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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疫”行动

科技日报北京 12 月 24 日电 （记者刘
霞）英国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人员在最新

一期《自然·免疫学》杂志上撰文指出，他们发

现了人体免疫系统如何检测疾病迹象并激活

保护性反应的一个重要过程——DNGR-1

基因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这一最新认知有

助于医学研究人员研发针对癌症和其他疾病

的新免疫疗法。

在最新研究中，他们发现，借助一种机

制，名为树突状细胞的特定免疫细胞会将疾

病信号传递给周围的 T 细胞，这是科学家首

次观察到树突状细胞将疾病信号告诉 T细胞

的方式。

树突状细胞是一种白细胞，这种免疫细

胞负责向 T 细胞提供入侵病原体的证据，T

细胞则履行与免疫有关的多项功能，包括“招

募”其他类型的抗感染抗体等。

如果一个细胞癌变或被病毒感染，细胞

内的蛋白质就会发生变化。树突状细胞需要

将这些变化告诉 T 细胞以启动免疫反应，但

科学家以前并不确定树突状细胞是如何完成

这一任务的。

在最新研究中，他们发现，当树突状细胞

发现一个生病或将要死亡的细胞时，会吞噬

这个垂死细胞的碎片，并将这些碎片储存在

自己体内名为吞噬体的小口袋内。

研 究 人 员 对 实 验 鼠 的 免 疫 细 胞 进 行

了 研 究 ，结 果 发 现 ，为 向 T 细 胞 告 知 垂 死

蛋白质的情况以诱发免疫反应，吞噬体会

爆裂，使这些蛋白质在树突状细胞内部游

离 。 在 那 里 ，蛋 白 质 会 被 分 解 更 小 的 碎

片，然后到达树突状细胞表面并被展示给

T 细胞，这种机制的关键是一种叫做 DN-

GR-1 的基因。

研究论文作者之一、伦敦弗朗西斯·克

里克研究所免疫生物学实验室团队负责人

卡埃塔诺·雷斯·埃萨索在新闻稿中说：“找

到发出信号让吞噬体破裂的特定受体令人

兴奋！这一过程是人体免疫系统的基础，

更好地理解这一过程，有望使我们找到新

方法，利用人体自身的防御能力来抵御感

染和癌症。”

研究人员正试图精确追踪死亡细胞碎片

从受感染细胞到树突状细胞再到 T细胞的路

径，他们希望，分析结果将催生能扰乱这条免

疫反应途径的方式，以及能加强这种机制的

潜在战略。

利用人体自身的免疫机制来对付癌症等

重大疾病，这是近年来医学研究领域的新热

点。2018 年，美国科学家詹姆斯·艾利森和

日本科学家本庶佑，就凭借在癌症免疫治疗

方面的贡献摘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与

化疗或切除肿瘤等“侵入性”的癌症治疗方法

不同，免疫疗法通过适度激发人体自身的免

疫机制，来攻击人体内的肿瘤细胞。上述研

究找到激发免疫机制的关键基因，其重要性

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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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

相继批准了辉瑞和莫德纳疫苗的紧急使用

授权。

这两种疫苗的后期临床试验仍在进行

中，这意味着可能还会有更多结果，并改变

人们对这些疫苗效果的了解。但到目前为

止，根据对全球成千上万的人进行的试验，

这两种疫苗看起来非常相似。那到底如何

选择？美国《商业内幕》网站近日刊文，或许

可帮助人们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

能有效预防有症状的
新冠肺炎患者

辉 瑞 疫 苗 在 预 防 症 状 性 疾 病 方 面 有

95％的有效率，试验在安慰剂组和真正接种

者中各录得 162 例和 8 例新冠肺炎病例。辉

瑞开始计算病例数的时间要比莫德纳早。

莫德纳疫苗在预防症状性疾病方面中

为 185 例，而接种疫苗的患者中只有 11 例。

这项研究在志愿者第二次注射 14 天后有

94.1％的有效率。

在辉瑞公司的研究中，18100 多名志愿

者中，有 8 位完全接种疫苗的人患了新冠肺

炎，其中一名感染者病情严重。根据研究的

最终分析，3名安慰剂接受者也患了重病，其

中两人住院，一人需要重症监护。

在莫德纳的研究中，在 13900 多名志愿

者中，有 11位完全接种疫苗的人感染了新冠

肺炎，但没有重症患者。

能否预防无症状感染
传播尚不清楚

这些疫苗能否完全预防包括无症状病

例在内的感染？科学家还不知道。

辉瑞没有提供与无症状感染、病毒脱落

或传染性有关的数据。动物研究中发现的

疫苗注射似乎可以阻止病毒的脱落是否能

够转化到人类身上并减少无症状传播，还需

要更多数据，包括来自临床试验的数据以及

来自授权后疫苗使用的数据。

莫德纳的研究人员在两次注射前都对志愿

者进行了病毒筛查。当志愿者进行加强注射

时，研究人员在无症状人群中发现了一些阳性

病例：在注射疫苗的人群中仅有14例阳性，在安

慰剂组中有38例。尽管莫德纳说这表明“在第

一剂后已开始预防一些无症状的感染”，但FDA

表示数据太有限而无法得出任何结论。

两种疫苗保护持续时
间是未知数

疫苗保护的持久性是最大的未知数之

一。在这两项研究中，志愿者在注射疫苗后

都被追踪了至少两个月，但在该时间范围之

外，尚不清楚疫苗保护的持续时间。人们是

否需要在数月或数年内重新接种疫苗，也没

有人能明确告知。

辉瑞和莫德纳的疫苗都是如此。12月 3

日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分析

显示，最早在 3 月份注射莫德纳疫苗的志愿

者，接种 3 个月后的中和抗体水平仅略微下

降。随着研究的继续和志愿者的长期追踪，

研究人员应能更好地了解保护措施是否或何

时消失。

两种疫苗均有副作用

疫苗有两个副作用：预期的和意外的。

预期的是疫苗产生免疫反应的副产物。身

体会对注射产生反应，导致暂时的、通常是

轻微的副作用，例如疲劳、头痛和发冷。

与莫德纳疫苗相比，辉瑞疫苗试验中关

于疼痛、疲劳和头痛的报道相对少一些。最

常见的副作用是注射部位疼痛（84％）、疲劳

（63％）和头痛（55％）。与莫德纳的试验相

比，第二次注射后发生严重副作用的频率更

低，在 55岁以下的志愿者中发生率最高：5％

出现严重疲劳，3％出现严重头痛，2％出现

严重发冷，2％出现肌肉疼痛加重。

参与莫德纳疫苗注射的志愿者中，十分

之九的人有一定程度的副作用，大多数为轻

度或中度。最常见的反应是注射部位疼痛

（92％）、疲劳（69％）、头痛（63％）和肌肉疼

痛（60％）。年轻志愿者报告了更多的副作

用。在 18 岁—64 岁的志愿者中，第二次加

强剂量后有近五分之一的人出现严重反应。

此年龄组最常见的严重副作用是疲劳

（11％）、肌肉痛（10％）、关节痛（6％）、发烧

（2％）和发冷（2％）。在这个较年轻的人群

中，极少数还报告出现了严重程度可能危及

生命的副作用。这些志愿者中有 10个人（不

到 0.1％）严重发烧，体温超过 39.4摄氏度。

辉瑞疫苗对老年人有
效，而莫德纳疫苗预防重
症较好

两种疫苗均推荐用于任何年龄的成年

人。但是，这些试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涵盖

所有年龄段的人员数字，因此目前尚不清楚

哪种疫苗在哪个年龄段可能效果最好。

辉瑞疫苗的志愿者中，65 岁或以上的

有 4294 人已接种疫苗，约占接种疫苗组的

21％。最老的疫苗接种者为 89 岁，参与者

平均年龄为 51 岁。该疫苗似乎在 55 岁以

下的人群中效果更好，有效率为 96％，而老

年人为 94％。但随着接种人数的增加，这

一数字可能会发生变化，差异不具统计学

意义。

莫德纳疫苗的志愿者中，65 岁或以上

的有 3527 人已接种疫苗，约占接种疫苗组

的 25％。年龄最大的接种者为 95 岁，参与

者平均年龄为 52 岁。该疫苗似乎在 65 岁

以下的人群中效果更好，有效率为 86.4％，

而 年 轻 人 为 95.6％ 。 但 随 着 更 多 的 人 接

种，这些数字也可能发生变化。莫德纳疫

苗的副作用对老年人来说相对温和，头痛

和疲劳这些副作用倾向于落在 65 岁以下的

更年轻的疫苗接种者身上。到目前为止，

莫德纳疫苗在防止重症病例方面 100％有

效，而辉瑞疫苗出现了一宗重症病例。

两种疫苗均关注多
样性，但以白人为主

辉瑞和莫德纳公司在其新冠疫苗研究

中都对多样性给予了一定关注，这对于将要

交付给全球亿万民众的疫苗而言至关重要。

辉瑞疫苗在 6 个国家进行了试验：美

国 、阿 根 廷 、巴 西 、土 耳 其 、德 国 和 南 非 。

49％的志愿者是女性，51％是男性。大多

数疫苗接种者是白人，分类如下：55％的白

人、26％的拉丁裔人、10％的黑人、5％的亚

洲人及 4%的其他人种。

莫德纳疫苗仅在美国的志愿者身上试

用 过 。 48％ 的 志 愿 者 是 女 性 ，52％ 是 男

性。大多数疫苗接种者是白人，分类如下：

64％的白人、20％的拉丁裔、10％的黑人、

4%的亚洲人及 4％的其他人种。

孕妇和儿童被排除在
两种疫苗试验之外

很少有人被排除在疫苗试验之外，许多

参与者都患有糖尿病、高血压、肥胖症、肝病

和心脏病等既往疾病。但是，也有部分人群

没有进行试验。

辉瑞疫苗研究排除了 16岁以下的人、哺

乳期妇女和孕妇，以及对药物有严重过敏反

应的人。该研究中允许有免疫功能低下的

患者，但并不很多。例如，研究中只有一个

人患有艾滋病，但属于安慰剂对照组。

莫德纳疫苗研究不包括 18 岁以下的

人。主要招募了一线工作者，82％的人属于

感染新冠肺炎的“职业风险”人群，其中 25％

为医护人员。孕妇也被排除在莫德纳的研

究之外。与辉瑞的试验一样，莫德纳疫苗研

究也允许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参加，但不是

很多。同样，在莫德纳的研究中只有一个人

患有艾滋病，也属于安慰剂对照组。

两种疫苗均无儿童数
据，但测试已在进行中

在临床试验之外，儿童不会很快获得新

冠疫苗。FDA 表示，他们希望 2021 年有足

够的儿科数据，以便在夏天开始为儿童接种

疫苗。但这取决于研究工作是否如期完成。

辉瑞从 10 月开始对 12 岁以上的儿童开

展疫苗试验。FDA 已经授权辉瑞疫苗可为

16 岁以上的人注射，尽管研究中在 16 岁和

17 岁的人群中发生了一例新冠肺炎病例。

FDA 认为，生物学上讲，推断 16岁至 17岁的

有效性与年轻人的有效性相似。

莫德纳从 12月 10日起开始招募 3000名

12 岁至 17 岁健康儿童开展疫苗试验研究，

并希望在 2021年春季得到研究结果。

两种疫苗安全性仍将
处于监管中

两种疫苗的大规模研究未发现主要的

安全性问题。但是，全世界的公共卫生监管

机构都在密切关注，特别是当这些疫苗向数

百万公众推出之际。需要密切关注一些潜

在安全问题如下：

辉瑞的大规模试验中出现了少数贝尔

麻痹病例，表现为面部肌肉无力，通常是暂

时的。在疫苗接种组报告了 4 例，安慰剂组

未见报告。在两名对过敏反应的人注射疫

苗后出现非致命过敏症状后，英国卫生监管

部门已警告任何对食物或药物有严重过敏

史的人都不要接种辉瑞疫苗。

在 3万名参加莫德纳疫苗试验的人中，4

名志愿者出现了贝尔麻痹。其中 3人接种了

莫德纳疫苗，一人属于安慰剂对照组。

两项试验相结合，超过 4 万名接种了试

验疫苗的人中，发现了 7例贝尔麻痹，几率低

于 0.1％。这个数字太小，几乎无法分辨出

这些病例是否与疫苗接种有关。但 FDA 说

与疫苗的关系“不能被排除”，今后还应密切

监视。

美《商业内幕》网站刊文详细解读——

辉瑞和莫德纳疫苗有何不同
本报记者 冯卫东

近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纽约发布

《人 类 发 展 报 告》30 周 年 纪 念 版 指 出 ，新

冠肺炎大流行是近年来发生的非常严重

的 一 次 全 球 危 机 ，除 非 人 类 停 止 对 自 然

的破坏。

把环境因素纳入衡量
发展与进步维度

报告建议各国领导人立即做出取舍与

决策：立刻采取积极大胆的举措，减少人类

生活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巨大压力，否则人

类的发展与进步将停滞不前。该报告新增

了一项衡量人类进步的指数：“地球压力调

整后的人类发展指数”（PHDI），该指数纳

入了各国二氧化碳排放情况和“物质足迹”

的概念。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阿奇姆·施泰纳

指出：“人类对地球施加的压力史无前例。

在人类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全球气温

再创新高之后，人类必须把环境因素作为衡

量发展与进步的维度之一，因为人类已经无

法忽视碳足迹对地球的影响。”

报告认为，随着人类和地球进入一个

全新的地质年代，即人类世或人类纪，现

在所有国家都应重新设计各自发展道路，

为人类给地球带来的压力负起责任并做

出改变。

中国选择了一条更加
绿色的发展道路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白雅婷表

示：“我们显然需要一条更加绿色的发展道

路，人类发展和保护自然并非只能二选一。

地球承受的压力重新校准了各国衡量自身

进步的标尺。要想造福所有人，让人类与地

球共同繁荣，世界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报告指出，一些国家对解决碳排放问题

做出了新承诺，其中包括中国采取了积极的

措施来加速改变。中国宣布将在 2030 年之

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到 2060年实现碳

中和。在全球范围内，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主

要依靠国家制定政策来推动。中国对可再

生能源的投资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总金额高

达 901亿美元。

中 国 还 参 与 了 世 界 普 及 碳 定 价 的 改

革。2017 年，基于其区域内经验，中国启动

了首个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该方案与中

国根据《巴黎协定》拟定的国家自主贡献挂

钩，包括了能源领域的 30 亿吨二氧化碳排

放量。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交易体

系，几乎是排名第二的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的两倍。

与自然共存将成为人
类发展新前沿

报告认为，人类发展的下一个前沿是人与

自然和谐共处而不是对抗，与此同时需要改变

社会规范、价值观以及政府和财政激励措施。

据最新预测，到 2100年，由于气候变化，

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每年将经历多达 100多

天的极端天气。如果《巴黎协定》得到充分

执行，这一数字或会减半。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办公

室主任佩德罗·孔塞桑说：“人类发展的下一

个前沿不是在人和自然之间作出选择，而是

要在今天就认识到，碳密集型产业不仅会加

剧不平等现象，也将难以继续推动人类发

展。通过解决不平等、利用创新和与自然合

作，人类发展可以迈向革新，使社会发展和

保护地球齐头并进。”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人类发展报告》30周年纪念版

衡 量 人 类 进 步 又 添 新 指 数
本报记者 李 钊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霞）英国科学家在

近期《皇家天文学会月刊》上撰文称，他们利

用斯隆数字巡天项目（SDSS）的星系演化实

验（APOGEE）提供的数据，发现了一个隐藏

在银河系深处的“化石星系”。这一发现可

能会刷新我们对银河系演化历史的认知。

研究人员将这个“化石星系”命名为“赫

拉克勒斯”，认为它可能在 100亿年前与还处

于婴儿期的银河系发生了碰撞。

研究小组成员、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的

里卡多·斯基亚文解释说：“要找到这样一个

化石星系，我们必须研究成千上万颗恒星的

详细化学组成和运动。这对位于银河系中

央的恒星来说尤其困难，因为它们被星际尘

埃云遮住了，APOGEE 让我们穿透尘埃，看

到 银 河 系 中 心 更 深 处 。”要 做 到 这 一 点 ，

APOGEE 需要利用近红外光而非可见光来

拍摄恒星。

在 10 年观测期间，它绘制了银河系中

50多万颗恒星的光谱，包括此前被尘埃遮蔽

的位于银河系中央的恒星。

研究主要作者、APOGEE研究生丹尼·霍

塔解释说，为区分属于“赫拉克勒斯”的恒星与

属于原始银河系的恒星，研究小组利用APO-

GEE仪器测量恒星的化学成分和速度，结果发

现有几百颗恒星的化学成分和速度与其他的

大相径庭。“它们如此与众不同，只可能来自另

一星系，通过对它们进行详细研究，我们追溯

出这个化石星系的精确位置和历史。”

研究表明，“赫拉克勒斯”的“遗骸”约占银

河系球状光晕的三分之一，这意味着这一碰撞

事件是银河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表明银河

系可能非常独特，因为大多数与银河系类似的

大质量漩涡星系在婴儿时期都更平静。

研究人员称，APOGEE 是 SDSS 第四阶

段（现已结束）的旗舰项目，SDSS 第五阶段

已开始采集数据，其“银河系绘图仪”将在

APOGEE的基础上，利用近红外光、可见光，

绘制出更多恒星的光谱，进一步揭示银河系

的秘密。

英在银河系深处找到“化石星系”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梦然）英国《自然·
通讯》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最新生态学研究

称，珊瑚与共生藻类的关系可以帮助白化珊

瑚在持续温暖的水域中恢复过来，但只有在

当地没有强烈的人类干扰的情况下才可以实

现。该研究可能对管理珊瑚和预测它们对未

来气候变化的反应产生影响。

气候变化造成的海洋热浪越来越频繁，

对世界上的珊瑚礁构成了严重威胁。气候变

暖会使珊瑚将生活在其组织内提供营养的共

生藻类排出，这将导致珊瑚白化，使珊瑚更容

易受到饥饿、疾病和死亡的影响。虽然有些

藻类能让珊瑚更耐高温，但有一些研究表明，

白化珊瑚需要水温恢复正常后，才能重新获

得藻类并恢复。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研究人员朱里亚·
鲍姆及其同事，在 2015—2016 年海洋热浪期

间研究了太平洋基里蒂马蒂环礁的珊瑚。该

环礁受到的人类干扰呈现出一定的梯度：一

端是村庄和基础设施，另一端则几乎没有人

类干扰。热浪来临前，环礁“受干扰”一端的

珊瑚寄居着耐高温的藻类，而受干扰较少地

区的珊瑚则含有对热敏感的共生藻类。

研究团队发现，热浪持续两个月后，以耐热

藻类为主的珊瑚如预期的那样，白化的可能性较

小；一些含有对热敏感藻类的珊瑚白化了，但在

海水仍然温暖的时候又意外地恢复了。这种效

果以前未曾有记录，而且只在没有强烈本地干扰

的地区才能观察到，这似乎是因为珊瑚将热敏藻

类排出，以更耐高温的物种取而代之。

该研究表明，珊瑚可能有多种途径在长

期热浪中生存下来，它们有可能抵御白化或

从白化中恢复过来，这些途径受其共生关系

的影响。测试这些途径如何受到珊瑚—共生

体组合和人类干扰模式的影响，有助于在未

来的长期热浪中管理珊瑚礁。

最新生态学研究称

白化的珊瑚有望在温暖水域中“康复”

科技日报北京 12 月 24 日电 （实习记

者 张佳欣）24 日，以“数字媒体艺术与科技”

为主题的第二届国际数字媒体艺术与科技大

会在京举办。50 余位来自国内及美、加、韩、

澳等国外的跨界跨学科专家学者、业内精英，

围绕数字媒体艺术创作与表达、数字媒体领

域的艺术与科技发展展开深入探讨。嘉宾共

识认为，从未来影像到沉浸戏剧，从人工智能

到虚拟现实，数字媒体艺术与科技的发展必

将深刻地影响未来世界，为人类社会的发展

做出新的注解。

此次大会由北京电影学院主办，数字影

视动画创作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北京电影

学院数字媒体学院、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北

京大学极客实验室联合承办，MANA 全球新

媒体艺术平台协办。

开幕式上，大会主席、北京电影学院副校

长孙立军指出，新时代呼唤“新文科”建设，要

“在文科教育创新发展的总思路下，以特色优

势专业为内核，将新理论、新技术与新实践充

分融合，扎实培养好新时代文科人才”。

在“数字媒体艺术与技术的未来探讨”版

块，美国著名“VR 游戏之父”、南加州大学教

授迈克尔·齐达通过直播介绍了高校教育的

游戏开发项目。全球新媒体艺术领军人物、

德国艺术与媒体中心视觉媒体学院创始人之

一杰弗里·肖也通过线上展示了科技发展下

未来影院的展望。

在“数字媒体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版

块，与会嘉宾从数字媒体专业的人才教育、专

业实践等角度发言表示，要搭建起中国数字

媒体艺术专业产学研共享平台，促进数字媒

体艺术专业的全球化发展与数字媒体专业人

才培养模式的创新研究。

25 日，与会嘉宾还将就“数字媒体艺术

创作与产业融合”“数字媒体技术创新与理论

突破”两个主题展开交流，共同探讨数字媒体

领域理论发展、数字媒体技术在全球化语境

下的发展现状与未来图景，从实际应用的角

度为数字媒体专业技术赋能。

第二届国际数字媒体艺术与科技大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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