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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佳欣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霞）据《自然》网

站4月2日报道，一种在人体淋巴结内长

出“迷你肝脏”的实验性疗法首次开展人

体试验。研究团队正在12名晚期肝病患

者身上测试该疗法，其中第一人于3月25

日接受治疗，目前表现良好。研究团队指

出，如果几个月后观测结果显示该疗法有

效，未来有望彻底改变肝病治疗现状。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生物技术公司

LyGenesis 的埃里克·拉加斯及同事 10

多年前开始研发这一疗法。其过程是：

从捐赠器官中提取肝细胞，将其注射到

淋巴结内。肝细胞在淋巴结内增殖、分

裂并发育出血管。随着时间的推移，淋

巴结消失，剩下一个“迷你肝脏”。

此前，研究团队已将肝细胞直接插

入小鼠、猪和狗的淋巴结，获得了功能齐

备的肝脏。他们解释说，淋巴结实际上

是一个微型生物反应器，特别适合细胞

存活。它们含有重要的免疫细胞，在感

染期间，这些免疫细胞会在器官内迅速

增殖和分裂。此外，人体内约有800个淋

巴结，失去1—5个尚未看到有什么影响。

该试验于 2020 年获得美国监管机

构批准，目前有 12 名晚期肝病患者参

与该疗法试验，于 3月 25日进行的首次

手术持续约 10 分钟。在试验中，研究

团队将一根管子插入患者喉咙，通过超

声波成像找到一个淋巴结，随后他们用

针穿过管子注射了捐赠的肝细胞。

研究团队表示，尽管参与者目前表

现良好，但其肝功能没有任何改善。这

些肝细胞必须组织起来，向其他细胞发

出信号来构建器官。因此在初次植入

后几个月内，很难看到真正的疗效。如

果这一疗法真的有效，可大大减少等待

肝移植的人数。利用这种方法，一个捐

赠器官可治疗 75名甚至更多患者。

该公司计划在 2025 年上半年之前

招募 12 人参加第二阶段试验，并在次

年公布结果。研究团队还希望拓展这

种“迷你肝脏”疗法，目前正在动物淋巴

结内培养肾脏和胰腺细胞，以培养“迷

你肾脏”和“迷你胰腺”。

在淋巴结内发育而成——

“迷你肝脏”疗法开展人体试验

夜晚，星光闪烁，月亮散发出柔和的

银白色光芒。仰望夜空于我们可能是一

种浪漫，于天文学家则是灵感源泉。

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官网报道，截至去年 8 月 24 日，人类已

确认发现超过 5500 颗系外行星。而寻

找系外卫星，即太阳系以外的天然卫

星，更加令天文学家感到兴奋。

据英国《新科学家》网站报道，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戴维·基平表示，系外卫星

或在决定主行星的宜居性方面发挥关键

作用，因为它们可抑制行星的摆动，营造

稳定的气候，就像月球对地球的作用一

样。但更令人兴奋的是，部分系外卫星

可能比系外行星更适合生命存在。

系外卫星会是什么样

广袤星空中，卫星可以各种形式出

现。例如土星的两颗卫星——土卫十

和土卫十一，几乎共享一个轨道。此

外，还有围绕行星的卫星环，就像土星

环一样。在合适的条件下，卫星甚至可

能会有自己的卫星。

如果卫星足够大，能够维持一定厚

度的大气层，那么它们可能是寻找生命

的候选地点。此前，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的研究表明，木星的 4 颗最大卫星之所

以温暖，是因为它们的重力场相互拉拽

而产生的潮汐力。此外，土星具有丰富

大气层的土卫六是地球以外唯一已知

表面有湖泊和海洋的地方。

围绕巨行星的卫星也可能是寻找

生命的最佳场所。尤其是，如果卫星被

潮汐锁定，即其一面始终指向行星，就

像月球指向地球那样，该卫星的一侧将

永久沐浴在行星光芒下，且永远不会经

历完整的夜晚。

种种迹象表明，系外卫星是一个奇妙

的地方。那么人们该如何找到它们呢？

能否找到系外卫星

基平是寻找地外行星的天文学家

团队成员。他表示，5500多颗系外行星

中，其中一些可能有数十颗卫星。然

而，要证明它们的存在并非易事。

2018年，基平所在的研究团队首次

探测到了系外卫星“开普勒-1625b I”，

该卫星位于系外行星开普勒-1625b 的

周围。

2022年，包括基平在内的另一个团

队似乎发现了第二颗系外卫星，名为

“开普勒-1708b I”。

然而，2023 年底，一支独立天文学

家团队在《自然·天文学》杂志上发表论

文，对这两颗系外卫星的发现提出质

疑。索内贝格天文台研究人员迈克尔·
希 普 克 表 示 ，数 据 并 不 支 持 开 普

勒-1625b和开普勒-1708b周围存在系

外卫星。

基平团队对此作出了回应，但并未获

得认可。不过，这些天文学家达成共识，

要朝着寻找系外卫星的方向继续前进。

现在，希望就像黎明的太阳冉冉升

起，科学家提出了一系列寻找这些卫星

的新方法。从观察那些“抛弃”了恒星

的“流浪行星”，到监测系外行星的引力

摆动。利用这些新方法再加上即将推

出的新望远镜，系外卫星的“追星族”有

可能发现一类全新的外星世界。

系外卫星比行星更难观测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陈

学雷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从技术上来说，观测系外卫星相对于行

星更加困难。因为卫星往往较小、光度

较弱，且通常被其所围绕的行星所遮

挡，使直接观测变得更具挑战性。这就

要求科学家采用更加精密的观测设备

和数据处理技术。

一般情况下，寻找系外行星或卫

星，最常用的一种方法是凌日法。“凌日

法的原理很简单：一颗恒星自己会发

光，如果没有遮挡的话，一段时间内这

颗恒星发光亮度不变。”陈学雷介绍说，

“然而，有行星经过时，会遮挡一部分恒

星或行星的光，导致观测到的恒星亮度

短暂减小，幅度通常很小。这些凌日事

件的时间间隔和减小的幅度，可提供关

于行星轨道及其性质的信息。”

凌日系外行星即是通过凌日法被

间接检测到的系外行星。2001年，哈勃

空间望远镜首次真正尝试寻找凌日系

外行星周围的卫星，但没有成功。随着

2009年开普勒望远镜的发射，凌日系外

行星领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这项任务

取得巨大成功，在 9 年观测中发现了

2700 多颗凌日行星。正是由于这些事

件，基平开始认真思考寻找系外卫星的

可能性。目前，他们正寻求借助詹姆

斯·韦布空间望远镜开启“追星”之旅。

《新科学家》报道称，NASA 的南

希·格雷斯·罗马空间望远镜将于 2027

年启用，其对围绕猎户星云中自由飘浮

运行的系外卫星尤其“敏感”，或许能进

一步帮助科学家发现系外卫星。

系外卫星的探索之旅困难重重，像

基平这样的“追星者”们还未成功，但他

们没有选择放弃。基平说：“我们几乎

可以肯定它们存在，尽管这不足以说它

们就在那里，但总得有人去找寻。”

系外卫星：寻找地外生命的又一希望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梦然）美国哈

佛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研究人员

开发出一种可编程的“元流体”，其弹

性、黏度、光学特性等性质均可调节，甚

至能在牛顿流体和非牛顿流体之间转

换。该研究发表在最新一期《自然》杂

志上。

这种创新超流体被称为“元流体”，

使用了微型弹性球体（50—500 微米之

间）的悬浮液，球体在压力下会弯曲，从

根本上改变流体的性质。元流体可用于

液压执行器、程序机器人、根据冲击强度

消散能量的智能减震器，以及从透明过

渡到不透明的光学设备等各种方面。

利用高度可扩展的制造技术，研究

团队生产了数十万个高度可变形的球

形胶囊，其中充满空气并将它们悬浮在

硅油中。当液体内部压力增加时，胶囊

就会塌陷，形成一个类似透镜的半球

体；压力消除后，胶囊会弹回球形。

通过改变流体中胶囊的数量、厚度

和尺寸，可改变流体的许多特性，包括

其黏度和透明度。

研究人员将元流体加载到液压机

器人夹具中，让夹具拾取玻璃瓶、鸡蛋

和蓝莓，通过编程调节流体性质，从而

调整其抓力来拾取 3 种物体而不压碎

它们。

在由普通空气或水驱动的传统液

压系统中，机器人需要传感器或外部控

制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对于元流体来

说，不需要任何传感器，液体本身会响

应不同的压力，改变其柔顺性来调整夹

具的力量，从而拿起沉重的瓶子、易碎

的鸡蛋或一个小蓝莓。

研究还表明，当胶囊为球形时，元

流体的行为类似于牛顿流体，这意味着

其黏度仅随温度而变化。然而，当胶囊

塌陷时，悬浮液会转变为非牛顿流体，

其黏度会随着剪切力而变化。这也是

第一种被证明可在牛顿态和非牛顿态

之间转变的超流体。

“ 元 流 体 ”能 通 过 编 程 改 变 性 质
弹性、黏度和光学特性均可调节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霞）据物理学

家组织网 4 月 2 日报道，目前世界上最

强的核磁共振成像（MRI）设备 Iseult进

行了首次人脑扫描。扫描图像精确度

达到了全新水平，为医院常用 MRI 设

备的 10 倍，揭示了为大脑皮层供氧的

微小血管，以及以前几乎看不见的小脑

细节，有助科学家探索更多人脑及相关

疾病的秘密。

Iseult 位于巴黎南部。法国原子能

委员会科学家 2021 年首次使用该机器

扫描南瓜，卫生当局最近为其扫描人体

开了绿灯。过去几个月里，约 20名健康

志愿者成为首批接受Iseult扫描的人。

普通 MRI 的功率通常不超过 3 特

斯拉，而 Iseult 产生的磁场达 11.7 特斯

拉，使该机器扫描出的图像达到前所未

有的精确度。Iseult能使锂靶向大脑区

域的图像更清晰，有助于确定患者对药

物的反应。

Iseult是法国和德国工程师合作20年

的研究成果。美国和韩国也在研制同样

强大的MRI机器，但尚未开始扫描人体。

Iseult 项目科学主任尼古拉斯·勃

兰特表示，Iseult 等设备的主要目标之

一是完善科学家对大脑解剖结构的理

解，揭示在执行特定任务时大脑哪些区

域会被激活。

研究人员也希望 Iseult能帮助揭示

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等神经退行性

疾病，以及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心理

疾病背后难以捉摸的机制。

最强核磁共振成像仪首次进行人脑扫描
有 助 揭 示 大 脑 及 相 关 疾 病 更 多 奥 秘

科技日报北京4月 6日电 （记者

张梦然）《自然》3 日发表的实验室研

究发现，穿过岩石裂缝的热流，如火山

或地热系统中的热流，能净化与生命

的化学起源相关的分子。该研究可解

释生命最初的基本成分如何从复杂的

化学混合物中形成。

生物聚合物及其成分的形成，是

地球生命起源的关键。不过，这些过

程很难在实验室里复现。通常来说，

这些复杂反应下形成的副产物数量，

意味着生物相关基本成分形成的数量

微乎其微。之前尝试设计的纯化方法

因为特异性而受限，无法一次性分离

各种分子。

德国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慕

尼黑大学团队受地质现象启发，利用

一种有极小裂缝的腔室，从由氨基酸、

核碱基、核苷酸等化合物组成的复杂

混合物中分离出了在生命起源前、与

生命相关的50多种分子。地壳中可发

现由类似裂缝构成的巨大网络，这些

网络被认为在生命形成前在地球上大

量存在。将这种混合物沿着温度梯度

过滤，就能根据分子结构的细微差异，

实现特异性分子的分离和富集。

实验结果表明，即使是适度的温

差也足以分离和纯化多种生命起源前

分子类型，包括 2-氨唑和氨基酸，使

其浓度分别提升 10 倍和 3 个数量级。

浓度比或可通过扩大裂缝网络进一步

提高，且被证明在各种温度、溶剂和

pH 值下都能成功。实验条件被证明

能促进两种甘氨酸分子的偶联，这是

多肽合成的起点，形成起始混合物 5

倍的浓度促进了这一过程。

这种方法的成功表明，自然形成

的地热热流或在早期地球上推动了这

种分离过程，并为研究生命起源所需的

化合物提供了一种高效的形成方法。

地球生命现象的发生，是无数宇

宙事件中的一个奇迹。但地球因何成

为生命的天选之地？可以说，是生物

与环境的协同演化，使得蓝色星球成

为了适宜生命居住的家园。生命起源

迄今是科学界一个重要且复杂的课

题，要想解开重重谜团，必须勘透由前

生命过程到生命一步一步构建起的全

过程。本文的研究正是如此——探究

和刻画那些奇特的生物化学奥妙，慢

慢揭开这层最神秘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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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佳欣）为了

研究过去 110 亿年来暗能量的影响，

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借助暗

能量光谱仪（DESI），追踪宇宙延续至

今的生长轨迹，对不断膨胀的宇宙进

行了迄今最精确测量，绘制出目前最

大的三维宇宙图。这是科学家首次以

超过 1%的精度测量年轻宇宙的膨胀

历史，为观察宇宙演化提供了一个重

要角度。研究人员于 4 月 4 日举办的

美国物理联合会会议上介绍了该研究

成果。

宇宙如何演化与暗能量有关，这

是一种导致宇宙膨胀得越来越快的

未知成分。负责该项目的劳伦斯伯

克利国家实验室主任迈克尔·利维表

示，他们的观测数据是新一代暗能量

实验的第一批成果。到目前为止，他

们得到了与目前最好的宇宙模型基

本一致的结果，但也看到了一些潜在

差异，这可能表明暗能量正在随着时

间推移而演变。

目前领先的宇宙模型称为 Lamb-

da CDM。它包括弱相互作用类型的

物质（冷暗物质，或 CDM）和暗能量

（Lambda）。物质和暗能量都塑造了

宇宙的膨胀方式，但却是以相反的方

式：物质和暗物质减缓了膨胀的速度，

而暗能量则加速了膨胀。每一种物质

的数量都会影响宇宙如何进化。该模

型很好地描述了此前的实验结果，以

及宇宙在一段时间内的样子。

DESI 第一年结果与其他研究数

据相结合后，与 Lambda CDM 的预测

有些微妙差异。随着 DESI 在其 5 年

调查期间收集更多信息，这些早期结

果将变得更加准确，从而揭示数据差

异是对观察结果的不同解释，还是人

们需要更新现有模型。

DESI对宇宙膨胀历史的总体（过

去 110 亿年）精度为 0.5%，遥远纪元

（过 去 8 亿 —110 亿 年）的 精 度 为

0.82%。在一年之内，在测量早期膨胀

历史方面的能力已经比其前身（斯隆

数字巡天的 BOSS/eBOSS）强大了 1

倍，后者花了十多年的时间。

膨胀宇宙实现迄今最精确测量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一颗中

子星能以多快速度将强大喷流送入太

空？意大利国家天体物理学研究所托

马斯·罗素领导的国际天文团队给出

了答案：约光速的 1/3。最新研究有

助科学家们进一步揭示中子星喷流的

秘密。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自

然》杂志。

喷流是一种高能光束。当尘埃和

气体等物质落入中子星或黑洞等致密

天体内时，会喷射出来。喷流会带走正

在坠落物质释放的一些引力能，并将其

散布到周围更大范围。宇宙中最强大

的喷流来自星系中心的黑洞，这些喷流

输出的能量可以影响整个星系甚至星

系团的演化，使其成为宇宙中一个重要

且神秘的组成部分。

来自黑洞的喷流往往很明亮，但

来自中子星的喷流通常要微弱得多。

而且，与黑洞相比，中子星既有固体表

面，也有磁场，坠落其上的物质释放的

引力能更少。所有这些特性都会影响

其喷流的发射方式，因此对中子星喷

流的研究极有价值。比较不同天体发

射的喷流，也有助天文学家揭示更多

宇宙奥秘。

研究团队表示，喷流如何发射与

其速度息息相关，如果能确定喷流速

度与中子星的质量或自转之间的关

联，将为理论预测提供有力检验。

在最新研究中，罗素等人借助澳

大利亚望远镜紧凑阵列对一颗中子星

的喷流持续观测了 3 天。他们同时使

用欧洲空间局的整体高能科技望远镜

观察该系统发出的 X射线。研究团队

解释说，由于密度极大，中子星会从附

近的轨道伴星“搜刮”物质。当足够多

物质积聚在一起，就会引发热核爆炸，

产生短暂的 X射线爆发。

这些宇宙相机提供的结果显示，

每次发出 X 射线脉冲后，喷流都变得

更亮。热核爆炸似乎给喷流提供了动

力，而非破坏喷流。研究还揭示了该

中子星喷流的速度约为光速的 1/3。

中子星以1/3光速将喷流送入太空

围绕太阳系外行星运行的系外卫星（艺术图）。 图片来源：美国太空新闻网

围 绕 系
外行星运行
的卫星或是
太阳系外最
可能存在生
命的地方。

图 片 来
源：《新科学
家》网站

元流体通过哈佛徽标展示其可调光
学性质。 图片来源：哈佛海洋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