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责任编辑 左常睿 国 际
2023 年 1 月 30 日 星期一

W O R L D 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

◎实习记者 张佳欣

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 1 月 29 日电 （记

者张梦然）近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

局（NASA）宣布詹姆斯·韦布空间望

远镜揭示了在寒冷、黑暗宇宙中隐藏

在冰冷云层中的惊人分子。这些分

子并不普通，而是一种“星际砖块”，

有朝一日会融合到下一代恒星或行

星中，甚至可能导致人们目前所了解

的生命的诞生。相关研究发表于近

期《自然》杂志上。

被称为蝘蜓座 I(ChamaeleonⅠ)的

分子云，身处一片神秘而朦胧的宇宙空

间中。这片恒星形成区距离地球几百

光年之外，被认为是迄今为止人类已知

的最寒冷、最黑暗的区域之一。

韦布空间望远镜将 ChamaeleonⅠ

分子云作为目标后，除了发现冻结的二

氧化碳、氨和水等结构之外，还检测到

云中一种“生命起源前分子”的证据，这

些分子被认为是为生命前体创造适当

条件的特定化学物质。

NASA 已对其复杂有机分子进行

鉴定，发现甲醇和乙醇等有机物质广泛

存在的痕迹，表明在这片分子云中，很

多恒星和行星系统在成长过程中都将

“继承”其化学分子。这也意味着，一个

恒星及行星系统中“生命起源前分子”

的存在应该属于常见结果，而不是太阳

系的独特特征。换句话说，地球上的微

生物、植物、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

其实并不那么特别，因为造就这些生物

的成分，其实是恒星成长过程中一种常

见的副产品。

项目科学家表示，如果没有韦布，

他们根本不可能观察到这些分子。因

为在如此寒冷致密的区域，来自背景恒

星的大部分光线都被阻挡了，但韦布的

灵敏度对于探测星光并识别分子云中

的冰非常擅长。

该研究或许意味着人类在宇宙中

并不孤单。但团队强调，这并不代表已

经找到了外星生命，因为科学家并不完

全确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生命起

源前分子”会发生什么，现在，只是为寻

找外星生命打开了一扇新窗。

韦布望远镜新发现暗示人类并不孤独？

寒冷星际云中或有生命成分证据

人类是起源于热带的物种。在进

化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也都生活在

温暖的气候中。已知最古老的人类谱

系（古人类）化石来自非洲中部和东

部。而向北扩散到更高纬度的古人类

第一次不得不应对寒冷的温度、较短的

白天、使狩猎变得更加困难的大雪，以

及加剧他们身体热量流失的寒风。

人类对寒冷的适应有限，但为什么

人类不仅主宰了祖先曾生活的温暖土

地，还能遍布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澳大

利亚《对话》杂志近日刊文称，答案在于

人类有能力开发出复杂的文化解决方

案来应对生活中的挑战。

北欧人族的极寒生存之谜

生活在北欧的人族最早的迹象来

自英格兰东部诺福克郡的哈皮斯堡，在

那里发现了 90 万年前的脚印和石器。

哈皮斯堡以针叶林为主，冬季寒冷。几

乎没有证据表明哈皮斯堡人族在该地

点停留了很长时间，这表明他们没有时

间让身体适应环境。

这些人族是如何在与其祖先的非

洲家园如此不同的恶劣条件下生存下

来的，仍然是一个谜。该地区没有洞

穴，也没有避难所存在的证据。当地出

土的文物很简单，这意味着当时也没有

复杂的技术。

直到大约 85 万年前，西欧才出现

了剪裁合身、防风雨的工具。许多动物

迁徙是为了躲避季节性寒冷，但哈皮斯

堡人族必须向南迁移约 800 公里才能

产生有意义的变化。

来自博克斯格罗夫的猎人

来自更近代定居点的遗址，如英格

兰南部西苏塞克斯郡的博克斯格罗夫，

为远古人类如何在北方气候中生存提

供了更多线索。博克斯格罗夫遗址历

史可追溯到近 50 万年前，当时气候恶

化，接近人类历史上最冷的时期之一。

有充分证据表明，这些古人类猎杀

动物。研究表明，寒冷地区的人比温暖

地区的人更依赖动物猎物，因为肉类富

含抵御寒冷所需的热量和脂肪。

一块来自博克斯格罗夫的人类胫

骨化石与现代人类相比更加坚固耐用，

这表明它属于一种高大粗壮的古人

类。较大的身体，四肢相对较短，通过

最小化表面积来减少热量损失。

尼安德特人成抗寒“专家”

尼安德特人生活在大约 40 万至 4

万年前的欧亚大陆，居住在冰川气候

中。与其在非洲的祖先以及现代人类

相比，尼安德特人四肢短而强壮，身体

宽大，肌肉发达，适合产生和保持热量。

然而，尼安德特人突出的脸和喙状

的鼻子与人们期望的在冰河时代适应

的结构相反。对古代骨骼的计算机模

拟表明，尼安德特人的鼻子在保存热量

和水分方面比早期适应温暖的物种更

有效，内部结构似乎和鼻子的整体大小

一样重要。

此外，尼安德特人还发展出复杂的

文化来应对。有考古证据表明，他们用

动物的兽皮制作衣服和搭建庇护所。

烹饪和用火制作用于制造工具的桦木

沥青胶的证据表明，尼安德特人对火的

控制非常复杂。

化身防寒“万事通”的智人

在数千年里，生活在寒冷地区的

人类已从生物学上适应了环境，但规

模很小。

这种适应的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

是，在阳光较少的地区，智人的肤色较

浅，这种肤色更善于合成维生素 D。来

自格陵兰的因纽特人的基因组显示出

对富含脂肪的海洋饮食的生理适应性，

这在寒冷中是有益的。

更直接的证据来自格陵兰岛的一

根保存在 4000 年前永久冻土中的头发

DNA。这些毛发暗示着基因的变化导

致了粗壮的体型，从而最大限度地产生

热量和保持热量，就像来自博克斯格罗

夫的古人类一样。

人类的热带生存传统意味着，如

果不发展出应对温度的方法，人类仍

然无法在寒冷的地方生存。但人类

这种行为适应的能力对进化的成功

至关重要。可以说，人类是“终极适

应者”。

从热带走出的人类何以适应寒冷

科技日报北京1月 29日电 （记者

刘霞）日本、加拿大、奥地利等国科学家

组成的国际科研团队在最新一期《物理

评论快报 B》杂志上发表论文指出，他

们首次在粒子加速器上合成出奇异且

非常“短命”的∧（1405）粒子，了解其内

部结构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存在于中子

星内部的超级稠密的物质。

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指出，大多数

粒子都由夸克组成，已知有 6种夸克：上

夸克、下夸克、顶夸克、底夸克、粲夸克、

奇异夸克。通常情况下，2个或3个夸克

结合在一起形成质子和中子。∧（1405）

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激发态，由上

夸克、下夸克和奇异夸克组成，但迄今科

学家们一直未曾发现这种粒子。

此次在强流质子加速器研究联合

装置上，科学家通过让一个 K 介子和一

个质子结合，首次合成出∧（1405）。K

介子射向氘靶，每个靶上都有一个质子

和一个中子。在一次成功的反应中，一

个 K 介子将中子“踢出”后与质子融合，

生成了∧（1405）。

研究结果表明，∧（1405）最应该被

认为是 K 介子和质子的暂时结合态，而

非三夸克激发态。形成 K 介子和质子

的结合态是可能的，因为中子带走了一

些能量。而且，研究人员通过观察衰变

产物的行为，成功测量了∧（1405）的复

杂质量（质量和宽度）。

研究团队指出，鉴于K介子由1个奇

异夸克和1个反夸克组成，质子由2个上

夸克和 1 个下夸克构成，最新研究意味

着∧（1405）是一种由4个夸克和1个反夸

克共5个夸克组成的异常状态，其并不符

合传统分类，即粒子要么由 3个夸克，要

么由1个夸克和1个反夸克组成。最新研

究有助于科学家更好地理解宇宙大爆炸

后不久早期宇宙的形成情况，以及物质在

极端压力和密度等情况下的状态。

一 种“ 短 命 ”的 奇 异 粒 子 合 成

前沿探索

DNA作饵诱捕多种呼吸道病毒
英国剑桥大学研究人员使用单链

DNA 作为“诱饵”同时“捕获”多种呼

吸道病毒，并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内给出高度准确的结果。研究人员表

示，一次检测多种病毒，将确保患者迅

速得到正确治疗，还可减少抗生素的

不当使用。

国际聚焦

两个量子光源首次实现量子纠缠
丹麦和德国科学家携手解决了一

个困扰量子科学家多年的问题——在

两块纳米芯片上，首次同时控制两个

量子光源，并让其实现量子力学纠

缠。最新进展对量子硬件的突破性应

用至关重要，将促进量子技术发展到

更高水平，是计算机、加密和互联网加

速“量子化”的关键一步，将为量子技

术的商业利用打开大门。

蓦然回“首”

“泛转录组”首次用于RNA测序
分析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

校介绍了有史以来第一种使用“泛转

录组”分析全基因组 RNA测序数据的

方法，该团队发布的工具包允许研究

人员将个人的 RNA 数据映射到一个

更丰富的参照物上，解决参考信息的

偏差，并带来更准确的映射。

本周争鸣

审稿人无法识别 AI撰写的论文
摘要

人工智能（AI）聊天机器人 Chat-

GPT 已可写出令人信服的假研究论

文摘要，甚至连审稿科学家也无法发

现。研究人员表示，在虚假信息会危

及人们生命安全的医学等领域，期刊

需要采取更严格的方法来验证信息的

准确性。

技术刷新

新型激光器或成下一代以太网技
术基础

日本郎美通公司研究人员开发了

一种新型的分布式反馈（DFB）激光

器，并证明它可在创纪录的 10 公里距

离内以 200Gb/s（吉字节/秒）的速度传

输数据。这项研究有助推进网络技

术，使互联网数据中心能以前所未有

的水平处理数据。

工业硅片上长出“完美”二维超薄
材料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师开发

出一种“非外延单晶生长”方法，在

工业硅晶圆上生长出纯净的、无缺

陷的二维材料，以制造越来越小的

晶体管。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国 际 要 闻 回 顾
（1月16日—1月29日）

与其它灵长类动
物相比，人类对气候的
生理适应能力较弱，但
人类的行为适应比其他
生物更快、更灵活，人类
这种行为适应的能力对
进化的成功至关重要。
可以说，人类是“终极适
应者”，在几乎每一种可
能的生态环境中都能茁
壮成长。

图片来源：《对话》
杂志

科技日报北京 1月 29日电 （记

者刘霞）美国科学家在最新一期《自

然·生物技术》杂志上发表论文指出，

他们开发出一款新的人工智能（AI）工

具 ProGen，其能从头开始设计出已被

证明有效的抗菌蛋白质，最新方法有

望用于研制新药。

蛋白质由氨基酸链组成，这些氨

基酸的顺序决定了蛋白质的形状和功

能。在最新研究中，加州生物技术初

创公司 Profiloent的研究人员使用 AI，

设计出了数百万种新蛋白质，然后选

取其中一些制成小样本，以测试它们

是否有效。

研究人员指出，ProGen 的工作方

式与能生成文本的 AI 相似。ProGen

通过学习氨基酸如何结合形成 2.8 亿

种现有蛋白质，学会了如何生成新蛋

白质。而且，研究人员可让 ProGen专

注于设计某一组类似的蛋白质，例如

具有抗菌活性的蛋白质。

科学家们对 AI 的设计过程进行

了核查，使其不会让氨基酸“胡言乱

语”。他们也在真实细胞内测试了 AI

设计出的分子样本。结果表明，在他

们基于 AI 设计创造出的 100 个分子

中，66 个参与了类似于天然蛋白质的

化学反应，破坏了蛋清和唾液中的细

菌，这表明这些新蛋白质能杀死细

菌。随后，研究人员从中选出反应最

强烈的 5 种蛋白质，并将它们添加到

大肠杆菌样本内，结果其中两种蛋白

质摧毁了细菌。

接下来，研究人员用 X 射线对这

些蛋白质进行了成像，结果表明，尽管

这些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与任何现有

蛋白质的差异高达 30%，但它们的形

状几乎与天然蛋白质类似。研究人员

说，类似的过程可用来研发药物新分

子以供测试。

作为有机大分子，蛋白质是生命

的重要物质基础，毋庸置疑也是生命

科学的重要研究对象。随着人工智能

技术在生命科学领域的不断渗透，蛋

白质相关研究成为人工智能“试水”的

前沿阵地：从可以准确预测蛋白质静

态三维结构的“阿尔法折叠”，到首个

尝试解析蛋白质动态构象的人工智能

方法，再到可以从头开始设计新的蛋

白质，甚至专注于设计一组类似的蛋

白质，蛋白质研究领域正在见证着人

工智能应用的快速迭代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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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1月 29日电 （实

习记者张佳欣）韩国机械与材料研究

所与成均馆大学的联合研究小组宣

布，开发出一种电池电极的设计和加

工技术，可显著提高用于智能手机、笔

记本电脑和电动汽车等电子设备的电

池性能和稳定性。研究成果近日发表

在《先进功能材料》上。

为了开发一种即使在锂离子电池

电极很厚的情况下也能保持高性能和

可靠性的设计和加工技术，研究团队

开发了双层阳极。阳极设计有凹槽，

允许在高容量材料之间放置改进的离

子传导性和导电性的小材料。

一般来说，锂离子电池的电极是

通过涂覆浆料并干燥来制造的，这样

浆料就可均匀地分布在整个电极上。

因此，浆料的均匀性决定了电池的性

能。电极越厚，能量密度和均匀性就

越低，在高功率环境下很难保持性能。

浆料是固体和液体的混合物。具

体而言，这是指在电池放电时发生化

学反应产生电能的活性材料、为稳定

电极结构而添加的黏合剂以及为提高

导电性而添加的导电材料的混合物。

利用这种新开发的电池阳极结

构，即使电极很厚，也可实现均匀的反

应稳定性，同时保持整个电极的高能

量密度。这对提高电池的性能和寿命

非常有帮助。

研究人员表示，这项成果是通过

将新设计应用于传统锂离子电池材料

和工艺来提高电池性能和寿命的有效

方法。这项新技术未来有望应用于高

功率环境中需要高能量密度的电动汽

车和柔性机器人，以及商用智能手机

和笔记本电脑等电子设备。

双层电极高性能锂离子电池面世

科技日报北京 1月 29日电 （记

者张梦然）一般认为，生物的巨大体型

会带来癌症概率增加，但根据近期《科

学报告》刊登的一项海洋生物学报告，

揭示了一些基因，正是它们可能让鲸

长到了与其祖先相比相当巨大的体

型。这些发现凸显了 4 个基因的作

用，并认为它们促进了巨大体型的同

时，减轻了潜在的副作用，如癌症风险

增加。

鲸、海豚和鼠海豚（统称为鲸豚

类）在大约 5000 万年前从小型陆地祖

先演化而来，但其中有些物种如今已

是地球上生存过的最大动物。然而，

巨大体型会带来生物学上的不利因

素，例如较低的生育率和癌症等疾病

概率增加，并且人们还不清楚不同基

因对驱动鲸类体型变巨大的作用。

此次，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研

究团队对 9 个候选基因进行了分子演

化分析：其中 5 个基因（GHSR、IGF2、

IGFBP2、IGFBP7 和 EGF）来自生长激

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轴，4 个基因

（NCAPG、LCORL、PLAG1 和 ZFAT）

与有蹄类动物（如牛和绵羊）体型变大

有关，它们与鲸有较远的亲缘关系。

研究人员在 19 个鲸物种中评估了这

些基因，包括 7个体长超过 10米、被视

作庞然巨物的物种——抹香鲸、弓头

鲸、灰鲸、座头鲸、北太平洋露脊鲸、长

须鲸和蓝鲸。

研究团队发现了生长激素/胰岛

素 样 生 长 因 子 轴 上 的 GHSR 和

IGFBP7 基因以及 NCAPG、PLAG1 的

演化正选择。他们认为，这表明这 4

个基因可能参与了巨鲸的体型增大。

此外，GHSR 控制细胞周期的多个方

面，IGFBP7在数类癌症中发挥抑制作

用，它们的共同作用可能抵消了大体

型带来的一些生物学上的不利因素。

让鲸鱼变得巨大的基因揭示

具有凹槽、图案化双层结构的电
极（阳极）。
图片来源：韩国机械与材料研究所

这张由韦布望远镜的近红外相机
拍摄的图像描绘了 Chamaeleon I分子
云的中心区域。

图片来源：NASA/欧洲空间局/加
拿大航天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