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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5日电 （记者房琳
琳）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称，英国华威大

学和我国中山大学的一项国际合作研究表

明，癌细胞可以被金属铱靶向和破坏。该重

磅研究成果发表在最近一期《威利应用化学

杂志》上。

铱是 1803 年首次被发现，与铂族一样，

它是世界上最耐腐蚀的金属，其融点超过

2400℃，虽在地球上很少见，但在流星中却非

常丰富。它多储存在距今约 6600 万年前的

地层中，由此衍生的一个理论是，它随着小行

星来到地球上，且小行星撞击地球导致了恐

龙大灭绝。

金属铱是地球上密度第二高的金属。研

究人员创造出一种铱和有机物质的化合物，

其光反应可直接接受可见激光的照射，被能

量激活后，填充其中的氧气转化为有毒的单

线态氧以杀死癌细胞。

研究人员使用最先进的超高分辨率质谱

技术，对癌细胞内的各种蛋白质进行前所未

有的观察，从而确定了哪些蛋白质受到了有

机铱化合物的攻击。对数据模型进行大量分

析后发现，有机铱化合物能够破坏蛋白质的

热休克应激和葡萄糖代谢，而这二者正是癌

症作用的关键分子机制。

领导此项工作的彼得·萨德勒教授说，贵

金属铂在 50%以上的癌症化疗中已经得到应

用，其他贵金属如铱的潜力，可以提供新的靶

向药物，以全新的方式攻击癌细胞，并可以安

全地使用，且副作用极小。“国际合作大大加

速了研究进展，现在是时候好好利用 6600 万

年前小行星送给我们的铱金属了。”

用激光瞄准癌症的光化学疗法正迅速

成为一种可行的、有效的和非侵入性的治

疗方法。患者对传统疗法的耐受性越来越

强，所以建立这样的新方法至关重要。评

论认为，该“非常重要的论文”在理解新型

铱基抗癌化合物如何攻击癌细胞方面，引

入了不同的作用机制，在解决耐药问题方

面是一个飞跃。

6600 万年前随小行星来到地球，或见证恐龙灭绝

铱金属被证实可摧毁癌细胞

2014 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发

射的轨道碳观测平台-2 号（OCO-2）卫星，

目的是以前所未有的精确度和大面积，检测

来自大气的二氧化碳（CO2）排放量，汇集数

据后给出一些答案。

到目前为止，这一任务记录与最强大的

厄尔尼诺现象相吻合，使科学家们了解了碳

循环是如何响应的，同时准确地确定了进入

大气层的 CO2排放高峰的来源。

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的项目科学家安迈

瑞尔·艾尔德瑞说：“我们对这些结果非常满意。”

《科学》杂志日前专门刊登了 5 篇相关文

章，被认为是更好地处理碳循环的第一步研

究，如果 OCO-2 进入预期的扩展任务，其他

空间项目计划也将随之展开。

监测结果与厄尔尼诺
现象契合

发电厂或汽车排气管排放的每吨CO2，部

分停留在地球大气层并提高了全球气温，其余

部分则被陆地生物圈或海洋生态系统所吸收。

CO2 的净来源一直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了解这一点和相关机制，是了解全球变暖进

展情况的关键。

通过一系列竞争过程，CO2 要么通过野

火等排放进大气层，要么通过植物光合作用

从大气中排除。

但科学家们知道，厄尔尼诺现象是造成

地球大气层中产生更多 CO2 的另一个因素。

从 1997 年—1998 年的主要厄尔尼诺现象看，

一方面，厄尔尼诺现象往往会导致热带地区

干旱，光合作用减少，从而造成 CO2的摄入量

较少，残余量增多。

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的统计，

2015 年—2016 年实践中的这些影响有据可

查，这使得全球 CO2浓度达到历史最高纪录。

碳循环反应事件得到
深入分析

卫星的观察结果，让项目科学家将厄尔

尼诺现象逐渐达到顶峰过程中的碳循环反

应事件联系起来。他们看到，热带太平洋地

区曾出现了少量的 CO2水平下降。但随着干

旱、热浪和野火等因素的增加，地面生物量的

响应也大大减少，轻微的下降很快被超过，造

成后期 CO2的吸收减少、排放增多。

NASA 戈达德航天中心工作的大学空间

研究协会的科学家艾博希谢科·柴特尓吉说，

通过使用 OCO-2 检测光合作用标记的能

力，该小组能够进一步分析，这是土地植物生

产力的标志。

数据显示，虽然东南亚、南美洲和非洲的

热带地区大都测出了大致相同的 CO2 量，但

原因不同。在东南亚，厄尔尼诺现象引起的

炎热和干旱条件，使该地区更易受到火灾的

影响，从而将 CO2排放到大气中；在南美洲，

干旱条件意味着生物圈的 CO2 减少，使该地

区成为 CO2排放的净来源；而在非洲，降雨量

正常时，异常热量增加了植物呼吸，造成 CO2

排放量增加。

二氧化碳监测方法
“后继有人”

OCO-2 捕获少量 CO2 足迹的能力也令

人吃惊。在夏季，通过 OCO-2 传感器能看

到城市核心和农村地区 CO2 量下降，因为植

物茂盛也会吸收 CO2。

绘 制 碳 足 迹 的 能 力 会 产 生 广 泛 的 应

用，包括监测碳排放量，以确保城市和国家

遵守其减少 CO2 的承诺。此外，还可以提

供火山喷发的早期警告，因为 CO2 排放量

会因此增加。

项目科学家称，OCO-2 已经完成了最

初的两年计划任务，还将开始一个三年延长

任务。科学家希望其他两个计划任务也效

仿 OCO-2 计划的工作顺利进行：一个是称

为 OCO-3 的 任 务 ，将 被 安 装 在 国 际 空 间

站，允许科学家按照感兴趣的内容计划后续

任务。另一个是被称为地球静止碳循环观

测站，能够测量二氧化碳在连续地区的排放

情况。

（科技日报北京11月5日电）

莫 道 不 留 痕 纵 使 化 作 风
——卫星精确监控为气候变化研究提供有力支撑

本报记者 房琳琳

以OCO-2观测数据为基础的科学论文专辑给了人们前所未有的太空视角，让人们看到某
个城市，如洛杉矶及其周边地区CO2排放量的变化。 图源：NASA官网

本周焦点

“量子纠缠”原子数量再创纪录
量子纠缠对量子计算机的运算能力和

操作模式影响巨大。理论预测，大量原子能

发生量子纠缠。此前，科学家曾展示了 2900

个原子的量子纠缠现象。而瑞士日内瓦大

学的科学家在最新研究中，展示了 1600 万

个原子在一个 1 厘米见方晶体内的量子纠

缠。

本周明星

新技术或能按需培育出可移植的肝脏
美国一家公司研发出一种全新的泵洗

细胞技术，可将猪肝内的活细胞全部溶解，

留下蛋白质框架，注入猪肝细胞或人体细

胞，培育出可移植的肝脏。新研究向按需定

制移植器官迈出了重要一步，团队计划三年

内将完全来自人体细胞的肝脏植入人体。

本周争鸣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篡改草甘膦报告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近期陷入了

篡改科学报告的丑闻：其在对全球广受欢迎

的除草剂草甘膦进行评估时，对草甘膦评估

报告初稿的关键章节做了明显修改和删

除。专家认为，这是人为的有意识选择实验

结果，并有偏见地进行数据处理，违背科学

研究的基本原则和规范。

一周之“首”

首份地球微生物多样性数据集出炉
科学家通过 2.7 万份来自全球范围内

不同环境所得的微生物样本，对其进行核

糖体 RNA（rRNA）基因测序，最终获得 22

亿个 DNA 测序读数，对细菌和古菌的多样

性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入解读。该元分析属

于地球微生物组计划（EMP）第一期的一部

分，该计划的最终目标是表征地球上所有

的微生物。

全球首个活人脑细胞数据库公布
艾伦脑科学研究所公布了全球首个活

人大脑细胞数据库，该数据库信息可公开获

取。在人类理解大脑的道路上，这一成就为

科学家提供了深入探究人脑的重要资源，同

时以前所未有的独特性，帮助医学界确定健

康与患病大脑之间的不同。

技术刷新

冷冻电镜技术揭开重要蛋白原子结构
英国科学家利用 2017 年诺贝尔化学

奖重要成果——冷冻电镜技术，攻克了与

基因表达有关的一种重要蛋白的结构难

题。蛋白结构显示，流感病毒可与该蛋白

中特定位点结合，摧毁细胞的基因表达能

力，为深入研究流感、癌症等疾病打开了

一扇大门。

人造碱基能像天然碱基参与DNA复制
新加坡科学家开发出一种遗传代码扩

增技术，并合成出两种能够配对的人造碱

基。通过 X 射线结晶技术分析表明，人造碱

基对拥有与天然碱基对几乎完全相同的结

构特征。使用新碱基对可以合成全新 DNA

片段，更好地检测病毒感染情况，还能用来

研究 DNA 的天然复制机理，帮助研发更高

效的诊断试剂和治疗药物。

前沿探索

NASA新一代火星车为“23眼怪物”
NASA 的喷气推进实验室公布了其全

新一代火星车——“火星 2020”（Mars 2020）

的最新细节图，该探测车是一台拥有 23 只

“眼睛”的“怪物”，共装配 23 个相机，将为科

学家提供更多高分辨率、色彩鲜明的 3D 图

像，并创造全景观测火星的壮举。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一 周 国 际 要 闻
（10月30日—11月5日）

新一轮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将于 6 日

在德国波恩开幕。面对气候变化给人类带

来的切实威胁，更加紧密的国际合作、更加

切实的减排努力，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加迫在眉睫。

2016年地球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达到

80 万年来的最高水平，二氧化碳浓度在过

去 70年中上升速度之快前所未有……世界

气象组织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给出系列警

告。如果不迅速减排，温室效应将给人类

带来多方面危险，如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

事件增多、一些传染病传播加速等。

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日前发布的一份

报告，则对当前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

力度亮起了“黄牌”：当前各国减排承诺只

能达到 2030年温控目标所需减排水平的三

分之一；即便各国完全履行目前的减排承

诺，到 2100 年，与工业化之前相比，全球气

温上升幅度很可能超过 3 摄氏度，与《巴黎

协定》提出的 2 摄氏度目标相比有很大差

距；如果美国按程序于 2020年退出《巴黎协

定》，情况还会更糟。

显然，面对当前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

国际社会除了完成目前的承诺，未来在减

排方面还需加大力度。联合国环境署明确

指出，各国在 2020 年修订气候承诺时需提

高减排目标。

合作商讨出一个行之有效的减排机

制，是国际社会加强减排的关键。本次在

波恩召开的系列会议，显示出国际社会正

围绕气候变化问题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

进行努力。

《巴黎协定》为 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

变化行动作出安排，但实施细则尚待商讨

完成，波恩会议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提供

实施细则的草案。在波恩会议上加快工作

以推动《巴黎协定》完全可实施，会为未来

更深入的气候合作打开大门。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中，一个

重要方面是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

则，发达国家要在 2020年前率先实现减排，

应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比如已经承

诺的提供每年 1000 亿美金的资金技术支

持。在波恩会议上为上述目标的实施设立

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有助展现多边机

制的有效性。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

积极承担与中国发展阶段、应负责任和实

际能力相符的国际义务，在全球生态文明

建设中发挥着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作用。

中国积极为气候变化领域国际合作贡

献智慧。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

华说，针对当前国际气候谈判中的一些分

歧，中国将在波恩会议上提出“搭桥方案”，

推动立场对立的各方相向而行。

按照他的说法，中国希望通过磋商和

讨论推动“促进性对话”，加强各方交流合

作，实现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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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5日电 （张昊东
记者刘霞）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日前报

道，250 多位科学家历时 8 年研究发现，现

代社会排放出的二氧化碳（CO2）正使海洋

变得更“酸”，所有海洋生物都将受到影响，

而幼小的海洋生物受到的伤害可能最大。

这一国际项目名为“海洋酸化的生物

学 影 响 ”（BIOACID），由 德 国 科 学 家 主

导。从 2009 年开始，参与该项目的科学家

研究了海洋生物在不同生命阶段如何受

酸化影响、海洋酸化对海洋食物链有何影

响、能否通过生物适应来应对这些挑战

等。一些研究在实验室进行，还有一些在

北海、波罗的海、北极和巴布亚新几内亚

进行。

研究表明，气候变化、污染、沿海发展、

过度捕捞和农业肥料，使海洋酸化更严

重。当化石燃料中的 CO2 在海水中溶解

时，会产生碳酸，从而降低海水的 pH 值，导

致海洋酸化。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全球海

洋表面海水的平均 pH 值从 8.2 降至 8.1，这

表示酸度增加约 26％。

该研究主要作者、亥姆霍兹海洋研究

中心的乌尔夫·里伯塞尔教授表示：“尽管

程度不同，酸化影响所有的海洋生物。温

水珊瑚通常比冷水珊瑚更敏感；蛤蜊和蜗

牛比甲壳类动物更敏感。此外，与成年阶

段相比，生物在早期阶段受到的影响更大，

这意味着能成年的幼小鳕鱼的数量或会降

至现在的四分之一甚至十二分之一。”

来自英国普利茅斯海洋实验室的专家

卡罗尔·特利博士表示：“BIOACID 深入研

究了酸化对海洋生物（从微生物到鱼类）的

影响，也探讨了在海洋变暖和其他情况下，

海洋酸化如何在生态系统层面发挥作用并

最终影响人类社会。很明显，11 月份的联

合国波恩气候变化会议上，海洋及其生态

系统不容忽视。”

日益酸化加剧影响海洋内部生态

科技日报北京11月5日电（记者聂翠
蓉）据《麻省理工技术评论》杂志网站近日

报道，有国会议员透露消息称，美国政府将

在新出台的税收法案中取消现有电动汽车

补贴政策，延续特朗普一贯的气候和新能

源立场。

为最大限度刺激美国消费者购买电动

汽车，美国税局出台了为本土出产的电动

汽车提供销售税减免的政策。现有政策规

定，美国制造商生产的电动汽车中，前 20万

辆都可以享受到这一待遇，平均每辆汽车

最高可以减免 7500美元。美国电动汽车每

辆最低售价 3.5 万—3.75 万美元，给予补贴

大大增强了消费者的购买力和购买欲望，

仅风云人物埃隆·马斯克创办的电动汽车

公司特斯拉，就已经卖出 14万台电动汽车，

赚走了政府补贴的一大半。

虽然以目前数据来看，20万辆的总数应

该很快就能达到，但取消补贴将对美国电动

汽车制造商造成沉重打击。取消补贴的新

闻刚刚泄露，特斯拉的股票就出现下跌，其

他小型电动汽车制造商将遭受更大打击，财

大气粗的特斯拉或将借此机会进一步巩固

自己在电动汽车领域的领导地位。

取消电动汽车销售补贴，符合特朗普退

出巴黎气候协定和强调优先发展传统化石

能源的气候和能源立场。《麻省理工技术评

论》认为，在其他国家都寻求从传统能源向

新能源过度的历史潮流下，美国取消对电动

汽车的补贴是一种背道而驰的开倒车行

为。为鼓励民众购买低排放汽车，英国政府

不仅对电动和混合汽车提供 10亿英镑的高

额补贴，还在不久前宣布 2040 年后全面停

止销售燃油汽车；许多欧洲国家和城市也开

始禁止柴油车销售；中国也已积极出台各种

鼓励电动汽车发展的政策。而通过各项优

惠政策大力推进电动汽车的发展，将对全球

减排带来重要而积极的影响。

美考虑取消电动车补贴政策

尽管程度不同，酸
化影响所有的海洋生
物。温水珊瑚通常比
冷水珊瑚更敏感。

图片来自网络

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5日电 （记者张梦
然）英国《自然·通讯》杂志近日发表的一篇材

料科学论文中，中国科学家团队介绍了一种

使基于金属有机骨架（MOFs）的隐形墨水现

形的新方法，该方法可用于保护加密信息，并

实现反复加密、解密。

对重要信息进行安全地存储和保护，在

全球范围都是一项很大的挑战。而隐形墨水

可以根据需要发光或保持黯淡，从而达到加

密和解密保密信息的目的。这是因为某些材

料的发光属性，可以在化学物质、光或热的刺

激下变化。但是，那些在关闭状态真正隐形

的材料或者说始终保持隐形的材料尚未出

现，多数也不能反复使用，而这几点对信息加

密极为重要。

中国上海交通大学李良及其同事表明，

一种简单的化学物质，可引发无色含铅化合

物转变为发光材料，其过程可逆。喷墨打印

机将这些材料打印在油纸上，得到的文本和

图案，在可见光和 UV 光下均保持隐形。当

团队添加一种盐可改变材料的化学成分，修

改后的材料在 UV 灯下发出明亮的光。若再

次加入同一种盐，材料便切换回至其初始状

态，实现信息加密与解密的多重循环。

此前的隐形材料或保密材料，尽管在打印

出来、写出来的情况下人们看不到，但如果用紫

外灯照射或者受其它因素影响，就能被看到了，

而对于此次的新成果，普通的解密方法都无效。

论文作者提出，该研究应考虑到含铅材

料的毒性，但目前设计出无铅替代品已是一

种可能。他们认为，此次的方案可用于生产

新型隐形墨水，进一步满足安全保密需要。

信息有多重要，信息安全与加密就有多

重要。为了给重要信息加一把“锁”，科学家

们在从不同的角度发力。量子通讯领域的科

学家可以利用量子纠缠态让信息更加安全可

靠，化学领域的科学家则利用材料独特的化

学性质，让信息反复隐身并现形。未来的信

息之“锁”将由什么来打造？恐怕得脑洞足够

大，才能想象出来。

上海交大发布信息加密领域新成果

新 方 法 让 隐 形 墨 水 现 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