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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华盛顿12月 22日电（记者刘
海英）美国《科学》杂志近日公布了其评选出的

2018年十大科学突破，单细胞基因活性分析技

术突破拔得头筹，成为年度头号科学突破。

单细胞基因活性分析可让研究人员逐个

追踪细胞发育，了解哪些基因会在胚胎早期

发育时被开启或关闭。这一过程中，研究人

员需将完整细胞从生物体中分离，用单细胞

RNA-seq 方法对其基因组内容测序，对早期

细胞及它们的后代进行标记以跟踪其在发育

时是如何分裂成为多种类型细胞的。科学家

认为，单细胞 RNA-seq 方法会在未来 10 年

内改变基础生物学和医学研究格局。

2018 年，科学家们推出了多种技术与单

细胞 RNA-seq方法结合使用，详细描述了扁

虫、鱼、蛙等生物是如何开始形成器官及其附

器的，而世界各地还有众多研究团队正在应

用这些技术研究人类细胞是如何在其一生中

成熟的、组织是如何再生的、细胞是如何在疾

病中发生改变的等诸多问题。《科学》杂志特

约撰稿人伊丽莎白·潘尼斯在对年度突破的

解读中表示：“单细胞革命才刚刚开始。”

《科学》杂志评出的另 9 项科学突破包

括：首次发现宇宙中高能中微子来源；利用电

子衍射技术快速确定微小有机化合物分子结

构；在格陵兰岛发现巨型陨石坑，激起千年全

球降温事件猜想；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

学院发布报告，内容直指科学领域对女性的

性骚扰问题；对俄罗斯丹尼索瓦山谷洞穴中

骨块基因组测序发现古人类“混血”证据；利

用开源基因数据抓捕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犯下

累累罪行的“金州杀手”；经 20 年等待后基因

沉默技术终获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认可；对 5

亿多年前化石分析发现动物生命标志——胆

固醇样分子痕迹；多项研究揭示细胞内部基

本组织原则。

除十大突破外，今年《科学》还选出了三

个科学“憾事”，气候灾难加剧而政治行动停

滞不前、基因编辑婴儿挑战伦理标准、国家博

物馆大火沉重打击巴西科学三大事件警示人

们，在取得成就的同时，2018年科学界还出了

一些问题，值得深思。

《科学》杂志评出2018年十大科学突破
单细胞基因活性分析技术突破拔得头筹

据英国《自然》网站、Altmetric 网站近日

报道，2018 年最受全球媒体关注的 100 篇论

文（Altmetric Top 100）揭晓，包括飓风造成

的惊人死亡人数、虚假新闻泛滥网络等在内

的今年热门话题进入榜单。

这份百强论文榜单，包含了 100篇发表于

2018 年且出版后在同行评审信息平台、公共

政策文献、主流媒体、博客、维基百科及社交

媒体上受到广泛关注和讨论的文章。百强论

文发表于 45本不同期刊，在机构方面，剑桥大

学发表的论文数量最多——10 篇，而《科学》

刊登的最多——12篇。

自然灾害、新闻传播
与身体健康

进入前 5 名榜单的论文依次是：第 1 名，

飓风“玛利亚”在波多黎各造成的死亡人数调

查，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其改进了一

种新方法来确定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

第 2 名，真实新闻和虚假新闻的网络传

播，《科学》杂志，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家发现谣

言在推特上的传播速度要比真相快得多。

第3名，195个国家和地区的酒精摄入和医

疗卫生负担状况，《柳叶刀》杂志，科学家发现只

有完全不摄入酒精才是唯一安全的饮酒水平。

第 4名，人类世地球的演化路径，《美国国

家科学院院刊》，其发现如不采取重大干预措

施来抑制碳排放，全球变暖将很快陷入可怕

的反馈循环中。

第 5名，2011年—2015年 120万美国人体

育锻炼和心理健康关系研究，《柳叶刀·精神

病学》，这项针对 120万人的研究指出，团体运

动、骑自行车和去健身房是改善心理健康最

有效的运动。

科学饮食、海洋生态
与癌症治疗

排在第 6—10 名的论文分别为：第 6 名，

膳食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与死亡率关系的前瞻

性队列研究和元分析，《柳叶刀·公共卫生》，

指出碳水化合物占摄入热量 50%的饮食死亡

风险最低。

第 7名，太平洋垃圾带正在聚集更多塑料

垃圾，《科学报告》，指出太平洋垃圾带远比人

们此前以为的要大得多，其中 94%由对海洋

生物有害的微塑料构成。

第 8 名，使用替代疗法、摒弃常规疗法和

可治愈癌症患者的生存率，《美国医学会期刊·
肿瘤学》，涉及 190万患者的研究指出，使用替

代疗法药物治疗癌症会使死亡风险增加两倍。

第 9 名，全球变暖改变珊瑚礁集群，《自

然》，指出海洋变暖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杀死珊

瑚礁。

第 10 名，地球生物质的分布，《美国国家

科学院院刊》，其表明自从农工业出现以来，

人类对地球上的其他生命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植物生物量减少了一半。

中方研究机构是重要
组成部分

在这份百强榜单中，来自中国或者有中

方研究机构参与的论文，是其中非常重要的

组成部分，包括：

第19名，极端干旱和高温导致全球啤酒供

应下降，研究机构为北京大学、中国农业科学

院、河南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预

测了因气候变化而产生的啤酒短缺情况。

第40名，评估250个国家和地区的预期寿

命、减寿年数以及 250种死因的全因和特定原

因死亡率，参与机构华中科技大学，揭示了 91

个国家的孩子出生率不足以维持其现有人口。

第 58 名，社区老年人补充钙或维生素 D

与骨折发生率的关系，天津医院、河北省沧州

中西医结合医院，其显示钙和维生素 D 补充

剂并不能预防 50岁以上人群的骨折。

第 60 名，体力活动对死亡率和心血管疾

病的影响，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指出适度运动会使心脏病

风险显著下降。

第 63名，非洲以外最早的现代人类，中国

科学院，这项考古发现使人类向世界其他地

区扩散的时间提早了 55000多年。

第 65 名，健康生活方式因素对美国人口

生活预期的影响，华中科技大学，指出 5 个关

键的生活方式因素促使人们预期寿命延长。

第 68 名，透明化分析选择的变化如何影

响结果，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大学、厦门大学，

突出了主观选择在从大型复杂数据集中得出

结论时的作用。

第 79 名，撒哈拉沙漠中的大型风能和太

阳能农场增加了雨水和植被，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科学院，用气候模型解释了该地区的植

被和降水增多。

第 83 名，评估《自然》《科学》在 2010 年至

2015 年发表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可重复性，哈

尔滨工业大学，就不可重复的实验为何得以

发表提供了见解。

第 87 名，成年之后新神经元形成过程会

减弱，复旦大学，指出成年人大脑中新神经细

胞的发育极为罕见。

第 93名，体细胞核移植技术克隆食蟹猴，

中国科学院，通过一种新的体细胞核移植方

法，研究人员能够成功克隆食蟹猴。

（科技日报北京12月23日电）

2018年最受关注百篇论文揭晓
聚焦网络虚假新闻、全球变暖、太平洋垃圾等

本报记者 张梦然

飓风飓风““玛利亚玛利亚”” 谣言传播快谣言传播快 不摄入酒精才安全不摄入酒精才安全 全球变暖全球变暖 改善心理健康改善心理健康

科技日报北京12月 22日电 （记者张梦
然）据英国《自然·通讯》杂志近日发表的一

项天文学研究，在实验室的标准天体物理

学条件下，美国科学家在紫外线辐射冰混

合物后产生的残留物中，检测到了 2-脱氧

核 糖（DNA 的 糖 组 分）和 若 干 脱 氧 糖 衍 生

物 。 这 项 研 究 还 首 次 在 碳 质 陨 石 样 本 中

鉴定出了若干脱氧糖衍生物，但目前无法

明确证实更大的糖类（如 2-脱氧核糖）的

存在。

过去 25 年来，模拟类似天体物理学冰

的 化 合 物 的 光 辐 射 或 粒 子 轰 击 的 实 验 表

明，有机分子应该可以在非生物条件下形

成。原始陨石中糖衍生物（包括核糖）和其

他生物化合物（如氨基酸）的存在表明，原

始地球上生物过程开始时的大部分化合物

可能是通过彗星、陨石和行星际尘埃颗粒

而来的。

有鉴于此，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的美

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埃姆斯研究中心

内，天文学家迈克尔·纽沃及其同事进行了相

关实验。他们在天体物理学条件下，通过紫

外线辐射由水和甲醇组成的冰混合物，在产

生的残留物中检测到有 2-脱氧核糖和其他

脱氧糖衍生物的存在。

在分析陨石样本时，研究团队还发现了

若干脱氧糖衍生物的存在。不过在目前的陨

石样本中，还无法确认是否存在较大的糖，如

2-脱氧核糖。尽管如此，科学家们认为，借助

较大（以及不同）的陨石样本，或许可以进一

步明确它们在地外环境中是否存在。

这一研究结果或将为研究地球生命的起

源，以及人类在茫茫宇宙中搜寻地外生命带

来重大启示。

有机分子可在非生物环境下形成
科学家模拟地外条件造出脱氧核糖

本期焦点

基因改造让水稻实现无性繁殖
美国科学家团队通过基因改造技术，借

助种子成功实现了水稻（通常为有性繁殖）

的无性繁殖——他们鉴定出精子细胞携带

的 某 基 因 正 是 胚 胎 产 生 的 关 键 ，随 后 用

CRISPR/Cas-9 技术，在表达 BBM1 基因水

稻品系的卵细胞中敲除了该基因，从而去除

了卵细胞的减数分裂行为。这一成果证明

了作物无性繁殖的可行性，代表了农作物育

种领域的一项重大发展成果。

双周明星

“旅行者2号”飞出日光层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10 日宣

布，航行了 41年的“旅行者 2号”探测器进入

生命的下一个征程——飞出日光层开始探

索星际空间，成为继“旅行者 1 号”之后又一

个进入星际空间的人造物体。“旅行者 2 号”

目前距地球约 180 亿公里，该任务也成为

NASA迄今运行最久的太空探索任务。

“最”案现场

美研制出迄今最小三维晶体管
为了跟上“摩尔定律”的步伐，研究人员

一直在寻找将尽可能多的晶体管塞入微芯

片的方法。美国研究人员研制出一种新的

三维晶体管，尺寸不到当今最小商业晶体管

的一半。他们为此开发了一种新颖的微加

工技术，可以逐个原子地修改半导体材料。

美发现太阳系最遥远天体
美国的一个研究团队发现了迄今为止

太阳系中最遥远的天体，其与太阳的距离超

过日地距离 100多倍。这也是科学家发现的

首个离太阳超过 100 个天文单位（1 天文单

位被定义为地球与太阳之间的平均距离）的

太阳系天体。

创新之“首”

人类首次在太空3D打印出生物器官
俄罗斯宇航员利用国际空间站上的 3D

生物打印机，设法在零重力下打印出了实验

鼠的甲状腺。未来甚至有望打印出人体器

官，以促进医学研究的发展。

技术刷新

新自旋电子存储器写入效率提高20倍
由新加坡国立大学工程师领导的国际

团队，研发出一种新型自旋电子存储装置。

与现有商用自旋电子存储器相比，新设备操

控数字信息的效率以及稳定性分别提升了

20 倍和 10 倍，有望加速自旋存储设备的商

业化发展。

前沿探索

人体细胞中发现抗埃博拉病毒蛋白
美国研究人员使用亲和标记纯化质谱技

术，探查人类蛋白和埃博拉病毒蛋白之间的相

互作用，进而发现人体细胞中的一种蛋白可以

帮助对抗埃博拉病毒，模仿该蛋白功能的药物

有朝一日或能有效治疗这种致命疾病。

奇观轶闻

火星甲烷神秘消失引发更多谜团
科学家 2004 年首次在火星大气中探测

到了甲烷，他们认为其可能由火星微生物喷

出。但欧洲空间局的火星任务团队本月 12

日声称，没有在火星大气中发现甲烷的“蛛

丝马迹”。这一结果如被证实，对那些正在

搜寻火星生命的科学家来说，无疑是一记重

创。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国 际 要 闻 回 顾
（12月10日—12月23日）

科技日报东京12月22日电 （记者陈
超）日本理化学研究所与国立天文台等机

构的联合研究小组观测到巨大黑洞周围存

在高温等离子冕电波放射现象，并首次成

功测定了黑洞冕磁场的强度。

星系中心的巨大黑洞周围，存在与日

冕类似的黑洞冕。由于日冕会被磁场加

热，因此一般认为黑洞冕加热源也是磁

场。但迄今为止，尚未观测到黑洞周围的

磁场。此次联合研究小组通过阿尔玛望远

镜，对 90—230GHz 电波频带两个活动星

系中心区域进行观测，捕捉到两个巨大黑

洞，都有来自黑洞冕的电波辐射。从电波

辐射成分计算出的黑洞冕磁场强度极小，

不能提供充足加热。

据推测，宇宙中存在数千亿至数万亿

星系，每个星系中心都有超过太阳质量百

万倍至百亿倍的巨大黑洞，黑洞周围存在

黑洞晕。太阳周围的日晕温度约为 100

万℃，而利用 X 射线观测巨大黑洞周围的

黑洞晕达到约 10亿℃。

研究小组对距地球 2.2 亿光年的活动

星系 IC 4329A 和 5.8 亿光年的 NGC 985

进行了观测。根据对黑洞冕辐射的电波成

分进行计算，发现黑洞冕规模约 40史瓦西

半径，磁场强度10高斯左右，远小于理论预

测磁场强度，加热巨大黑洞冕会立刻冷却，

不可能存在高温黑洞冕。因此，迄今为止

巨大黑洞冕加热机理的“剧本”将要重写。

巨大黑洞周围磁场及物质分布，对活

动星系释放的相对论射流形成具有重要作

用。研究小组认为，黑洞冕中应该存在高

能电子才能对此次观测的电波放射做出解

释。高能电子应该与电波同时放射 10 万

至 1亿电子伏（eV）的伽马射线。但目前观

测伽马射线的技术困难，今后如能对伽马

射线进行观测，将增进对黑洞周围高能电

子和黑洞冕的了解。

研究成果发表在最近的美国《天体物

理学杂志》上。

黑洞是宇宙中最神奇的存在之一。黑

洞附近具有极强的引力，以至于光都无法

逃逸。正是因为连光都逃不出来，所以我

们无法看到黑洞，只有凭借特殊的望远镜

才行。黑洞有大有小，科学家认为，最小的

黑洞可能只有原子大小，但是质量却重于

泰山。而超大质量黑洞，则可以超过一百

万个太阳的质量之和。目前人类对黑洞的

了解仍是冰山一角，期待有越来越多的新

发现，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巨
大
黑
洞
周
围
磁
场
首
次
测
定

有
助
发
现
黑
洞
冕
加
热
机
理

科技日报北京12月23日电 （记者刘
霞）据美国太空网近日报道，美国国家航空

航天局（NASA）日前发表声明说：“在土星

磁场的影响下，土星环内的水冰被引力拉

近土星，星环正以‘最坏情形’迅速消失。”

这是对一种名为“环雨”（水被从土星环中

拉出并进入土星的中纬度地区）的现象进

行调查，得出的最新结论。

但 NASA也强调，人们不必担心，因为

星环完全消失需要近 3亿年。

NASA 的詹姆斯·奥多诺休在声明中

说：“我们生逢其时，得以观察正值中年的

土星的星环体系。如果星环只是暂时现

象，那我们可能错过了观察木星、天王星、

海王星巨大星环体系的机会，现在它们的

星环已经很稀薄了。”

美国石英财经网站也报道，新结论或

许有助于天文学家解释一个长期的谜团：

土星的星环是自始至终一直存在，还是在

漫长的历史中从无到有演变出来？星环消

失的情况表明，答案可能是后者。事实上，

NASA 的科学家估计，我们今天看到的土

星环最多只有 1 亿岁，与土星 40 亿岁的高

龄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

土星环主要由一块块大小不一的水冰

组成，但其从何而来一直未有定论。一种

理论认为，星环最初可能是由于土星轨道

上微小的冰冷卫星相互碰撞，分裂成无数

小颗粒而形成。研究人员正在探究这些星

环如何随土星上的季节更替而变化。

土星环将在3亿年内消失殆尽

科技日报华盛顿12月22日电（记者刘
海英）美国国家标准协会近日公布了《无人机

系统标准化路线图(1.0版)》，希望能协调和加

速无人机系统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的开发，

尽快推动无人机融入美国国家航空系统。

该路线图由美国国家标准协会无人机

系统标准化协作小组(UASSC)制定。路线图

涵盖了适航性、飞行操作、人员培训、资格认

证等多个领域，阐明了当前和未来无人机标

准化前景，评估了现有标准和开发中标准与

实际需求间的差距，并针对每一个差距提出

了相应的行动建议，确定了优先级别。路线

图显示，当前无人机标准制定工作还有很多

空白，小组专家在审查了64个项目后确定了

60个目前尚没有相应标准或规范覆盖的空

白点，其中40个空白点被列为优先级别，需

要尽快完成相关标准制定。

UASSC 成立于 2017 年 9 月，其目标是

促进行业、政府、标准开发组织等机构在无

人机系统标准化方面的协调与合作。尽管

UASSC 本身并不开发标准，但其工作得到

了美国联邦航空局、美国国土安全部科学

技术理事会、国际无人机系统协会等多个

部门组织的肯定。

UASSC 称，他们希望该路线图建议能

够被各标准开发组织广泛采用，进而加速

无人机系统标准的开发，推动美国无人机

市场快速发展。

美推出无人机系统标准化路线图

科技日报伦敦12月22日电 （记者田
学科）英国帝国理工大学近日称，该校研究

人员找到了一种可以有效对付艰难梭菌的

脂肪酸，有望通过更为简洁的方式防治肠

道疾病。

健康的肠道环境受到破坏是肠道感染

的主要原因，艰难梭菌则是导致疾病的罪

魁祸首。目前主要采用注射抗生素和人体

粪便提取物的方法来治疗，尽管有效果，但

越来越多的艰难梭菌已对抗生素产生抗药

性；而粪便微生物移植治疗过程极为繁琐，

需从捐赠者的粪便中提取样本进行处理，

捐赠者要定期进行细菌、艾滋病病毒和肝

炎病毒等检查，病人则通过结肠镜方式或

口服胶囊来接受治疗。

帝国理工大学外科和癌症系主任麦克

唐纳博士带领的研究小组，通过临床试验、

动物模型甚至机器人肠道进行比对研究，首

次揭示了病人肠道是如何遭受艰难梭菌反

复感染的。他们发现，人类肠道中有一种以

天然分子形式存在的脂肪酸，称做戊酸盐，

其可以有效抑制艰难梭菌的繁殖。“当戊酸

盐在抗生素作用下减少时，艰难梭菌会生长

良好；而通过使用粪便微生物移植抑制艰难

梭菌生长时，戊酸盐会增加。”麦克唐纳说。

研究人员希望将来能够将这种分子做

成药丸，取代注射抗生素和粪便提取物的

治疗方法。

一种脂肪酸可有效对付艰难梭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