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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疫”行动

科 技 日 报 北 京 12 月 15 日 电 （记 者

冯 卫 东）据《科 学 进 展》上 发 表 的 一 篇 论

文，天文学家已经发现了一条贯穿太阳系

的 新 的“ 星 际 高 速 公 路 ”，它 可 以 在 未 来

加快航天器从地球到太阳系遥远部分的

旅行时间，并监测和了解可能与地球碰撞

的近地物体。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研究

人员研究了太阳系中各种天体的轨道，并

计 算 出 它 们 如 何 相 互 配 合 和 相 互 作 用 。

新发现的星际高速公路使彗星和小行星

在太空中的传输速度比以前想象的要快

得多，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就可从木星旅

行到海王星。

为了发现这些天体高速公路，研究团

队研究了空间流形——从太阳系边缘延

伸出来的隐藏拱门的连接。要了解这些

拱门如何相互连接，研究人员必须检查数

百万个天体的轨道，其中包括彗星、月亮

和行星。

研究人员观察了从火星和木星之间的

小行星带开始的天体之间的结构，这些结

构在神秘的空间流形内部形成了一系列相

连的拱门。研究揭示了一个过去未曾发现

的明显由多个小行星带延伸至天王星的弓

形连接的流形装饰结构。

其中最显著的拱形结构，与木星及其

作用在受其影响的天体上的强大引力有

关。木星族彗星以及被称为半人马座的小

型太阳系天体的数量受到空间流形的空前

控制。其中一些天体最终将与木星相撞或

从太阳系中弹出，有一天会到达遥远的恒

星系统。

研 究 发 现 ，这 些 流 形 上 的 轨 道 在 快

速 的 时 间 尺 度 上 遇 到 木 星 ，在 那 里 它 们

可 以 转 换 成 碰 撞 或 逃 逸 的 轨 迹 ，并 在 短

短十年内达到海王星。所有行星都产生

类似的流形，这些流形渗透到太阳系中，

从而实现了真正的天体高速公路的快速

运输。

研 究 人 员 表 示 ，木 星 可 在 十 年 时 间

尺度上引起大规模的运输不足为奇。这

在以前专门为木星辅助运输而设计的太

空 任 务 中 已 经 看 到 过 ，如 两 次“ 航 海 家 ”

任务的飞越就是最好的例子。重力助力

器 可 以 通 过 空 间 流 形 实 现 ，这 也 是 天 文

学家众所周知的。但空间流形对自然天

体的广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被低估且未

被开发。

研究人员称，需要对结果进行进一步

研究，以了解航天器如何更好地利用新的

星际高速公路。研究团队还希望确定这些

流形在地球附近的表现，以了解如何控制

小行星和陨石与地球的碰撞。

如果你要在宇宙中航行，就一定要考

虑引力。宇宙空间并不是一张平滑的纸，

它有褶皱，还藏着“加速器”和“捷径”。此

前，美国航空航天局曾设计出一条在太阳

系行星之间飞行的路线图，按照这条看起

来蜿蜒曲折的路线旅行，可以大幅减少所

需能源。那么，怎样可以减少时间呢？这

就需要借助一条条高速通道。它们是一

种存在于宇宙中的无形结构，需要计算和

观测才能发现它们存在的线索。了解物

体在宇宙中如何运动，人类要学习的还有

很多。

太阳系中发现新的星际高速公路

从木星旅行到海王星仅需十年

科技日报北京 12 月 15 日电 （记者刘霞）
记者从北京大学科维理天文研究所江林华研

究员团队获悉，由其领衔的国际科研团队探

测到 134 亿光年外星系 GN-z11 的光谱，证实

了该星系为人类迄今发现最遥远天体。团队

同时还捕捉到来自该星系持续数分钟的爆发

信号，疑似与星系中一个伽马射线暴有关。

最新成果对理解宇宙早期星系和恒星形成具

有重要意义，也为研究宇宙极早期天体打开

了一扇窗口。

江林华对科技日报记者说：“已知最遥远

的伽马射线爆发发生在宇宙大爆炸后 5 亿年

左右。如果我们的研究获得证实，这一发生

于宇宙大爆炸后 4 亿年左右的事件，将是已知

最古老的伽马射线暴。这表明，早期宇宙中

的星系比此前认为得更加活跃。”

江林华介绍称，他们在借助位于美国夏

威夷的凯克天文台研究 GN-z11 时发现，这

个星系在不到 3 分钟的短短时间里，亮度似

乎增长了数百倍，他们认为这可能是伽马射

线暴。

伽 马 射 线 暴 是 迄 今 宇 宙 中 发 生 的 最 剧

烈 的 爆 炸 ，是 天 文 学 中 悬 而 未 决 的 问 题 之

一，数十年来科学家一直致力于弄清这种爆

发的本质。

江林华解释道，他们现在观测到 GN-z11

的情况，是它 134 亿年前的“模样”，这意味着

它是宇宙大爆炸后首批形成的星系之一。伽

马射线暴极其罕见，在特定星系（GN-z11）内

探测到伽马射线爆发的概率接近于零，“如果

你观察一个星系 100 万年，你可能只能发现几

次伽马射线爆发，这也是为什么发现它如此

令人惊喜的原因所在。”

研究人员表示，目前尚不清楚，造成这一

事件的“幕后黑手”是否是卫星或太阳系中小

行星发出的信号。不过，这一事件的亮度和持

续时间都指向伽马射线暴，下一代望远镜或能

揭示其“庐山真面目”，并探测到更多来自宇宙

早期的伽马射线暴。目前，该成果两篇论文均

发表于 14日出版的《自然·天文学》杂志。

探 得 134 亿 光 年 外 星 系 光 谱

科学家或观察到迄今最古老伽马射线暴

新冠疫苗是新冠肺炎疫情阴霾笼罩下的

一点曙光，但这点希望之光目前还无法洒遍

全球每个角落。

据美国广播公司 12 月 10 日消息，美国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尽管肯尼亚、缅

甸、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乌克兰总共有 140

多万新冠肺炎病例，但它们只能通过由世卫

组织牵头的专门为较贫穷国家制定的新冠肺

炎疫苗实施计划而获得疫苗。

另一方面，截至 10 日，加拿大只报告了

432870 例感染病例，但其已与疫苗制造商达

成了直接协议，并购买了足够每位加拿大公

民接种 5 次疫苗的剂量。

疫苗分配不均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

德塞在疫情期间反复提出的一个问题。

“每个政府都希望尽其所能保护本国人

民，这是理所当然的。”他在 11 月的一次新闻

发布会上曾提到，“但现在有一个真正的风

险，那就是最贫穷和最脆弱的人可能会在抢

购疫苗狂潮中被践踏。”

“ 人 民 疫 苗 联 盟 ”：富
国囤积过量疫苗违反人权
义务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官方 12 月 9 日消

息，国际疫苗监督机构“人民疫苗联盟”表示，

富裕国家囤积了过量的新冠疫苗，足可供其

公民接种 3 次。而在 67 个较贫穷国家中，仅

有十分之一的人有望在 2021 年年底前接种疫

苗 。 尽 管 富 裕 国 家 人 口 仅 占 世 界 人 口 的

14%，但他们如今已经拥有 53%最有前景的疫

苗，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结束新冠疫情的冲

刺中处于落后地位。

据英国《卫报》10日消息，美国盖茨基金会

警告说，富裕国家在新冠疫苗这方面把世界其

他国家甩在了后面。富裕国家为确保治疗而

达成的协议可能会让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在没

有采取紧急行动的情况下得不到疫苗接种。

另据美国杜克大学全球卫生创新中心数

据，在尚未批准任何候选疫苗上市之前，已确

认的疫苗购买量就达到了 72 亿剂，另外 24 亿

剂目前正在谈判中。高收入国家与制药公司

进行的这些直接交易导致可用于全球公平分

配的疫苗只剩一小部分。

“囤积疫苗严重破坏了全球为确保每个

人、每个地方都能免受新冠肺炎感染而做出

的努力。”国际特赦组织经济和社会正义负责

人史蒂夫·考克伯恩说，“富裕国家买下世界

上绝大多数疫苗供应的做法违反了它们的人

权义务。”

“人民疫苗联盟”敦促制药公司与世界卫

生组织分享他们的技术和知识产权，并呼吁

各国政府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以缩

小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因为他们正寻求摆

脱毁灭性的新冠肺炎疫情危机。

疫苗分配挑战重重

除了疫苗的公平分配，资金支持、基础设

施、后勤配置、信息流通等都将成为阻碍疫苗

接种的重重障碍。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伯新闻报》13 日报

道，即使对发达国家来说，疫苗接种的成本也

是一个挑战，新冠疫情大流行对经济的冲击

已经让一些国家政府的卫生预算捉襟见肘。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挑战则更大。他们

不仅必须找到购买疫苗所需的资源，而且还

须建设开展大规模疫苗接种所需的基础设

施。例如，来自辉瑞/BioNTech 的疫苗需要

储存在零下 70 摄氏度（-94 华氏度），而来自

美国 Moderna 公司的疫苗必须保持在零下 20

摄氏度（-4 华氏度）。相比之下，阿斯利康与

牛津大学合作开发的疫苗可以在标准冷藏温

度下储存。这就需要有效的冷链来存储和运

输疫苗，以及必要的医疗基础设施和人员来

对人群进行管理。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 11 日报道称，开普敦

大学疫苗学高级研究员本杰明·卡吉纳说：

“考虑到全球高需求，特别是疫情大流行对经

济的负面影响之下，疫苗的可负担性是一个

问题。”而世卫组织此前就曾表示，为重点人

群接种新冠肺炎疫苗将花费近 57 亿美元，其

中包括另外 15%—20%的材料、培训、物流和

社区动员费用。

杜克大学指出，除了疫苗分配方面的不

公平，低收入国家在分发新冠肺炎疫苗方面

也面临重大挑战。印度、埃塞俄比亚和秘鲁

等国家疫苗计划仍在制定中，但疫苗分配面

临几个关键挑战，例如，农村和偏远地区冷链

能力不足、针头供应与医疗废弃物的妥善处

置能力匮乏、缺少训练有素的预防接种专业

人员、对新冠肺炎和潜在疫苗的不信任和错

误信息等因素都将阻碍疫苗的推广和接种。

疫苗应成惠及全人类
公共产品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一项研究表明，如

果大约 50 个高收入国家垄断了首批 20 亿剂

新冠肺炎疫苗（这种疫苗的效力为 80%），那

么全球 33%的病例可避免死亡。然而，如果

根据每个国家的人口规模公平分配相同的疫

苗 ，那 么 全 球 可 避 免 高 达 61%的 死 亡 病 例 。

公平的疫苗分配不仅需要每个国家在疫苗研

发方面的努力，更需要全球的共同合作。

《阿拉伯新闻报》报道称，接种疫苗，至关

重要的是使疫苗的分配公平而不受到发达国

家的影响力驱动。一些国家领导人企图通过

疫苗来获得人民的支持，这种做法虽然可以

遏制死亡和被感染人数，但对任何人来说，这

都是一种“非常短视的”“几乎会弄巧成拙的”

策略。

法新社此前报道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新冠疫苗协调员本杰明·施雷伯表示，至关重

要的是，所有国家都能公平获得疫苗。他说：

“我们确实需要避免富裕国家把所有疫苗都

‘吞噬’的情况。”

乐施会（Oxfam）慈善机构卫生政策经理

安娜·马里奥特说：“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自

己居住的国家或口袋里有多少钱而被阻止接

种救命的疫苗。”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消息称，非洲疾病控

制和预防中心主任约翰·恩肯加松表示疫苗

分配是“道德问题”，他呼吁联合国召开特别

会议，讨论这一问题，以避免“南北对疫苗的

不信任”，因新冠疫苗是“一种共同的利益”。

如何力图避免疫苗分配不公，如何让贫

穷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也能挺过灾难性的新冠

疫情，需要全球共同努力。正如 12 月 3 日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新冠肺炎疫情特别会议上，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调的：“新冠疫苗应

成为一种惠及世界各地、所有人群的全球公

共产品。”

富国囤积疫苗惹争议 全球公平分配障碍多

实习记者 张佳欣

科技日报北京 12 月 15 日电 （记者冯卫
东）据《自然·通讯》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概

念验证研究，英国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

和伦敦大学学院的科学家利用人类干细胞

和生物工程支架，重建了人类免疫系统中的

重要器官——胸腺，该项研究朝着构建可用

于移植的人工胸腺迈出了重要一步。

胸腺是一个胸部器官，在免疫系统中起着

至关重要作用的 T淋巴细胞成熟于此。如果胸

腺无法正常工作或无法在子宫内胎儿发育期间

形成，则可能导致疾病，例如人体无法抵抗传染

病或癌细胞的严重免疫缺陷疾病，或是免疫系

统错误攻击患者健康组织的自身免疫疾病。

在新研究中，科学家们使用了在手术期

间必须切除的患者器官的干细胞来重建胸

腺。当被移植到小鼠体内时，经过生物工程

改造的胸腺能够支持成熟的功能性人类 T 淋

巴细胞的发育。这是科学家首次成功地重建

完整人类胸腺。

为了重建该器官，研究人员从患者那里收集

了胸腺，并在实验室中将捐赠组织的胸腺上皮细

胞和胸腺间质细胞培养成数十亿个细胞的菌落。

为获得胸腺的结构支架以便于用培养的胸腺细

胞重新组装，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从小鼠胸腺中

去除所有细胞仅保留结构支架的新方法。

研究人员给器官支架注入了多达 600 万

个实验室培养的人类胸腺上皮细胞以及间质

细胞。细胞生长在支架上，仅 5天后，器官已发

展到与 9 周大的胎儿相似的阶段。最后，研究

人员将这些胸腺植入小鼠体内。他们发现，超

过 75％的胸腺能够支持人类淋巴细胞的发育。

研究人员表示，胸腺移植后常常导致免

疫系统排斥移植体。通过移植从器官供体的

胸腺中提取的细胞生长出的胸腺，或许能克

服这一问题，从而消除患者在余生中服用免

疫抑制剂的需求。

英 利 用 人 类 干 细 胞 重 建 完 整 胸 腺
有助免除患者终生服用免疫抑制剂需求

脂肪肝疾病有两种类型：非酒精性脂肪肝和

酒精性肝病。过去有数据显示，全世界有超过13

亿肝病患者，其中4亿多在中国。而在这4亿多中

国患者中，又有近半数是非酒精性脂肪肝。

脂肪肝可能导致肝脏纤维化，最终导致

肝衰竭。一直以来，没有简便的方法用于诊

断脂肪肝或肝纤维化。

据麻省理工学院官网近日消息，该校工

程师现开发出一种基于核磁共振（NMR）技

术的诊断工具，可用于检测这两种情况。这

种设备小到能放在桌子上，使用 NMR 技术

来测量水是如何在组织中扩散的，从而揭示

组织中存在多少脂肪。

该论文主要作者、麻省理工学院材料科学与

工程系教授迈克尔·西马说：“这是一种非侵入性

测试，能在人们出现明显的肝脏受损症状之前就

实现筛查诊断，从而发现哪些患者患有肝纤维

化。”这种测试还能够帮助临床医生在患者发展为

肝纤维化之前，就准确发现其肝脏疾病。

相关研究论文发表在近日的《自然·生物

医学工程》上。

准确性极高的非侵入性检测

当肝细胞储存过多脂肪时，就会发生脂肪

肝疾病。这会产生炎症并导致纤维化，形成的

疤痕组织会造成黄疸和肝硬化，并最终导致肝

衰竭。通常情况下，直到患者开始出现黄疸、

疲劳和腹部肿胀等多种症状时，才能诊断出纤

维化，临床上需要进行活检来确诊，但活检是

一种侵入性检测，如果活检样本取自非纤维化

的肝脏部分，则诊断结果可能不准确。

为了创造一种更简单的方法来检查这种

肝脏疾病，西马和同事改造了他们之前开发

的一种传感检测器，以测量患者透析前后的

水合水平。该传感器使用核磁共振来跟踪肌

肉组织中水氢原子的磁性变化，从而测量患

者骨骼肌中的液体体积。

研究人员认为，类似的传感器可以用来识

别肝病，因为当水遇到脂肪组织或纤维化时，

扩散速度会更慢。追踪水如何随时间流经组

织，可以揭示出存在多少脂肪或疤痕组织。

西马称，如果观察到磁性强度的改变，我

们就可以模拟质子的移动速度，那些磁化不

会很快消失的情况或许就是扩散率很低的表

现，也就意味着这些组织是最容易纤维化的。

研究人员在一项对小鼠的实验中证明，

他们的传感器能够以 86%的准确率识别纤维

化，以 92%的准确率识别脂肪肝。

有望评估人类肝脏移植情况

当前版本的传感器可以扫描到皮肤以下约

6毫米的深度，这足以监视小鼠肝脏或人体骨骼

肌。研究人员现在正致力于设计一种新版本，

该版本可以穿透组织下面更深层，使他们能够

在人类患者身上测试肝脏诊断应用程序。

此外，该传感器获得检测结果大约需要

10 分钟。目前，研究人员正在努力提高传感

器的信噪比，这有助于减少检测所需的时间。

“如果能够开发出这种 NMR 传感器供

患者使用，就可以帮助发现那些有发生肝纤

维化危险或处于纤维化早期的人，因此可以

及早治疗。肝纤维化不能逆转，但可以通过

改变饮食和运动来阻止或减慢。”西马说，“有

了这种类型的诊断工具，还可帮助开发药物，

因为它可以使医生更容易识别出纤维化患

者，并监测患者对潜在新疗法的反应。”

这种传感器的另一个潜在应用是评估人

类肝脏的移植情况。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

员在人体肝脏组织上测试了该传感器，发现

它可以 93%的准确率检测出患者的纤维化。

脂肪肝很可怕？新型传感器能提早发现纤维化

科技日报北京 12 月 15 日电 （记者张
梦然）英国《自然·通讯》杂志 15 日发表的

一项最新药物发现，英国科学家研究显示：

联合使用两种小分子毒素抑制剂能帮助小

鼠对抗多种毒蛇的毒液。研究结果表明，

联合使用毒素抑制剂或有助于找到针对蛇

咬伤的广谱疗法。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中

美洲和南美洲的农村地区，蛇咬伤每年约

造成 13.8 万例死亡。但是，蛇毒这种从毒

腺中分泌出来的特殊液体，成分构成差异

极大，毒性蛋白质约占干重的 90%至 95%，

酶类和毒素约含 20 多种。此外，还含有一

些小分子肽、氨基酸、碳水化合物、脂类、核

苷、生物胺类及金属离子等，因此蛇毒成分

十分复杂。不同蛇毒的毒性、药理及毒理

作用各具特点，这些蛇毒构成差异都意味

着，基于抗体的抗蛇毒素一般只对特定蛇

种的咬伤有效。

鉴于此，英国利物浦热带医学院尼古

拉斯·卡瑟维尔及其同事此次探索了联合

使用小分子毒素抑制剂作为广谱蛇毒解药

的潜力。在实验室实验中，研究人员发现，

开展过 2 期临床试验的多种分子能抑制不

同家族的毒素，从而中和毒蛇的毒液。在

小鼠实验中，研究人员在给予小鼠毒蛇毒

液 15 分钟后联合使用两种抑制剂（马立马

司他和伐瑞拉迪），再对小鼠进行 24 小时

监控。研究人员发现，这些分子能预防小

鼠死亡，还表现出对非洲、南亚、中美洲的

许多毒蛇的毒液有效。

研究团队总结称，他们的数据用证据

证明了联用小分子毒素抑制剂能从药物上

中和重要的蛇毒。虽然仍需开展进一步临

床前研究，但研究表明，这些疗法有望将来

用在蛇伤的院前治疗。

广谱“解药”出现？

联合使用小分子抑制剂可抗多种蛇毒

实习记者 张佳欣

美国12月14日启动新冠疫苗接种，首批接种人群为医护人员和生活在养老院等长期护理
机构的群体。 新华社记者 王迎摄

（上接第一版）这会成为疫情后的新经济增

长点和新增就业机会，成为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环节和政策着力点。

2019 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

机容量约 4 亿千瓦。中科院科技战略咨

询 研 究 院 副 院 长 王 毅 说 ，到 2030 年 风

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 12 亿千瓦

以上，意味着要增加两倍，这就需要对目

标 本 身 以 及 转 化 路 径 等 广 泛 形 成 共 识 ，

并 有 明 确 部 署 。“ 同 时 也 要 看 到 ，国 际 竞

争 是 非 常 激 烈 的 ，包 括 零 碳 负 碳 技 术 的

竞 争 。 我 们 应 在 科 技 、金 融 等 方 面 提 前

布好局。”

广 东 、江 苏 、北 京 、浙 江 等 省 市 都

已 开 展“ 近 零 碳 排 放 区 示 范 ”，根 据 国

务 院 印 发 的《“ 十 三 五 ”控 制 温 室 气 体

排 放 工 作 方 案》，到 2020 年 建 设 50 个 示

范 项 目 。

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环境部环境规

划院院长王金南认为，在“十四五”生态环

境保护规划中，应对气候变化将起到“牛鼻

子”的作用。他强调，部分地方和部门应重

新审视所制定的“十四五”规划，加快制定

碳达峰行动计划，制定可再生和清洁能源

的发展规划。“要树立国家一盘棋共赢的观

念，努力进行技术创新。”

坚持绿色复苏气候治理新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