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幻小说中常有一个经典的情景，即外太空旅行者在进行

遥远的太空旅行时需要进入休眠状态。而接近现实的做法是，

使用冰冷的生理盐水置换血液，以降低大部分正常的生命活动，

同时保护细胞免受严重创伤。但使用生理盐水置换血液或者用

其他外部措施来降低人体新陈代谢，都并非最佳选择，因为它们

都有损害组织的风险。

诱导身体进入低耗能状态，才是更好的解决方案。对于一

些动物来说，降低新陈代谢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状态，例如熊、蝙

蝠等动物冬眠时会多次经历长达几天的低代谢状态——蛰眠；

小鼠在食物短缺时会进入日常蛰眠，每次维持数小时左右以减

小自身能量消耗。目前，科学家还不了解小鼠的体温在蛰眠或

其他低温情况下，是如何降到 37 摄氏度以下的。

近期，两项发表于《自然》杂志的独立研究均表明，当小鼠受

到刺激时，其大脑中的一种特定神经元能诱导它们进入低体温

状态。这些工作或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在人体中诱导这种低温状

态的方法，并有效应用于医疗领域。更近一步，未来这些方法或

能重现电影中生命暂停的场景。

其 中 一 项 研 究 是 由 日 本 筑 波 大 学 的 神 经 科 学 家 Takeshi

Sakurai 和同事主持的。这项研究要从一种多肽 QRFP 的反常

表现说起。

研究团队发现，将一种多肽 QRFP 注射到动物体内时，能增

加它们的活力，但是当研究人员激活小鼠脑中分泌这种肽的神

经元时，却得到了一个惊人的结果。日本 RIKEN 生物系统动力

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Genshiro Sunagawa 说，小鼠会保持静止不

动，体温变得非常低，它们的新陈代谢率（通过耗氧量衡量）、心

率和呼吸均出现下降。

人体中的许多部位都能表达 QRFP 肽，其中下丘脑尤为普

遍，而它正是大脑中负责调节体温的重要脑区。在此基础上，研

究人员使用化学遗传学技术对这一脑区的神经元进行基因修

饰，以便使用药物针对性地激活这些基因，并找到在下丘脑中引

起这种作用的神经元。他们发现，激活表达 QRFP 多肽的神经

元会使小鼠在数小时内，持续保持低温状态。此外，选择性激活

下丘脑特定部位的神经元，还可以使动物进入两天以上的冬眠

状态。

在此期间，小鼠的新陈代谢会保持在一个适当水平。在这

段时间结束后，小鼠又能自然恢复到正常状态，并没受到任何伤

害，就像冬眠后醒来一样。研究小组将这种特殊的神经元细胞

称为“Q 神经元”，并将这种由 Q 神经元诱导的低温低代谢状态

称为“QIH 状态”。

随后，研究人员利用通常不会蛰眠的大鼠进行实验，也观察

到了相似的效果。尽管小鼠在自然状态下，并不会像在实验中

这样一次冬眠几天。这很有可能是动物的新陈代谢降低延长了

药物的药效（一般情况下，药效通常在 4 个小时左右消失）。但

是，Sunagawa 更认同另一种解释：“这或许就像按下了一个开关，

随后一些系统就会维持这种状态一段时间。我们相信这种系统

很可能也存在于其它哺乳动物中。”

第二项研究由哈佛医学院的神经生物学家 Sinisa Hrvatin 领

导。研究人员通过剥夺老鼠的食物，诱导小鼠进入蛰眠状态。

该研究团队使用化学遗传学工具修饰了动物进入蛰眠后被激活

的神经元，为其加上了一个可以被药物激活的受体。随后，他们

向小鼠注射药物重新激活了这些神经元。他们发现，即使在食

物充足的情况下，激活神经元也会诱导小鼠进入代谢降低的蛰

眠状态。

研究人员表示，被激活的神经元位于下丘脑的一个区域，而

这也正是 Sakurai 等人发现的可以引发蛰眠的 Q 神经元所在的区

域。当他们抑制了这些神经元的活性时，小鼠进入蛰眠的能力

就会被破坏。

这项工作为了解大脑中控制身体基本状态的区域，提供了

新的视角。德国马尔堡菲利普大学的生理学家 Gerhard Held-

maier 说：“我们知道下丘脑参与协调机体中的大多数自主过

程，例如温度调节、循环、体重和能量平衡等。”他还表示：“从

这些研究中，我们了解到下丘脑神经元不仅可以确保机体的稳

定性，还可以改变生命进程的控制，使生命活动从‘快车道’进

入‘慢车道’。”

下一步研究的关键是将研究扩大到更多的物种。在人类中

是否可以成功诱发这些状态，还有待进一步检测，毕竟小型哺乳

动物和大型哺乳动物的温度调节系统存在极大差异，因此尚不

清楚相同区域的这些神经元是否会产生相同的作用。

（据《环球科学》）

小鼠大脑中有个

控制“冬眠”的“开关”

新知

这个夏天，北极地区正在经历一场高温“烤”

验。加拿大最后一个完整的北极冰架坍塌，仅在

7月底的两天内就消失了 40%的面积。位于北极

圈内的俄罗斯西伯利亚小镇维尔霍扬斯克，在今

年 6月 20日气温飙升至 38摄氏度。

与北极地区持续高温相伴而来的，是北极大

火。据报道，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发表公告称，受

到西伯利亚地区长期高温影响，北极圈连续第二

年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目前最活跃的森林大

火距离北冰洋不到 8公里。

全球变暖，正在让冰天雪地的北极，陷入极

端高温天气的纠缠。据西班牙新论坛网站报道，

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在日内瓦召

开的一次线上发布会上表示：“西伯利亚局部地

区气温近日再次升至 30 摄氏度以上，比美国佛

罗里达州的许多地区还要高。”该组织还接到有

关俄罗斯沿岸海冰迅速减少的报告。

纳利斯表示，西伯利亚现在正受到高压系统

和暖气团影响，且它们正处于失速状态，滞留在

西伯利亚。此外，洋流会驱动强大的极锋急流，

令北半球区域内的冷热空气团移动。随着北极

变暖，极锋急流现在在南北半球剧烈地起伏，到

了夏季就会向北极地区注入暖空气。这些原因

共同导致西伯利亚地区长期高温。

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郭东林告诉

科技日报记者，北极地区的温度变化较全球其他

区域更敏感。世界气象组织数据显示，1901—

2012 年，北极地区的变暖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

的 2倍。

在重重热浪的包裹中，北极圈继去年后再次

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来自欧洲哨兵 3 号的卫

星图像显示，目前北极圈附近西伯利亚的野火大

约有 800 公里的宽度。目前最北端活跃的北极

野火的火锋已经超过了北纬 71.6度，距离北冰洋

不到 8公里。

7 月 22 日，西伯利亚大约出现了 188 个起火

点，其中西伯利亚最东北部的俄罗斯萨哈共和国

和楚科特卡自治州的火情尤为强烈。欧盟哥白

尼大气监测局 18年来的数据记录中，今年 1月以

来大火造成的总碳排放量达到最高水平。

冰天雪地的北极竟然也有大火

“北极泛指在北半球高纬度地区，具有北极

气候特点的区域。近些年，由于北极变暖速度加

快，适合部分北部森林生长，所以林线也不断向

北推移。”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褚海燕

说。

“北极圈包含了亚欧大陆和美洲大陆北边的

大片陆地，每年夏季的时候这里是没有雪覆盖

的，而且针叶林和苔原等植物生长较好，所以存

在着火的客观条件。”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环境科

学与工程学院乐旭教授介绍，大气对流强的地方

会有闪电，北极大火基本上都是由闪电等自然因

素引发的，但是否会发展成火灾，以及大火的频

率、强度和燃烧面积等主要取决于温度，春夏季

温度越高越有利于大火的发生。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从7月开始，北极地区就

出现了极端高温天气。虽然此前一到夏季，西伯利

亚总会发生火灾，但此次火灾的发生时间比往年提

前了一个月，而且此次火势蔓延极快，难以扑灭。

今年的大火为何来得格外早？南京大学大

气科学学院副教授蒋益荃介绍：“从今年 5 月开

始，北极海冰较历史同期明显偏少，一度低达历

史第四，其中白令海、楚科奇海、巴伦支海最为显

闪电和高温天气一个元凶一个帮凶

本报记者 金 凤

在看得见的北极地表，熊熊火焰燃烧，而在

看不见的北极地下，也存在着无焰闷烧的风险。

北极有 3.556×106 平方公里的泥炭地。泥

炭地的矿物含量在 20%—35%以下，富含苔藓、

落叶等有机物。泥炭地的面积虽然只占地表面

积的 2%—3%，但是其碳储量却占地球土壤碳储

量的约 25%。

有文章称，正常环境下，泥炭地中富含的水

分足以防止火灾蔓延，但如果异常高温烘干了泥

炭地中的水分，它就会变成一个易燃的“大煤

球”，可以无焰闷烧长达数月。

在 2015 年《自然·地球科学》的一篇文章

中，加拿大安大略省圭尔夫大学的生物学家图

雷斯基说，泥炭地闷烧可以在地表的落叶淤积

层蔓延开来，速度缓慢，大约每周半米，而不是

像森林火灾那样蔓延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 10

公里。“但是泥炭地闷烧的时间要长得多，因此

能将热量传递到更深层的土壤中，总体上消耗

的含碳燃料可能比普通火灾高两个数量级。”

图雷斯基说。

一旦水分烘干泥炭地存闷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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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乐旭指出，北极海冰融化，会导致海洋面积

更多，从而吸收更多的光和热量，加剧全球变暖。

蒋益荃说，西伯利亚从今年 1月到 6月，气温

比平均气温高出 5 摄氏度，6 月则较同期显著偏

高约 10摄氏度，降水也明显偏少，这样的气象条

件有利于野火的较早发生。

本报记者 马爱平

北极大火也正在影响北极的环境。去年 6

月的北极大火释放了 5300 万吨二氧化碳，而今

年 6 月的北极大火释放了 5600 万吨二氧化碳。

此外，还有研究人员监测发现，北极大火烟雾由

各种污染物组成，包括一氧化碳、氮氧化物、挥发

性有机化合物和固体气溶胶颗粒。在西伯利亚

东北部的火灾区域，一氧化碳含量异常高。

乐旭指出，北极大火排放的烟尘中包含的黑

碳气溶胶有较强的吸收性，漂浮在大气中，可能

会对北极地表有加热效果，但具体的升温情况还

需要进一步研究；而落在冰雪表面，会降低冰雪

反照率，增加对太阳光的吸收，促进北极海冰的

融化。

北极野火的这些碳来自哪里？美国国家航

空航天局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的北方森林火灾

研究员利兹霍伊曾与研究团队发现，与低纬度地

区的野火不同，北极野火的大部分碳排放来自燃

烧的有机土壤，而不是燃烧的树木和灌木。

“北极温度低，动植物死亡后的分解速度

会比较慢，所以碳会被储存在冻土层，但一旦

冻土显著消融，埋藏的碳就会以甲烷和二氧化

碳的形式释放出来，从而加剧全球变暖。”乐

旭说。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报

告，2007—2016 年北极连续多年冻土温度增加

了 0.39±0.15 摄氏度。在高排放的情景下，到

2100 年北半球近地表多年冻土面积将可能减少

30%—99%。”郭东林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郭东林表示，全球变暖导致的多年冻土消

融，还会引起地下冰减少，导致地表变干，有些地

方可能会出现沙漠化。地下冰减少还会引起热

融灾害，严重影响人类基础设施的稳定性。

那么人类能阻止北极火势蔓延么？“北极圈

内地广人稀，发生火灾时很难靠人力扑灭，只能

靠降雨降温等天气条件来控制。从长远看，能采

取的措施还是节能减排，只有有效控制二氧化碳

的排放，减缓全球变暖，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北极

大火的发生。”乐旭说。

大火释放5600万吨二氧化碳

北极上演北极上演““冰与火之歌冰与火之歌””
或进一步加速全球变暖或进一步加速全球变暖

在城市路边的树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奇奇

怪怪的东西，比如树干上的塑料“腰带”，挂在树枝

上的三角形“小房子”，钉在树干上的蚕茧等。这

些东西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

“腰带”：防止害虫上树

在很多大型乔木上，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

“腰带”。

“树干上的塑料‘腰带’是防止草履蚧或者其

它害虫如斑衣蜡蝉等从地上爬到树上。”中国林业

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研究员王

小艺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业内人士表示，最常见的是光滑的、紧贴在树

干上的胶带，这些胶带可以有效防止草履蚧等不

能飞行的昆虫自下向上爬到树上。有时还可以在

光滑胶带下填满稻草或人工纤维，让害虫藏匿其

中最终因为难以钻出而死。此外，还可以把光滑

的塑料“腰带”改为粘胶“腰带”，这可以有效灭杀

跳跃能力很强的斑衣蜡蝉的若虫，如同家中粘蟑

螂的粘板一样，把害虫消灭。

“小房子”：不是鸟窝是诱捕器

在一些树上我们时常能见到树枝上悬挂着一

个个三角形的“小房子”。这个装置在北方很常

见，时常被误解为是人工鸟巢。

“其实挂在空中的三角形‘小房子’是化学引

诱剂做成的诱捕器，通过释放气味信息物质引诱

害虫并把它们粘在胶上。”王小艺说。

这种三角屋内有带胶的黏性底板，中部悬挂性

诱剂诱饵（模仿雌性昆虫的信息素，诱杀雄性昆虫），

主要针对危害国槐的槐尺蛾。槐尺蛾也叫槐尺蠖，

在北方多地曾危害严重，高发时可以将整棵槐树吃

得一片叶子都不剩，它们的幼虫就是人们常说的“吊

死鬼”——因为常会悬丝从树上垂下而得名。

这个性诱剂小屋简单方便，并且有一定的专

杀性，对防治槐尺蛾效果显著。但其底部有粘板，

也有误伤鸟类的可能。

黄色粘板：用颜色构成美丽陷阱

除了“小房子”，在公园或道路边的绿化带上，

我们还经常会看到一些黄色的板子在树枝上迎风

招展。

专家表示，涂满胶的黄色粘板，常被称之为黄

板。之所以选择黄色，是因为很多小型飞虫比如

蚜虫都对黄色这样的明亮色彩有趋性。对于绿地

植物而言，蚜虫是主要的害虫之一，在需要避免喷

洒农药灭杀的情况下，黄板就是个很好的选择。

由于桃树特别容易生蚜虫，因此黄板更常悬挂在

桃树上。

尽管黄板对于灭杀蚜虫之类的小飞虫十分有

效，但它是广谱性杀虫措施，因此也会误伤大量有

益昆虫，其中不乏种群数量较少的稀有种。

蚕茧：内藏害虫杀手

近年来，生物防治越来越多地替换了传统的

药物防治，人们常常看到树上悬挂着的蚕茧就是

生物防治的一项措施。

“一些钉在树干上的蚕茧里面寄生的其实是

防治美国白蛾的周氏啮小蜂。”王小艺说。

这些蚕茧是大蚕蛾科的柞蚕的茧，其内部的蛹

不会羽化出蛾，因为蛹已经被像周氏啮小蜂那样的

寄生性小蜂寄生。为了能让寄生性小蜂在羽化后

顺利飞出，蚕茧上还会人工开一个洞。飞出的寄生

性小蜂会在城市绿地中寻找美国白蛾等鳞翅目有

害生物，将产卵器刺入害虫蛹内，让其幼虫在蛹内

发育成长并最终导致害虫死亡，达到防治的目的。

但专家提醒，在某些层面，过度的防治也可能

误杀一些“无辜”的昆虫，市区中蝴蝶的减少或许

就与投放寄生性小蜂的过多有关，因而防治力度

的掌控十分关键。

路边树上的这些奇怪小物件竟都是害虫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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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暖，正在让冰

天雪地的北极，陷入极端

高温天气的纠缠。在重

重热浪的包裹中，北极圈

继去年后再次发生大规

模森林火灾。来自欧洲

哨兵 3 号的卫星图像显

示，目前北极圈附近西伯

利亚的野火大约有800公

里的宽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