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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今日视点K
◎本报记者 张梦然

科普园地科普园地K

科技日报北京 9月 7日电 （记者

刘霞）瑞士洛桑大学医学院肿瘤科负

责人尼古拉·万尼尼领导的团队，在一

项针对小鼠的试验中，用名为尿石素

A 的天然化合物，靶向细胞的能量源

线粒体，结果发现，这种干预不仅使老

年小鼠造血干细胞的血液重建能力恢

复，还改善了老年小鼠的免疫系统功

能。相关论文刊发于最新一期《自然·

衰老》杂志。

衰老过程通常伴随着造血和免疫

系统正常功能的下降，使老年人更容易

感染、血液出现紊乱，甚至发展出肿

瘤。在最新研究中，万尼尼团队重点关

注了血液系统中的关键角色——造血

干细胞。这些细胞负责生成各种类型

的血细胞，在维持免疫系统健康方面发

挥着关键作用。随着年龄的增长，造血

干细胞再生血液的能力下降，会导致免

疫系统的功能出现障碍。

最新研究发现，当尿石素 A 作为膳

食补充剂加入时，它不仅激活了小鼠免

疫系统淋巴区的活力，还增强了造血干

细胞的整体性能，显示了尿石素 A 对抗

年龄相关免疫系统衰退的潜力。

研究团队解释称，线粒体异常被确

定为造血干细胞衰老的一个促成因素，

尿石素 A 作为线粒体调节剂，有效地恢

复了造血干细胞内线粒体的功能。尿

石素 A 不存在于食物中，其由肠道菌群

生成，是存在于鞣花单宁的一种天然代

谢产物。石榴、坚果和一些浆果中都含

有鞣花单宁。

科学家指出，最新研究有望开发出

针对老年人与年龄相关健康状况的干

预措施，并为临床试验奠定了基础。

动 物 试 验 表 明 ——

尿石素能逆转免疫系统衰老

高温是热浪的结果，热浪是高温的

成因。这对互为因果关系的存在，对人

类十分不友好，对社会经济也有着深远

影响。根据《自然·人类行为》稍早时间

发表的一篇论文，气温特别高的几周，

恰恰与家庭粮食不安全程度较高相关，

这或是由于高温天气会破坏作物、减少

收成，又或是因为特别炎热的时期，人

们无法工作从而没有收入。

在人们“汗如雨下”的同时，高温和

热浪也影响着更广泛的生态系统——

城市、野外、海洋中的动物们。科学家

正在尝试调查分析多物种在气候变化

下长期分布和短期反应，从而提高积极

管理社会生态的能力。

热浪造成海洋捕食
者“搬迁”

《自然·通讯》5 日发表的一项研究

建模了 4 次近期太平洋东北部热浪对

14种顶级捕食者分布的影响。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科学

家此次使用机器学习和动物追踪数据，

理解太平洋顶级捕食者因海洋热浪事件

而产生变化的情况。团队建模了 14 种

海洋捕食者（包括鲨鱼、哺乳动物、海鸟、

海龟和金枪鱼）的分布响应，他们发现，

有些物种栖息地几乎完全丧失，如 2015

年热浪中的蓝鳍金枪鱼和大青鲨；而有

些物种的栖息地增加了两倍，如 2019年

热浪中的加州海狮和象海豹；某些物种

跨越了管辖边界，其中美国是海洋热浪

期间物种流入最多的国家。

这可能导致新的管理风险和责任，

但也可能带来新的经济机遇。例如，在

2014 年和 2015 年热浪事件期间，长鳍、

蓝鳍和黄鳍金枪鱼的栖息地就从墨西

哥转向了美国。

在海洋中，热浪还会造成一系列影

响，包括珊瑚白化、物种取代和种群变

化。但有意思的是，《自然》上周发表的

一项研究显示，海洋热浪对底栖鱼生物

量的影响却十分有限。虽然一些海底

物种的生物量会在热浪后显著减少，但

这不是规律而是例外，整体底栖鱼类生

物量受到的影响微乎其微。为何海洋

热浪对某些物种的影响会小于其他物

种？这一现象目前依然令人困惑。

变暖让城市野生动
物“生活艰难”

海洋的顶级捕食者分布出现了明

显变化，在陆地上，气候变化则加剧了

城镇化对本地野生动物的影响。4 日

发表在《自然·生态与演化》的这一结

果，是基于分布在北美 20 座城市不同

地点的相机陷阱的数据得出的。

城市野生动物是生存在城市环境

中却未经过驯养的动物。美国亚利桑

那州立大学团队利用 725 个相机陷阱

的数据，评估了这些哺乳动物群落的组

成以及每个物种的相对占有率。这些

相机陷阱遍及美国的芝加哥、洛杉矶、

亚特兰大和奥斯汀以及加拿大的埃德

蒙顿。

科学家从这些影像中鉴定出了 37

种本地哺乳动物物种，包括黑熊、花栗

鼠、美洲狮和白尾鹿。他们发现，物种

占有率和多样性，与气候更暖、植被更

少的城市呈显著的负相关性。比如，佛

罗里达州的桑福德市比其他气候相似

的城市拥有更多的绿色植被，该城市就

比植被更少的菲尼克斯市更支持多样

性丰富的哺乳动物群落。

总之，当人类和宠物尚能躲进房间

享受阴凉甚至空调时，大部分本地野生

动物要么依赖城市植被，要么在热浪炙

烤中默默承受着一切。

气变让帝企鹅“离家
出走”

去年，由于南极洲冬季海冰范围创

历史新低，帝企鹅的繁殖受到了灾难性

影响。卫星图像显示，帝企鹅逃离了它

们在别林斯高晋海的几乎所有繁殖地，

只留下了其中一个。

这是过去 13 年里在该地区首次

观察到帝企鹅的地区性繁殖失败，也

是南极暖化对帝企鹅群体生存能力直

接影响的首批证据之一。虽然如海鸟

生态学家安妮·舒迷德特所言，这次单

一事件“不至于让整个物种灭绝”，但

对于这些繁殖地来说，这一事件已经

过了临界点。

气候变化是关键原因。《通讯·地

球与环境》发表的这项研究认为，繁

殖完全失败，是这一地区因气候变暖

造成前所未有的海冰损失的直接后

果。

海 冰 专 家 们 对 北 极 的 研 究 已 经

证明海冰可以恢复，办法就是扭转气

候变暖。目前还不知这种方法对南

极 是 否 同 样 适 用 ，但“ 希 望 是 存 在

的”。

多种动物受高温和热浪影响的结果出炉——

它们可能比人类更怕热

科技日报北京 9月 7日电 （记者

刘霞）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6 日报道，欧

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

中心（C3S）表示，2023 年可能是人类历

史上最热的一年。今年北半球夏季气

温创下新高，6 月、7 月和 8 月的全球平

均 气 温 为 16.77℃ ，超 过 了 2019 年

16.48℃的纪录。

C3S 副主任萨曼莎·伯吉斯表示，

刚刚过去的 3 个月是 12 万年以来最热

的几个月，实际上也是人类历史上最热

的几个月。过去 3 个月，热浪、干旱和

野火袭击了亚洲、非洲、欧洲和北美，对

经济、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产生了巨大

影响。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表示，气候崩溃已经开始，气候正以人

们无法应对的速度内爆。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说，更频繁、更

强烈的热浪正在产生一种空气污染，这

种污染会缩短人类的寿命，并损害其他

生命形式。

全球海面温度创下新高，是导致今

年夏季如此炎热的“罪魁祸首”之一，海

洋热浪袭击了北大西洋和地中海。科

学家称，自工业时代开始以来，海洋已

经吸收了 90%人类活动产生的多余热

量。随着温室气体在地球大气层中积

聚，这种多余的热量也会继续积累。变

暖的海洋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也变低，

加剧了全球变暖的恶性循环，破坏了脆

弱的生态系统。

C3S 表示，更高的温度可能即将

到来，因为使南太平洋及其他地区的

水域变暖的厄尔尼诺天气现象才刚刚

开始。科学家预计，此次厄尔尼诺现

象最严重的影响将在 2023 年底和明

年出现。

C3S 利用计算机分析了来自世界

各地卫星、船舶、飞机和气象站的数十

亿次测量的数据，树木年轮和冰芯等数

据也使科学家能够将现在的温度与 19

世纪中期有记录之前的数据进行比较，

从而得出了上述结论。

2023年或是有史以来最热年份

科技日报北京 9月 7日电 （记者

张梦然）一项 I 期临床试验显示，科学

家已经可以成功地减轻高脂肪饮食肥

胖小鼠的体重和脂肪量，同时不扰乱

它们的食欲。如果人体试验成功，一

种新药可能会彻底改变肥胖症的治

疗。研究结果发表在新一期《自然·代

谢》上。

减肥一定要牺牲食欲吗？大多数

针对下丘脑的肥胖治疗，主要集中在食

欲调节上。这是因为人们已知下丘脑

控制着进食和燃烧卡路里之间的微妙

平衡，该区域的神经元连接到脂肪组织

并调节脂肪代谢。但究竟如何作用，其

实仍有很多细节模糊不清。

在韩国基础科学研究所领导的新

研究中，团队专注于一种非神经元的星

形胶质细胞，他们确定，反应性星形胶

质细胞是肥胖的原因。而如果用新药

靶向脑细胞中的星形胶质细胞，那么就

可通过作用于一组特别的神经元来调

节体重。

在高脂肪饮食诱导的肥胖小鼠模

型中，团队发现，名为 GABRA5 神经

元组活动显著降低。他们随即尝试

“手动降低”对照小鼠的 GABRA5 神

经元活性，这导致小鼠体重增加；反

之，“手动调高”GABRA5 神经元则会

导致肥胖小鼠的体重显著减轻。这意

味着：GABRA5 神经元正如开关一般

控制着体重。

更重要的是，星形胶质细胞正在控

制这组 GABRA5 神经元的活动。研究

发现，与体重健康的小鼠相比，反应性

星形胶质细胞在肥胖小鼠的大脑中更

常见——其可以产生一种抑制性神经

递质 GABA。GABA 的增加，导致 GA-

BRA5 神经元减慢并停止工作，造成体

重增加。

因 此 ，阻 断 星 形 胶 质 细 胞 产 生

GABA，则是治疗肥胖的潜在分子靶

标。如果以新药抑制 GABA 的产生，就

可使 GABRA5 神经元正常运作并促进

减肥。

大脑中有个“干吃不胖”的控制开关

科技日报北京9月 7日电 （记者

张佳欣）据最新一期《科学》杂志报道，

美国西北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一款用

于实时连续监测移植器官健康状况的

电子传感器。这款超薄柔软的植入设

备直接安装在移植的肾脏上，可检测

与移植排斥相关的发炎和其他身体反

应引起的温度异常，并能通过无线方

式将数据传送到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

上。这是向个性化器官移植护理迈出

的重要一步。

研究人员在动物模型上测试了这

款设备，发现它可比当前的监测方法

提前 3 周检测到排斥预警信号。这一

时间可让医生更早进行干预，改善患

者的预后和健康状况，同时增加移植

器官存活的几率。

这款传感器仅有0.3厘米宽，0.7厘

米长，220 微米厚，大约与一根头发的

宽度相当。传感器紧贴在肾脏的包膜

层下方并固定，其包含一个高度敏感的

温 度 计 ，可 检 测 到 肾 脏 上 极 微 小

（0.004℃）的温度变化。

研究人员表示，所有电子元件都

封装在柔软的生物相容性塑料中，这

种塑料温和而有弹性。

排斥反应可能在移植后立即发

生，也可能是数年后才发生。反应最

初通常是“悄无声息”的，不会出现症

状。目前检测排斥反应的“黄金标准”

是活检，但这会带来包括出血、感染、

疼痛，甚至对附近组织的意外损害等

风险。此外，等待结果时间可能需要

四五天。

相比之下，新型生物电子植入物

监测的是更为简单和可靠的指标——

温度。由于炎症通常伴随着温度升

高，感知异常的温度变化会为潜在的

移植排斥提供早期预警信号。动物研

究已证实了这一点。研究人员注意

到，在发生排斥反应之前，移植肾脏的

局 部 温 度 会 升 高 ，有 时 甚 至 高 达

0.6℃。

器官移植可以为晚期器官衰竭患

者带来生机，让生命得以延续，但器官

移植又不是一场手术那么简单，它会

带来所有医生和患者最怕的情况——

移植排斥反应。排斥一旦发生，如同

“一山不容二虎”，会成为移植失败和

死亡的重要原因。排斥分为急性和慢

性，还可能出现超急性。即使是在最

好的医疗监护下，急性排斥的死亡率

也非常高，因此医生们才希望能有更

好的技术提前监测到这种排斥，这也

正是本文成果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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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9月 7日电 （记者

张佳欣）构成大脑的两个主要细胞家

族——神经元 和 神 经 胶 质 细 胞 ，秘

密地隐藏着一种介于这两个类别之

间的混合细胞。据最新一期《自然》

杂志报道，瑞士洛桑大学研究团队

发现了这种对大脑功能至关重要的

新型细胞，它们存在于小鼠和人类

的多个大脑区域，在组成和功能上

都具有混合性质。此外，这些细胞

对于记忆以及大脑对运动的控制有

增强功能。

大脑的工作主要归功于神经元及

其通过其网络快速传输信息的能力。

为了支持它们完成这一任务，神经胶

质细胞执行一系列结构、能量和免疫

功能，并稳定生理常数。其中一些星

形胶质细胞紧密围绕突触，突触是释

放神经递质以在神经元之间传递信息

的接触点。这就是为什么神经科学家

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星形胶质细胞可能

在突触传递和参与信息处理中发挥积

极作用。然而，此前科学界并未在这

一点上达成明确共识。

通过鉴定一种具有星形胶质细胞

特征的新细胞类型，并表达突触传递

所需的分子机制，神经科学家结束了

多年的争议。

为了证实或反驳星形胶质细胞和

神经元一样能够释放神经递质的假

设，研究人员首先仔细研究了星形胶

质细胞的分子含量，目标是找到快速

分泌谷氨酸（神经元使用的主要神经

递质）所需机制的痕迹。

接着，研究人员试图找出这些细

胞是否具有功能，即能够以与突触传

输相当的速度实际释放谷氨酸，结果

发现了星形胶质细胞的一个亚群，它

们对快速谷氨酸释放的选择性刺激作

出反应，这种刺激发生在这些细胞的

界定空间区域。此外，这种谷氨酸释

放对突触传递产生影响，并调节神经

元回路。

研究表明，这类细胞可调节神经

元活动，控制着神经元的交流和兴奋

水平。如果没有这种功能机制，参与

记忆机制的神经过程会受到损害，小

鼠的记忆也会受到影响。

具有混合性质的神秘脑细胞发现

科技日报北京9月 7日电 （记者

刘霞）在一项最新研究中，美国俄勒冈

健康与科学大学科学家首次揭示了阿

尔茨海默病和血管性痴呆的新病因：

脱铁性细胞死亡。这一过程由铁在细

胞内积聚引起，会破坏参与大脑免疫

反应的小胶质细胞。相关论文发表于

《神经病学年鉴》。

在这项研究中，由斯蒂芬·巴克领

导的团队查验了痴呆症患者死后的脑

组织。他们发现，阿尔茨海默病和血

管性痴呆患者大脑白质内的小胶质细

胞出现了退化。

小胶质细胞是大脑中的常驻细

胞，通常作为身体免疫系统的一部分

清除细胞碎片。当髓鞘质（由脂质、蛋

白质组成，包绕在神经纤维轴突上）受

损时，小胶质细胞会蜂拥而至清除碎

片。在新研究中，科学家发现，清除富

含铁的髓鞘的行为会破坏小胶质细

胞。

巴克解释称，他们在组织样本中

发现了小胶质细胞的变性，随后开发

了一种新的免疫荧光技术，确定了铁

毒性导致大脑中的小胶质细胞变性，

这可能是髓鞘碎片本身富含铁所导致

的结果。

巴克表示，激活小胶质细胞可以

介导炎症，但没人知道它们正在大量死

亡，退化的小胶质细胞的级联效应似乎

是导致阿尔茨海默病和血管性痴呆认

知能力下降的一种机制，制药公司或许

可以利用这一新发现开发出专注于减

少大脑小胶质细胞变性的化合物。

阿 尔 茨 海 默 病 新 成 因 揭 示

美国国家海洋
和大气管理局的科
学家使用机器学习
和动物追踪数据，理
解太平洋顶级捕食
者因海洋热浪事件
而 产 生 变 化 的 情
况。他们发现，有些
物种栖息地几乎完
全丧失。

图为两头被追
踪的蓝鲸在蒙特雷
湾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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