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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实验室走进实验室K
◎本报记者 刘 霞

科 技 日 报 北 京 10 月 10 日 电
（记者张梦然）根据《自然·通讯》10

日发表的一项生物技术概念验证研

究，科学家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成功

培 育 出 对 禽 流 感 有 部 分 抵 抗 力 的

鸡。该研究提出了一种潜在策略，

有助于减少禽流感从野外禽鸟向养

殖家禽的传播。

禽流感在亚洲、欧洲、非洲和美洲

广泛传播，对野生鸟类造成了威胁，令

家禽养殖者蒙受经济损失，并且给人

类健康带来风险。目前尚未有可靠的

禽类用禽流感疫苗，主要因为野外病

毒抗原漂移太过迅速。

在鸡的体内，禽流感生命周期依

赖于一种宿主蛋白 ANP32A，这为创

造抗病毒禽类提供了潜在靶标。

包括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帝国

理工学院在内的研究团队，编辑了鸡

生殖细胞中的 ANP32A基因来限制甲

型流感的活性。他们发现，由此完全

长成的鸡，对来自其它受感染禽类的

生理剂量甲型流感具有抵抗力，且恢

复力更强。但是，基因编辑鸡对 1000

倍以上的剂量没有抵抗力。经过两年

多的监测，这些鸡的健康或产蛋率没

有受到任何不良影响。

研究团队提出，对其他相关基因

（ANP32B 和 ANP32E）进行进一步编

辑和删除，将能阻止病毒复制。

这一最新结果表明，基因编辑是

培育抗禽流感鸡的一种可能途径。但

是团队也指出，需要进一步研究确保

动物健康不受影响，而且可能需要对

ANP32 家族基因进行多次编辑才能

消除病毒进化的可能性。

经过基因编辑的和自然的两只鸡

从外表上看差别并不大，但其中一只

已悄然获得对禽流感病毒的抵抗力。

和我们人类熟悉的流感病毒一样，禽

流感病毒同样狡猾多变，很难一劳永

逸研发出禽类用禽流感疫苗。而一旦

禽流感开始蔓延，就会给家禽养殖业

带来沉重打击，造成巨大损失。此次

研究团队试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编

辑鸡体内病毒的宿主蛋白基因，能防

止它们被其它染病禽类传染。不过这

种方法的成本不低，对动物健康的影

响还有待长期追踪，要真正应用还需

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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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LBNL）诞生于 1931 年，在近百年的岁

月更替中，该实验室向世界贡献了多项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技创新成果，诞生

了一大批诺贝尔奖获得者。

一流人才济济一堂，多学科交叉碰

撞出新的智慧火花，以及与时俱进不断

寻找新研究方向，让 LBNL 在不断攀登

科学高峰的过程中逐渐“傲视群雄”。

持续取得近百项突破性成就

LBNL 犹如一个科学“万花筒”，研

究领域非常广泛，在近百年的历史中，

为全球贡献了近百项突破性成就。

LBNL 为美国第一颗原子弹及氢

弹的研制提供了最原始最基本的实验

以及机械支持，建起了世界第一批电子

直线加速器，发现了锝、镎、钚、锫等一

系列超重元素，开辟了放射性同位素、

重离子科学等新研究方向。

上世纪 30年代，LBNL使用自制的

粒子加速器和探测器发现了反质子，为

粒子物理学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40 年代，该实验室用粒子加速器合

成了人工放射性元素，为核物理学的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65 年，LBNL 科学家发现了 J/Ψ

介子，证明了夸克理论的正确性，为粒

子物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朱棣

文等相关科学家也因此荣膺诺贝尔物

理学奖。

LBNL 最显著的突破之一是暗能

量的发现。暗能量被列为当今物理学

领域最大的未解之谜。

在生物医学领域的重大创新舞台

上，该实验室也没有缺席。上世纪 90

年代，LBNL 参与了美国人类基因组计

划的研究工作，对人类 5 号、16 号和 19

号染色体进行了测序，这些区域与糖尿

病、动脉粥样硬化、哮喘和其他疾病有

关，为基因疾病的治疗和预防奠定了基

础。

在新能源材料研究领域，1950 年

代，LBNL 发现了锂盐在有机电解质中

的溶解度和锂金属的沉积，从而诞生了

锂离子电池和全球电动汽车工业。

2016年 10月，LBNL的一个团队打

破了物理极限，将现有的最精尖的晶体

管制程从 14纳米缩减到了 1纳米，实现

了计算机技术界的一大突破。

自成立以来，LBNL 科学家共摘得

16 枚诺贝尔奖奖牌，拥有 80 多位美国

国家科学院院士、20 多位美国国家工

程院院士，15 位科学家获得美国科研

领域最高终身成就奖——美国国家科

学奖章。

强强携手碰撞出智慧火花

LBNL 在 多 个 科 研 领 域“ 枝 繁 叶

茂”的秘密武器是什么？强强携手或是

原因之一。

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基础

交叉研究中心主任胡均曾经在该实验

室做了两年多访问学者，他曾撰文表

示，LBNL 聚集了一大批一流的学术带

头人，这种一流人才的聚集，形成了一

种特殊效应，当一个研究者碰到其他领

域的问题时，可就近迅速找到最权威的

解答。

由于该实验室聚集了大批某个领

域的学术权威，身处其中的人很容易获

得最前沿的信息。更重要的是，研究

人员经常在一起开会、聊天，很容易实

现交叉合作，这种强强携手更容易出—

流成果。而且，这种聚集效应，在交叉

科学研究中显得特别重要。LBNL 在

交叉科学研究领域独领风骚，主要靠的

就是这种聚集效应。

革故鼎新引领全球科技

LBNL 之所以能成为科研领域的

“常青树”，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其能

与时俱进，关注、钻研并最终引领科技

发展的新潮流。

LBNL 早期以加速器、核物理研究

为主，进入 80 年代后，转向生命科学、

材料科学和环境科学等新兴学科，随后

又开始关注可持续能源——包括生物

能源和生物燃料、纳米科学等。随着新

兴学科不断涌现，人工智能、大数据、量

子计算、碳管理、能源存储等也被其“收

入囊中”。

LBNL 现已成为一个向全世界开

放的多学科交叉研究中心，形成了可

持续能源科学与技术、软性 X 射线和

超速科学、纳米科学、跨学科生物与

环境科学、计算科学、天体物理先进

探测系统 6 大核心科研能力，这也是

LBNL 相对于其他美国国家实验室的

特殊之处。

在该实验室科学家摘得的 16 枚诺

贝尔奖牌中，6 枚在 21 世纪获得，也彰

显了该实验室在把握科技发展脉搏方

面的独特之处。

人 才 集 聚 带 来 创 新 效 应
——美 国 劳 伦 斯·伯 克 利 国 家 实 验 室 的 发 展 理 念

科技日报北京 10月 10日电 （记

者张佳欣）美国西北大学研究人员通过

詹姆斯·韦布太空望远镜（JWST）发现，

宇宙早期的明亮星系可能是大质量恒

星形成爆发的产物，这种形成爆发使早

期星系比人们对“宇宙黎明”的预期更

亮。相关论文发表在最新一期的《天体

物理学杂志快报》上。

从第一次“看到”遥远的宇宙开始，

JWST 让人们对宇宙的早期历史有了

前所未有的了解，发现了一系列可追溯

到“宇宙黎明”这一神秘时期的星系。

但宇宙婴儿期的星系本应更像一个“小

孩子”，但它们却出奇地成熟，演化也比

想象的快得多。科学家在质疑宇宙学

基本原理的同时，多方寻找解释。一项

新研究可能在与教科书解释不相悖的

情况下解开这个谜团。

研究人员使用计算机模拟最早的

星系是如何进化的。结果表明，在 138

亿年前宇宙大爆炸后的最初数亿年里，

这些星系中恒星的形成与今天充斥在

宇宙中的银河系等大型星系的形成过

程有所不同。

他们发现，早期星系中恒星的形成

是在偶尔的大爆发中发生的，而不是以

稳定的速度形成的。这一点很重要，因

为科学家通常使用星系的亮度来衡量

它的大小，即数百万或数十亿颗恒星的

总质量。

根据这项研究，这些星系可能如预

期的那样相对较小，但会像真正的大质

量星系一样发出明亮的光，但恒星形成

的爆发过程会像真正的大质量星系一

样明亮地发光，这就给人一种质量巨大

的欺骗性印象。

研究人员表示，恒星形成的爆发产

生的闪光可解释韦布望远镜观测到的

非常明亮的星系。这一点之所以如此

重要，是因为论文在解释这些非常明亮

的星系时并没有打破标准宇宙学模型。

与以几乎恒定的速度形成恒星相

反，早期星系中的恒星形成活动是断断

续续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一些巨大的

波动。这反过来又导致了它们亮度的

巨大变化，因为 JWST 望远镜所看到的

光是由在这些星系中形成的年轻恒星

发出的。

韦布望远镜解开宇宙最早星系之谜

科技日报讯 （记 者张佳欣）据

欧洲空间局（ESA）官网 6 日报道，地

球 上 最 小 的 开 花 植 物—— 水 粉 ，将

来可能会成为宇航员的营养食品和

高效氧气来源。泰国玛希隆大学的

科学家正在对水粉的未来潜力进行

研究。

为了测试它们是否适合太空，研究

小组在 ESA的大直径离心机（LDC）上

对漂浮的水粉团（单个只有针头大小）

进行了20倍于正常地球重力的测试。

水 粉 是 地 球 上 最 小 的 开 花 植

物，甚至比人们更熟悉的浮萍还要

小。水粉是一种水生植物，无根、无

茎，在泰国和亚洲其他地区，它们通

常漂浮于水体表面。水粉的简单性

和快速生长速度使其成为研究重力

变化对植物发育影响的理想选择。

水粉通过光合作用大量产生氧气，

并 且 是 丰 富 的 蛋 白 质 来 源 。 在 泰

国，在汤、沙拉等当地菜肴中，都可

见到它们的身影。

为了研究超重力如何影响水粉，

研究人员将样品放入专门设计的盒

子中，并配备 LED 照明以模拟自然阳

光。这些盒子在 LDC 内受到超重力

条 件 的 影 响 ，模 拟 20 倍 地 球 的 重

力。经过 2 周的实验，科学家将仔细

检查水粉植物，并对固体颗粒提取物

进行详细的化学分析。

该分析旨在揭示水粉如何响应

超重力条件，从而深入了解植物对不

同重力环境的适应性。这项研究有

望推动太空农业的发展。通过研究

水粉获得的见解可为在太空环境中

种植植物铺平道路，使宇航员能在长

时间的太空任务中获得必需的营养

和氧气。这项研究标志着人类向自

给自足的太空旅行和天体探索迈出

了重要一步。

最小开花植物或成宇航员营养食品

科技日报北京 10月 10日电 （记

者张梦然）长期接触低频噪音会导致许

多健康问题，但解决方案可能出现在一

个意想不到的地方——乒乓球表面。

在最新一期《应用物理学杂志》中，法国

里尔大学和希腊雅典国立技术大学研

究人员描述了一种声学超表面，其使用

乒乓球作为亥姆霍兹谐振器，创造出廉

价但有效的低频隔音效果。

低频噪音在城市、道路附近和机

场 很 普 遍 ，是 城 市 中 常 有 的 声 音 背

景，可能引发耳痛、呼吸障碍、烦躁和

其他长期不良影响。低频噪声由多

种来源产生，与高频声音相比更加难

以避免。

声学超表面是专门设计用于操纵

声波的材料。该超表面使用空心乒乓

球，每个球上都有小孔，模拟亥姆霍兹

谐振器。亥姆霍兹谐振器具有独特的

能力，能够以其自然频率精确捕获环境

声波。新研究的独创性是考虑两个谐

振器之间的耦合效应，其导致两个谐振

频率的出现。

这 也 意 味 着 该 设 备 能 够 吸 收 更

多的声音。在两个耦合谐振器取得

成 功 后 ，研 究 人 员 添 加 了 更 多 谐 振

器，从而增加了可吸收的谐振频率的

数量。

通过调整球的数量、孔的数量和孔

的大小，研究人员还可改变超表面的声

学特性，证明无需昂贵的材料即可设计

出吸声板。

研究人员表示，这种超表面的潜力

超出了隔音效果。它可被扩展以实现

于其他功能，如声音聚焦、非常规声音

反射、声音传输操纵等。

乒乓球声学超表面可吸收低频噪音

基于穿孔乒乓球的声学超表面声
音传输的实验装置。

图片来源：优睿科网站

图为2012年，研究人员在实验室的分子铸造厂。
本文图片来源：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官网

欧内斯特·劳伦斯1931年创建了现在的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左边为
1956年劳伦斯坐在长满草的小山上，山下是回旋加速器。右边为2018年时任实验
室主任迈克尔·威瑟尔站在同一地点。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真菌感

染会对人类、动物和植物构成威胁，

甚至带来严重后果。来自德国杜塞

尔 多 夫 海 因 里 希 -海 涅 大 学（HHU）

等 机 构 的 科 学 家 ，在 一 项 最 新 研 究

中，阐明了真菌感染的一个重要分子

机制。这一研究有望促进新型抗真

菌药物的研发，相关论文刊发于最新

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真 菌 作 为 病 原 体 ，可 在 人 类 、动

物和植物身上引发严重疾病。人类

的皮肤经常受到真菌感染，如果免疫

系统减弱，内脏也可能受到影响，如

肺 曲 霉 病 由 曲 霉 菌 家 族 的 霉 菌 引

起。真菌也会给农作物带来巨大伤

害，众所周知的例子包括麦角病，真

菌会攻击黑麦；也会在玉米上引发黑

曲霉病。

为 开 发 新 的 防 御 策 略 来 保 护 人

类、动物和植物，需要了解在分子水

平 上 ，尤 其 是 在 DNA 和 RNA 水 平

上，真菌感染是如何发生的。

HHU 微生物研究所迈克尔·弗勒

德布格教授团队在真菌身上应用了一

种有效的 RNA 标记技术，该技术在活

细菌中发挥作用。他们发现，一种名

为 Khd4 的重要 RNA 结合蛋白会调控

感染性菌丝——真菌的丝状形式的生

长，这会引发感染。

研 究 团 队 解 释 说 ，影 响 感 染 性

菌 丝 生 长 的 一 个 重 要 因 素 是 膜 转

运 。 真 菌 使 用 液 泡 等 细 胞 器 ，与 周

围 的 环 境 之 间 进 行 物 质 交 换 ，负 责

传 递 信 息 的 mRNA 的 稳 定 性 对 此

至关重要。

研究人员指出，这是科学家首次

发 现 一 个 新 的 感 染 调 控 概 念 ：单 个

RNA 结合蛋白 Khd4 通过确定 mRNA

的稳定性来控制感染性菌丝的生长，

mRNA 反过来调节膜转运。

真 菌 感 染 重 要 分 子 机 制 阐 明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梦然）根据近

期《自然·通讯》发表的一篇论文，在全

球粮食生产中，蚯蚓可能每年贡献了

1.4亿吨，包括 6.5%的谷物和 2.3%的豆

类产出。科学家认为，支持蚯蚓种群及

整体土壤多样性的农业生态学政策和

实践的投入，对于实现可持续农业目标

十分重要。

蚯蚓是健康土壤的重要建造者，

在许多方面支持植物生长，如影响土

壤结构、水获取、有机物质循环及营养

可得性。研究还表明，蚯蚓能够推动

植物产生促生长激素，帮助植物抵御

常见的土壤病原体。但它们对全球农

业生产的贡献尚未得到量化，人们对

此的理解也很有限。

此次，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研

究团队对蚯蚓丰度、土壤特性和作物

生产的地图与此前数据作了分析。他

们发现，蚯蚓贡献了全球谷物（包括玉

米 、水 稻 、小 麦 和 大 麦）生 产 的 约

6.5%，豆类等生产的 2.3%（包括大豆、

豌豆、鹰嘴豆、小扁豆和苜蓿），相当于

每年超过 1.4 亿吨。蚯蚓的贡献在全

球南方尤其高，它们对撒哈拉以南非

洲的谷物生产贡献了 10%，拉美和加

勒比海地区为 8%。

这项研究属于量化有益土壤生物

体对全球农业生产贡献的首批尝试，

虽然这些发现基于对较多全球北方数

据库的分析，但团队认为蚯蚓在全球

食物生产中都是重要驱动者。

蚯蚓每年为全球贡献1.4亿吨粮食

野生母鸡(左)和编辑了ANP32A基
因后生长的母鸡(右)。

图片来源：《自然·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