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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园地科普园地

今日视点今日视点
◎本报记者 刘 霞

科技日报北京5月 9日电 （记者

张佳欣）美国哈佛大学和谷歌的研究

人员利用超过 1400TB 的电子显微镜

成像数据，生成了纳米级分辨率的人

类大脑皮层 1 立方毫米片段的重建

图。重建图数据包含 57000 个细胞，

230 毫米长的血管和 1.5 亿个突触的

信息，为在超细胞、细胞和亚细胞水

平上观察脑组织提供了一个独特的

视角。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科

学》杂志。

最新的重建图展示了一块大约

半个米粒大小的人类颞叶皮层细胞

及神经连接网络的生动细节。其中

包括一组罕见但强大的轴突，由多

达 50 个突触连接而成。研究人员还

注意到组织中的奇特之处，例如少

数 轴 突 形 成 了 大 范 围 的 螺 旋 状 结

构 。 由 于 数 据 样 本 来 自 癫 痫 病 患

者，研究人员不确定这种不寻常的

结 构 是 病 理 性 的 还 是 罕 见 自 然 现

象。他们表示，利用重建图进一步

研究可能会为探索人类大脑的奥秘

提供有价值的见解。

此次研究中，谷歌将电子显微镜

成像与人工智能算法相结合，对大脑

极其复杂的线路进行颜色编码和重

建。研究人员还开发了一套公开可用

的工具，可以使用它们来检查和注释

连接体。

研 究 人 员 表 示 ，这 项 合 作 的 目

标是绘制出整个小鼠大脑神经线路

的高分辨率地图，而这所需的数据

量预计将是他们从 1 立方毫米人类

大 脑 皮 层 片 段 中 获 得 的 数 据 量 的

1000 倍。

人脑皮层片段纳米级分辨率重建图发布

科技日报北京 5 月 9 日电 （记

者刘霞）大脑就像一张纵横交错的

路网。突触像乡村公路，连接相邻

神经细胞；厚神经束如同高速公路，

连接大脑不同区域。但科学家尚未

对这些厚神经束，包括连接左右半

脑或大脑前后部的神经束，开展实

验研究。在一项最新研究中，奥地

利科学家成功开发出这些神经束的

类器官模型，有助进一步揭示大脑

奥 秘 。 相 关 论 文 发 表 于 最 新 一 期

《细胞·干细胞》杂志。

研究负责人之一、维也纳医科大

学神经放射科医生格雷戈尔·卡斯普

瑞表示，胼胝体是连接左右半脑的桥

梁，是一条使用量特别大的“信息高速

公路”。但在极少数情况下，这种连接

在发育过程中无法形成。在妊娠第

18 周左右的筛查中，医生可以借助磁

共振成像技术检测到胎儿的这一情

况，获得胎儿大脑及缺失的胼胝体和

相关不规则结构的精确图像。

在 约 10% 上 述 罕 见 病 例 中 ，

ARID1B 基因突变是造成这种缺陷

的原因。研究团队指出，ARID1B 突

变应该与胼胝体缺失有关，但迄今

科学家对导致这种缺陷的分子机制

一无所知。

在最新研究中，卡斯普瑞等人使

用两名 ARID1B 突变患者的血细胞作

为起始材料，产生了干细胞，并从中开

发出三维大脑类器官。这些大脑类器

官携带 ARID1B 基因突变，就像一个

大脑“信息高速公路”模型，使他们能

够研究这种突变如何影响长程轴突的

发育。结果显示，ARID1B 突变大大

影响了左右脑的连接性。ARID1B 突

变导致负责神经元成熟和轴突生成的

基因表达减少，无法产生长程轴突来

连接左右半脑。

大脑“信息高速公路”类器官模型面世

5 月 3 日 17 时 27 分，长征五号火

箭 携 带 重 达 8 吨 多 的 嫦 娥 六 号 月 球

探 测 器 ，从 中 国 文 昌 航 天 发 射 场 成

功发射。嫦娥六号的核心使命是从

月 球 背 面 采 集 约 2 公 斤 样 本 并 带 回

地球进行分析。美国《华盛顿邮报》

网 站 报 道 称 ，如 果 嫦 娥 六 号 任 务 取

得 成 功 ，将 是 世 界 上 首 次 实 现 月 背

采样。

“科学家对嫦娥六号任务寄予厚

望”，英国《自然》杂志网站在 6 日的报

道中指出，如果成功，其采集的样本将

是“一个宝库”，有望改变人们对地球和

月球以及早期太阳系历史的理解。该

任务还携带了来自法国、瑞典、意大利

和巴基斯坦等国的科学载荷，反映了中

国为促进太空探索领域的国际合作所

作的努力。

53天月球探险具历史
意义

《自然》报道称，中国成功发射了具

有历史意义的嫦娥六号，此次为期 53

天的月球探险将是中国执行的最复杂、

最具挑战性的月球任务。

英国《卫报》指出，嫦娥六号将尝试

从月球南极-艾特肯盆地采集样本。

该盆地是月球上最大且最古老的撞击

坑，位于月球背面。中国是首个勇敢尝

试的国家。

华 盛 顿 大 学 行 星 科 学 家 布 拉 德

利·乔利夫对《自然》解释称，因为地球

的潮汐锁定，月球的背面总是背对我

们。探测器登陆月球背面，比登陆月

球正面要复杂得多。科学家可以直接

向在月球正面登陆的航天器发送信

号，但背面着陆需要通信卫星在月球

周围传输中继信号。

今年 3 月，中国成功将鹊桥二号

中继卫星送入月球轨道，旨在确保月

球背面的嫦娥六号与地球地面站之间

的通信。鹊桥二号卫星配备了一个直

径 4.2 米的无线电天线，《自然》报道

称，这是深空探测中使用同类天线中

最大的一个。

美国布朗大学名誉教授詹姆斯·
黑 德 表 示 ，这 些 样 本 可 以 提 供 有 关

“月球和太阳系起源及其早期历史的

新见解”。

英国《新科学家》认为，这些样本对

于理解月球、地球和整个太阳系的历史

至关重要。它们有助人们研究约 39 亿

年前撞击地球和月球的许多小行星碎

片，以及解释为什么月球背面的岩石与

正面的岩石有所不同。

中国太空能力的一次
关键测试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 3 日的报

道中指出，嫦娥六号探月任务是中国迄

今为止最复杂的机器人探月任务，是中

国太空计划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执

行嫦娥六号任务也是中国太空能力的

一次关键测试。

近年来，中国在月球探索方面取

得长足进步。2004 年，中国正式开展

月球探测工程，并以神话中月亮女神

的名字命名为“嫦娥工程”。2007 年，

嫦娥一号发射成功。2013 年，中国第

一个无人登月探测器嫦娥三号成功落

月，中国也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实现月

球软着陆的国家。2022 年，中国空间

站全面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从此遨

游苍穹。

技 术 复 杂 的 嫦 娥 六 号 任 务 是 在

嫦娥四号和嫦娥五号任务的基础上

进 行 的 。 2019 年 ，嫦 娥 四 号 让 中 国

首 次 实 现 在 月 球 背 面 无 人 登 月 。

2020 年 ，嫦 娥 五 号 从 月 球 正 面 取 回

样本。

《卫报》指出，如果此次嫦娥六号任

务成功，将极大增强中国在 2030 年前

实现载人登月的信心。接下来，中国将

继续推进月球探索计划，包括探索月球

南极是否存在水资源，并计划在月球上

建立一个初步基地等。

黑德还指出，嫦娥六号任务几乎涵

盖了中国航天员未来登陆月球所需的

每一个步骤。

太空探索国际合作
的新舞台

美国太空新闻网在 4 日的报道中

提到，嫦娥六号任务还携带了来自法

国、瑞典、意大利等国家的科学载荷以

及一颗中巴合作的立方体卫星。

法 国 提 供 了 探 测 月 球 地 壳 中 释

放出的氡的“外泄氡探测”仪器，用来

研究氡等挥发性元素在月壤及月表

之外的扩散。在欧空局支持下，瑞典

提 供 了“ 月 球 表 面 负 离 子 ”有 效 载

荷。意大利的无源激光镜面反射器

也随嫦娥六号前往月球。7 公斤重的

ICUBE-Q 立方体卫星则是巴基斯坦

国家航天局和中国上海交通大学之

间的合作成果。

中 国 计 划 在 月 球 上 建 立 永 久 基

地，该项目被称为国际月球研究站计

划，一些国家和组织已经签署协议参

加该计划。

外 媒 高 度 关 注 嫦 娥 六 号“ 奔 月 ”——

人类首次月背采样被寄予厚望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9日电 （记者

张梦然）你有没有想过掉进黑洞会是

什 么 样 子 ？ 美 国 国 家 航 空 航 天 局

（NASA）公布的一项新模拟报告给出

了答案。精确模拟这一难以想象的

过程，有助于将相对论与真实宇宙中

的实际后果联系起来。

黑洞引力非常强大，以至于时空

本身都会扭曲。NASA 报告称，乘坐

宇宙飞船绕黑洞运行 6 小时的人，会

比 母 船 上 的 其 他 乘 员 衰 老 36 分 钟 。

研究人员此次使用超级计算机创建了

一个模拟旅程：它假设一名体验者冲

入超大质量黑洞，这时观众可以代入

自己（体验者）在坠落过程中翻滚，经

过围绕黑洞运行的幽灵般的光粒子跑

道，最终到达一个无法返回的点——

事件视界。在那里，任何物质，包括

光，都无法逃脱。

接近黑洞的物体，通常会在到达事

件视界之前经历极限撕扯，这一过程被

称为“意大利面条化”。想象一下：脚先

掉进黑洞，作用在脚上的重力会比作用

在头上的重力更强，导致身体就像面条

一样伸展。

此次天体物理学家选择模拟的黑

洞是超大质量黑洞。盘踞在银河系中

心的“怪物”，就是一个超大质量黑洞。

研究团队模拟了太靠近时可能会发生

的情况。虚拟体验者会变得像意大利

面条一样，但在此之前，他首先要穿越

事件视界。

“ 事 件 视 界 望 远 镜 ”曾 经 为 银 河

系中心黑洞拍摄到一张著名照片，这

也是人类获得有史以来第一张黑洞

照片。图像中心是无尽的黑，外圈看

起来像一个发光气体的甜甜圈，那其

实是吸积盘。正是通过这个吸积盘，

体验者开始了此次模拟之旅。当体

验 者 到 达 事 件 视 界 时 ，黑 暗 开 始 逼

近。通过事件视界仅 12.8 秒后，巨大

的引力就能将其摧毁。几微秒后，剩

余的超压缩物质会撞击奇点，即黑洞

的 中 心 。 从 事 件 视 界 到 奇 点 有

128000 公里的旅程，但这一切就发生

在眨眼之间。

掉 进 黑 洞 会 怎 样 ？

掉入黑洞模
拟演示图。

图片来源：
NASA

科技日报北京5月 9日电（记者

张梦然）英国剑桥大学研究人员开发了

一种新型疫苗技术。经小鼠实验验证，

它可针对多种未来可能引发疾病暴发

的冠状病毒提供免疫防护，甚至包括那

些人们尚未了解的冠状病毒。这是一

种被称为“主动疫苗学”的疫苗开发新

方法，它使科学家能够在病原体出现之

前就研制出对应疫苗。研究结果发表

在新一期《自然·纳米技术》杂志上。

传统疫苗通常采用包含单一抗原

的方式来训练免疫系统对抗特定病

毒，这可能无法预防多种现有的冠状

病毒或新出现的病原体。

新疫苗的工作原理是训练人体的

免疫系统，识别 8 种不同冠状病毒的

特定区域。其有效的关键点在于，疫

苗针对的特定病毒区域，也存在于许

多相关冠状病毒中。通过训练免疫系

统攻击这些区域，就可针对疫苗中未

包含的其他冠状病毒提供防护，包括

尚未识别出的冠状病毒。

研究人员指出，科学家在上次大

流行期间迅速研发出了新冠疫苗，但

世界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人们需

要弄清楚如何优化应对策略，其中一

个重要手段，就是开发出能够提前应

对多种新病原体的疫苗。

这一名为“Quartet Nanocage”的

疫苗基于纳米颗粒结构，即使用新型

“蛋白质强力胶”将不同病毒抗原的链

结构连接到该纳米颗粒上。这些链结

构中包含多种抗原，可有效训练免疫系

统瞄准多种冠状病毒共享的特定区域。

新型疫苗在预先接种的小鼠体内

已引发了广泛的免疫反应，而且新疫

苗的设计比目前正开发的其他具有广

泛保护性的疫苗简单得多，这也将加

快其进入临床试验的速度。

两百多年前，世界上第一支疫苗

在人类对抗天花的长期摸索中诞生。

自此，流感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新冠

疫苗等众多疫苗陆续问世，成为让人们

对付不同病毒的强大武器。不得不承

认，传统疫苗基本采用被动防御的方

法，即利用单一抗原应对已出现的特定

病毒。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提醒人们，

面对不断进化的病毒，甚至还未出现的

新病毒，主动出击或许是更佳策略。在

与各类病毒进行的没有硝烟的战争中，

“主动疫苗”的出现，有望助力人类的防

疫武器能早日“鸟枪换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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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5月 9日电 （记者

刘霞）美国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

学院营养学家和医学研究人员，通过

分析两个独立健康数据库中近 10 万

人的数据，发现那些每天至少食用 7

克橄榄油的人罹患痴呆症的几率更

低。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美国

医学会杂志·开放网络》。

此前的研究表明，遵循地中海饮

食对大多数人的健康有益。这种饮食

推荐摄入豆类、蔬菜、坚果、鱼类、乳制

品和橄榄油。为了解更多关于经常食

用橄榄油可能对健康有益的信息，科

学家分析了 60000 多名女性和 31000

多名男性患者的数据。这两个数据库

都包含跟踪长达 30 年的历史信息，其

中也涵盖有关死亡原因的数据。

在这两个数据库中列出的 92383

名患者中，有 4751 人死于痴呆症相关

原因。在比较饮食信息时，研究人员

发现，每天至少食用半茶匙橄榄油（约

7 克）的人，死于痴呆症相关疾病的可

能性降低了 28%。

研 究 小 组 还 指 出 ，数 据 库 中 很

多每天食用橄榄油的人，都是用橄

榄油代替烹饪和调味品中的黄油、

蛋黄酱和其他植物油，因此他们很

少食用蛋黄酱等影响痴呆症发病率

的食物。

研究人员强调称，遵循地中海饮

食，特别是坚持食用橄榄油，或可抑制

其他因素引起的炎症，从而降低罹患

痴呆症的几率。

每天食用橄榄油或降低患痴呆症几率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佳欣）美国

杜克大学研究人员 5月 7日发表在《环

境科学与技术》杂志上的一项研究称，

私家车内的空气可能会受到已知或怀

疑能致癌的阻燃剂的污染。制造商通

常将这些化学物质添加到座椅泡沫和

其他材料中，以满足阻燃标准。

研究人员表示，考虑到驾驶员平

均每天要在车内至少待 1 小时，这一

问题具有重大的公共卫生意义。对于

通勤时间较长的人以及儿童乘客来

说，这一点尤其令人担忧。

研究人员在来自美国各地的101辆

汽车的车内检测到阻燃剂。其中99%的

汽车含有磷酸三（1-氯异丙基）酯。这

是一种阻燃剂，正在接受美国国家毒理

学计划调查，为疑似致癌物。大多数汽

车还有其他有机磷酸酯阻燃剂，包括三

（1,3-二氯-2-丙基）磷酸盐和三（2-氯

乙基）磷酸酯，这两种都是美国加州 65

号提案指出的致癌物质。这些阻燃剂也

与神经和生殖系统损害有关。

研究还发现天气变暖与阻燃剂浓

度升高有关，因为较高的温度会增加

座椅泡沫等部件的排放量。

研究人员强调，通过打开车窗并

将车停放在阴凉处，或许可以减少车

内阻燃剂的暴露，但真正需要的是减

少汽车中添加的阻燃剂数量。

美 研 究 称 ——

私家车内空气可能有致癌物污染

遵循地中海饮食，或可抑制其他
因素引起的炎症。

图片来源：物理学家组织网

通过打开车窗并将车停放在阴凉
处，或许可以减少车内阻燃剂的暴露。

图片来源：whichcar.com网站

5月 3日，嫦娥六号探测器由长征五号遥八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
发射，之后准确进入地月转移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国家航天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