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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疫”行动

◎实习记者 张佳欣

创新连线·俄罗斯

科技日报北京3月22日电（记者刘霞）
据美国《科学》杂志 19日报道，美国和法国研

究人员近日发布两份报告称，他们首次发现

了狗和猫感染新冠病毒变异株 B.1.1.7 的证

据，这是科学家首次在人体之外发现这种变

异株。

自 2020 年 12 月以来，全球各地冒出多

个新冠病毒变异株，这些变异株似乎更易

传播或能逃避某些免疫反应。如英国新

增新冠肺炎感染病例中，有 95%的病例感

染了 B.1.1.7。

到目前为止，这些变异株对宠物有何影

响还是未知数。尽管全世界已有超过 1.2亿

人感染新冠病毒，但只有少数宠物病毒检测

结果呈阳性，当然有可能因为没有人对它们

开展检测。不过，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

在一项研究中，法国国家可持续发展研

究所专门研究人畜共患疾病的病毒学家埃

里克·勒罗伊和同事分析了英国伦敦郊区拉

尔夫兽医转诊中心心脏科收治的宠物的患

病情况，发现罹患心肌炎的狗和猫的数量

急剧上升：从 2020 年 12 月到 2021年 2月，这

种疾病的发病率从 1.4%上升到 12.8%。就在

同一时间，英国人感染 B.1.1.7变异株的数量

激增。

他们观察了 8只猫和 3只狗。这些动物

没有心脏病病史，但都出现了嗜睡、食欲不

振、呼吸急促和晕厥等症状。此外，实验室

检查显示其心脏异常，心跳不规则，肺部也

有积液，实际上，人类感染新冠病毒也有类

似症状。

研究小组在预印本服务器 bioRxiv上报

告说，他们对 7 只动物进行了聚合酶链反应

检测，其中 3 只动物的新冠病毒抗体呈阳

性，它们都携带 B.1.1.7 变异株。对另外 4 只

动物进行新冠病毒抗体检测后，他们发现了

其中两只曾经感染过 B.1.1.7的证据。此前，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该州布拉

佐 斯 县 的 一 只 猫 和 一 只 狗 身 上 发 现 了

B.1.1.7变异株。

勒罗伊说，目前还不清楚 B.1.1.7在人和

动物之间的传播能力是否强于原始株。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兽医学院的微生

物学家雪莱·兰金指出，研究人员只显示了

罹患心肌炎可能与感染 B.1.1.7有关，但也没

有排除其他可能性。

加拿大圭尔夫大学安大略兽医学院的

兽医斯科特·韦斯也认为，这两项研究的结

果都不能说明宠物可能将病毒传播给人类，

“宠物成为感染源的风险仍然很低。”不过，

他也表示，科学家和兽医应该研究新冠病毒

及其变异株在宠物罹患心肌炎中的作用。

猫狗身上发现新冠病毒变异株 B.1.1.7

科技日报北京 3月 22日电 （记者刘
霞）生命在地球上是如何出现的？这一直

是个未解之谜。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21 日

报道，加拿大研究人员在最新一期《科学》

杂志发布报告称，一种核糖核酸（RNA）聚

合酶在地球生命的诞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新研究为地球生命起源之谜提供了新

见解，也有助于科学家们估算生命在其他

行星上诞生的可能性。

西蒙弗雷泽大学（SFU）分子生物学和

生物化学教授皮特·昂劳的团队一直致力

于推进 RNA 世界假说，以回答生命起源

的基本问题。这一假说认为，地球上的生

命 始 于 能 自 我 复 制 的 RNA 分 子 ，这 些

RNA 分子在脱氧核糖核酸（DNA）和蛋白

质进化之前出现，不仅携带遗传信息，还能

驱 动 生 命 形 成 所 必 需 的 化 学 反 应 ——

DNA 和蛋白质现在在人体内同时发挥这

两种功能。

在最新研究中，昂劳团队通过在实验

室进行一个体外进化过程，分离出了一种

基于启动子的 RNA 聚合酶，这种酶能以

RNA 为模板合成 RNA。启动子是 RNA

聚合酶识别、结合和开始转录的一段 DNA

序列。

昂劳说：“这种 RNA 聚合酶拥有现代

蛋白质聚合酶的许多特征，它可以进化从

而识别出 RNA 启动子，然后复制 RNA。

我们的发现意味着，生命进化早期出现的

同样的 RNA 酶也可能表现出如此复杂的

生物学特征。”

有证据表明，RNA 先于 DNA 和蛋白

质出现。例如，人体细胞内制造蛋白质的

“机器”核糖体就由 RNA 制造而成。此

外，DNA也由 RNA组成。由于 RNA是一

种万能工具，可以同时发挥蛋白质和 DNA

的功能，这表明后来进化出现的 DNA和蛋

白质是一种“升级”，以增强最初由 RNA

支持的细胞功能。昂劳实验室发现的聚合

酶表明，RNA复制在原始生命体内确实可

能存在。

昂劳团队的长期目标是在实验室构建

出一个能自我进化的系统，为此，他们需要

创造出一种 RNA 聚合酶，这种酶也可以

自我复制和维持，从而更深入地了解早期

RNA生命是如何形成的。

昂 劳 称 ：“ 通 过 在 实 验 室 里 了 解 生

命的基本复杂性，我们可以估算出生命

出现在其他行星上的可能性，并确定火

星 等 行 星 曾 经 存 在 或 仍 然 存 在 生 命 的

可能性。”

几十年来，一直占主导地位的生命科

学理论是“RNA世界”假说。也就是说，在

生命起源的早期阶段，存在一个完全由

RNA 分子组成的分子系统。系统的信息

由 RNA 进行储存，部分具有催化功能的

RNA 分子催化 RNA 自身信息的传递及

RNA分子的自我复制。这次，科研人员把

“RNA世界”假说再细化了一些，认为地球

生命起源的关键，在于 RNA 聚合酶。这

种聚合酶表现出了复杂的生物特征。科研

团 队 试 图 创 造 出 一 种 具 有 类 似 功 能 的

RNA 聚合酶，就能构建起一个微观世界，

观察生命源起和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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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公司总经理德米

特 里·罗 戈 津 表 示 ，俄 罗 斯 星 际 站“ 月

球-28”将作为人类着陆月球的模块，俄想

把“月球-28”做成起降飞船的样子。

俄“月球-25”定于 2021年 10月 1日从

东方航天发射场发射，搭载它的是装有弗

雷盖特上面级的“联盟-2.1b”运载火箭。

发射约 10 天后，“月球-25”应该在月球南

极附近软着陆。该站将对月球表面的极地

土壤特性和组成进行研究，测量其机械特

性并研究月球极地散逸层。

“月球-28”应该在编号为 25—27的航

天器发射之后发射。“月球-25”将成为俄

罗斯现代史上发射到月球上的第一个星际

站。上一个航天器“月球-24”由苏联于

1976年发射。

俄计划分别于 2024年和 2025年将“月

球-26”轨道飞行器和“月球-27”着陆站发

射到月球。随后将开始执行载人计划，为

此将创建“雄鹰”号航天飞船及其轻型版本

“小雄鹰”号。飞船用来向月球运输，为了

在月球表面着陆，需要起降模块。

（本栏目稿件来源：俄罗斯卫星通讯
社 整编：本报驻俄罗斯记者董映璧）

俄星际站“月球-28”可成登陆月球的模块

俄罗斯萨马拉科罗廖夫院士国家研究

型大学（萨马拉大学）国际研究团队首次描

述了在宇宙化学进化中起最重要作用的有

机分子在太空中的出现过程。研究人员

说，所获数据扩展了关于生命出现的概念，

并解释了合成有机物的“星际工厂”的运行

机制。相关论文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科

学进展》上。

按照专家们的估计，每年大约有 300

万吨星际尘埃落到地球上，这些星际尘

埃不仅由矿物质组成，也由相当复杂的

有机物组成，也就是说有碳氢化合物及

其衍生物。

研究人员说，迄今，对太空中导致有机

化合物形成的反应的研究还不够。这些反

应的关键特点在于，它们是在完全缺乏外

部能量来源的情况下发生的。由于这个原

因，反应发生极为罕见。得益于化合物的

多样性及从环境中获取热量的可能性，在

地球条件下有机物的形成要简单得多。

萨马拉大学科研人员在新研究中首次

展示，最简单的多环芳（香）烃、茚可以在符

合太空条件的温度下形成。

“含有多环芳（香）烃的小硬碳氢化合

物粒子通常被称为星际种子，它实际上作

为合成有机物的分子太空工厂而运行，比

如，氨基酸和糖。我们所发现的导致太空

中形成多环芳（香）烃的初级步骤，对理解

我们所在的银河系中的碳化物的化学性具

有重大意义”，论文作者之一、萨马拉大学

研究生加利娅·加里莫娃解释说。

研究人员介绍说，星际种子上所收集

的非生物小分子可以互相发生反应，由此

对更复杂的生物分子进行化学“收集”。带

有此种分子的星际种子在星际空间漂流时

可能遇到适宜的条件，在其基础上可能诞

生生命。

研究人员称，太空中茚的形成机制目

前不存在替代方案，对所提出的反应开展

的天体化学模拟完全证实了在太空条件下

发生反应的可能性。

这项研究是在与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

校、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美国本笃会学

院（艾奇逊）紧密合作下开展的。

俄研究合成有机物的“星际工厂”运行机制

在施行第一轮全面禁足一周年之际，法

国政府再次宣布，对包括巴黎在内的 16省实

行第三轮限制政策。虽然新措施相较前两

次“封城”进行了大幅“松绑”，将出行范围扩

大至周边 10 公里，并取消了时间限制，但仍

有大量民众选择在星期五限制生效前“逃

离”巴黎。有媒体称，时间仿佛重回一年前，

巴黎再次上演“大逃亡”。

由于新的限制措施禁止跨区旅行，18日

晚总理发布措施细则后，巴黎 19日前往南部

和西部的火车票很快售罄。法国国家铁路

公司的预订量是前一天的两倍，售出 73000

张车票。最繁忙的线路是向西行驶的线路：

波尔多、布列塔尼、南特和巴斯克，并有大量

乘客前往里昂和马赛。

除了火车票售罄，巴黎 19日机票价格也

大幅上涨。据《巴黎人报》报道，巴黎飞往科

西嘉岛的机票通常价格约为 150 欧元，19 日

飙涨到 642 欧元。此外，公路交通也陷入严

重拥堵，19 日 15 时，大巴黎地区（法兰西岛）

公路堵塞路段达到 300 公里，截至 18 时堵车

总里程数已超过 400公里。

法国实施局部限制措施导致人员短时

间内大量迁移，此举是否会促进疫情扩散，

是否会适得其反？法国《费加罗报》对此进

行了报道，有专家认为人口外迁利于巴黎疫

情的缓解。如雷恩高等公共研究中心流行

病学家乔纳森·鲁认为，这将降低巴黎地区

的人口密度，其前往人口稀少的地方，受到

感染的风险会下降。

但更多流行病学家对此持负面观点。日

内瓦大学公共卫生学教授安托万·弗拉霍指

出：“这是传播病毒及其变种的最佳方法。”

古斯塔夫·鲁西研究所生物统计学家、流行病

学家凯瑟琳·希尔表示，跨地区迁移将不可避

免的轻易增加病毒传播。这些人此前与固定

的人接触，移动后将不得不与新人互动，另外

在旅途过程中也可能发生更多传染。

里尔大学医院的流行病学家菲利普·阿

穆耶出于职业原因于星期五乘坐火车，对车

站和火车上观察到的情况表达了担忧。他认

为，武汉或米兰此前进行的研究已经表明，从

大都市到乡村旅行对病毒传播起重要作用。

法国总理让·卡斯泰 16 日对媒体表示，

他不后悔没有更早启动封锁措施，“从一开

始 ，我 就 把 赌 注 压 在 我 们 公 民 的 责 任 感

上”。根据最新民调显示，受影响地区有

43％的民众不赞成新限制措施，这一比例大

幅高于此前两次“封城”。另有 64%的法国

民众不信任政府能够有效应对新冠病毒的

传播。

面对抗疫“三封”巴黎再次上演“大逃亡”

澳大利亚《对话》网站近日发文称，全球

半导体短缺突显出一个令人关注的趋势：美

国本土制造的芯片数量在全球市场所占份额

仅为 12％，而且还在不断减少。美国总统拜

登已发布行政令，要求对关键产品的供应链

进行审查，这引起人们对美国本土半导体制

造能力数十年来下降的关注。

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 2020 年 9 月的报

告数据显示，全球芯片制造 75％的产能已

转移到东亚地区。美国在全球半导体制造

市场的份额已从 1990 年的 37％下降到如今

的 12％。美国工业（包括汽车和国防工业）

使用的半导体芯片有 88％是在美国以外生

产的。

美国制造能力减弱，
政府投入不足

美国芯片公司越来越依赖国际合作伙伴

来制造其设计的芯片，这反映了美国芯片制

造能力的减弱。

虽然美国半导体公司拥有全球芯片销售

市场 47％的份额，但只有 12％是在美国本土

制造的。要满足人们对更快、更智能电子产

品的期望，就需要创新芯片设计，而这反过来

又依赖于现有的最先进的制造技术。

半导体制造技术的进步基于每平方毫米

晶体管的数量，晶体管是芯片中最小的电子

元件。拥有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技术和设备

的晶圆厂，目前可生产 5纳米芯片。这个数字

指的是工艺，而不是任何特定的芯片功能。

一般来说，纳米额定值越小，每平方毫米容纳

的晶体管就越多。

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目前正在筹建 3 纳米

晶圆厂，而美国甚至还没有 7纳米晶圆厂。美

国 英 特 尔 公 司 宣 布 ，其 7 纳 米 晶 圆 厂 要 到

2022 年末或 2023 年初才能投产。这阻挡了

美国制造最先进芯片的步伐。

文章称，韩国、新加坡和中国每年都在半

导体产业上投资高达数百亿美元。这些投资

不仅包括设备本身，还包括为向下一代晶圆

厂转移所必需的研发和工具开发。相比之

下，美国的激励措施明显不足。

全球需求旺盛，美国
陷入困境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公众对手机、

笔记本电脑和其他居家办公设备的需求以及

互联网使用量增加，芯片需求随之水涨船高，

这给晶圆厂带来了产能压力。

全球汽车行业预测，疫情大流行期间对

汽车的需求有所下降，因此减少了用于车辆

安全、控制、排放和驾驶员信息系统的半导体

芯片的订单。然而需求的下降只是暂时的，

2020年末，新车销售量开始迅速回升，车用半

导体芯片的严重短缺突然成了各大新闻媒体

的标题新闻。

造成半导体芯片产能不足窘境的原因之

一是，进入半导体制造业的门槛高得惊人。

一家半导体代工厂的建立需要满足一个十分

陡峭的学习曲线：首先需要 100 亿—120 亿美

元的前期投资，然后至少 3 年才能投入生产。

即使到那时，也不能保证一家新晶圆厂的芯

片产量能与现有的芯片产量相匹敌。芯片会

迅速迭代，价格压力是科技行业的一个主要

问题，因此盈利能力面临着很多风险。

2021 年初比特币价格的大幅上涨，也增

加了传统上用于挖掘数字货币的图形处理单

元的需求，进一步加剧了半导体供应的问题。

所有这些都足以导致一些厂商产能耗

尽，并大幅延迟完成订单的交货期，从而导致

我们今天看到的半导体供应的“旱情”。

最近，美国 8个州的州长敦促拜登向半导

体公司施压，要求暂时将当前全球产能的一

小部分重新分配，以解决全球汽车芯片短缺

的问题。不过，文章认为，这种重新分配不可

能在不造成其他地方短缺的情况下完成，而

且也不可能很快完成。

文章认为，尽管拜登总统尽了最大努力，

但由于芯片业存在的准入障碍和各种供应链

的系统性问题，未来 3年内美国的情况不太可

能会改善。

未来三年 美国芯片制造困境难以纾解

今天大部分的
电子产品，如计算
机、移动电话、汽车
和各种电器中的核
心单元都和半导体
有着极为密切的关
联。

图片来源：视
觉中国

科技日报北京3月22日电（实习记者张
佳欣）据美国《科学时报》网站 21日最新消息，

日本私人公司 Astroscale 将利用俄罗斯“联盟

号-2.1a”火箭，在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发射场

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使用磁铁收集太空垃圾的

卫星，并希望借此加快世界各地政府解决太

空碎片问题的政策讨论。

全球数十亿人每天依靠卫星数据来维持

自己的生活，然而遗留在太空中的废弃卫星

同时也污染着太空环境，成了太空垃圾，甚至

成为人类未来执行太空任务的隐患。

此次发射的这对卫星名为 ELSA-d，重达

200 公斤。Astroscale 将利用 ELSA-d 展示其

端到端测试的第一项关键技术，测试使用磁

系统收集目前漂浮在近地的太空碎片的执行

力和可行性。一旦测试完成，ELSA-d将把关

键数据发送回地球，然后在重返地球大气层

时被烧毁。这些关键数据或将指导未来的任

务和政策制定。

俄罗斯“联盟号-2.1a”原定于 3月 20日发

射，但在最后一分钟对三级火箭进行检查时

发现控制系统存在问题，因此发射被推迟。

截至记者发稿时，火箭已在当地时间 3 月 22

日早上发射升空。

越来越多的空间碎片已经成为当前空

间任务的一个重大问题。国际空间站正在

研究“规避动作”，以防被废弃的航天器或其

他太空垃圾与空间站相撞。2020 年 9 月，国

际空间站依靠俄罗斯“进步号”再补给航天

器进行了规避操作，迫使飞船上的工作人员

重新定位一艘停靠的联盟号航天器，直到太

空残骸通过。

早在 1978 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科学

家唐纳德·凯斯勒就提出了被称为凯斯勒综

合征的理论问题。该理论指出，低地球轨道

上的碎片和其他人造物体造成的太空污染

将会继续增加，并导致卫星碰撞的风险增

加，甚至会产生一系列潜在的卫星碰撞的多

米诺骨牌效应。

首颗用磁铁清理太空垃圾的卫星升空

ELSA-d卫星背后的天文团队。
图片来源：美国《科学时报》网站

图为19日巴黎所在法兰西岛大区堵车
公里数趋势图，黑线为19日数据，绿线为平
日平均数据，红色为极端拥堵情况数据。

图片来源：Sytadin法兰西岛实时交通
监测网站

◎本报驻法国记者 李宏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