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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今日视点K
◎本报记者 张梦然

科技日报巴黎9月 20日电 （记者

李宏策）近日，“科大硅谷”法国科技创

新会议暨揭牌签约仪式在法国巴黎成

功举办。100 余位中法两国的学者、企

业家和政府部门代表聚集一堂，深入交

流两国科技与产业创新的最新成果，共

同展望双方在人才交流与产业升级方

面的广阔合作前景。

安徽省委书记韩俊出席“科大硅

谷”法国科技创新会议暨揭牌签约仪

式，与出席活动的有关跨国企业、巴黎

综合理工学院负责人及部分法国科学

院院士交流，共同见证了科大硅谷、国

轩高科、奇瑞汽车与众多知名法国企业

签订一系列重要合作协议。

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陈军在活

动上宣布了“创响中国”安徽省创新创

业大赛欧洲赛区的正式启动。

科大硅谷服务平台公司董事长吴

海龙系统推介了科大硅谷及法国创新

中心。“科大硅谷”法国创新中心将由法

中孵化器联盟协会（AIFC）负责运营。

AIFC 总部位于法国里昂，是里昂大区

第一家中法商业事务性组织，致力于推

动法中人才及项目交流与合作，是法中

创新创业项目的双向孵化器，为中法乃

至中欧背景的项目提供咨询、合作和孵

化服务；同时承办中法创新大赛，打造

中法创新项目的优秀孵化器和合作平

台。

当前，安徽正处于厚积薄发、动能

强劲、大有可为的上升期、关键期。建

设“科大硅谷”，是落实“七个强省”战略

目标和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省份的

重大举措。科大硅谷服务平台公司作

为“科大硅谷”的市场化主体，正在加速

打造全球创新中心，辐射全球创新高

地，链接全球创新资源。

本次活动集中展现了科大硅谷全

球合伙人招募和海外创新中心建设的

阶段性成果，科大硅谷将以法国创新中

心揭牌为契机，坚持市场化、专业化、

平台化、国际化的理念和打法，深度挖

掘中法在汽车、双碳能源、数字经济、

现代农业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为法国

及欧洲当地与安徽的人才、企业交流

搭建平台，为中法科技与产业合作注入

新的活力。

“科大硅谷”法国创新中心在巴黎揭牌

扁形动物只有差不多一粒沙那么

大，以一些浅海岩石表面的藻类和微生

物为食。它简单到没有任何身体部位

或器官。

然而，西班牙巴塞罗那基因组调控

中心研究人员在最新一期《细胞》杂志

上发表论文称，在这些独特而古老的海

洋生物中发现的特殊分泌细胞，产生了

人类等复杂动物大脑中的神经元。

扁形动物在大约 8 亿年前首次出

现在地球上，是 5 大动物谱系之一，与

栉水母、海绵、刺胞动物和双侧对称动

物并列。研究人员采用了一系列分子

技术和计算模型，了解到扁平动物细胞

是如何进化的，并将人类古代祖先的外

观与功能“拼”在了一起。

重建古代细胞

研究人员首先绘制了所有不同扁

平动物细胞的图谱，注释了它们在 4 个

不同物种中的特征。每种细胞都有来

自基因组的特殊作用。这些图谱允许

研究人员绘制基因的簇或“模块”。随

后，他们创建了 DNA 中控制这些基因

模块的调控区域图谱，以揭示每个细胞

的作用以及它们如何协同工作的清晰

画面。最终，他们进行了跨物种比较，

重建了细胞进化。

研究表明，扁形动物中主要的9种细

胞类型似乎由许多“中间”细胞连接，这

些细胞从一种类型变为另一种类型。细

胞生长和分裂，维持动物移动和进食所

需的细胞的微妙平衡。研究人员还发现

了 14种不同类型的肽能细胞，但这些细

胞与所有其他细胞不同，没有显示出中

间类型或任何生长分裂的迹象。

令人惊讶的是，肽能细胞与神经元

有许多相似之处。这种细胞类型直到

数百万年后才出现在更先进的动物中，

如双侧对称动物。

跨物种分析显示，这些相似性是扁

平动物独有的，完全没有出现在海绵或

栉水母等其它早期分支动物中。

发现“进化的台阶”

肽能细胞和神经元之间的相似之

处是三重的。首先，这些扁平动物细胞

通过类似于神经发生的发育信号从祖

上皮细胞群中分化，神经发生是刺胞动

物和双侧新神经元形成的过程。

其次，肽能细胞有许多基因模块是

构建神经元部分所需要的，该部分可发

出信息（突触前支架）。然而，这些细胞

远非真正的神经元，因为它们缺乏神经

元信息接收端（突触后）的组件或传导

电信号所需的组件。

最后，通过深度学习技术可以发

现，扁平动物细胞能使用特定系统实现

通信，其中称为 G 蛋白偶联受体的蛋白

质，会检测外部信号并在细胞内启动一

系列反应。这些外部信号由神经肽介

导，神经肽是神经元在许多不同生理过

程中使用的化学信使。

这令所有研究人员感到震惊，扁形

动物肽能细胞与原始神经元细胞居然

有如此多相似之处，它就像是一级“进

化的台阶”。

神经元诞生的黎明

8 亿年前，在古代地球浅海里不显

眼的食草动物中，形成了神经元的构建

块。这是故事的开篇。

至于故事的框架，从进化的角度来

看，早期的神经元始于类似今天扁平动

物的肽能分泌细胞。这些细胞使用神

经肽进行交流，但最终获得了新的基因

模块，使细胞能够创建突触后支架，形

成轴突和树突，并创建产生快速电信号

的离子通道。这些过程，如同神经元诞

生的黎明。

然而，这篇神经系统的完整进化故

事仍有待丰富。譬如，神经元进化轨迹

的细节问题：扁形动物缺乏神经元，但

研究人员在其中发现了与人类神经细

胞惊人的分子相似性；而栉水母有神经

网络，与人类自己的神经网络却有关键

的区别。那么，神经元是进化一次然后

分化，还是并行进化不止一次？它们像

马赛克吗，每块都有不同的起源？这些

都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研究人员认为，随着世界各地继续

对来自不同物种的高质量基因组进行

测序，神经元的起源和其他细胞类型的

进化将变得越来越清晰。

细胞是生命的基本单位，了解它们

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形成或变化，是

解释生命进化故事的关键。扁形动物、

栉水母、海绵和其它非传统模式动物隐

藏着巨大的秘密，人类现在才刚刚开始

挖掘。

远古海洋动物“讲述”神经元起源的故事
人 类 脑 细 胞 成 分 约 8 亿 年 前 在 浅 海 中 形 成

科技日报北京 9 月 21 日电 （记

者刘霞）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

室科学家首次利用超级计算机对原

子进行逐个模拟，揭示了抗生素杀死

细菌的细节，以及活细胞中其他分子

机制的过程。这项研究为改进抗生

素性能、设计新抗生素对抗细菌耐药

性，以及开发针对新冠等病毒的疫苗

开辟了新途径。相关论文发表于最

新一期《自然·通讯》杂志。

研 究 团 队 指 出 ，信 使 核 糖 核 酸

（mRNA）的代码携带着信息，可在细

胞中产生特定蛋白质。核糖体通过

从 mRNA 中读取代码来获得遗传信

息。核糖体在分子信息表中查找代

码——一组被称为转移 RNA（tRNA）

的分子，用于选择特定的氨基酸，并

根据这些代码指令制造蛋白质。

利用超级计算机有助于研究人员

更 深 入 理 解 核 糖 体 如 何 读 取 信 使

mRNA 的代码信息。研究人员指出，

约 50% 的 抗 生 素 会 抑 制 核 糖 体 的 功

能，这是一种有效的抗生素策略。为

开发新抗生素，需要了解核糖体在原

子水平上是如何工作的。为此，研究

小组模拟了核糖体和 tRNA 之间相互

作用的分子动力学。

他 们 的 模 拟 表 明 ，不 正 确 的

tRNA 分 子 在 与 核 糖 体 相 互 作 用 时

不 会 采 用 正 确 的 几 何 形 状 ，通 过 在

这 些 模 拟 中 引 入 抗 生 素 庆 大 霉 素 、

新 霉 素 和 潮 霉 素 等 ，他 们 证 明 了 抗

生素会影响 tRNA 的几何形状，导致

核 糖 体 掺 入 不 正 确 的 tRNA 或 根 本

不掺入。

研究人员指出，核糖体是所有生

命形式的核心信息处理分子机器，它

必须破译相关氨基酸的信息，哪些是

正确的可以接受的，哪些是错误的需

要 拒 绝 的 ，才 能 在 细 胞 中 构 建 蛋 白

质。借助该实验室的超级计算机，他

们能够逐个原子地对这一过程进行

成像，并展示抗生素如何影响这一过

程，这对于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抗生

素耐药菌危机至关重要。

超级计算机首次对原子进行逐个模拟
有 望 催 生 更 好 的 抗 生 素

科技日报北京9月 21日电 （记者

张梦然）《自然》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

称，科学家发现了赞比亚卡兰博瀑布一

处约 47.6万年前的古代木质结构，可能

代表了已知最早使用木材的建筑。这

些发现不仅延伸了非洲木工建造的历

史，也拓展了人们对早期人族掌握木工

技能的理解。

木 工 制 品 需 要 极 为 特 别 的 保 存

环 境 ，很 难 从 早 期 石 器 时 代 保 留 至

今 。 因 此 科 学 家 对 人 族 何 时 、如 何

使 用 这 种 基 础 原 材 料 ，以 及 更 新 世

人 类 如 何 建 造 自 己 的 家 园 等 所 知 有

限。

英国利物浦大学研究团队此次报

告发现了一个更新世遗址（约 47.6 万

年前）的古代木结构，位于卡兰博河流

域。其中包括两根保存下来的木头，

通过一个有意切割的切槽交错连接；

另外还有一批木质工具。上部的木头

形状经过了加工，两根木头上都发现

了使用工具的痕迹。研究团队认为，

这些木头可能被用于在一个周期性泛

滥的湿地平原制造一个抬高平台、步

道或住处地基。

当时的人族已能制造工具，改造环

境，这些发现或可增强人们对他们所掌

握的技术能力的理解。团队认为，应再

次考察技术史上对树木的使用。在同

时发表的新闻与观点文章中，英国雷丁

大学科学家安妮米克·密尔克司认为，

这些发现强调了“人们何时开始出于自

身利益，结构性地改变这个星球”。

人类第一所木建筑造于 47.6万年前

扁形动物通过荧光染色显示不同的细胞类型和蛋白质。
图片来源：塞巴斯蒂安· 纳杰勒/巴塞罗那基因组调控中心

在左图中，超级计算机模拟揭示了
抗生素依维宁（浅蓝色）如何与细菌核
糖体中的 tRNA 分子（金色）相互作用。
右图显示，在没有抗生素的情况下，不
正确的tRNA（橙色）如何进入核糖体。

图片来源：《自然·通讯》杂志

研究人员在发掘木质结构研究人员在发掘木质结构。。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自然自然》》网站网站

科技日报北京9月21日电（记者

张佳欣）据《自然》杂志20日报道，瑞士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领导的研究团队

开发出一种方法，可极大简化和加快对

基因功能的研究：使用 CRISPR-Cas

技术，可同时在单个动物的不同细胞内

敲除不同的基因，每个细胞被改变的基

因不超过一个，从而能平行观察不同基

因变化导致的细胞走向。

追踪疾病遗传原因的一种行之有

效的方法是敲除动物中的单个基因，

并研究其对生物体的影响。但对于许

多疾病来说，其病理是由多个基因决

定的。为此，科学家必须进行多次动

物实验，针对每个相关基因修饰进行

一次实验。

但利用新方法，研究人员让每个

细胞中只有一个基因被改变，且器官

中的不同细胞以不同的方式改变，然

后他们再对单个细胞进行精确分析。

这使得研究人员能够在一次实验中研

究许多不同基因变化的后果。

研究人员第一次成功地将这种方

法应用于成年小鼠。为了“告知”小鼠

细胞 CRISPR-Cas基因剪刀应该剪除

哪些基因，研究人员使用了腺相关病毒

（AAV），这是一种可针对任何器官的

递送载体。他们制备了病毒，使每个病

毒颗粒携带破坏特定基因的信息，然后

用携带不同基因破坏指令的混合病毒

感染小鼠。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能够关

闭一个器官细胞中的多个基因。

研究团队由此获得了一种罕见

遗传性疾病——22q11.2 缺失综合征

的新线索。受这种疾病影响的患者

通常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和自闭症

谱系障碍等。在此之前，人们已知含

有 106 个基因的染色体区域与这种疾

病有关。

在小鼠实验中，研究人员重点关

注了该染色体区域的 29 个基因，这些

基因在小鼠大脑中都很活跃。他们在

小鼠不同脑细胞中分别修改了这 29

个基因之一，然后分析了这些脑细胞

的 RNA 序列。结果证明，其中 3 个基

因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脑细胞的功能

障碍。

科学家想要确定哪个基因在多大

程度上与疾病有关，是一件非常困难的

事，往往需要反反复复地实验。但如果

能对动物细胞逐个展开精准编辑，科学

家就能够“一次顶多次”——于一项实

验中收获多个基因变化的影响结果。

现在，研究人员将其变为可能，并已在

小鼠实验中同时实现了高精准和高效

率，这为人们未来追踪和治疗更多遗传

类疾病开辟了全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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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9月 21日电 （记

者刘霞）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科学家开

展的一项针对 5285 名中年人的研究

表明，早上 7点到 9点之间锻炼最有利

于减轻体重。与中午或晚上进行锻炼

的人相比，早上 7点到 9点锻炼的人身

体质量指数（BMI=体重/身高 2）更低、

腰围更小。相关论文发表于 20 日出

版的《肥胖》杂志。

研究人员分析了美国国家健康和

营养检查调查（NHANES）数据，该调

查每年评估美国约 5000 名成人和儿

童 的 健 康 状 况 。 研 究 团 队 使 用 了

2003—2006年的数据。

在 这 项 研 究 中 ，追 踪 者 的 数 据

被 分 为 3 组 ：早 上（7 点 到 9 点）、中

午（11 点到下午 1 点）、晚上（17 点到

20 点），其 中 642 人 在 上 午 锻 炼 ，

2400 人在中午锻炼，2187 人在晚上

锻炼。

结果表明，早晨组的 BMI 最低，

为 25.9，中午组和晚上组的 BMI 分别

为 27.6 和 27.2，处于超重范围。早晨

组的腰围也最低，为 91.5厘米，而晚上

组和中午组的腰围分别为 95 厘米和

95.8厘米。

研究团队表示，晨练可能是最好

的，因为更容易坚持，而且，人们不太

会被电话、电子邮件或会议分散注意

力。“早起鸟”的昼夜节律或“生物钟”

也运行得更早，这可改善睡眠质量，并

有助减肥。

早7点到9点锻炼或最利于减重

科技日报北京 9月 21日电 （记

者张佳欣）据 19 日《分子》杂志报道，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研究人员发现，

酸奶可能有一个以前不为人知的好

处：消除大蒜气味。

研究人员测试了全脂纯牛奶酸奶

中水、脂肪和蛋白质等单独成分，看看

每种成分如何抵抗大蒜味。结果发

现，脂肪和蛋白质都能有效地捕获大

蒜气味。

研究报告的资深作者、俄亥俄州

立大学食品科学与技术专业教授谢丽

尔·巴林格表示，高蛋白除了有营养，

还可作为呼吸除臭剂。

此前，巴林格团队识别出许多可

消除大蒜气味的食物，其中包括苹果、

薄荷、生菜和牛奶，这要归功于它们所

含的酶和脂肪，二者能“扼杀”导致大

蒜持久气味的硫基化合物。

此次实验中，研究人员将等量的

生大蒜放入玻璃瓶中，并确认释放出

的硫挥发物达到了能被人闻到的浓

度。他们使用质谱仪测量了每次处理

前后以气体形式存在的挥发性分子的

水平，结果表明，仅酸奶就能减少 99%

的生蒜气味挥发物。单独加入酸奶中

的脂肪、水和蛋白质成分，对生大蒜也

有除臭效果，但脂肪和蛋白质的表现

优于水。

就脂肪而言，黄油含量越高，除臭效

果越佳。研究的蛋白质包括不同形式的

乳清蛋白、酪蛋白和牛奶蛋白，所有这些

蛋白质都能有效地去除大蒜的气味，可

能是因为它们能够在挥发性分子排放到

空气中之前捕获这些气味。胶束酪蛋白

—乳清蛋白复合物效果最好。

研究人员还测试了酸奶及其分离

成分对油炸大蒜的除臭效果。他们发

现，单独油炸大蒜可显著减少大蒜中

大部分产生异味的挥发性化合物。

巴林格预测，与研究中使用的纯

牛奶酸奶相比，希腊酸奶的蛋白质含

量更高，在消除大蒜气味方面可能特

别有效。她表示，水果口味的酸奶也

可能有效，但无论是哪种酸奶，都必须

在食用生蒜后马上喝。

酸奶消除大蒜气味效果奇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