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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6月 6日电 （记者

张梦然）美国格拉德斯通研究所团队

开发了两种新的单分子分析工具，可

将 所 需 的 DNA 量 减 少 90%至 95%。

该研究成果发表在最新一期《自然·遗

传学》杂志上，展示了这些工具如何帮

助科学家解决他们以前无法回答的生

物学问题。

单分子分析的黄金标准方法通常

需要至少 150000 个人类细胞，其中包

含数百万个单个 DNA 分子。这意味

着研究人员在只有几千个细胞可用

时，根本无法应用这些工具。

团队此次开发的新工具被称为

“单分子实时标记测序”（以下简称

SMRT-Tag），它可同时绘制长 DNA

片段中的碱基序列，以及 DNA长度上

称为甲基的化学结构位置。甲基在基

因表达中起着关键作用，人们想要了

解疾病，就需要了解它们在 DNA上的

配置方式。

团队采用了全新“标记”方法，即

利用细菌蛋白 Tn5 将 DNA 分子切割

成更易于处理的片段，并用进一步分

析 所 需 的 化 学 成 分 对 其 进 行“ 标

记”。研究面临的挑战是要让“标记”

能恰到好处地将少量 DNA 分解成约

3000 个到 5000 个碱基对的长片段。

他们用发夹状结构“标记”每个片段

的末端，形成便于测序仪读取的长

DNA 环。

研究证明，SMRT-Tag 方法的性

能与此前方法一样好，但使用的 DNA

量要少得多，相当于在 10000 个细胞

中发现的 DNA量。

接 下 来 ，团 队 将 SMRT-Tag 与

他们之前开发的名为 SAMOSA 方法

结合起来。SAMOSA 可揭示基因表

达机制如何轻松 访 问 不 同 DNA 片

段 。 为 了 证 明 全 新 的“SAMO-

SA-Tag”工 具 的 能 力 ，他 们 将 其 应

用于前列腺癌细胞（一些来自患者

的初始肿瘤，一些来自已扩散到身

体 不 同 位 置 的 肿 瘤），这 些 细 胞 已

被 移 植 并 在 小 鼠 体 内 生 长 。 该 方

法成功揭示了染色质可及性差异，

这暗示了癌症转移的可能关键驱动

因素。

近年来，科学家借助能以单分子

分辨率研究人体 DNA的技术，极大地

增进了对人类基因组、微生物组和疾

病遗传基础的了解。通过如此详细的

DNA 视图，人们可看到早期测序技术

无法检测到的遗传变异和结构细节，

也可以对此前“无法下手”的少量样本

深入分析。这一升级到新水平的老技

术，正在成为人类治疗疾病、改善健康

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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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6月 6日电 （记者

刘霞）德国科学家首次在邻近银河系的

大麦哲伦星系和小麦哲伦星系内的 3

颗大质量热恒星中探测到磁场。尽管

此前科学家也在银河系发现过磁性大

质量恒星，但在麦哲伦星系中发现此类

恒星尤其重要，因为这些星系内存在大

量年轻的大质量恒星。这一发现为研

究活跃恒星形成过程，以及恒星质量上

限提供了机会。相关论文发表于新一

期《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杂志。

磁性被认为是大质量恒星进化的

关键组成部分，对其最终命运影响深

远。质量超过太阳8倍的大质量恒星在

进化结束时会变为中子星或黑洞。全球

多个引力波天文台已经观测到此类系统

的碰撞或合并事件。理论研究认为，导

致大质量恒星爆炸的磁机制与伽马射线

暴、X射线闪光和超新星有关。

尽管磁性如此重要，但此前探测

银河系外大质量恒星磁场的尝试均未

成功。

在最新研究中，德国波茨坦莱布尼

茨天体物理研究所科学家利用第二低

色散减焦摄谱仪提供的数据，对麦哲伦

星系中 5 颗大质量恒星进行了光谱偏

振观测。在两颗可能具有银河系磁性

大质量恒星典型光谱特征的恒星中，以

及在位于小麦哲伦星系中最大质量恒

星形成区 NGC346 核心的一个大质量

双星系统中，他们探测到了千高斯量级

的磁场。

早期宇宙，由于缺乏重元素，形成

恒星的原始气体环境未受污染。研究

人员表示，研究年轻恒星所在星系内大

质量恒星的磁场，有助于科学家进一步

探究磁场在早期宇宙恒星形成中所起

的关键作用。

磁性大质量恒星“现身”麦哲伦星系

在澳大利亚雅拉山谷中，一场电池

技术革命正悄然上演。这里，钠离子电

池为住宅楼和商业企业提供稳定的电力

支持，迈出可持续电池应用的重要一步。

锂电池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成为影

响人们生活最广泛、最深远的科技之

一，但其在生产和回收过程中产生的环

境问题不容忽视。

于是，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锂硫

电池等新技术问世了。一场全球电池

界的竞争正在火热进行中，越来越多科

研人员、技术公司开始寻找更便宜、更

环保的锂电池替代品，力争成为新一代

的“电池之王”。

钠离子电池崭露头角

钠离子电池这位新晋“选手”正逐

步崭露头角。英国电池技术公司 Fara-

dion 的钠离子电池已经吸引了全球能

源公司的目光，其首席执行官詹姆斯·
奎因表示：“钠是一种比锂更可持续的

电池材料。”

钠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提取时耗

水量也更少。提取 1 吨锂需要的水是

钠的 682 倍。钠电池在材料成本上也

更具优势，例如，它可以采用成本更低

的铝箔替代铜箔。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电子材料和腐

蚀科学主任玛丽亚·福赛斯表示，从锂

电池转向钠电池生产的成本会相当

低。从制造的角度来看，现有的锂离子

电池工厂稍加改造即可生产钠电池，这

意味着能够迅速扩大钠电池生产规模。

不 仅 如 此 ，钠 电 池 还 有 一 个 好

处 ——安全。它能够被放电至零伏，

在储存和运输过程中更加安全。较低

的易燃风险使其成为更安全的选择。

然而，这位“新星”也有缺点，那就是

能量密度低。对于电动汽车制造商来说，

这可能会影响车辆的续航里程。锂电池

的能量密度在150—220瓦时/千克之间，

而钠电池的能量密度范围为140—160瓦

时/千克。此外，钠电池在其寿命内只能

维持很短的充电周期。目前，钠电池的充

电周期约为5000次，而磷酸铁锂电池则

可达到8000次至10000次。

科学家正在努力攻克这一难题。

2023年，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使用一种

不同类型的电极实现了6000次循环。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中国中科海

钠科技责任有限公司在 2019 年推出了

一个 100 千瓦时的储能发电站，证明了

钠电池用于大规模储能的可行性。今

年年初，该公司与江淮汽车旗下品牌钇

为联合推出的钠电版电动车也成功向

用户批量交付。

固态电池带来变革

固态电池以创新的固态电解质技

术，为电池领域带来了新的变革。与

传统的液体或水性电解液不同，固态

电池采用固体电解质，有效降低了锂

枝晶形成的风险。此外，固态电池不

易燃，还拥有更高的能量密度和更快

的充电速度，使其成为未来电池技术

的有力候选者。

然而，固态电池的商业化之路并非

一帆风顺。美国芝加哥大学普利兹克

分子工程学院的分子工程学教授雪莉·
蒙指出，固态电池在扩大生产规模上可

能面临较大挑战，且制造成本目前仍高

于锂离子电池。不过，这一领域的突破

正不断涌现。例如，Solid Power 公司

基于硫化物电解质的固态电池设计，已

展 现 出 比 现 代 锂 离 子 电 池 高

50%-100%的能量密度。该公司计划到

2028 年其规模将扩大到每年为 80 万辆

电动汽车提供动力。

锂硫电池成为“新星”

锂硫电池作为新一代电池技术，

凭借其独特的结构和材料组合，成为

可持续能源领域的“新星”。锂硫电池

在组成上与锂离子电池相似，但阴极

材料采用了地壳中含量丰富的硫，在

开采过程中资源消耗较少，作为天然

气加工和石油精炼的副产品，它的供

应也很广泛。

锂硫电池的能量密度高达锂离子

电池的 9 倍，意味着它能产生更高的功

率。尽管锂硫电池的充电能力尚待提

升，但其在电网存储等领域的应用潜力

已被广泛认可。韩国 LG Energy So-

lutions 公司已成功试飞了一架由锂硫

电池驱动的无人机，并计划到 2027 年

批量生产强度为锂离子电池 2 倍的锂

硫电池。德国电池初创公司 Theion 也

在积极探索将锂硫电池引入电动汽车

市场的可能性。

可挑战锂电池明星地位的新技术

有很多，但目前还没有一种电池类型能

够成为替代锂离子电池的全能解决方

案，多样化发展的电池技术才是人们所

需要的。正如福赛斯所指出的，不需要

更换所有电池中的锂，而是需要能够在

合适的地方部署合适的电池技术。

一 场 技 术 革 命 正 在 上 演

谁 将“ 接 棒 ”锂 电 池 ？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美国布

莱根妇女医院对 25000 多名初始健康

的美国女性进行了长达 25 年的跟踪

调查，发现摄入地中海饮食较多的人，

全因死亡率降低 23%。相关研究发表

于最新一期《美国医学会杂志》。

地中海饮食是一种以植物为基础

的多样化饮食。该饮食方式主要摄入

坚果、水果、蔬菜、全谷物和豆类等，主

要脂肪来源是橄榄油，还包含适量的

鱼类、家禽、乳制品、鸡蛋及少量肉类

和加工食品。

该研究调查了女性坚持地中海

饮食的长期益处，并探索了可能解

释 这 种 健 康 益 处 的 生 物 学 机 制 。

研 究 团 队 评 估 了 约 40 种 代 表 各 种

生 物 途 径 和 临 床 风 险 因 素 的 生 物

标志物。

研究负责人萨米亚·莫纳博士表

示，他们检测到代谢、炎症、胰岛素抵

抗等生物标志物的变化。结果显示，

地中海饮食显著改善代谢和炎症指

标，尤其对控制甘油三酯水平、预防肥

胖及胰岛素抵抗的效果明显。其对支

链氨基酸代谢、血胆固醇比例调整（包

括高密度与低密度脂蛋白）、血糖调控

及血压影响相对较弱。

研究团队称，摄入地中海饮食可

将美国女性的死亡风险降低约四分

之一，同时可降低癌症和心血管疾病

死亡率。这一发现也说明，遵循更健

康的饮食习惯有助于降低总体死亡

风险。

地中海饮食有助女性降低死亡风险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佳欣）据最新

一期《微生物组》杂志报道，丹麦奥胡斯

大学研究人员在格陵兰冰盖上发现一种

巨型病毒。它生活在以微藻为主的冰雪

表面。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巨型病毒以

雪藻为食，可以间接减缓冰的融化。

病毒通常比细菌小得多。普通病

毒的大小为 20纳米到 200纳米，而细菌

则为 2 微米到 3 微米。换句话说，普通

病毒大小约为细菌的千分之一。

但巨型病毒可以长到 2.5 微米大

小，比大多数细菌都大。巨型病毒不仅

体型大，其基因组也比普通病毒大得

多。噬菌体（感染细菌的病毒）的基因

组中包含 10万到 20万个碱基。巨型病

毒大约有 250万个碱基。

巨型病毒于 1981 年在海洋中首次

被发现。这些病毒专门感染海洋中的

绿藻。后来，研究人员又在陆地土壤甚

至人体内发现了巨型病毒。

奥胡斯大学研究人员解释说，此次

是人们第一次发现巨型病毒生活在以

微藻为主的表面冰雪上。

每年春天，北极经过数月的黑暗

后，太阳升起，万物复苏。但动物并不

是唯一被春日阳光唤醒的生命。冰面

上休眠的藻类也在春天开始繁殖，使大

片冰面变黑。冰变黑后，反射太阳光的

能力就会减弱，从而加速冰的融化。冰

的融化会加剧全球变暖。新发现的巨

型病毒以雪藻为食，或可作为一种藻类

的天然控制机制。

格陵兰冰盖惊现巨型病毒

格陵兰冰
盖的一部分，
其冰面因藻类
而变黑。

图 片 来
源：物理学家
组织网

小麦哲伦
星系中质量最
大的恒星形成
区NGC346。

图 片 来
源：美国国家
航空航天局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6日电 （记者

张梦然）新一期《自然·医学》发表的

一项大规模遗传学研究结果显示，相

比目前已知的其他任何非性别相关

基 因 ，RNU4-2 基 因 的 罕 见 突 变 ，可

能是更多临床诊断智力障碍病例的

一个促进因素。新发现有望促进对

特定神经发育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智力障碍是一种神经发育疾病，

其特征为智力功能以及社会和实践

技能出现障碍。已知有 1427 种基因

与智力障碍有关，其中除 9 种基因外，

其他都是蛋白质编码基因。这一定

程度上是因为规模最大的智力障碍

遗传学研究使用的是全外显子组测

序，这种方法通常会忽略非蛋白质编

码基因。

利用“十万基因组计划”中 77539

名受试者的全基因组测序数据，研究

团队开展了一项遗传关联分析。他

们在非蛋白编码基因 RNU4-2 中发

现了与可能出现智力障碍有强相关

性 的 罕 见 新 突 变 ——RNU4-2 基 因

能编码一种剪切体成分。剪切体是

一 种 分 子 机 器 ，能 将 前 体 mRNA 中

的 内 含 子（非 编 码 区）去 除 ，连 接 其

余 外 显 子（ 编 码 区 ）形 成 成 熟 的

mRNA。 这 些 关 联 在 3 个 独 立 的 大

型基因数据库中得到了进一步验证，

在所有 4 个数据库中共发现 73 例受

影响的病例。

研究团队强调，这些突变背后的

具体机制依然不明，需在后续研究中

继续探索。不过，这些结果为许多之

前不明原因的临床诊断神经发育疾

病提出了一种潜在的遗传学病因。

智力障碍相关非编码基因突变发现

一项研究发现，地中海饮食有助
降低女性死亡风险。

图片来源：物理学家组织网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梦然）《自

然·地球科学》近日发表的一项研究显

示，可能是海平面以上最早的淡水和

地块证据表明，地球水循环或至少始

于 40亿年前。

地球上的水通过蒸发和降水等

过程在陆地、海洋和大气之间移动，

这个系统被称为水循环。在地球历

史的早期，淡水的存在以及水循环的

开始可能促进了早期生命所需环境

的形成。不过，水循环开始的时间一

直难以确定。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哈里发大学

研究团队此次检测了来自澳大利亚

西部杰克山的锆石的氧成分。这些

锆 石 形 成 于 32 亿 至 42 亿 年 前 组 成

地 球 早 期 大 陆 地 块 的 部 分 岩 石 内

部。在分析锆石氧同位素组成时，

研究团队发现它们所生长的高温熔

融岩石在形成期间曾与水接触过。

团 队 对 锆 石 组 成 进 行 了 计 算 机 模

拟，发现可能曾有淡水和海水的组

合与高温熔融岩石发生混合。研究

团队认为，此时地球表面已有淡水

存在，说明水循环可能至少从 40 亿

年前就开始了。

研究团队指出，大陆地壳的出现，

淡水的存在，以及水循环的开始，可能

让地球在形成后不到 6 亿年就出现了

生命所需的环境。

地球水循环或始于40亿年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