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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实验室走进实验室
◎本报记者 张佳欣

科普园地科普园地

科技日报北京 3月 27日电 （记

者张梦然）据《自然》网站 27 日发表的

一项研究报道，年老小鼠的免疫系统

通过一种抗体疗法回到了更年轻状

态。这种方法靶向异常的衰老干细

胞，能重新平衡血细胞生成，并减少年

龄相关的免疫功能下降。未来将开展

临床前和临床研究以确定这种方法是

否适用于人类。

衰老与造血干细胞（HSC）的一种

变化有关，HSC 能产生各种类型的血

细胞。年轻的 HSC 能平衡产出淋巴

细胞和髓系细胞（在免疫应答中有作

用的两种不同白细胞系），但髓系细胞

的产生会随年龄而增加。这种改变被

认为是免疫系统年龄相关变化的原

因，免疫系统的年龄相关变化包括适

应性免疫下降和炎症增加。

为了恢复衰老 HSC 群的平衡，美

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团队此次设计了一

种免疫疗法来耗竭老年小鼠的髓系偏

向 HSC。在这类 HSC 中，团队发现了

能被抗体靶向的细胞表面蛋白（未在产

出平衡的 HSC 中发现）。他们证明了

这种方法能耗竭衰老小鼠的髓系偏向

HSC，让免疫系统恢复年轻特征，如更

多的常见淋巴细胞祖细胞和其他免疫

细胞，同时使免疫功能下降的年龄相关

标志物减少，如炎症。经处理的小鼠能

对病毒感染产生更好的免疫应答。

在同时发表的新闻与观点文章

中，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两名科

学家提醒道，增加年老小鼠的淋巴生

成可能会提高肿瘤生长（如白血病）的

风险，而后者已被证明会受到淋巴生

成减少的抑制。“然而，淋巴性白血病

的负担加重，或被抗感染能力增强和

其他癌症风险降低抵消，这些都可以

通过加强免疫监察而实现”。

在 过 去 几 个 世 纪 里 ，我 们 对 世

界的认识在不断扩大，但我们的免

疫系统也越来越受到陌生细菌和病

毒的挑战。在老年人中，新输入的

病原体有可能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占据

上风——因为免疫系统老化的人更难

抵抗新病毒，对疫苗接种的反应也

弱。现在，在小鼠身上进行的这项研

究提供了惊人的证据，表明未来有一

天人们可以通过一次性治疗来“重振”

老年人的免疫系统。这是一个真正的

范式转变——科学家和临床医生将以

新的方式，去思考免疫系统和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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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首尔 3月 27日电 （记

者薛严）韩国政府 26 日在忠清北道清

州召开第 24 次民生讨论会，表示到

2035 年将韩国国内生物产业生产规

模提升至 200 万亿韩元（约 1.08 万亿

元人民币），为此将在数字生物领域大

幅扩大研发投资。

韩国政府此次提升生物产业规模

的计划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指出生物

产业与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结合的趋

势为韩国带来发展机遇。韩国政府认

为全球各国正竞相培育尖端生物产

业，韩国也应该在这一充满无限机遇

和巨大潜能的市场加速谋求发展。迄

今在原有的生物技术方面，少数西方

发达国家拥有雄厚科学实力和研发基

础，并借此牢牢占据生物产业相关市

场主导地位，韩国应利用现有数字技

术优势，与生物产业发展趋势相结合

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二是韩国政府

提出“尖端生物倡议”。重点收集和利

用优质生物数据，为此构建与各种生

物数据对接的数字平台，同时向研究

人员提供必要的服务。三是计划将忠

清北道打造成韩国生物产业领军基

地。以忠清北道五松为中心，模仿大

学和风险企业聚集的美国生物产业

“波士顿集群”发展模式，打造韩版“波

士顿集群”，发展尖端生物产业的同时

吸引相关金融、法律服务，期待产生

2.1万亿韩元的经济价值和约 2.9万个

就业岗位。韩国政府为此向忠清北道

地区安排的医学院学生名额提升至

300人，较原有招生规模增加 211人。

韩拟扩大数字生物领域研发投资

科技日报北京 3月 27日电 （记

者刘霞）西班牙天文研究所（IA）科学

家领导的一个国际团队利用星震学技

术，对橙矮星印第安ε开展研究，探测

到迄今已知最微小的“星震”。这种恒

星振荡有助科学家了解恒星内部的情

况，正如地震能揭示地球内部奥秘一

样。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天文

学与天体物理学》杂志。

橙矮星（也称 K 矮星）印第安ε

距 地 球 11.9 光 年 ，直 径 为 太 阳 的

71%。星震学技术旨在探测恒星的振

荡。在最新研究中，IA 研究员蒂亚

戈·坎潘特等人利用安装在欧洲南方

天文台甚大望远镜上的光谱仪（岩石

态系外行星和稳定光谱观测阶梯光

栅光谱仪），以前所未有的精度记录

下了这些振荡。

研究团队探测到的印第安ε振荡

峰值振幅仅为每秒 2.6厘米，约为太阳

振荡峰值振幅的 14%。这使该恒星成

为迄今观测到拥有类似太阳振荡的最

小且最冷的矮星。

坎潘特强调，最新观测表明，精确

的星震学技术可用于探测表面温度低

至 4200℃（比太阳表面低约 1000℃）

的矮星，为天体物理观测开辟了一个

新领域。

研究团队表示，新研究或有助科

学家厘清这些冷矮星质量和直径之间

的关系。恒星演化模型估算出的 K 矮

星直径，比经验方法获得的值低 5%—

15%。他们希望利用这些“星震”研究

K 矮星表层的复杂物理现象。这些恒

星比太阳更凉爽、更活跃，是探测表层

发生关键现象的绝佳实验室。

坎潘特指出，鉴于 K 矮星及其行

星系统寿命极长，它们最近跃升为寻

找宜居世界和地外生命的主要焦点。

这一最新结果表明，星震学技术有望

详细表征这些恒星及其宜居行星的细

节，而精确确定附近冷矮星的年龄对

于阐释系外行星上发现的生物特征可

能至关重要。

科学家探测到迄今已知最微小“星震”

科技日报北京3月 27日电 （记者

刘霞）据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官

网 25 日报道，该机构大型强子对撞机

（LHC）上的紧凑缪子线圈（CMS）国际

合作组宣布，他们利用 CMS 轨迹探测

器出色的追踪能力，首次观察到质子对

撞中两个光子“变身”为两个陶子（τ）。

上世纪70年代，陶子首次在美国斯

坦福加速器实验室现身，但其寿命极短，

对其开展精确研究相当棘手。在最新研

究中，CMS合作组首次在质子非接触对

撞中观测到一个特殊过程：两个光子相

互作用产生两个陶子，然后分别衰变为

缪子（μ）、电子或带电π介子和中微子。

此次科学家对陶子的反常磁矩开

展了迄今最精确测量。粒子的磁矩由

粒子内部（假想）磁体的强度和方向产

生。同时，真空中存在的大量虚粒子会

干扰磁矩，使其偏离预测值，因此粒子

的磁矩需要在量子水平进行校正。这

种量子校正被称为反常磁矩，其大小约

在 0.1%的水平。

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教

授李亮对科技日报记者解释说：“反常

磁矩对新物理效应非常敏感。如果在

误差范围内，反常磁矩的理论值和实验

值不一致，就意味着标准模型之外存在

着新物理现象。最新研究有助揭示陶

子的产生过程及其重要物理性质，从而

验证标准模型预测，并为探索新物理现

象提供了新途径。”

由于陶子寿命极短，测量其反常磁

矩尤其困难，最初测量计算值是理论计

算值的 30 倍，后被缩小到 20 倍。CMS

合作组这一研究则将陶子反常磁矩的

测量计算值缩小到仅为理论计算值的

3倍，为其设置了迄今最严格限制。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核物理与核技术

国家重点实验室长聘副教授王大勇团队

在这一研究中作出了突出贡献。CMS合

作组成员、博士生秦雪龙表示：“这项研究

引入测量陶子反常磁矩的新方法，探测了

比之前实验更敏感的较高质量区，并改善

了已停滞20年的测量结果。”

质子对撞中首次观察到光子变陶子
为 探 索 新 物 理 现 象 提 供 途 径

冷泉港是美国纽约州萨福克县的

一处村镇，因流经该地区的天然冷水泉

而得名，起初因捕鲸业而发达。随着随

后几十年捕鲸船数量减少以及享誉全

球的冷泉港实验室成立，该地区“重生”

为人类科学事业的高地之一。

冷泉港实验室诞生于 1890 年，是

一家非营利性私人科学研究与教育中

心。从 20世纪 40年代起，这里走出了 8

位诺贝尔奖得主，孕育并推动了分子生

物学的诞生和发展，名列世界影响最大

的十大研究学院榜首。

分子遗传学的发端

在近代遗传学发展史上，有两项研

究成果被公认为是 20 世纪最重要发

现：一项是著名的“DNA 双螺旋结构”，

另一项则是公众并不熟知的“跳跃基

因”。而作出这两项发现的科学家均来

自冷泉港实验室。

1953 年，年仅 25 岁的美国科学家

詹姆斯·沃森和来自英国的科学家弗朗

西斯·克里克首次提出 DNA 双螺旋结

构模型，引发了生物学研究的重大革

命。此模型的建立被广泛认为是当代

分子生物学的肇始，并对药物生产、作

物品种改良、疾病治疗等方面产生了深

刻影响。每年，冷泉港实验室都吸引了

分子生物学大批菁英来此进行研究、切

磋和讨论，推动分子遗传学科学进一步

发展。与此同时，冷泉港实验室每年都

会颁发双螺旋奖章，以表彰为人类健康

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

在冷泉港实验室，杂交活力的发现

为现代农业奠定了基础。20 世纪 40 年

代，美国遗传学家巴巴拉·麦克林托克

在玉米杂交实验中发现，使籽粒着色的

基因在某一代“延续”或“中断”，又在另

一代的染色体上重新出现，科学界把这

种基因称之为“跳跃基因”。这一发现

为研究遗传信息的表达与调控、基因进

化与癌变等找到了重要突破口。

癌症研究领域的前沿

20 世纪 20 年代初，冷泉港实验室

研究人员在了解癌症方面迈出了第一

步。1919 年，克拉伦斯·利特尔在小鼠

实验中发现，某些个体比其他个体更容

易患癌症。这是遗传因素与癌症致病

有关的最早证据之一。1928 年，卡尔

顿·麦克道威尔培育出高发白血病小

鼠，推动了癌症发展过程研究。

1971 年，美国通过了“国家癌症法

案”，标志着“对癌症的战争”开始。大量资

金流入癌症研究领域，次年，冷泉港实验室

就获得了政府的第一笔抗癌研究资金。

时任实验室主任的詹姆斯·沃森也致力于

将该实验室打造成顶级癌症研究机构。

1982年，实验室的迈克尔·威格勒与另外

两名科学家共同在人类膀胱癌细胞中发

现了第一个人类肿瘤基因，即 H-RAS，

成为癌症研究中一个关键里程碑。

20世纪80年代，冷泉港实验室科学

家揭示了癌症基因编码的突变蛋白如何

导致人类细胞生长失控。例如，厄尔·鲁

雷发现，一些癌症只有在多个基因发生突

变后才会开始。埃德·哈洛发现了癌基因

的激活和抑癌基因的失活均可导致癌症

发展。1987年，冷泉港实验室被指定为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癌症研究中心，这为

癌症项目带来了长期支持，确保了该实验

室在癌症研究领域的世界前沿地位。

自 1994 年以来，生物化学家和癌

症生物学家布鲁斯·斯蒂尔曼担任实验

室主任，主持了实验室的大规模扩张工

作。随着 2009 年冷泉港山边学习园区

6 座连在一起的实验楼建成，冷泉港实

验室增加了急需的新的癌症和神经科

学研究实验室，以及新的定量生物学方

案，为数学、物理学、生物学、计算机科

学和统计学专家提供了空间。

基因研究硕果累累

在 1986 年的一次会议上，科学家

在冷泉港实验室首次讨论了基因组测

序计划。1987 年，詹姆斯·沃森呼吁投

入 30 亿美元，开展为期 15 年的人类基

因组计划。1990年 10月 1日，经国会批

准，美国“人类基因组计划”正式启动。

冷泉港实验室的基因研究硕果累

累。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理察·罗伯茨

与菲利普·夏普的团队发现了断裂基

因；80 年代末期和 90 年代，卡罗尔·格

雷德研究发现了端粒酶，揭示了染色体

末端复制的机理；这里还诞生了多个有

关基因测序的“第一次”：第一次检测到

可导致自闭症的自发突变、第一次对植

物基因组进行测序等。

冷泉港实验室同时也承担教育功

能的学习中心，一直致力于生物学家的

培养。尤其是 1988 年创建的 DNA 学

习中心，每年吸引着全球数百万学生和

教师在这里开展实验，加深对基因组的

了解。此外，冷泉港实验室还建立了大

规模基因库，帮助人们研究与遗传相关

的疾病。

纵观冷泉港实验室的历史，其通过

在癌症、植物生物学、神经科学和定量

生物学方面的发现，帮助塑造了现代科

学。实验室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布鲁斯·
斯蒂尔曼表示，未来几年，冷泉港实验

室研究人员将扩展他们开发的卓越基

础设施，利用分子和细胞技术作出更多

发现。

生 命 科 学 的 种 子 从 这 里 萌 芽
——美 国 冷 泉 港 实 验 室 的 科 研 之 路

科技日报北京3月27日电（记者刘
霞）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科学家对一

项已持续 75年的研究展开分析，结果显

示人脑变得越来越大：20世纪70年代出

生的参与者脑容量比20世纪30年代出生

的参与者大 6.6%；大脑表面积几乎大

15%。研究人员认为，人脑变大或使大脑

储备增加，有可能降低与年龄相关痴呆症

的总体风险。相关论文发表于25日出版

的《美国医学会神经病学杂志》。

研究人员分析了弗雷明汉心脏研

究（FHS）参 与 者 的 脑 磁 共 振 成 像

（MRI）数据。FHS 于 1948 年在马萨诸

塞州弗雷明汉启动，旨在分析心血管和

其他疾病的模式，已持续 75年。

最新研究比较了其中 3226名 20世

纪 30年代出生参与者（前者）和 70年代

出生参与者（后者）的 MRI数据。结果

发现，包括脑容量在内的一些大脑结构

逐年稳步增加。例如，后者的平均脑容

量为 1321毫升，前者的为 1234毫升，增

加约 6.6%。此外，后者的平均脑部表面

积为 2104 平方厘米，前者的为 2056 平

方厘米，几乎增加了 15%。而且，白质、

灰质和海马体（涉及学习和记忆的大脑

区域）等脑区的大小也有所增加。

研究团队表示，大脑更大可能意味

着痴呆症的发病率更低。阿尔茨海默

病协会数据显示，目前约 700 万美国人

罹患阿尔茨海默病，预计到 2040 年这

一数字将增至 1120 万。尽管患病人数

随美国人口老龄化而上升，但发病率正

在下降。之前的一项研究发现，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痴呆症的发病率每

十年下降 20%。大脑健康状况的改善

和脑容量的增加可能是原因之一。

75年持续研究揭示人脑越来越大

科技日报北京3月 27日电（记者

张梦然）《自然》杂志 27日发表的一篇论

文指出，全球变暖导致的极地融冰增加

可能会影响全球计时。格陵兰和南极洲

的融冰可能让地球角速度（角度位置随

时间变化的速度）减慢的速度比之前更

快。为此，协调世界时（UTC）可能比原

来晚3年才需要添加一个负“闰秒”。

世界上有两种常用的时间计量系

统：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基于原子振

荡周期的国际原子时。随着时间推移，

两个计时系统结果会出现差异，因此有

了UTC的概念，当国际原子时与世界时

相差达到0.9秒时，UTC就增加或减少1

秒，这个修正就被称作“闰秒”。

许多活动，如网络计算和金融市场，

都需要UTC提供统一、标准和精确的时

间。由于固体地球的自转速度并不恒

定，所以UTC需要调整来保证与地球相

对恒星自转速度一致的时间框架。从

UTC正式使用以来，所用闰秒都是正闰

秒，但未来也可能会出现负闰秒。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研究团

队此次使用数学模型，研究了地球角动

量的各种变化对全球计时的影响。地

核以液体为主，其角速度一直在以恒定

速率减慢，这会逐渐增加固体地球的角

速度（以维持角动量）。此前研究认为，

这种效应导致此前只需要增加几个正

闰秒，到 2026年则需要一个负闰秒。

但现在团队发现，卫星引力测得的

格陵兰和南极洲冰盖在近年里融化增

加，让固体地球角速度的减慢比之前更

快了。他们通过外推这种趋势，预测了

固体地球的角速度，估计 UTC 到 2029

年前都不需要负闰秒。而这会对计算

机网络计时造成问题，可能需要比原计

划更早修改 UTC和地球自转的政策。

研究人员指出，全球变暖和全球计

时的关系已经密不可分，而且未来的关

系可能更紧密。

全 球 计 时 在 悄 悄 改 变 ？
极 地 融 冰 加 速 ，负 闰 秒 晚 添 三 年

冷泉港实验室占地约45公顷，修复后的海堤绵延约320米。

DNA学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虚拟直播课程。
本文图片来源：冷泉港实验室官网

穿越恒星内部的声波（艺术图）。
图片来源：西班牙天文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