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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巴西记者 邓国庆

今日视点

今年，金砖国家合作再次迎来“中国年”，

中国作为 2022 年金砖国家主席国，将主办金

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等系列活动。自

金砖“中国年”开启以来，五国聚焦全球治理、

疫情防控、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人文交流

等重点领域，已成功举办 20多场重要活动，取

得了一系列积极成果。

期待通过深化智库合
作带动共同发展

智力资源是技术创新的基础，是提高生产

效率必不可少的资源。金砖国家合作需要智

库的支撑和引领，要充分发挥智库作用，建设

金砖国家智库联盟和合作网络，使智库成为理

念传播、政策解读、民意通达的桥梁和纽带。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成立以来，各方均展现

出了推动合作深入发展的强烈意愿，金砖国家

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内容不断深化，合作

机制不断完善。随着金砖国家合作的不断发

展，各方对获取智力支持和推动知识分享的需

求不断扩大，期待通过深化智库合作带动共同

发展。金砖国家领导人达成了“金砖+”共识，

不仅同金砖各国智库开展联合研究与学术交

流，而且致力于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智库交流合作，把参与和促进新型南南合

作作为工作的主要方向和重要内容。

智库合作是金砖国家
合作的助推器

巴西圣保罗大学国际关系专家吉纳德教

授对科技日报记者表示，智库合作是金砖国家

合作的助推器，应充分发挥智库的专业特色和

协同合作效应。智库拥有专业优势，能够为机

制的设立、发展和完善提供科学的决策基础和

智力支持。无论是政府的顶层设计，还是民间

机制的决策咨询，智库都可以在其中发挥积极

作用。特别是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局势，专业

智库的作用更是不容轻视。他介绍说，2011年

3月，金砖国家智库会议形成的第一份成果文

件——《金砖国家智库会议对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三次会晤的建议》为金砖合作提供有力的智

力支持。今年 5月，第二场金砖国家智库国际

研讨会在重庆举行，会议主题聚焦“金砖合作

与全球发展：新时代、新使命、新方案”，来自金

砖五国的智库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围绕主题展

开了深入交流与探讨。

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未结束、世界经

济发展面临困难、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背景

下，吉纳德教授认为，智库合作将在金砖机制

中发挥更广泛影响力，推动金砖国家在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科技创新、绿色低碳、减贫脱

贫等领域加强合作，推动经济、社会和环境等

领域协调发展，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建设更加美好、公平、繁荣的世界。

他指出，金砖国家智库合作应围绕可持续发

展、宏观经济、财金政策、数字经济和应对气

候变化等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具有重

要理论和政策意义的问题，开展高质量合作

研究，以更开放的心态开展对话交流，动员各

自资源，形成携手共进的合力。

推动金砖国家新工业
革命伙伴关系建设

针对金砖国家如何在抗击新冠疫情之下

持续恢复经济，在金融、贸易、投资、可持续发

展等核心领域提升合作水平等问题，巴西国

内多家知名智库纷纷出台报告，积极建言献

策，为深化合作提供智力支持。

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报告指出，金砖国

家 需 要 落 实 好《金 砖 国 家 经 济 伙 伴 战 略

2025》，推动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建

设，同时还应加强体育、文化、教育等方面合

作，增强民众对金砖国家合作的理解。

巴西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强调，金砖国家

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间的重要合作机

制，近期启动了“巴西视角下的金砖合作”专

题研究，聚焦数字经济、产业链供应链、可持

续发展等领域的合作发展。

巴西瓦加斯基金会报告称，在当前全球

高通胀和供应链问题突出的背景下，金砖国

家一方面有很强互补性，但是在一些领域也

存在竞争，如何能够把各自优势充分发挥出

来，真正实现互利共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

究。金砖国家智库应充分发挥出谋划策、决

策咨询方面的优势，推动各国智库合作机制

化，通过深化智库合作带动共同发展。

（科技日报圣保罗6月22日电）

再迎“中国年”金砖智库合作意义非凡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23日电 （记者张梦
然）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和东北伊利诺

伊大学领导的一个百人国际团队报告了迄今

为止最全面的衰老和长寿研究成果，其中包

括在野外收集的来自全球 77种爬行动物和两

栖动物的 107个种群的数据。

在《科学》杂志 23 日公开的报告中，研究

人员首次记录到海龟、鳄鱼和蝾螈的衰老率

特别低。研究发现，保护性表型，如大多数海

龟物种的硬壳，有助于减缓衰老，在某些情况

下其衰老甚至“可忽略不计”。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野生动物种群生态

学副教授大卫·米勒说：“如果我们能理解是

什么让一些动物衰老得更慢，就可更好地了

解人类的衰老，并且为濒危的爬行动物和两

栖动物的保护策略提供信息。”

此次研究结果表明，动物调节温度的方

式——冷血与温血，并不一定表明其衰老速

度或寿命。“我们没有找到较低代谢率意味着

变温动物衰老较慢的支持证据。”米勒说，“这

种关系只适用于海龟，这表明海龟在变温动

物中是独一无二的。”

保护性表型假说表明，具有赋予保护作

用的物理或化学特征，如盔甲、刺、贝壳或毒

液的动物衰老速度较慢且寿命更长。研究小

组证明，这些保护性特征确实使动物衰老得

更慢，并且在物理保护的情况下，它们比没有

保护性表型的动物活得更长。

研究人员解释说：“这些不同的保护机制

可降低动物的死亡率，因为它们不会被其它

动物吃掉。因此，它们更有可能活得更久，这

给衰老带来更慢的压力。我们发现了对海龟

保护表型假说的最大支持证据。这再次表

明，作为一个群体，海龟是独一无二的。”

有趣的是，研究小组观察到每个变温组

中至少一个物种的衰老可忽略不计，包括青

蛙、蟾蜍、鳄鱼和海龟。研究人员表示：“说它

们根本没有衰老听起来很戏剧化，但基本上

一旦过了繁殖期，它们死亡的可能性不会随

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变。”

米勒说：“可忽略不计的衰老意味着，如

果动物在 10岁时一年内死亡的几率为 1%，如

果它在 100岁时还活着，它的死亡几率仍然是

1%。相比之下，在美国的成年女性中，10 岁

时一年内死亡的风险约为 2500 分之一，80 岁

时死亡的风险约为 24分之一。当一个物种表

现出可忽略不计的衰老（退化）时，衰老就不

会发生。”

迄今最全动物研究揭秘——

衰老“可忽略不计”？它们实现了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23日电 （记者张梦
然）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称，乳腺癌是最

常见的癌症之一，每年全世界约有 230万人患

上这种疾病。如果医生及早发现乳腺癌，患

者通常对治疗反应良好。然而，如果癌症已

经发生转移——当循环癌细胞脱离原始肿

瘤，通过血管穿过身体并在其他器官中形成

新的肿瘤时，情况就会变得糟糕。

迄今为止，癌症研究还没有过多关注肿

瘤何时脱落转移细胞的问题。研究人员此前

假设，肿瘤会持续释放此类细胞。然而，瑞士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巴塞尔大学医院和巴

塞尔大学的研究人员展开的一项新研究，得

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后来形成转移的

循环癌细胞，主要出现在患者的睡眠阶段。

这项研究发表在最新的《自然》杂志上。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分子肿瘤学教授、

研究负责人尼古拉·埃斯托总结道：“当受影

响的人睡着时，肿瘤就会苏醒。”在他们的研

究中，包括 30 名女性癌症患者，还有小鼠模

型。研究人员发现，当生物体处于睡眠状态

时，肿瘤会产生更多的循环细胞。与白天离

开肿瘤的循环细胞相比，夜间离开肿瘤的细

胞分裂更快，因此形成转移的可能性更高。

该研究的主要作者、苏黎世联邦理工学

院博士后研究员佐伊·戴曼托普楼说：“循环

癌细胞从原始肿瘤中的逃逸受到褪黑激素等

控制，褪黑激素决定了我们的昼夜节律。”

该研究还表明，采集肿瘤或血液样本进

行诊断的时间，或会影响肿瘤学家的发现。

研究人员惊讶地发现，在一天中不同时间采

集的样本中循环癌细胞的水平非常不同。与

人类相比，小鼠每单位血液中发现的癌细胞

数量惊人的多——原因是作为夜行动物，小

鼠在白天睡觉，而这正是科学家收集大部分

样本的时间。

下一步，研究人员将弄清如何将这些发现

纳入并优化现有癌症疗法，调查不同类型的癌

症是否与乳腺癌表现相似，以及如果患者在不

同时间接受治疗，现有疗法是否会更成功。

意外发现：乳腺癌在睡眠时加速扩散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23日电 （实习记

者张佳欣）指纹、虹膜扫描这样的生物认

证过去常会出现在间谍片中，但这项技

术的使用范围早已扩大，指纹验证和面

部 识 别 已 在 人 们 手 机 上 司 空 见 惯 。 现

在，生物识别安全工具包又增添了新选

项：呼吸。据《化学通讯》杂志 22 日发表

的一项研究，日本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

嗅觉传感器，能够通过分析呼吸中的化

合物来识别个体身份。

在这个信息和技术的时代，生物识别

认证是保护宝贵资产的重要方式。从常见

的指纹、掌纹、声音和面部识别，到不太常

见的耳朵和手指静脉，机器可使用各种生

物识别方法来识别一个人。

研究人员解释说，人类气味是一种新

的生物识别技术，使用个人独特的化学成

分来确认“你是谁”。

其中之一是经皮气体——从皮肤产生

的化合物，但皮肤产生的挥发性化合物浓

度很难让机器检测到。因此，研究小组转

而研究是否可用人类呼吸来代替。事实

上，人类的呼气已被用来识别一个人是否

患有癌症、糖尿病，甚至新冠肺炎。

研究小组从分析受试者的呼吸开始，

筛选可用于生物识别认证的化合物，共发

现了 28种可行的化合物。在此基础上，他

们开发了一个有 16 个通道的嗅觉传感器

阵列，每个通道都可识别特定范围的化合

物。传感器数据随后被传递到机器学习系

统中，分析每个人的呼吸组成，并以此区分

个人的特征。

研究人员用 6 个人的呼吸样本对该

系统进行了测试，发现它识别出个人身

份的平均准确率为 97.8%。即使样本量

增加到 20 人，这种高水平的准确率仍然

保持不变。

不过，研究人员表示，在这项技术真正

进入应用之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此次

研究中他们要求受试者在测试前 6小时禁

食。下一步，他们将改进该技术，使其不受

饮食的影响。目前的研究表明，增加更多

传感器并收集更多数据，可克服这一障碍。

今年稍早时间一项报告指出，脑结构

和功能研究样本量需达数千人才能确保结

果可靠。我们无法断言生物识别研究和脑

研究哪个需要更高的可重复率，但无论 6

个人还是 20个人，作为样本量来说规模都

太小了。而且呼吸样本波动性极高，很容

易受饮食、环境甚至个人情绪影响，目前来

看，以此作为身份验证的主要识别信号，还

是欠缺令人信服的数据和条件（作为辅助

手段或可以）。但从传感器技术发展角度

来讲，一种多通道传感器阵列的构建，很可

能在医疗界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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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6月 23日电 （实习记

者张佳欣）根据美国得克萨斯大学休斯顿

健康科学中心的最新研究，每天使用蘑菇

提取物有助于免疫系统清除人类乳头瘤病

毒（HPV）感染。这项研究发表在 22 日的

《肿瘤学前沿》杂志上。

这项研究的首席研究员、得克萨斯

大学休斯顿分校麦戈文医学院妇产科和

生殖科学系教授、药学博士朱迪思·A·史

密斯说：“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AHCC

（活性己糖相关化合物）非处方营养补充

剂可以帮助大多数患者消除 HPV 感染，

并可能降低 HPV 相关癌症的长期风险。

这项研究以及其他多项研究表明，AHCC

补充剂是安全的。”AHCC 是一种特有的

蘑菇提取物。

这项研究的重点是至少有两年持续高

危 HPV 病史的女性。治疗组的患者先接

受了 6 个月的 AHCC 补充治疗，然后接受

了 6个月的安慰剂治疗。安慰剂组的患者

则接受了为期 12 个月的安慰剂治疗。结

果发现，在治疗组的 22 名患者中，有 14 名

（63.6%）HPV转为阴性。

HPV 是美国最常见的性传播感染。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

2018 年约有 4300 万人感染 HPV，其中许

多人是十几岁到二十出头的人。HPV 感

染会导致健康问题，包括生殖器疣和癌

症。然而，HPV 疫苗可以帮助消除感染

和副作用。

“除了观察等待之外，我们没有其他有

效 的 治 疗 方 法 来 治 疗 持 续 性 的 HPV 感

染。虽然 AHCC 补充可能不会对每个人

都有帮助，但现在患者可以随时向临床医

生询问使用 AHCC 补充药物，从而使免疫

系统清除持续性 HPV感染。”史密斯说。

蘑菇提取物可清除HPV感染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23日电 （记者张
梦然）系外行星有水，就一定代表着具有宜

居性吗？显然并不是。那么决定这些“海

洋世界”宜居性的因素到底是什么？英国

《自然·通讯》杂志 21日发表的一项行星科

学模型研究认为，在富含水的系外行星上，

海洋里或含有大量电解质，包括氯化钠等

盐类物质。研究提出，电解质可能是从此

类行星的岩石核心中输出，或关系到这些

“海洋世界”的潜在宜居性。

富含水的系外行星和冰卫星的环境有

希望发生生物过程。这些行星由岩石核心

形成，一个高压冰壳层将其与液态水分隔

开。人们一直在争论，冰壳是否阻碍了电

解质从岩石核心到液态海洋的运输。

位于法国的欧洲同步辐射光源研究机

构的科学家利用分子动力学模拟和热动力

学模型，探索了电解质如何在这些行星的

冰层和海洋之间运输。研究人员发现，盐

类如氯化钠，可以被吸入高压冰壳并经过

冰被运到海洋中。他们认为，这表明高压

冰幔或许不是岩石核心和液态水海洋之间

的化学障碍。

在一篇同时发表的评论文章中，美

国华盛顿大学科学家巴普蒂斯特·乔纳

克斯认为，这项研究“提供了迄今为止最

具说服力的解决大行星水圈宜居性难题

的论证”。

系外行星海洋里或有大量电解质
影响“海洋世界”潜在宜居性

第 14 次金砖国
家学术论坛5月20日
以视频方式举行。本
次论坛由金砖国家智
库合作中方理事会主
办，来自金砖国家的
60 余名专家学者在
线参加论坛。

图片来源：金砖
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
会晤官网

研究人员为富含水的系外行星电解质运输建模。 图片来源：《自然·通讯》在线版

科技日报北京6月 23日电 （记者刘霞）
由来自德国、日本、美国和中国等国的科学家

组成的国际科研团队在最新一期《自然》杂志

上发表论文称，他们获得了迄今最明确的证

实“四中子态”这种物质存在的证据，有助科

学家更好地理解宇宙是如何形成的，这种新

奇的物质形态也可能拥有对现有或新兴技术

有用的性质。

研究团队成员、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助理

教授杨再宏对科技日报记者解释说，虽然所

有物质都含有中子，但只有中子星包含几乎

完全由中子构成的物质，这些中子通过核力

结合在一起。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存在着一

种奇特而难以捉摸的物质——“四中子态”

（tetraneutron），它由 4个中子短暂地结合在一

起形成。

20 年前，科学家们首次获得了“四中子

态”存在的“蛛丝马迹”——发现了铍和碳原

子碰撞后可能形成“四中子态”的证据，但当

时实验误差很大，科学家们提出了其他可能

性，如所谓的“四中子态”是不同类型的粒子

形成等。

在最新研究中，慕尼黑工业大学的罗曼·
格恩哈乌斯及其同事，制造出了比普通氦原

子多 4 个中子的氦原子，然后让其与质子碰

撞。这些氦原子在碰撞后只留下了 4个中子，

而这 4 个中子可以结合形成“四中子态”。随

后，研究团队测量了碰撞前后所有粒子的能

量和动量，从而计算出碰撞形成“四中子态”

后丢失的能量，并通过这一能量推断出，“四

中子态”的“寿命”仅为 10—22秒。

格恩哈乌斯团队目前正在开发一种特殊

的探测器，当一个“四中子态”进入其中时，它

会记录下清晰的信号，这将有助于更直接地

研究这种物质，获取其更精确的细节。

据杨再宏介绍，北京大学研究团队也在

研发新型探测设备，可直接捕捉“四中子态”

在“寿终正寝”时放出的 4个中子，对其内部结

构进行高精度“拍照”，并进一步研究更重的

“中子物质”（如“六中子态”“八中子态”），深

入探索这种目前已知仅存在于中子星内部的

新奇物质形态。

“四中子态”迄今最明确证据发布
寿命仅 10—22秒 有助揭示宇宙如何形成

本研究中的
实 验 反 应 示 意
图。

图片来源：
《自然》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