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北京11月2日电（记者刘霞）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美国麻省理工

学院（MIT）和马萨诸塞州眼耳医学院的一

项新研究表明，新冠病毒的确会感染人的内

耳细胞，包括对听力和平衡能力至关重要的

毛细胞。

此前有许多新冠病毒感染患者报告出

现听力损失和耳鸣等症状，也有患者报告出

现了头晕和平衡问题，这表明新冠病毒可能

会感染内耳。研究人员使用他们开发的新

型人类内耳细胞模型以及较难获得的成人

内耳组织开展上述研究，证实了这一点。

新冠疫情发生后，研究人员发现有些出

现听力损失、耳鸣和头晕症状的患者的新冠

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为弄清楚这是巧合还

是存在因果关系，他们决定开展相关研究。

研究人员提取了人类皮肤细胞并将其

转化为诱导多能干细胞，然后刺激其分化成

内耳中的毛细胞、支持细胞、神经纤维和隔

离神经元的施万细胞，从而建立了细胞模

型。此外，他们还从一些因听力丧失而接受

手术的患者身上提取了内耳组织样本。

在人类内耳样本和干细胞衍生的细胞

模型中，研究人员发现毛细胞和施万细胞会

表达新冠病毒进入细胞所需的蛋白——包

括细胞表面的 ACE2 受体、弗林蛋白酶和跨

膜蛋白酶丝氨酸-2，它们帮助病毒与宿主细

胞融合。研究证明，新冠病毒实际上可以感

染内耳，特别是毛细胞，并在较小程度上感

染施万细胞。

此外，研究人员在其组织样本中发现的

感染模式与在 10 名报告感染后出现耳朵相

关症状的新冠患者中观察到的症状相吻合。

其中 9 名患者出现耳鸣，6 名患者出现眩晕，

所有患者均出现轻度至重度听力损失。

研究人员解释称，新冠病毒进入耳朵

的可能途径包括连接鼻子和中耳的咽鼓

管，病毒也可能通过嗅觉神经周围的小开

口从鼻子中逃逸，这使它能进入大脑并感

染颅神经。

研究负责人之一、MIT 的李·盖尔克表

示，他们希望利用这一人类细胞模型来测试

可能的疗法，治疗由新冠病毒和其他病毒引

起的内耳感染。

新研究称新冠病毒会感染内耳

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2日电 （记者刘
霞）再生身体部位绝非易事！尽管一些蜥

蜴可以长回它们被切断的尾巴，但重新长

出来的只是一条不完美的软骨管。据《自

然·通讯》杂志最新报道，美国南加州大学

科学家借助基因编辑干细胞，帮助鳞趾壁

虎再生出了更完美的尾巴。这项研究是人

类发展再生疗法的一大进步，有望帮助人

类治疗难以愈合的伤口。

研究人员调整了胚胎干细胞，将其植

入鳞趾壁虎的尾巴残端，使其长出来的尾

巴比以往更像原来的尾巴。新长出来的尾

巴呈现出经典的“背腹模式”，即骨骼和神

经组织在背侧，软骨组织在腹侧。

该研究论文通讯作者、南加州大学干细

胞生物学和再生医学助理教授托马斯·洛齐

托解释说，壁虎自然再生出来的尾巴“只是

一堆由脂肪、肌肉和皮肤组成的同心管”，这

是因为成年壁虎的干细胞会产生一种分子

信号，这种信号会促进新尾巴内软骨的形

成，但不会促进骨骼或神经组织的形成。

为解决这一问题，洛齐托及其同事利用

了胚胎干细胞（与成人干细胞相比，胚胎干

细胞可发育成更广泛的身体组织），并对其

进行修改，使其忽略原来的信号，然后将修

改过的胚胎干细胞植入切除尾巴的壁虎尾

部残端。结果表明，从这些经过修饰的干细

胞中生长出来的尾巴在软骨中有骨样的凹

槽，并在尾巴顶部生成了新的神经组织。

洛齐托说：“壁虎是蜥蜴目家族的成员

之一。蜥蜴在地球上已经生活了 2.5 亿多

年，但直到现在它们也无法重新长出有“背

腹模式”的尾巴。我们创造了第一条呈现

‘背腹模式’的再生蜥蜴尾巴。这是通过干

细胞显著改善附肢再生的少数案例之一，

是人类发展再生疗法的进步阶石，有朝一

日可能会治疗难以愈合的伤口。”

不过，研究人员也指出，这些经过改造

的尾巴仍然缺少脊髓，与原生尾巴还有一

定差距。

壁虎断尾求生，已经成为人们熟知的故

事。在遇到危险时，他们会牺牲局部，保全

整体。我们以为壁虎会再长出一条一模一

样的尾巴，但事实是，它们只会长出看起来

像尾巴的管状物。这条尾巴实际上是一条

失去了大部分功能的“假尾巴”。科研人员

则通过植入胚胎干细胞的方式，帮助壁虎拥

有一条接近于原装版本的尾巴，实现了 2.5

亿年来断尾壁虎都没能自行完成的“进化”。

当然，这一系列实验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帮

助改进针对人类伤口的再生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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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疫”行动

今日视点

◎实习记者 张佳欣

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2日电 （记者张梦
然）“突破聆听”项目去年发现了一个备受关

注的疑似外星文明候选信号，但近期，两篇

发表在英国《自然·天文学》杂志上的研究论

文详尽介绍了发现信号过程和先进的信号

分析手段，最终，科学家们将这个信号从外

星文明候选名单中剔除了。“突破聆听”项目

发起人、亿万富翁尤里·米尔纳称：“这一研

究结果表明，人类寻找地外文明已进入到成

熟严谨的实验科学阶段。”

“突破聆听”项目是俄罗斯投资人、科学

家尤里·米尔纳主导建立的突破基金会下属

的计划之一，旨在以“大海捞针”方式寻找外

星文明技术特征：可能是由外星智慧生命开

发的技术所留下的迹象。而位于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士的 CSIRO 帕克斯望远镜，正是

南半球最大的射电望远镜之一，其加入了

“突破聆听”项目，并将距离太阳系最近的恒

星比邻星，作为它的一个重要观测目标。

比邻星距我们约 4.2 光年，是一颗红矮

星，目前人们已发现两颗行星围绕它运行。

“突破聆听”团队在 700—4000 兆赫的频段，

以 3.81 赫兹的分辨力持续观测目标——这

相当于在同时收听 8 亿个电台，是十分出色

的检测灵敏度。

去年夏天，实习研究员谢恩·史密斯与

丹尼·普莱斯博士进行合作，在搜索中，他发

现了 400 万个无线电特征性频谱。在“突破

聆听”项目中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但其信

号通常源自人类，因为地球上有太多自身科

技带来的干扰信号，如手机、雷达、卫星、电

视电台等。换句话说，项目团队很可能最终

追踪到的其实是某些频段广播的卫星。

研究人员会利用天体之间的持续相对

运动，以及在多普勒效应下地球接收到信

号的频率稳步变化，从 400 万个特征信号中

删选出 100 万个，第二步再挑出并不源自目

标的背景信号，在这两部分数据过滤完成

后，仍有少数候选信号必须由研究人员逐

个检查。

史密斯最开始在对比邻星的观测中发

现了类似的候选信号，且持续超过 5 个小时

的观测表明它似乎只出现在目标星中，但最

终判断，最可能的解释仍然是它来自人类技

术，只是恰好以“奇怪的”的方式欺骗了科学

家的过滤算法；另一批研究人员则挖掘到其

他观测数据集，发现了大约 60 个信号，这些

信号也具有许多候选特征，但最终仍然被第

二种方法筛除。

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突破聆

听”团队研究员索菲亚·谢赫博士表示，他

们可以确定这些信号源自人类，因为信号

会在数据中以规则的间隔出现，这些间隔

似乎对应于电子设备中常用的振荡器使用

的频率倍数。鉴于此，尽管团队尚不能确

定其具体来源，但证据表明该信号来自人

类技术。

然而研究人员表示，这无疑仍是迄今为

止他们所看到的最有趣的信号之一。

该项目执行董事皮特·沃登评论认为，

虽然还无法得出真正代表外星技术的信号，

但科学家越来越相信，人类有可能通过必要

的工具探测和信号分析，推测出是否存在外

星智慧文明。

“突破聆听”项目最新结果：

去年发现的“外星文明信号”其实来自人类

从 10 月 31 日到 11 月 12 日，来自世界各

地的人们将齐聚英国格拉斯哥参加由英国和

联合国共同主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即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6次缔约方大

会（COP26）。此次会议的重点不是达成新协

议，而是要讨论与 2015 年《巴黎协定》相关的

进展和挑战，提高各国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的雄心。

就在 COP26 召开的前几天，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于 10月 26日发布了《2021年排放差距

报告：热火朝天》，该报告明确表示，全球新版

和更新版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仅在 2030年预测

排放量基础上减排了 7.5%，而实现《巴黎协

定》1.5℃温控目标需减排 55%。当前，世界正

朝着本世纪全球气温至少上升 2.7℃的方向

迈进，这一上升将对地球和生活在地球上的

人们造成灾难性影响。

应对气变：
已到千钧一发时刻

“气候变化不再是未来的问题，而是当下

的问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
安德森说，“为了有可能将全球变暖控制在

1.5℃以内，我们有 8 年的时间将温室气体排

放量大致减半：制定计划、实施政策并最终实

现减排的时间是 8年。”

时钟在响亮地滴答作响，安德森说，“世

界必须意识到我们作为一个物种所面临的迫

在眉睫的危险。各国需要制定政策以履行其

新承诺，并在数月内开始实施。”

安德森称，各国需要将净零承诺更加具

体化，确保这些承诺包含在国家自主贡献

中。他们还需要制定政策来支持这一目标，

并采取行动。此外，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

和技术支持也很重要，这样他们才能适应已

经变化的气候的影响，并走上低排放的增长

道路。

“距离世界末日的钟声就还差一分钟！”

英国首相约翰逊在 COP26 上说。作为这次

大会的东道主，约翰逊也表示，世界在气候保

护方面等待的时间越久，人类需要付出的代

价就越大。他同时指出，目前仍有机会阻止

这个“滴答作响的世界末日机器”。

外媒肯定：
中国积极采取行动

新 加 坡《海 峡 时 报》10 月 29 日 报 道 指

出 ，美 国 在 最 初 加 入 巴 黎 协 定 时 曾 承 诺 ，

2025 年的排放量水平相较于 2005 年将降低

26%—28%。 但 美 国 前 总 统 特 朗 普 违 背 承

诺，退出了巴黎协定。尽管拜登政府决定

重回巴黎协定，计划 2030 年温室气体排放

量将降低 50%—52%，但这仍不足以实现使

全球升温限制在 1.5℃以下的目标。文中观

点表示，其他碳排放大国，包括巴西、墨西

哥、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度尼西亚在内，都

重新提交了减排计划，但比起之前都更为

消极。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同日报道称，

美利坚大学中国气候专家朱迪思·夏皮罗表

示，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行动不是为

了取悦西方，而是真正将气候变化视为一种

生存威胁。“中国到处都是科学家和工程师。”

夏皮罗说，“中国人非常清楚这是长期的国家

安全风险。”

NBC 报道称，人均污染最严重的大国是

沙特阿拉伯、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许

多国际专家表示，全球排放量计算也存在固

有的不公平性，这些计算基于各国的生产而

非消费。简而言之，美国和其他国家将大部

分低端制造业外包，让美国人可以购买手机

和运动鞋，而无需为制造它们造成的碳排放

负责。

夏皮罗称：“发达国家的大部分污染都转

移到了中国。”

根据气候行动追踪组织的数据，尽管美

国、欧盟和日本的政策雄心勃勃，但这些仍不

足以达到 1.5℃的目标。

变革之火：
全世界必须共同努力

“我们希望各国元首能成为真正的领导

人 ，在 COP26 期 间 挺 身 而 出 ，点 燃 变 革 之

火。”来自非政府组织联合气候行动的气候活

动家胡安·巴勃罗·塞拉说。

据 联 合 国 官 方 新 闻 11 月 1 日 消 息 ，在

COP26 大会的第二天，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

奥·古特雷斯向国际社会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称“我们正在自掘坟墓”。他指的是对化石燃

料的过度依赖可能会导致不可持续发展，这

种形式带来的全球变暖正将人类和地球推向

危险的边缘。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各国需要加快“淘

汰”煤炭、减少森林砍伐、加快转向电动汽车

并鼓励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与此同时，我

们必须认识到气候变化已经发生，且对许多

地区造成了破坏性影响，因此需要集体协同

努力来保护人类和自然栖息地。这包括保护

和恢复生态系统的行动，建立防御、预警系

统、弹性基础设施和气候智能型农业等，以避

免种种损失。

古特雷斯敦促各国建立联盟，为加速经

济脱碳和逐步淘汰煤炭创造金融和技术条

件。他还重申，为发展中国家提供 1000 亿美

元气候融资的承诺必须兑现。

“我代表这一代和后代，敦促你们：拥有

雄心、拥抱团结，选择保护我们的未来并拯救

人类”，他总结道。

COP26民间倡导者大卫·阿滕伯勒表示，

如果世界各国各顾各的，就会成为一股强大

到足以破坏地球稳定的力量；如果我们共同

努力，就会有足够的力量来拯救世界。

COP26：应对气变 现在必须行动

科技日报柏林 11月 2日电 （记者李
山）近日，苏黎世大学的科学家领导的一个

国 际 研 究 小 组 发 现 ，水 通 道 蛋 白 -1

（AQP1）的一个常见基因变异会减少细胞

膜中水通道的数量，进而增加因肾功能衰

竭而接受腹膜透析治疗患者的死亡风险。

相关成果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

全世界多达 10%的人受到慢性肾脏疾

病的影响。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在等待肾

移植期间必须定期接受透析治疗。而腹膜

透析由于操作简便，价格相对低廉，在基层

医疗单位或家里均可开展，正变得越来越

流行。

最近，苏黎世大学生理学研究所的奥

利维尔·德维斯特教授领导的由 6 个国家

的科研人员组成的国际团队发现，AQP1

基因的一个常见变异对腹膜透析的有效性

和患者的生存有重大影响。德维斯特说：

“这种基因变异会改变 AQP1的产生，并与

更高的死亡和治疗失败风险相关。它会影

响治疗结果和肾衰竭治疗方式的选择。”

为了测试 AQP1的基因变异对超滤和

透析结果的影响，研究人员在几年内检查

了 1851 名不同种族的患者。他们使用从

人类遗传学到小鼠模型，从计算机建模到

细胞研究的各种技术，证明了具有 AQP1

常见基因变异的患者组织中这种蛋白质的

含量较低，结果会导致通过细胞膜运输水

的能力降低。德维斯特说：“这种相对常见

的遗传变异（大约 30%的人具有 AQP1 基

因变异），会严重影响腹膜透析治疗。识别

这种频繁发生的基因变异是在透析治疗中

迈向精准医学的一大步。”

对于进行腹膜透析并有这种 AQP1

基因变体的患者，治疗不会完全去除多余

的水，因为细胞中的水通道较少。这会导

致水分滞留和死亡风险增加。与普通患

者相比，携带这种基因变异的腹膜透析患

者，死亡或不得不在医院进行血液透析的

风险高出约 70%。不过，科学家们已经找

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德维斯特说：“只

要使用不依赖于水通道蛋白的特定渗透

溶液，即所谓的胶体渗透剂，就可以克服

这种遗传缺陷。”

透析治疗向精准医学迈出重要一步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霞）据物理学家组

织网近日报道，加拿大研究人员研制出了能

中和新冠病毒及其变异毒株的化合物——

D-肽，可以中和病毒并阻止其感染实验室

培养的人类细胞。

这些化合物被称为镜像肽，拥有独特的

化学性质，适合用来开发低成本的抗病毒疗

法。该研究主要作者、多伦多大学分子遗传

学和计算机科学教授菲利普·金说：“镜像肽

的一大优势是能长期保持稳定，且生产成本

相对较低。你可以想象用它们制成一种鼻

喷雾剂，用于预防感染。”

肽与蛋白质都由氨基酸组成，“性格”相

似。但肽比蛋白质分子小，可与几乎任何分

子靶点结合，比小分子药物拥有更大的特异

性，能降低副作用发生的风险。在这方面，

肽与抗体相似，但由于其体积小，生产成本

可便宜至 1/100，因此低成本和易于扩大生

产规模这两点使肽极具吸引力，特别是在低

收入国家。

但美中不足的是，在人体内，肽会被某

些酶迅速降解。而金团队的研究发现，镜像

肽可以抵抗降解。几年前，金团队开发了一

种计算工具，用于设计所谓的 D-肽。这些

镜像分子由合成的 D-氨基酸串在一起形

成，可以与同样的靶点结合而不降低特异

性，而且它们不寻常的几何形状使它们对血

液中分解正常 L-肽的酶具有抵抗力。

D-肽的前景吸引了博士后研究员佩德

罗·瓦伦特的注意，他意识到可以利用他们

的工具制造对付新冠肺炎的抗病毒药物。

为此他设计了几种 D-肽，它们能模拟与细

胞表面 ACE2受体相结合的病毒的刺突蛋白

区域。瓦伦特推断，病毒与受体接触之前，

肽会与受体结合，从而防止感染——这一假

设后来被韩国合作者用培养的人类细胞实

验所证实。

金说，更重要的是，这些肽对新冠病毒

阿尔法、贝塔、伽马变异毒株也起到了同样

的作用。尽管他们没有调查德尔塔变体，但

其他证据表明它也会对肽类药物敏感。目

前，研究人员正试图制造出针对所有冠状病

毒的镜像肽化合物，希望设计出一种通用疗

法，预防未来可能会发生的疫情。

低成本新型镜像肽可中和新冠病毒

科技日报讯 （记 者邰举）韩 国 SK

海力士日前宣布，该公司开发成功 HBM3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每秒能够

处理 819GB的数据，内置 ECC校检。

该 HBM3DRAM 将 以 16GB 和 24GB

两种容量上市。其中 24GB 是业界目前最

大容量。在 24GB 产品中，单品 DRAM 芯

片的高度被磨削到约 30μm，使用 TSV 技

术垂直连接 12个芯片。

HBM3被称为第四代 HBM，由多个垂

直连接的 DRAM 芯片堆叠而成，能够创新

性地提高内存带宽。

SK 海 力 士 2020 年 7 月 在 业 界 最 先

开 始 量 产 HBM2DRAM。 SK 海 力 士 强

调 ，将 继 续 巩 固 高 端 存 储 器 市 场 领 导

力 ，提 供 符 合 ESG（环 境 、社 会 、公 司 治

理）经 营 理 念 的 产 品 ，尽 最 大 努 力 提 高

客户价值。

图为HBM3DRAM产品封装。
（SK海力士提供）

超高带宽的动态随机存储器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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