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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巴黎 5 月 14 日电 （记者李
宏策）世 界 卫 生 组 织（WHO）12 日 宣 布 ，

欧洲已达到因新冠病毒导致病亡人数突

破 200 万的“悲剧性里程碑”。同日，美国

政府宣布，作为全球因新冠疫情病亡人数

最多的国家，病亡人数已经超过 100 万。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WHO 欧洲区

域国家宣布的确诊患者总数达 218225294

例，病亡患者总数达 2002058 例。

欧洲新冠疫情已逐渐消退，在过去一

周，确诊患者和病亡患者数量分别下降了

26%和 24%。在新冠疫情第一轮封锁过去

两年之后，大多数欧洲国家打算翻过新冠

这一页，现存的限制措施已经很少。欧盟

申 根 区 机 场 和 航 班 不 再 强 制 佩 戴 口 罩 。

在法国，从 5 月 16 日开始，乘坐公共交通

也将不再强制佩戴口罩，这是法国最后一

项限制措施。

美 国 过 去 一 个 月 的 病 例 数 在 持 续 增

加，但与此同时，美国取消了佩戴口罩的

义务，现在只是在室内建议佩戴。美国全

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称，100 万病亡这一

门槛在几天前就被打破了。美国也由此

成 为 世 界 上 第 一 个 新 冠 病 亡 患 者 破 100

万例的国家。

美 国 人 口 占 全 球 人 口 的 4% ，但 新 冠

病 亡 人 数 占 全 球 的 16%。 美 国 疾 病 控 制

与预防中心报告称，2020 年和 2021 年，新

冠是美国第三大死亡原因，仅次于心脏病

和癌症。百万关口仅具有象征意义，因为

一些间接死亡未被纳入统计。

根 据 WHO 在 5 月 5 日 发 布 的 报 告 ，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期间，新

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直接或间接死亡人数

约为 1490 万。WHO 将该数字称为“超额死

亡”，包括新冠肺炎死亡病例以及因卫生系

统及社会所受影响而导致的死亡。

84%的超额死亡集中在东南亚、欧洲

和 美 洲 区 域 ，约 68% 的 超 额 死 亡 集 中 在

全 球 10 个 国 家 。 男 性 占 57% ，女 性 占

43% ，老 年 人 的 超 额 死 亡 率 更 高 。 在

1490 万 超 额 死 亡 人 数 中 ，81% 来 自 中 等

收入国家，15%来自高收入国家，4%来自

低收入国家。

“悲剧性里程碑”欧洲新冠病亡破200万，美国破100万

由于新冠病毒不断变异，人们开始担心

之前使用的新冠疫苗是否依然有效。究竟

有没有一种能够应对各种新冠病毒的“通用

疫苗”？为防范下一场全球大流行病，很多

国家都在推进相关研究，科学家们更是用上

了“大杀器”——人工智能。

“通用疫苗”：防患未然

今年 1 月底，美国白宫冠状病毒工作

组成员、总统首席医疗顾问安东尼·福奇在

国会上介绍了美国开发一种冠状病毒“通

用疫苗”的努力。福奇表示，该疫苗旨在对

抗新冠病毒和未来几年可能出现的其他类

似病毒。

福奇对参议院卫生、教育、劳工和养老

金委员会表示：“开发一种冠状病毒通用疫

苗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种疫苗将有效对

抗所有新冠病毒变体，并最终对抗所有冠

状病毒。”

福奇说，从长远来看，一种冠状病毒“通

用疫苗”的开发可能有助于防止全球下一次

大流行病——新冠疫情无法根绝，可能还会

定期出现。此外，人类还可能遭遇来自动物

的未知冠状病毒的感染。

日本《朝日新闻》网站在 10 日的报道中

指出，这种“通用疫苗”的效果即便比不上针

对特定病毒的疫苗，但对其他冠状病毒仍有

一定的防护效果。

比如，去年 12 月，美国国防部下属沃尔

特·里德陆军研究所宣布研发的一种名为

“刺突铁蛋白纳米粒子”的疫苗，“不仅能引

发强有力的免疫反应，还可能为人们关注的

新冠病毒变体以及其他冠状病毒，如严重急

性呼吸综合征病毒提供广泛的保护。”

据报道，该疫苗今年年初完成了第一阶

段的人体试验，目前正申请开展第二和第三

阶段的试验。

日本弘前大学病毒学副教授森田英嗣

表示：“这种蛋白很稳定，而且外形酷似病

毒，能够长时间高效地发挥免疫效力。”

AI助力：事半功倍

为了更好、更快地研制出这样的疫苗，

人工智能工具“临危受命”。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 NEC 公

司正在利用人工智能（AI）技术研发下一代

疫苗。

目前使用的针对新冠病毒的信使核糖

核酸（mRNA）疫苗将含有编码抗原蛋白的

mRNA 导入人体，形成相应的抗原蛋白，从

而诱导机体产生特异性免疫反应，达到预

防免疫的效果。但是，奥密克戎毒株的刺

突蛋白中出现了大量变异，导致疫苗的防

护效果下降。所以 NEC 公司的战略是，将

刺突蛋白以外的病毒蛋白都作为候选抗

原，排除那些容易变异的部分。为此，研究

人员通过让 AI 学习免疫反应的实验数据

来确定候选抗原。

无独有偶，总部位于英国牛津的生物技

术初创公司 Baseimmune在借助 AI开发冠状

病毒通用疫苗方面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据英国《科学焦点》杂志网站报道，该

公司研制疫苗的工作原理是训练免疫系

统识别特定病原体（如病毒、寄生虫或细

菌）的感染并作出反应。每种疫苗的核心

都是抗原（一种基于部分病原体的小而安

全 的 分 子），它 能 触 发 保 护 性 免 疫 反 应 。

大多数疫苗抗原基于单一病原体成分，如

冠状病毒的刺突蛋白，或疟疾寄生虫的外

壳蛋白，而这限制了疫苗应对新变体的有

效性和能力。

为解决这个问题，Baseimmune公司的疫

苗设计算法将基因组、流行病学、免疫学等

综合在一起，创造出全新的合成抗原，其中

包含病原体中所有“最有可能引发强烈的保

护性免疫反应”的组成部分。

Baseimmune 公 司 表 示 ，这 些“ 挑 选 和

混 合 ”抗 原 将 向 免 疫 系 统 提 供 关 于 如 何

识 别 和 应 对 特 定 病 原 体 的 一 切 信 息 ，无

论 是 现 在 还 是 将 来 ，无 论 是 否 变 异 。 设

计出来的抗原可以被注入任何疫苗技术

平 台 ，包 括 mRNA、DNA 和 病 毒 载 体 ，从

而创造出适用于所有当前和可能变异的

通用疫苗。

该公司已与 DNA 疫苗先驱 Touchlight

合作，开发一种冠状病毒通用疫苗，旨在应

对新变异的出现，防止未来的大流行病。

据悉，该公司在最新一轮投资中获得了 350

万英镑，他们计划用这笔钱帮助为包括冠

状病毒和疟疾在内的几种主要疾病研制通

用疫苗。

此外，mRNA 本身存在稳定性差、易分

解等问题，所以在保存、运输过程中及体内

表 达 时 很 容 易 失 效 。 因 此 ，如 何 稳 定

mRNA，提升研发效率，成为了全球科研机

关、防疫机构和生物医学公司亟须面对的

难题。

中国百度公司在解决这一问题方面贡

献了一臂之力。据媒体报道，2020 年，百度

研究院推出全球首个 mRNA 疫苗基因序列

设计算法 LinearDesign，这是专门用于优化

mRNA 序列设计的高效算法。针对新冠

mRNA 疫苗序列，LinearDesign 能在 16 分钟

内大大提升疫苗设计的稳定性和蛋白质表

达水平，有效解决了 mRNA 疫苗研发中最

重要的稳定性问题。

《朝日新闻》在报道中指出，备受期待的

冠状病毒通用疫苗能否很快面世并应用于

人体还是未知数。不过，即使不能赶在新冠

病毒下一个变异株出现之前诞生，也可能成

为预防其他冠状病毒引发的下一场大流行

病的有力候选工具。

防 患 未 然 精 准 出 击

AI助力研发冠状病毒“通用疫苗”

科技日报莫斯科5月14日电（记者董映
璧）俄罗斯萨拉托夫国家研究型大学研制出

稳定的量子点外壳，使其能够安全地用于诊

断癌症和控制药物剂量。相关研究结果近日

发表在《分析和生物分析化学》杂志上。

量子点是十亿分之一米大小的半导体晶

体，由数千个原子组成。它能够在很宽的光

带内吸收光并在很窄的波长间隔内发射光，

波长间隔取决于纳米晶体的尺寸，同时量子

点以严格定义的颜色发光。量子点的这些特

性使其几乎成为生物对象的超灵敏多色配准

以及医学诊断的理想手段。

然而，大多量子点含有重金属成分，并且

通常只在有毒有机溶剂中稳定，这限制了它

们在生物学和医学中的使用。

研究人员发现，可在发光量子点的亮度

和稳定性基础上，建造用于确定癌性肿瘤或

自身免疫抗体的生物标志物的测试系统，以

及用于控制剂量和药物输送系统的测试系

统。为了避免中毒，有必要制造一个外壳，把

量子点的所有化学元素保留在其中，并以原

始形式将其从机体中移除。

萨拉托夫国家研究型大学化学研究所普

通和无机化学实验室高级研究员奥莉加·戈

里亚切娃称，通过对建立半导体量子点的稳

定结构的研究，可开发许多能够把量子点转

移到水介质和生物流体中的外壳。比如，俄

科研人员已经开发出涂有一层薄薄的半导体

且导电性逐层增加的纳米晶体，其能够将紫

外线辐射高效地转化为彩色辉光，这样的系

统可借助类玻璃结构转移到水中。

研究人员使用了硅酸盐外壳。硅酸盐外壳

不仅有助于完整保持半导体晶体，把其光学特性

维持在过去的水平上，而且富含生物活性元素。

此外，这种量子点比其他科学团队开发的类似物

体更稳定。硅酸盐外壳直接附着在晶体原子上，

形成一层非常薄的透明层，其性质与玻璃类似。

萨拉托夫国立研究型大学科研人员制造

的另一种纳米晶体由几种半导体结构组成，

这就是所谓的“合金”量子点，它们可在半导

体之间平稳过渡。

为了把量子点转移到水中，研究人员采

用了一种根本不同的技术：将含有硫的巯基

乙酸一端嵌入晶体表面，另一端确保在水中

的溶解度。结果表面就像蓬松的“皮大衣”，

各种分子可以附着在上面。这种“皮大衣”中

的量子点保持高达 10纳米的尺寸。

研究人员解释道，这样的系统对许多氧

化剂很敏感。量子点的辉光在腐蚀性介质附

近减弱。这有助于使用新技术来确定化疗期

间人体血液中癌症药物是否过量并调整剂

量，显着降低治疗的副作用。

稳定量子点外壳可控抗癌药物剂量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15日电 （记者张
梦然）《通讯·生物学》杂志 12 日发表一项

太空生物学实验，科学家研究了植物在

月球上生长的可行性，表明与在地球火

山灰中相比，拟南芥植株在月球土壤样

本 中 的 生 长 速 度 较 慢 ，并 表 现 出 更 多

应 激 迹 象 。 这 些 月 壤 是 阿 波 罗 任 务 中

收集的样本。科学家指出，这些发现表

明 为 了 让 植 物 能 在 月 球 土 壤中有效生

长，对植物和月壤的相互作用还需进一

步研究。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研究团队此次测

试了月壤是否能支持植物生命，他们让

拟南芥（一种产于欧洲和非洲的开花植

物）在 12 个土壤样本中生长，这些土壤由

阿 波 罗 11 号 、12 号 和 17 号 月 球 任 务 收

集。由于每次任务中收集的样本来自不

同土层，阿波罗 11 号的样本暴露于月球

表面的时间比阿波罗 12 号和 17 号样本更

久。研究团队检查了这些植物之间、以

及与 16 份地球火山灰样本中生长的拟南

芥 相 比 是 否 存 在 生 长 和 基 因 表 达 差 异

（火山灰的颗粒大小和矿物组成与月球

土壤类似）。

研究人员发现，种子虽然可以在所

有土壤环境中生长，但月球土壤中的植

物比在火山灰中长得更慢，需要更长时

间展叶，有更多生长停滞根。虽有些月

壤植株的形状和颜色与火山灰中生长的

类似，但另一些生长受阻，含有发红的黑

色素——这是植物应激的典型迹象。对

3 株较小颜色较暗淡植物进行的遗传分

析表明，它们有超过 1000 个基因（大多与

应激有关）的表达水平与火山灰中植株

不同。

此外，研究人员发现阿波罗 11 号采

集样本中生长的植株，长势弱于阿波罗

12 号和 17 号样本中植株，与火山灰中植

株相比表达了更多不同水平的基因。阿

波罗 11、12 和 17 号收集样本中的植株分

别表达了 465、265 和 113 个不同水平的基

因。这些基因中 71%与盐分、金属和含活

性氧分子造成的应激有关。

这些发现表明，月壤虽可用于种植，

但它支持植物生长的水平不及火山灰，

尤 其 是 那 些 更 暴 露 于 月 球 表 面 的 月

壤。研究人员推测，宇宙射线和太阳风

破坏了月壤，而且这些月壤中含有微小

的铁颗粒，或诱发植物的应激反应，损害

其发育。

在科幻电影《火星救援》中，有这样的

桥段：宇航员千方百计在火星上种出土豆，

并依靠土豆在火星生存下来。植物能够在

月壤中生长的研究发现再次让我们脑洞大

开：既然月壤中能生长出植物，未来能否在

火星土壤中种出植物？另外，考虑到月球

上的极端环境条件，尽管在月壤上种出植

物，并不等于在月球上种出植物，但未来是

否有可能在月球上营造出适合植物生长的

“温室大棚”？这些问号，相信未来的太空

探索会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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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5月15日电（实习记者张
佳欣）未来，人们或许借助涂层就能用 A4 纸

包装奶茶了。据美国化学学会出版的《工业

与工程化学研究》杂志 13日发表的一项研究，

日本东京大学研究人员首次找到了一种简

易、经济、高效的方法，能将塑料的一些特性

“赋予”相对可持续的纸质材料中，一种名为

Choetsu 的涂料不仅能使纸张防水，还能保持

其弹性且可生物降解。

“在我看来，塑料材料的主要问题是它们

无法快速安全地降解。”东京大学固态物理研

究所教授广井全二说，像纸张这样的材料虽

可安全降解，但不能满足塑料材料的广泛用

途。现在，新方法可赋予纸张一部分来自塑

料的良好特性，但又不会对环境造成任何不

良影响。

Choetsu 是一种材料的组合，当应用到纸

上时，它与空气中的水分接触时会自发产生

一层坚固的防水薄膜。该涂层由安全和低成

本的化学品组成，主要是甲基三甲氧基硅烷、

部分异丙醇和少量钛酸四异丙酯。用纸制作

而成的结构，例如食品容器，被喷洒或浸入这

种涂层，并在室温下干燥，一旦干燥，一层含

有甲基的薄二氧化硅层就会在构成纸张的纤

维素上形成，从而提供强大的防水性能。

此外，在涂覆过程中发生的反应会自动

生成一层二氧化钛纳米颗粒，产生污垢和细

菌排斥特性，可在较长时间内保护涂层物

品。随着时间的推移，涂层中涉及的所有化

学物质都会分解成无害的物质，如碳、水和沙

质硅。

广井全二表示，未来希望将这种方法也

用于其他类型的材料。同时，液体成分也可

针对其他材料进行调整，从而创造出一种防

污防霉的涂层，在玻璃、陶瓷甚至其他塑料上

应用。

用这种神奇涂层，A4纸也能装奶茶

用 纸 制 成 的 经 典 折 纸 鹤 ，分 别 涂 有
Choetsu（左）和无涂层（右）。当浸入水中时，涂
层纸鹤保持其形状，而未涂层的纸鹤很快被水
浸透并开始分解。 图片来源：广井全二等人

备受期待的冠状
病毒通用疫苗能否很
快面世并应用于人体
还是未知数。不过，
即使不能赶在新冠病
毒下一个变异株出现
之前诞生，也可能成
为预防其他冠状病毒
引发的下一场大流行
病的有力候选工具。

图 为 在 缅 甸 仰
光，工人们在中缅合
作新冠疫苗生产线上
工作（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吴昂摄）

国际聚焦

里程碑！迄今最全跨组织细胞图
谱绘成

人类细胞图谱（HCA）计划的目标

是绘制出人体中的每种细胞类型，从

而改变我们对生物学、感染和疾病的

认识。美国《科学》杂志 13 日连发四篇

论文，描述了国际 HCA 联盟研究人员

已创建出人体 33 个器官和系统中超过

一百万个细胞的高度详细的图谱。该

图谱的完成为人类健康和疾病（包括

免疫系统）提供了新的生物学见解，被

认为是单细胞生物学领域取得的一个

里程碑式的进步。这些互补的多组织

细胞图谱将有助于形成单一的人类细

胞图谱，并具有许多治疗意义。

科“星”闪耀

自调节无限可编程人造纤毛问世
多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在尝试为微

型机器人系统设计微小的人造纤毛，

以期该系统可执行复杂运动，包括弯

曲、扭曲和反转。美国哈佛大学研究

人员开发了一种单材料、单刺激的微

结构，甚至可以超越活纤毛。这些可

编程的微米级结构能用于包括柔性机

器人、生物相容性医疗设备，甚至动态

信息加密等一系列应用。

蓦然回“首”

科 学 家 首 次 用 液 晶 创 建 平 面
“魔窗”

加拿大研究人员第一次使用液晶

制造了一个平面魔法窗，这种透明装

置在光线照射时会产生隐藏的图像。

这一创建过程还可用于打造基于反射

而不是透射光的“魔镜”，而使用液晶

制造魔窗或魔镜，有朝一日可用于制

作动态艺术魔窗或电影。也可让这种

方法适用于 3D 显示，这样从不同距离

观看也能产生稳定的 3D 图像。

南极冰层下首次探测到大型地下
水系统

在南极洲冰层以下的沉积物中，科

学家首次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地下水系

统。根据日前研究，这一地下水系统

可能与湿海绵一样稠密，揭示了该地

区未被勘探的部分，并可能对南极洲

如何应对气候危机产生影响。

技术刷新

新 型 催 化 冷 凝 器 让 普 通 金 属
“变身”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双子城分校科

学家发明了一种名为“催化冷凝器”的

开创性装置，可通过电方式让一种金

属的行为像另一种金属，用作加速化

学反应的催化剂，使化学反应更快、更

高效地进行。这项研究为使用非贵金

属催化剂的新催化技术打开了大门，

可提高储存可再生能源、制造无碳燃

料和可持续材料的效率。

基础探索

年轻小鼠脑脊液可逆转记忆力退化
一项衰老学研究显示，灌注了年轻

小鼠脑脊液的老年小鼠之所以出现了

记忆改善，可能要归功于对神经细胞

功能具有恢复能力的生长因子。研究

结果证明了年轻小鼠的脑脊液对衰老

大脑具有潜在的再生性能。

奇观轶闻

藻类系统“变身”可再生生物光伏
电池

英国研究人员使用一种广泛存在

的 蓝 绿 藻 为 微 处 理 器 持 续 供 电 了 一

年，过程中只使用环境光和水。该系

统具有以可靠和可再生方式为小型设

备供电的潜力。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国 际 要 闻 回 顾
（5月9日—5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