氰最后在寒

冷大气中凝聚并随“雨水”降落到土卫六表面

的“海洋湖泊”中。

帕尔默团队还推算出土卫六第二大湖

泊——丽姬亚湖内的丙烯氰沉积量：每毫升

液态甲烷中能形成 1000 万个“含氮体”，相当

于地球上每毫升海水中生活着 1000 万个细

菌生物。含氮体是科学家提出的另一种生命

形式，由小型有机氮化物构成，只能在零下

180℃的液态甲烷中生存。

帕尔默表示，找到了形成细胞膜的关键

化学成分，就能进一步研究该化合物参与遗

传物质形成和代谢过程的化学反应。土卫六

厚厚的氮气层和甲烷“海洋”，为科学家研究

地外生命演化提供了良好的天然实验室。

如果生命是宇宙的杰作，那它可能有不

止一种配方。地球上动植物的细胞膜由脂质

构成，其他星球上的生命便一定要遵循此方

吗？研究表明，未必如此。土卫六也拥有大

气和海洋，与地球不同的是，它的温度极低，

海洋的成分是液态甲烷。但科学家依然相

信，这里可能存在另一种形式的生命，其细胞

膜由丙烯氰构成。这就好比，烹调一道菜时

火候调小了，食材也有所调整，而结果仍有可

能是美味佳肴一样。

土卫六上发现细胞膜重要组成物质
大 量 丙 烯 氰 或 能 形 成 复 杂 生 命 形 式

科技日报柏林 7月 29日电 （记者顾
钢）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吴建强课题

组与德国马普化学生态学研究所合作，发现

了名为菟丝子的寄生草本植物具有在寄主

植物间传递抗虫信号能力。此项研究对于

了解抗虫系统性信号有重要意义，也对农业

治理寄生植物危害提供了新的启示。

寄生植物通过特殊的吸器从寄主获取

营养、水分等生长所需物质，影响寄主生长

和繁殖。菟丝子就是旋花科的茎全寄生植

物，能从寄主获取很多物质，包括水分、营

养、蛋白质、mRNA以及次生代谢物等。自

然界中，菟丝子常能同时寄生在多个邻近

寄主上，从而将不同的寄主连接起来。

吴建强课题组与德方鲍德温教授合

作，创新性地提出了“菟丝子及其连接的不

同寄主形成微群落”这一崭新概念，并且发

现在这种微群落中，菟丝子能在不同寄主

植物间传递有生态学效应的抗虫系统性信

号。他们用菟丝子将不同寄主植物进行了

连接，当对其中一株植物做昆虫啃食处理

后发现，被啃食叶片产生某种系统性抗虫

信号，能够被传递到临近未被啃食的植物

上，从而激发其抗虫响应；另外，系统性信

号还能通过菟丝子传递到不同寄主形成的

微群落，从而激发转录组和代谢物响应，并

提高其抗虫性。

该系统性抗虫信号在不同物种间传递

非常稳定，甚至可以在不同科的寄主植物

间传递，并激发抗虫性，而且茉莉酸在此系

统性信号的产生或传递过程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他们的研究还指出，菟丝子传导的

抗虫系统性信号产生和传播速度非常快，

大约 1厘米/分钟，而且可以远距离传递（超

过 100厘米）。菟丝子对大豆、烟草、野西红

柿等农作物有较大影响，可用来防止植物

蚜虫、斜纹夜蛾等虫害。

曾在马普化学生态学研究所攻读博

士、现在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的吴建强教授

表示，尽管寄生植物一向被视为对寄主有

害无益，但该研究表明，菟丝子在某些条件

下可以帮助不同寄主之间建立起抗虫防御

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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