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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疫”行动

◎本报记者 张梦然

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梦然）美国波士顿

学院物理学家领导的一个跨学科团队发现了

被称为“轴向希格斯模式”的新粒子，这是一

种以前无法检测到的量子激发，也是著名的

希格斯玻色子的磁性相对粒子。该研究成果

在线发表于最近的《自然》杂志。

十年前探测到的希格斯玻色子是理解物

质质量的核心，而预测“轴向希格斯模式”存

在的理论现被用来解释暗物质——一种几乎

不可见但却是宇宙主要组成部分的物质。

当年希格斯玻色子是通过大型强子对撞

机实验揭示的，此次研究团队则专注于稀土

三碲化物（RTe3），这是一种经过充分研究的

量子材料，可在室温下以“桌面”实验形式进

行验证。

研究人员称，RTe3具有模仿产生轴向希

格斯模式的理论的特性。但一般来说，寻找

希格斯粒子的核心挑战是它们与实验探针的

弱耦合。同样，揭示粒子微妙的量子特性通

常需要相当复杂的实验装置，包括巨大的磁

体和高功率激光器，同时将样品冷却到极冷

的温度。

研究团队报告说，他们通过独特的散射

和正确选择量子模拟器来克服这些挑战。具

体来说，他们专注于一种长期以来已知具有

“电荷密度波”的化合物。电荷密度波是指电

子在空间中以周期性密度自组织的状态，其

非常特殊，出现在远高于室温的地方，涉及电

荷密度和原子轨道的调制。这允许与该电荷

密度波相关的希格斯玻色子具有额外的分

量，即它可能是轴向的，包含角动量。

为了揭示这种模式的微妙性质，研究团

队使用了光散射，其中激光照射在材料上，可

改变颜色和偏振。颜色的变化是由在材料中

产生希格斯玻色子的光引起的，而偏振对粒

子的对称分量很敏感。

研究人员称，新研究揭示了隐藏的磁性

成分并证明了第一个轴向希格斯模式的发

现。“高能粒子物理学预测的轴向希格斯粒

子，其检测可解释暗物质。”波士顿学院物理

学教授肯尼思·伯奇说，“然而，它从未被观察

到。它在凝聚态系统中的出现完全是令人惊

讶的，预示着一种未被预测的新对称破缺状

态的发现。与观察新粒子通常需要的极端

条件不同，这是在室温下的桌面实验中完成

的，我们通过改变光的偏振实现了模式的量

子控制。”

这一成果克服了以往极端实验条件的难

点，且这种简单明了的实验技术还可直接应

用于超导体、磁体、铁电体和电荷密度波中的

模式。

神秘“轴向希格斯模式”新粒子发现
有 助 解 释 暗 物 质

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20多年后，美国怀特

黑德研究所乔纳森·韦斯曼及其同事展示了在

人类细胞中表达基因的第一份综合功能图

谱。6月 9日在线发表于《细胞》杂志上的项目

数据，将每个基因与其在细胞中的功能联系起

来，这是多年来基于单细胞测序方法 Per-

turb-seq的重大合作研究成果。数据可在韦斯

曼实验室网站上获得，供其他科学家使用。

兼任麻省理工学院生物学教授和霍华德

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的韦斯曼说：“有了这

张基因型—表型关系图谱，你可以进入并筛

选数据库而无需进行任何实验。”

该图谱使研究人员能深入研究各种生物

学问题。研究人员可用它来探索功能未知的

基因对细胞的影响，研究线粒体对压力的反

应，并筛选导致染色体丢失或获得的基因，这

种表型在过去被证明是难以研究的。

借助CRISPR构建图谱

该项目利用的Perturb-seq方法，能以前所

未有的深度跟踪基因打开或关闭时产生的影

响。Perturb-seq方法使用CRISPR/Cas9技术

将基因变化引入细胞，然后使用单细胞 RNA

测序来捕获变化引起的表达RNA信息。由于

RNA 控制细胞行为的所有方面，这种方法可

帮助解码遗传变化的许多细胞效应。

在这项新成果中，研究人员将该方法扩大

到整个基因组。他们使用人类血液癌细胞系以

及来自视网膜的非癌细胞，对超过250万个细胞

进行了Perturb-seq测序，并使用这些数据构建

了一个将基因型与表型联系起来的综合图谱。

挖掘未知功能

完成筛选后，研究人员决定使用他们

的 新 数 据 集 来 检 查 一 些 生 物 学 问 题 。 最

明 显 的 应 用 是 首 先 研 究 具 有 未 知 功 能 的

基因。

由于新测序读出了许多已知基因的表

型，研究人员可使用这些数据将未知基因与

已知基因进行比较，并寻找相似的转录结果，

这可能表明基因产物会作为更大复合体的一

部分协同工作。

一个名为 C7orf26 的基因的突变尤为突

出。研究人员注意到，去除导致相似表型的

基因是称为整合子的蛋白质复合体的一部

分 ，该 复 合 物 在 产 生 小 核 RNA 中 发 挥 作

用。整合子复合体由许多较小的亚基组成，

之前的研究表明有 14 种单独的蛋白质，研究

人员此次证实 C7orf26 是复合体的第 15 个组

成部分。

他们还发现 15 个子单元在更小的模块

中协同工作，以在整合子复合体中执行特定

功能。

筛选正确分离DNA的因子

Perturb-seq 的 另 一 个 好 处 是 ，由 于 该

分析侧重于单细胞，研究人员可使用这些

数据来查看更复杂的表型，这些表型在与

来自其他细胞的数据一起研究时通常会变

得混乱。

研究人员发现，导致细胞间不同结果的

基因子集是染色体分离的原因。这种分离会

导致细胞丢失一条染色体或获得一条额外的

染色体，这种情况称为非整倍性。

韦斯曼表示：“你无法预测失去这个基因

的转录反应是什么，因为它取决于你获得或

失去的染色体的次要效应。我们意识到，这

个局面其实是可以扭转的，创造这种复合表

型，寻找获得或丢失的染色体特征。通过这

种方式，我们对正确分离 DNA 所需的因子进

行了第一次全基因组筛选。”

仍有悬而未决的问题

研究人员还使用数据集研究了线粒体如何

应对压力。从自由生活的细菌进化而来的线粒

体在其基因组中携带13个基因。在核DNA中，

大约1000个基因与线粒体功能有关。研究人员

发现，当他们扰乱不同的线粒体相关基因时，核

基因组对许多不同的基因变化的反应相似。然

而，线粒体基因组反应的可变性要大得多。

为什么线粒体仍然有自己的 DNA？这

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新研究的一个重

要结论是，拥有单独的线粒体基因组的好处

之一，可能是针对不同的压力源要进行局部

或非常特定的基因调控。如果有一个线粒体

被破坏，而另一个线粒体以不同的方式被破

坏，那么这些线粒体可能会作出不同的反应。

未来，研究人员希望将 Perturb-seq 用于

研究癌细胞系之外的不同类型的细胞。

表达基因的首份综合功能图谱发布——

将人类基因与其功能一一对应

科技日报讯（记者胡定坤）近日，以色列

单日新冠检测阳性病例数大幅上升。以卫生

部高级官员称，此次病例增加由奥密克戎毒

株 BA.5 变体导致，并担忧其或在该国掀起新

一波疫情高峰。

6月初以来，以色列新冠疫情呈现出明显

的反弹趋势。6月1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达

5199人，6月5日、7日和8日，新增病例数均在

5000人左右，而在5月的最后一周，单日平均新

增病例数仅约 1700人。6月 7日，该国新冠病

毒检测阳性率达到 20%，病毒传播指数接近

1.2，6月9日，传播指数已经上升到1.27。

6 月 8 日，以色列卫生部新冠疫情专员萨

尔曼·扎尔卡教授表示，近期感染病例的增加

由奥密克戎毒株 BA.5 变体导致，新一波疫情

可能已经开始。目前，以卫生部正在研究为

公众提供第 5剂新冠疫苗的可能性，并准备批

准 5岁以上儿童接种加强针。

同日，以卫生部新冠疫情工作组宣布，并

不建议立即推出第5剂疫苗。9日，以色列卫生

部总干事纳赫曼·阿什解释说，根据现有数据，

无法做出推出第 5剂疫苗的决定，因为不能确

定现有疫苗对这种变体是否有效，也无法确定

是否有必要接种新一剂疫苗以预防重症。

日前，纳赫曼·阿什曾称，随着接种时间

延长，疫苗有效性逐渐降低，至今年 9 月到 10

月，以色列人口的免疫防护将基本消失。但

是，“说服人们接种第 5 剂疫苗将是一个巨大

的挑战”。

此前，由于疫情趋于稳定，以色列政府取

消了包括在室内环境戴口罩等几乎所有的防

控措施，甚至正在研究允许确诊病例不再隔

离。近日，随着疫情反弹，有专家团队建议以

卫生部恢复室内口罩要求，但政府称暂时不

会改变政策。

6 月 8 日，扎尔卡建议高风险人群完成疫

苗接种并在封闭区域戴口罩。6 月 9 日，阿什

呼吁以色列人评估自己出现严重症状的风

险，目前政府将是否在室内戴口罩的决定权

留给个人。

新变体致以色列新冠病例激增

科技日报讯 （实习记者张佳欣）据 10

日发表在《微生物基因组学》杂志的一项研

究，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

常见的大麦虫（Zophobas morio，又称“超级

麦皮虫”）可以在其肠道中一种细菌酶的帮

助下吞噬聚苯乙烯。这种对聚苯乙烯“有胃

口”的蠕虫可能是大规模回收塑料的关键。

科学家希望这种“升级版”的生物循环能带

来塑料垃圾回收的新方式，从而减少垃圾填

埋量。

来自昆士兰大学化学和分子生物科学学

院的克里斯·林克博士和他的团队在 3周的时

间里给大麦虫喂了不同的食物：其中一些喂

了聚苯乙烯泡沫，一些喂了麸皮，还有一部分

则被禁食。

林克博士说：“我们发现，只喂食聚苯乙

烯的大麦虫不仅存活了下来，甚至体重还略

有增加。”这表明大麦虫可以从聚苯乙烯中获

取能量，而且很可能是在它们肠道微生物的

帮助下。

研究人员使用元基因组学技术，找到了

几种能够降解聚苯乙烯和苯乙烯的编码酶。

他们的长期目标是设计酶，通过机械粉碎和

生物酶降解，在回收工厂中降解塑料垃圾。

“大麦虫就像小型回收工厂，用嘴巴撕碎

聚苯乙烯，然后‘喂’给肠道里的细菌。”林克

博士说，“这个反应产生的分解产物可以被其

他微生物用来制造高价值的化合物，比如生

物塑料。”

研究人员表示，他们的目标是在实验室

培养大麦虫的肠道细菌，并进一步测试其降

解聚苯乙烯的能力，然后研究如何将这一工

艺升级到垃圾回收场所需的水平。

常 见 大 麦 虫 能 吃 掉 塑 料 垃 圾
有 望 带 来 垃 圾 回 收 新 方 式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12日电 （记者刘
霞）历经 6年努力，意大利和奥地利研究人

员开创性地研发出一种三合一混合材料，

被称为新一代“智能皮肤”。其灵敏度是真

实皮肤的 1000 倍，能探测触觉、温度、水分

甚至微生物，有助促进灵敏机器人和智能

假肢的研发。相关研究发表于最近的《先

进材料技术》杂志。

最新研究负责人、意大利科学家安娜·
科克莱特领导奥地利格拉茨理工大学固态

物理研究所团队研制的这款智能皮肤，每

平方毫米有 2000 个独立传感器，比人类指

尖更灵敏。每个传感器内部是以水凝胶形

式存在的智能聚合物，外壳是压电氧化锌。

科克莱特解释道：“水凝胶可以吸收水

分，在湿度和温度发生变化时膨胀。在此

过程中，水凝胶对压电氧化锌施加压力，压

电氧化锌通过电信号响应此压力和所有其

他机械应力。这种超薄材料能以极高的空

间分辨率同时对力、水分和温度作出反应，

并发出相应的电子信号，这种拥有多传感

器特性的材料是智能人工材料技术领域的

‘圣杯’。”

据悉，第一批人造皮肤样本的厚度为

6 微米，而人表皮的厚度为 0.03—2 毫米。

人造皮肤还可做得更薄。此外，人类皮肤

可感知约 1 平方毫米大小的物体，人造智

能皮肤的灵敏度为人类皮肤的 1000 倍，可

以探测微生物等更小的对象。

研究人员表示，他们首次结合 3 种物

理化学方法：水凝胶材料的化学气相沉积、

氧化锌的原子层沉积和聚合物模板的纳米

印刷光刻，研制出了这种智能皮肤。智能

皮肤有望应用于诸多领域。如在医疗保健

领域独立检测微生物并给出相关报告，还

可用于能感知温度或湿度的人体假肢，能

更灵敏地感知环境的机器人等。

这种智能皮肤的核心部件使用基于蒸

汽的制造工艺生产而成，这一工艺目前已

经很成熟，因此智能皮肤很容易扩展。研

究团队目前正在优化该皮肤的特性，希望

扩大材料反应的温度范围，提高其柔韧性。

人类对机器人的期待不仅仅局限于让

它们会说话、能活动，这只是“局部”的智能

而已。如果它们像人一样，有嗅觉、有触

觉、能感知，甚至能思考，那就离真正的智

能又近一步，也更符合我们对智能的理

解。这项研究开发出的智能皮肤，就是让

机器人更加智能的途径之一。值得一提的

是，这种智能皮肤比人的皮肤更灵敏、更强

大，充分发挥出智能传感的巨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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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聚焦

地球外存在“生命之源”首次确认
2020 年 12 月，探测器“隼鸟 2 号”搭

载的为期6年的回收舱从3亿多公里外的

小行星“龙宫”返回地球，并带回约 5.4克

行星表面样本。日本文部科学省称，科学

家日前在“隼鸟 2号”采集的样本中检测

到20多种氨基酸。这是首个在地球外存

在氨基酸的证据，对理解这些至关重要的

有机分子如何到达地球具有重要意义。

蓦然回“首”

实验性癌症治疗患者100%康复
美国纽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

进行的一项小型临床试验发现，14 名接

受实验性免疫治疗的直肠癌患者全部康

复。所有这些受试者均患有带有罕见突

变的局部晚期直肠癌，接受了葛兰素史

克 公 司 研 制 的 一 种 免 疫 治 疗 药 物

dostarlimab 的治疗，结果每位患者的癌

症都神奇地消失了，体检、内窥镜检查、

PET 扫描或 MRI 扫描都无法检测到癌

症，这是癌症治疗史上的第一次。

科“星”闪耀

机械手指上“长出”活体人类皮肤
日本科学家将机械手指浸入一个装

有胶原蛋白和人真皮成纤维细胞溶液的

圆柱模具中，从而在机器人身上制作出

“活的”类人皮肤，让人们离科幻目标又

近了一步。这种新方法不仅为机械手指

提供了人类皮肤般的质感，还具有防水

和自愈功能。

技术刷新

“分子钻头”可两分钟内通过打孔
杀菌

美国莱斯大学开发出由可见光而非

紫外线激活的纳米级“钻头”，能从 405

纳米的蓝色光中获取能量，以每秒 2 百

万—3百万次的速度旋转分子，在 2分钟

内在细菌的细胞膜上打孔，从而有效杀

死细菌。

纳米传感器可几分钟内检出残留
农药

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研究人员开发

出一种微型传感器，可在几分钟内检出

水果上的农药。这项技术使用由银制成

的火焰喷涂纳米粒子来增强化学物质的

信号。研究人员希望这些纳米传感器可

帮助人们在食用前发现农药残留。

基础研究

超导中库珀对实现原子级精度测量
超导是由称为库珀对的特殊连接的

电子对引起的。到目前为止，库珀对的

出现已被宏观地间接测量，但芬兰阿尔

托大学和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研究人

员开发的一项新技术能以原子精度检测

它们的出现。

“神经弦”实时侦听大脑与肠道对话
美国斯坦福大学团队描述了一种

模拟组织的传感器，可用于实时监测

大 脑 与 肠 道 的 神 经 递 质 。 研 究 人 员

通过研究小鼠的肠道—大脑交流，证

明 了 这 种 传 感 器 的 能 力 。 这 种 设 备

有 望 实 现 其 他 身 体 柔 软 器 官 的 生 物

分子传感。

奇观轶闻

光子芯片每秒分类近20亿张图像
美国科学家开发了首块可扩展的基

于深度神经网络的光子芯片，每秒可对

20 亿张图像进行直接分类，而无需时

钟、传感器或大内存模块，有望促进人脸

识别、自动驾驶等领域的发展。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国 际 要 闻 回 顾
（6月6日—6月12日）

数据可在韦
斯曼实验室网站
上获得，供其他
科学家使用。艺
术图喻示一个人
进入基因功能图
谱数据库。

图片来源：
珍·库克-克雷
索斯/约瑟夫·雷
普罗格/怀特黑
德研究所

被称为“轴向希格斯模式”的新粒子是
定义质量的希格斯玻色子粒子的磁性相对
粒子。 图片来源：《自然》网站

常见的大麦虫可以吃掉聚苯乙烯。
图片来源：昆士兰大学

“智能皮肤”可同时对力、水分和温度
的影响作出反应，并发出相应电子信号。

图片来源：《新闻周刊》网站相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