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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盆腔肿瘤或腹膜转移癌患者来说，他们在接受腹部放疗的过程

中，很容易诱导一种严重并发症——肠纤维化，科学家们将其命名为辐射

诱导肠纤维化（RIF）。日本千叶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了这种并发症的发

病机理，RIF 是由嗜酸性粒细胞与α平滑肌肌动蛋白基底细胞相互作用

介导，随着放疗的进行，嗜酸性粒细胞在体内过量累积，特别容易引起小

肠黏膜下层纤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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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转化医学》
2018.2.21

尼安特人或像现代人类一样创造了石窟艺术。本期封面文章刊登了

来自德国、英国、西班牙等国际团队的重要发现，他们通过对碳酸盐石壳

进行铀钍年代测定证明，西班牙坎塔布里亚、埃斯特雷马杜拉、阿达莱斯

这三大著名洞穴的壁画，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石窟艺术，其年龄超过 6.4万

岁，比现代人到达欧洲的时间还早 2000年，应该是尼安特人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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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2018.2.23

黑色素瘤的发病率正在上升，特别是在年轻女性中。由于具有恶性

和转移性等特性，以及对常规疗法、靶向药物和免疫疗法等具有高度耐药

性，目前这种疾病还无法完全治愈。美国科学家这次研究了导致黑色素

瘤细胞内组织蛋白酶分泌增加的信号途径，发现非受体酪氨酸激酶 Abl

和 Arg在黑色素瘤转移和抗药性中具有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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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信号》
2018.2.20

捕食者和猎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是自然界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

科学家已经证明，下丘脑在捕食和逃避中具有驱动作用，但具体神经回路

有哪些，仍然知之甚少。清华大学科学家研究表明，在下丘脑外侧区和中

脑导水管周围灰质间的单神经反射区，有两种完全分离的模块化指挥系

统，可分别调节捕食与逃避捕食的行为。本期封面的中国水墨画，应景中

国传统春节，选用 2017 年和 2018 年中国生肖，通过一只狗追赶一只逃跑

的公鸡，形象说明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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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元》
2018.2.21

（栏目供稿：本报记者 聂翠蓉）

苏东坡曾有“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之

说。其实，到了今天，竹子已远不止用于观赏、做

建筑材料、鲜笋菜肴以及乐器那么简单。要知

道，在竹节内还隐藏着丰富的竹液。这平日看不

见的竹液里，又藏着常人所不知道的秘密。

云南农业大学校长盛军近日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他们采用生物膜技术，揭开了竹液如何

保鲜与抗衰老的秘密。

被李时珍称为“神水”

云南是世界竹类植物起源地和现代分布中

心之一，现有竹林面积 50.5 万公顷，其中有竹亚

科植物 29 属 250 种，属数占世界的 40%，占我国

的 75%；种数占世界的 25%，占我国的 50%。云南

特有竹属达 10个以上、特有竹种 100种以上。但

长期以来，竹类资源分散，规模化利用难度大，龙

头企业带动能力弱，缺乏特色品牌产品，国内消

费者认知度低，科技支撑不足，一直困扰着当地

竹产业的发展。

很早以前，人们就将竹子的功效拓展到了医

药领域。在《本草纲目》中，曾有“五月五日午时

有雨，急伐竹，竿中必有神水，沥取为药”的记

载。科研人员发现，这种被李时珍称为“神水”的

新鲜竹液，含有丰富的黄酮、多酚和多糖，以及

镁、钾、钙、锗、硅、锰、锌、硒、锶等多种微量元素，

尤其还含有人体无法合成的赖氨酸、组氨酸、冬

氨酸、胱氨酸等 16种氨基酸。

研究人员在竹根以上 30厘米的任意位置钻

一小孔，只要不打穿竹壁，用导管通过封闭装置

就可采集到无污染的天然竹液。与以往将竹子

砍断，然后用火烘烤出汁液，再兑以 90%的蒸馏

水制成的鲜竹沥液相比，无论在植株的可持续利

用，还是所采集的新鲜竹液的药用功效上，新方

法具有极大优势。

保鲜是个长期难题

从竹子植株中提取的生物活性水是个宝贝，

但正因为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恰恰极易变质败

坏。在常温下，保鲜期不到 24小时；在零下 20摄

氏度的低温下，保鲜期不超过半年。如何在不添

加防腐剂和保鲜剂的前提下，实现竹液的保鲜，

是个长期以来的难题。这个“拦路虎”也难倒了

所有参与这个行业的人。

云南普洱滇润农业科技公司是较早着眼竹

液开发的企业，但他们也同样止步于此。企业负

责人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来到云南农业大学求

助。基于云南丰富的竹资源和产业发展前景，云

南农业大学很快组织了技术攻坚团队，仅用了不

到半年时间，就解决了这个难题。

据云南农业大学校长盛军介绍，他们采用的

是生物膜技术，不添加保鲜剂、抗菌剂，也不采用

损害竹液营养成分的高温、高压手段。形象地

说，可理解为通过一个极其精密的“筛子”，将大

大小小的真菌、细菌一一滤去。“当然，具体的技

术细节我目前还不方便向你透露。”盛军“狡黠”

地说，其目的就是以食品原料、加工品为对象，通

过对引起食品变质的微生物进行杀菌、除菌，达

到食品品质的稳定化，有效延长保质期，并因此

降低食品中有害细菌存活数量。

通过灭菌、灌装处理后，鲜

竹液在常温下可保存 6 个月以

上，产品的运输半径和销售范围

一下子扩大了。

抗衰老功效
得到证实

经过持续的研究，科研人员

找到了竹液中黄酮与多酚类物

质的新功效，它可促进皮肤伤口

愈合。同时，因二者具有极强的

抗氧化活性，可有效清除自由基

和酯质过氧化物，显著提高机体

免疫能力。

线虫动物门是动物界中最

大的门之一，有超过 2.8 万个物种已被记录。目

前众多科研机构都以线虫为材料，用作衰老、功

能基因组学等方面的研究。云南农业大学技术

团队的方崇业博士等人用竹液替代纯净水，配制

线虫培养基和大肠杆菌，并以新培养的大肠杆菌

作为线虫的食物。结果表明，在竹液配制的培养

基上生长的线虫，平均寿命延长 10%以上，从而

证实了竹液天然优良的抗衰老功效。

云南农业大学、云南省高原特色农业产业

研究院与云南滇贵实业有限公司合作，经过数

年的联合研究，开发出了具有美容养颜功效的

纯天然竹液湿纸巾和纯天然竹液面膜系列。目

前，最受关注的是竹液美肌赋活面膜，因拥有

皮膜细胞修复国家专利配方，竹液可深入肌肤

底层，修复受损肌肤；竹液莹润透亮面膜则利

用竹液中含有丰富的高分子有机成分、微量元

素因子深入肌底，滋养修护。针对驾驶员等特

定人群，他们还开发出了以竹液为原料的颈

膜、眼膜、手膜等产品。

此外，在云南农业大学和云南省高原特色农

业产业研究院的人才、技术支持下，普洱滇润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从活体竹中采集新鲜竹液，成功

地开发出绿色、无添加的竹液系列健康饮品。经

研究证实，这种富含天然营养物质的生物活性

水，同样具有消炎、延缓衰老、抗氧化、抗过敏以

及降血脂、降胆固醇等功效。

目前，竹液面膜、竹液饮料、甜竹笋酒、湿纸

巾等产品已陆续上市。方崇业博士告诉科技日

报记者，他们还将联合企业，针对高原地区人群，

推出抗紫外晒伤面膜和相关化妆品。同时着手

竹液茶、竹液咖啡等功能饮料的开发。

竹液中隐藏的秘密就这样揭开

赵汉斌

经过 12230 海里的航行，中国科学院南海

海洋研究所“实验 3”号科考船圆满完成中国

和巴基斯坦首次北印度洋联合考察任务，22

日返回广州。期间科考船于巴基斯坦外海的

莫克兰海沟开展海洋地质、海洋生物与微生

物等多学科综合考察。中国考察队员、来自

南方科技大学海洋科学与工程系张传伦教授

团队的高思敏，希望能从莫克兰海沟采集的

海水和沉积物样品中寻找到古菌群落，进行

深入分析和研究。

古菌古菌：：无所不在无所不在 活出极限活出极限
本报记者 陆成宽

与细菌和真核生物相比，大多数人可能对

古菌比较陌生，古菌（Archaea）是与细菌和真核

生物并列的第三种生命形式，又称古细菌、太

古菌或太古生物，是原核生物中的一大类。之

所以称其为“古”菌，与其在地球上的出现时间

有关。“如果将地球约 46 亿年的年龄比作一天

的话，古菌早在凌晨 5 点多钟就出现了，而人

类则是在深夜 23 点 58 分才诞生，因此古菌的

‘古’，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这类生物在地球

上出现时间很早，对极端环境适应能力最强，

因此至今仍广泛分布于地球各种极端环境，如

高温热泉、盐湖、深海等。”中国科学院微生物

研究所研究员、微生物资源前期开发国家重点

实验室主任向华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事实上，古菌既与细菌（真细菌）有很多

相似之处，又与真核生物有很多相似之处，俨

然是个“四不像”。向华表示，古菌是一群具

有独特的细胞结构和遗传信息处理系统的单

细胞原核生物，其在细胞形态等方面与细菌

类似，而其在基因组复制、转录与翻译等遗传

信息传递系统方面却更接近真核生物，而古

菌的细胞膜结构又与地球上所有其它物种都

不一样。

向华介绍，从细胞结构上来看，古菌与细

菌同属于原核微生物，它们都不具有完整的细

胞核和胞内细胞器。与细菌不同的是古菌具

有特殊成分的细胞壁和细胞膜，古菌细胞壁中

含有独特的假肽聚糖，细胞膜中含有独特的醚

键及分枝脂链，这些特殊的细胞结构可以帮助

它们抵抗来自极端环境的压力。也因为细胞

结构的不同，所以细菌与古菌对不同抗生素的

抗性也不同，古菌对抑制细菌生长的抗生素

（如青霉素）一般不敏感，却对抑制真核细胞生

长的某些抗生素（如茴香霉素）敏感。

第三种生命形式
俨然是个“四不像”

分离于太平洋海底热液口的热网菌属，能

在高达 121 摄氏度的温度下存活并生长，这是

迄今为止发现的最耐热生物。“生活在地球各

种极端自然环境中的古菌，称为极端古菌。极

端古菌不仅可以耐受这些极端环境，而且可以

在这些特殊的环境中生长繁茂，甚至它们为了

更好地繁衍后代需要一种或多种极端条件。

比如，生活在沼泽的极端厌氧甲烷古菌，生活

于盐湖或晒盐场的极端嗜盐古菌，生活于海底

热液口的极端嗜热古菌，以及生活于硫磺热泉

的嗜酸热古菌等。”向华说道。

事实上，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古菌代表着

生命的极限，确定了生物圈的范围。向华表

示，目前发现的最耐热、最耐高盐、最耐酸或碱

及极端厌氧的生物均是古菌。古菌对不同极

端环境的适应性可能是长期进化的结果，通过

特殊的适应机制来适应极端环境。比如，极端

嗜盐古菌代表了地球生命对高盐环境的极限

适应能力，它可在胞内积累高浓度钾离子对抗

渗透胁迫；而其它生物通常只能通过胞内大量

合成小分子有机物来对抗渗透胁迫。

但是，古菌并不仅仅生活在极端环境中，

它广泛分布在各种自然环境中。“近年来大量

非培养生物技术分析表明，古菌不仅生活于地

球各种极端环境，而且在海洋、土壤，甚至人和

动物肠道等非极端环境也广泛地存在，其在地

球与生命共进化进程中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

地位。”向华强调。在人体内也发现了古菌，寄

居在人体内的古菌主要是产甲烷古菌，它们能

在无氧无阳光的条件下生存。

据了解，目前可在实验室培养的古菌主要

包括三大类：产甲烷菌、极端嗜热菌和极端嗜

盐菌。产甲烷菌生活于富含有机质且严格无

氧的环境中，如沼泽地、水稻田、反刍动物的反

刍胃等，参与地球上的碳素循环，负责甲烷的

生物合成；极端嗜盐菌生活于盐湖、盐田及盐

腌制品表面，它能够在盐饱和环境中生长，而

当盐浓度低于 10%时则不能生长；极端嗜热菌

通常分布于含硫或硫化物的陆相或水相地质

热点，如含硫的热泉、泥潭、海底热溢口等，绝

大多数极端嗜热菌严格厌氧，在获得能量时完

成硫的转化。

分布于各种极端环境下
代表着生命的极限

古菌不仅能在各种极端环境中生存，而且在

生物技术的开发应用方面也显示出巨大的潜

力。向华介绍，聚合酶链式反应中用的高保真

DNA聚合酶Pfu酶就来源于嗜热古菌；产甲烷古

菌在厌氧条件下可以产生清洁干净的可再生能

源甲烷即天然气；嗜盐古菌细胞膜上的紫膜蛋白

由于其独特的光化学特性，已作为优良的生物纳

米材料用于光信息处理和光电响应元件等；某些

嗜盐古菌还可在胞内大量积累生物可降解塑料，

其优越的材料学性能及较低的生产成本使得其

在医用材料领域有很大应用前景；极端古菌所产

生的极端酶则是开发工业酶制剂的宝库。同时，

古菌在全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中也起着重

要的作用，如厌氧甲烷氧化古菌对于控制温室气

体排放和碳素循环具有巨大的影响，氨氧化古菌

则在全球氮素循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古菌不仅是研究生命基本规律、极限适

应能力、生命起源与演化等的重要力量，还是

创新生物技术的重要资源，在推动地球元素循

环、维持生态环境健康与可持续发展方面也具

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向华说道。

高思敏也持有类似的看法。“古菌作为地

球上生命的第三种形式，人们对它的认识才刚

刚起步，还有许多未解之谜和无穷奥秘等待探

寻，研究古菌非常有意义，”高思敏说，“这不仅

是因为古菌中蕴藏着大量未知的生物学过程

和功能，有助于探索生物进化规律的线索；还

因为古菌有着不可估量的生物技术开发前景，

例如用于极端环境中的污染治理，用于洁净煤

技术和清洁能源生产等。”

对其认识还刚刚起步
开发前景不可估量

（本版图片除标注外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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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海
域
首

次
获
得
第
一
手
生
物
样
品
。

22 日返回广州
的“实验 3”号科考船
圆满完成中巴首次联
合科考任务，两国科
学家对莫克兰海沟开
展了地质、生物与微
生物等综合考察。

西双版纳甜龙竹竹液西双版纳甜龙竹竹液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图为神秘美丽的莫克兰海沟海景图为神秘美丽的莫克兰海沟海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