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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今日视点K
◎本报记者 张佳欣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美国得

克萨斯大学休斯顿健康科学中心科学

家揭示了新冠病毒对人类健康产生严

重影响的一种独特机制：感染新冠病

毒后，人体细胞的基因组结构可能会

发生变化，这一变化此前从未在其他

冠状病毒中发现。该研究不仅有助解

释人感染新冠病毒后出现的免疫方面

的症状，还能解释“长新冠”。相关论

文刊发于 23 日出版的《自然·微生物

学》杂志。

人体细胞内的遗传物质储存在染

色质结构中。此前有研究称，一些病毒

会劫持或改变人体的染色质，从而在细

胞内成功繁殖，但新冠病毒是否以及如

何影响人体内的染色质一直是未解之

谜。在最新研究中，科学家们使用前沿

方法，全面描述了感染新冠病毒后人类

细胞内的染色质结构。

最新研究发现，感染新冠病毒后，

正常细胞内许多原本结构良好的染色

质会变形。例如，人体感染新冠病毒

后，一种名为 a/B 区的染色质结构的阴

阳两部分会开始混合在一起，这种混合

可能导致被感染细胞内一些关键基因

发生变化，其中包括关键的炎症基因白

细胞介素-6，它会在新冠肺炎重症患

者体内引起细胞因子风暴。

研究还发现，新冠病毒也改变了染

色质的化学修饰。已知染色质化学修

饰的变化会对基因表达和表型产生长

期影响。因此，新发现可能为理解新冠

病毒对宿主染色质的影响提供一个新

视角，这种影响可能与“长新冠”有关。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称，近1/5

感染新冠肺炎的美国人在急性感染恢

复数月后仍存在症状。研究人员希望

最新发现为更多研究铺平道路，以了解

新冠病毒的长期影响。

研究团队总结道，最新研究阐明了

新冠病毒改变人体染色质的独特机制，

未来他们将集中了解新冠病毒如何做

到这一点，研究结果将为保护染色质以

及更好地应对新冠病毒提供策略。

新冠病毒或能改变人类细胞基因组
国际战国际战““疫疫””行动行动K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务农重本，国

之大纲。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根基。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并首次提

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

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

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

强国。

建设农业强国不仅是我国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举措，也是全

球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必将对

全球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产生深远影

响。近日，全球粮食安全青年科学家联

盟的中外青年学者对此展开了热烈讨

论和思想碰撞。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
全根基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是建设

农业强国的底线目标，也是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战略保障。浙江大学中国农

村发展研究院茅锐和徐润成认为，我国

农产品全球供应链在多重冲击下具有

良好韧性，对保障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

作用，但同时也在对外依存度、来源集

中度、种业和关键技术等方面面临多重

冲击，这加剧了全球供应链对我国粮食

安全的潜在风险。

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研究部副主席

迪尔·拉胡特强调，必须加大对尖端农业

技术的投资，以提高其有限土地上的生

产可持续性。此外，中国还应继续投资

粮食储存和分配系统，以减少粮食浪费，

如加大投资冷藏设施和高效的物流网

络，确保食物被安全有效地保存和转移。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杨丹认为，

农业供给保障能力强是农业强国的基

本特征，保障初级农产品有效供给也是

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可以从促生

产、畅流通、保应急、立原则、拓来源等

5 个方面发力，保障初级农产品有效供

给，推进农业强国建设良好开局。

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

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中

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赵霞认为，要

立足国内，从产前、产中、产后、政策完

善、主体培育、科技创新等多角度入手，

持续提高产能。

培养建设农业强国
人才队伍

青年科学家在全球粮食与不平等

问题解决方案中是最活跃、最富有创新

性的力量，也必将是农业强国和促进全

球农业发展的主要力量。

华中农业大学李召虎表示，应当鼓

励广大青年，尤其是青年科学家，做顶天

立地、惠民的科研，培养青年科学家的农

业情怀，拓展更多通道来推举人才，让他

们在农业科技创新中大展身手，更好地

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农业强国建设贡献

力量，并帮助他们在农业强国建设与全

球农业发展中实现人生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

院唐建军认为，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

制，着力打造乡村人才队伍，将为加快

建设农业强国提供坚强保证。

德国莱布尼茨转型经济农业发展研

究所副研究员莉娜·库恩认为，中国应当

进一步提高农场的实际数字化水平，尤

其要提高农民的数字素养。她提出，在

德国，大约 2/3 的农场负责人获得了职

业学位，包括职业培训、技术学校或其他

类型高等农业学校的学习培训等。职业

培训需要 3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学生们

一半时间在学校，一半时间在农场，以学

习生产技术、市场营销等知识。虽然中

国相较德国还处于人口转型的不同阶

段，但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数字化可能不

仅是一种选择，而且是一种必然性。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华中

农业大学宏观农业研究院熊航指出，在

农业农村数字化和智能化背景下，我国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正当其时。要补齐

关键科技短板，激发各类要素活力，而

突破重要核心技术，关键在于有效发挥

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科技合作共促全球
粮食安全

唐建军认为，应从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两方面出发，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

解决加快农业强国建设的动力问题。

同时，国际合作也是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的重要方面，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

去”并重，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缓解国内资源约束。

熊航也表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还

要提升国际竞争力。作为全球最大农

产品生产国和重要农产品贸易进出口

国，提升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是我国建设

农业强国题中应有之义。

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信息技术大学

经济学副教授哈立德·汗表示，中国应

该优先考虑国际粮食安全合作，通过合

作找到创新的粮食安全问题解决方案，

例如土壤侵蚀、水资源短缺和气候变化

问题。此外，中国还可带头促进公平的

全球贸易政策，参与消除贫困全球倡

议，保障易受气候变化影响国家的粮食

安全。总体而言，未来几十年，中国将

在推进全球和国家粮食安全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正当其时
——全球粮食安全青年科学家联盟学者观点分享

近日，山东省莱西市强化和提升农业生产数字化管理水平，构建起了服务于田
间地头的天空地一体化多维数字农业种植保障模式。

图为在莱西市夏格庄镇数字农业产业园内，飞手在操作植保无人机实施喷洒作
业（2月28日，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佳欣）德国科

隆大学研究人员发现，一种蛋白质复合

体阻止了人类细胞、小鼠和线虫中基因

组损伤的修复。他们还首次使用药剂

成功抑制了这种复合体。相关论文发

表在 23 日的《自然·结构与分子生物

学》杂志上。

研究人员表示，抑制体细胞中所谓

的 DREAM 复合体时，各种修复机制就

会启动，使这些细胞对各种 DNA 损伤

具有极强的适应力、复原力或修复力。

新发现首次使人们能够针对衰老和癌

症发展的原因来改善人体细胞中的

DNA 修复。尽管如此，在这些结果被

转化为人类患者的新疗法之前，还需要

更多的研究。

DNA 损伤会导致衰老和疾病，而

DNA 修复对于人类基因组的稳定和细

胞的功能是必不可少的。

人类的遗传物质代代相传，是因为

生殖细胞中高度精确的 DNA修复机制

在发挥作用，这能确保遗传物质中只有

极少的变化传递给后代。得益于 DNA

修复，人类基因组已经由祖先遗传至今

20万年。

有时，婴儿出生时 DNA 修复系统

有缺陷，使他们衰老得更快，并在儿童时

期就患上典型的与年龄相关的疾病，如

神经退化和动脉硬化。在某些情况下，

他们患癌症的风险也大大增加。这些都

是DNA损伤没有得到适当修复的后果。

研究团队探索了为什么体细胞没

有与生殖细胞相同的修复机制。在对

线虫的实验中，他们发现 DREAM 复合

体限制了体内细胞中 DNA修复机制的

数量。然而，生殖细胞没有 DREAM 复

合体。因此，它们自然会产生大量的

DNA 修复机制。在对人类细胞进一步

实验（细胞培养）中，研究人员发现，

DREAM 复合体在人类细胞中以同样

的方式发挥作用。

研究人员表示，人类细胞在治疗后

对 DNA 损伤的适应力、复原力或修复

力要强得多。用 DREAM 复合体抑制

剂治疗视网膜退化小鼠也显示出惊人

的效果：小鼠视网膜中的 DNA 得到修

复，眼睛功能得以保留。

研究人员称，针对并改善新发现的

DNA 修复主调控因子的疗法可以降低

患癌症风险。此外，由于细胞只有在基

因组完整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其功能，因

此还将降低与衰老相关的疾病的风险。

对抗衰老和癌症的新方法出现

国际聚焦

小行星“龙宫”上发现核酸前体
日 本 科 学 家 在 近 地 小 行 星“ 龙

宫”样本上发现了尿嘧啶，这是形成

RNA 和维生素 B3（陆地生命代谢的

重要辅因子）的基本构件之一。这些

发现强烈表明，核酸碱基或由地外起

源，通过富含碳的陨石送到地球上。

此前，嘌呤碱基和尿嘧啶曾在地球陨

石中发现过，但现在，近地小行星送

返的原初样本中的新发现向人们提

示了地外的生命来源。

蓦然回“首”

粒子对撞机内首次探测到中微子
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物理学家

主导的“前向搜索实验”（FASER）首

次探测到粒子对撞机产生的中微子，

此前该团队曾观察到 6 个中微子之间

的相互作用，此次新发现有望加深科

学家对中微子的理解，还有助揭示行

进较长距离与地球发生碰撞的宇宙中

微子，为管窥遥远宇宙打开一扇窗。

技术刷新

“生物融合”有助恢复瘫痪肢体
功能

英国剑桥大学开发出一种新型神

经植入物。在对实验鼠进行的研究

中，科学家使用该生物融合装置改善

了其大脑和瘫痪肢体之间的连接。虽

然在将其用于人类之前还需进行广泛

的研究和测试，但对于截肢者、失去肢

体或肢体功能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

有前途的进展。

前沿探索

科学家成功控制“量子光”
澳大利亚和瑞士研究人员首次展

示了识别和操纵少量相互作用的光子

（光能包）的能力，这些光子具有高度

相关性，新研究朝着将量子光用于实

际用途迈出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科技轶闻

八万鼠脑细胞造出活体计算机
美国科学家在培养皿中培育了大

约 8 万个来自经过编程的小鼠干细胞

的神经元，利用这8万个老鼠的活细胞

建造出一台可简单识别光和电模式的

活体计算机，这台机器能被整合到同样

使用了活体肌肉组织的机器人中。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国 际 要 闻 回 顾
（3月20日—3月26日）

科技日报北京3月26日电（记者

张梦然）美国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新型

可拉伸无线生物电子系统，可用于监测

慢性感染伤口，并能通过伤口部位的电

刺激和药物治疗促进愈合。研究人员

已证明该设备能够轻松黏附在皮肤上

并加速糖尿病小鼠的伤口愈合。

仅在美国，慢性不愈合的伤口就

影响了超过 6 万人，为患有糖尿病溃

疡、烧伤、手术并发症和其他疾病的人

增加了超过 7亿美元的医疗费用。

目前治疗慢性伤口的方法可能是

侵入性的，因为细菌感染很常见，阻碍

了原本的愈合，有时会导致严重的疾

病和死亡。虽然有报道称电刺激可加

速伤口愈合，但现有的设备体积庞大

且不实用。生物电子学的最新进展让

人们能使用灵活的可穿戴生物传感器

来治疗慢性伤口，这些传感器可通过

pH、温度或葡萄糖等生理标志物监测

伤口，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设备在实

践中是否有效。

研究团队最新设计了一种由柔性

印刷电路板制成的无线生物电子贴

片，可定制设计用于监测愈合过程和

感染发作的几种生理生物标志物，通

过电活性水凝胶控制药物输送，并通

过电刺激施加电压以促进伤口部位的

愈合。

研究人员在自由移动的糖尿病小

鼠身上实验了该设备，发现其表现出

强大的黏附力、拉伸性和灵活性，可在

25 天内加速伤口愈合。研究人员总

结说，定制设计的完全集成的可穿戴

贴片可作为一种更有效、完全可控且

易于实施的平台，用于个性化监测和

治疗慢性伤口，且副作用最小。

创可贴我们都不陌生，它贴合皮

肤又轻便柔软。与当下方兴未艾的柔

性电子技术相结合，创可贴就实现“华

丽升级”，变成高大上的柔性电子智能

可穿戴产品。此类产品的用途不仅限

于监测和愈合伤口，还可用来监测血

压、血糖、心率、睡眠质量等健康指

标。值得指出的是，目前许多柔性电

子产品仍处于实验室阶段，仍需在落

地应用和实现量产方面再加把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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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梦然）根据

《通讯·生物学》发表的一项研究，斑马

鱼幼鱼在孵化后 96 小时里可以识别

不同数量的黑色竖条。这一发现表明

数字能力可能在新生斑马鱼中是与生

俱来的。

过去的研究表明，人类新生儿和

新孵化的孔雀鱼、小鸡（孵化时脑已经

高度发育的物种）具有数学能力。但

在此之前，人们对新生时处于幼鱼/幼

虫或胎儿阶段的非人物种（其大脑未

充分发育）的数学能力所知不多。

意大利费拉拉大学研究团队测

试了新孵化的斑马鱼是否可以识别

印在白色缸壁上不同数量黑色竖条

的差别。幼鱼起初养在缸壁有黑色

竖条图案的缸里。96 个小时以后，

180 条幼鱼被放进了一个单独缸的中

心，它有两面白色壁，上面印有最多

4 个黑条。研究者观察幼鱼会游向

较多还是较少的黑条，或是停留在缸

的中心，并计时了幼鱼在缸中每个区

域停留的时间。在用 120 条幼鱼进

行的对照测试中，团队重复了实验，

但控制了密集度、表面积和不同数量

条纹的总体形状。

研究发现，63.1%的幼鱼偏好黑条

数量较多的缸壁，在条纹多的区域花

费的时间几乎是条纹少的区域的两倍

（56.9 秒 vs32.0 秒）。在能够选择 1 条

或 4条条纹缸壁的 30条幼鱼中，66.5%

偏好数量多的条纹。在控制了条纹密

集度、表面积、不同数量条纹形成的整

体形状的测试中，63.2%的幼鱼偏好数

量多的条纹。这些发现共同表明，斑

马鱼幼体能够识别不同黑条的数量，

而且它们偏好较大的数量。

团队认为，人类新生儿和新孵出

的斑马鱼幼鱼（两个亲缘关系很远的

物种）都存在数字能力，可能表明数学

能力是发育中的脊椎动物大脑的一种

与生俱来的古老特征。

斑马鱼天生就能辨别数量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韩国科

学家开发出一种便携式分子传感器，

可通过改变颜色快速检测生物胺，有

助防止人们食用变质肉类，保证食品

质量，并帮助在物流链中构建更有效

的食品储存和配送环境。相关研究刊

发于最新一期《食品化学》杂志。

当鱼类、肉类和奶酪等食物腐烂

时，会释放出各种有机氮化合物生物

胺（BA）。虽然人体在激素合成等过

程中会少量用到 BA，但从变质食物中

摄入大量 BA 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

题。因此，在食品储存和分发过程中

检测 BA非常重要。

在最新研究中，釜山大学科学家

利用了聚二乙炔（PDA）基水凝胶珠在

与 BA 结合时会变色这一独特属性，

将这种水凝胶珠与一种藻酸盐溶液结

合，形成了具有较大表面积的三维多

孔结构，从而制造出这款新型传感器。

测试结果表明，这款传感器能通

过从蓝色到红色的不同颜色变化，很

容易地检测出溶液中以及以蒸汽形式

存在的 BA，如尸胺和丙胺，也可以通

过颜色的明显变化，有效跟踪猪肉逐

渐变质的情况。

该传感器由轻质珠子制成，无需

技术人员或复杂的分析设备，通过珠

子从蓝色到红色的变化就能提供快速

无缝的视觉检测。

便携式传感器可监测食物变质

用于多重监测和联合治疗感染伤
口的智能绷带。

图片来源：加州理工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