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7日，在美国旧金山的探索博物馆新馆，路易丝·普里博观察水中的微生物。
当日，旧金山探索博物馆新馆开放。新馆设5个室内展区和一个室外展区，展品600

件，其中150件为新增，涉及天文、物理、生物及人类行为学等学科，辅以英文、中文和西班
牙文说明。旧金山探索博物馆 1969年建成，位于城区西北艺术宫内。新馆耗费 3亿美
元，位于城区北部15号码头，占地30658平方米，为旧馆的3倍。 新华社发（刘艺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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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本周焦点

地下暗物质实验报告暗物质初步线索
近期以较高密度出现的暗物质研究领域

的成果，已让美国物理学会会议上的科学们

感到兴奋。它们分别是 4 月初丁肇中团队发

布的阿尔法磁谱仪太空暗物质研究首批结

果、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具备揭晓暗物质面

纱的能力，以及最近的美国明尼苏达地底实

验室报告的暗物质初步线索。

该实验室隶属超级低温暗物质搜寻计划

（Super-CDMS），其研究人员日前报告了 3个

疑似暗物质事例，计算结果表明其是大质量

弱相互作用粒子(WIMP)的可能性为 99.81%，

也就是确定性为 3 西格玛水平。由于不足 5

西格玛水平，其并不会作为暗物质证据进行

发布，但意味着这是科学家们承认的一个实

验结果，目前尚需更多数据予以支持。

本周之首

美首次研制出稳定的单原子层锗
60年前，锗被用来做成第一块晶体管，但

随后被硅取代。现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化学系科学家首次成功制造出了单原子厚度

的锗——单锗（germanane），且制造出的单锗数

量足够到可以详细研究其属性，进而证明，当接

触空气和水时，单锗的性能仍能保持稳定。由

于单锗电子迁移率是硅的10倍、传统锗的5倍，

因而有望取代硅用于制造更好的晶体管。

一周技术刷新

美将人造肾脏成功植入老鼠体内
美国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的科学家在实验

中培育出一个肾脏并成功将其植入大鼠体

内。实验中采用小鼠肾脏细胞溶解下来的胶

原物质为此后肾脏的培育提供了一个“骨

架”，此后再将取自新生大鼠的血管和肾脏细

胞引入到上述“骨架”当中进行培育，最后新

植入的肾脏实现了原有肾脏的功能，能够成

功过滤血液、产生尿液。虽然该技术还需要

进一步完善，但它无疑为此后自体肾移植疗

法铺平了道路，使个性化器官移植离现实更

近了一步。

美研制出高性能超级电容材料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亨利·萨穆埃

利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的研究人员成功研制

出新的超级电容材料，一种合成的氧化铌，并

证明其拥有稳定的储能和释能的能力，当这

种新材料将被用在“超级电容”后，有望广泛

应用于城市电网、混合动力汽车的再生制动

系统等能源传送系统。但为了在实用中具有

高能量密度、能在 1 分钟内充满电的设备，还

必须由纳米尺度或超越纳米尺度的工程学技

术予以配合。

物质量子比特遥传距离和效率创新高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量子光学研究所领导

的科学家们发现，将原子“诱骗”进光腔内，能

克服物质远距离传送（遥传）面临的障碍。该

方法不仅将物质量子比特遥传效率提高了 5

个数量级，还使遥传距离提高到 21 米新高。

最新方法的成功率为 0.1%，听起来虽不高，但

已经是以前实验结果的 10 万倍了，且这是科

学界首次展示两个真正独立的系统之间的物

质—物质遥传。

前沿探索

美将老鼠的皮肤细胞转化为功能性脑细胞
美国凯斯西储大学医学院的科学家研发

出一种新技术，直接将老鼠的皮肤细胞变为

功能性的脑细胞。作为细胞领域的“炼金

术”，该研究使得一种很容易获得且来源丰富

的细胞，完全改变其属性让其变成另外一种

价值更高的细胞用于治疗。接下来科学家打

算使用人体细胞进行测试，如果成功，将成为

治疗多发性硬化病患、脑瘫病患和其他髓磷

脂失调病患的有效手段。

调控记忆开关的关键分子得到确认
记忆是如何形成的，是有关人脑的众多

谜题之一。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研究人员日

前通过对果蝇的记忆形成过程进行了分析，

确认了一种关键分子，可以诱发大脑中记忆

形成的化学过程，其对大脑分子记忆开关的

控制是形成记忆的一个关键步骤。相关研

究为开发逆转记忆缺失的疗法提供了一种

新的思路。

磁电纳米粒子可传递药物直入大脑
多年来，血脑屏障让研究神经系统疾

病 的 科 学 家 和 医 生 很 伤 脑 筋 。 而 美 国 佛

罗里达国际大学赫伯特·韦特海姆医学院

的 研 究 人 员 开 发 出 一 种 可 以 向 大 脑 传 递

的磁电纳米粒子，以充分释放抗艾滋病病

毒 药 物 活 化 型 三 磷 酸 体（AZTTP）的 革 命

性技术，目前试验中几乎所有的治疗都达

到 了 预 期 效 果 。 这 将 是 一 个 可 满 足 多 种

疾病治疗的方法，并能帮助到其他神经系

统疾病的患者。

纳米粒子可伪装成血细胞对抗细菌感染
由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科学家领导的

团队日前发现，包覆有红细胞膜的纳米粒子

可去除体内毒素，能够用于对抗细菌感染。

这种纳米粒子可用以中和包括耐抗生素菌在

内的许多细菌产生的毒素，并能消解毒蛇或

毒蝎攻击中的毒液毒性，且不像现有疗法必

须根据不同的疾病和病情进行定制，其能针

对不同的结构“下手”，或成为治疗耐药性细

菌的有效工具。

“最”案现场

迄今发现的最像地球的两颗系外行星
人类寻找类地行星的努力再获进展。美

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等研究机构 18 日公布，号

称发现了迄今最适宜居住的类地行星和最接

近太阳系的行星系统，两颗分别名为开普

勒-62e 和开普勒-62f 的类地行星。计算机

模型显示它们温度适宜，表面均覆盖着不间

断的海洋，理论上有存在生命的可能。研究

人员称，与目前发现的所有其他类地行星相

比，这两颗行星是迄今发现的最像地球的系

外行星。

奇观轶闻

摩尔定律导出生命起源早于地球形成
摩尔定律本用于描述了计算机发展的复

杂性，但美国两家实验室的科学家用同样方

法来计算了生物进化的复杂性，发现如果生

命进化也遵守摩尔定律，那生命的出现要早

于地球存在之前，也就是说生命起源于地球

以外的其他地方，后来迁移到地球。但研究

人员指出，也有其他可能性来解释发生了什

么，生命进化可能在一定时期内遵守摩尔定

律，而在另一些时期并不遵守，或者根本就不

符合摩尔定律，因而新发现更像是一种“思想

练习”而不是科学证据。

脑细胞也可以被“训练”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休斯敦卫生科学中

心科学家利用一种数学模型，预测了海蜗

牛（其神经系统很简单但神经细胞性质却

和人类很类似）的脑神经细胞会在何时投

入学习，并通过一套训练方案重新训练这

些细胞，使模拟记忆功能减退的海蜗牛神

经元的连接恢复到近乎正常水平。这一成

果或可逆转大脑记忆减退，进而成为治疗

认知功能障碍的一种新方法。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一 周 国 际 要 闻
（4月15日-4月21日）

科技日报讯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

道，美国科学家研发出一种原子尺度的“混乱

工程”技术，可以将光催化反应中低效的“白

色”二氧化钛纳米粒子变成高效的“黑色”纳米

粒子。科学家们表示，最新技术有望成为氢清

洁能源技术的关键。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及伯克利劳伦斯

国家实验室环境能源技术中心的科学家塞缪

尔·毛领导的研究团队研发出的这项技术，通

过工程方法，将“混乱工程”引入了半导体二

氧化钛纳米晶体的结构中，使白色的晶体变

为黑色，新晶体不仅能吸收红外线还可以吸

收可见光和紫外线。塞缪尔·毛在美国化学

会于新奥尔良举办的年度大会上指出：“我们

已经证明，黑色的二氧化钛纳米粒子能通过

太阳光驱动的光催化反应产生氢气，而且，效

率创下了新高。”

塞缪尔·毛解释道：“ 在 实 验 中 ，我 们 让

白 色 的 二 氧 化 钛 纳 米 粒 子 承 受 高 压 的 氢

气，打乱了二氧化钛纳米粒子的结构，合成

出的黑色二氧化钛纳米粒子成为一种耐用

且 高 效 的 光 催 化 剂 ，而 且 也 拥 有 了 全 新 的

潜能。”

氢气可广泛应用于清洁电池或燃料中，

并不会加速全球变暖，但是，使用氢气面临

的最大挑战是：如何高效且低成本地大规模

制造出氢气。尽管氢气是宇宙中储量最丰

富的元素，但纯氢在地球上少之又少，因为

氢会同任何其他类型的原子结合。用太阳

光将水分子分解成氢气和氧气是理想的制

造纯氢的方式，但这一过程需要一种高效且

不被水腐蚀的光催化剂，二氧化钛能对抗水

的腐蚀，但无法吸收紫外线，紫外线占据了

太阳光 10%的能量。

塞缪尔·毛的最新研究改变了这种现状，

最新技术不仅为制氢过程提供了一种极富前

景的新的光催化剂，而且也消解了一些根深蒂

固的科学观念。塞缪尔·毛说：“我们的测试表

明，一种好的半导体光催化剂不必是瑕疵最小

且能态仅仅在导带之下的单晶体。”

另外，伯克利实验室先进光源中心进行

的特性研究测量结果表明，在 100 个小时的

太阳光驱动制氢过程中，有 40 毫克氢气源于

光催化反应，仅仅 0.05 毫克氢被黑色的二氧

化钛吸收。 （刘霞）

黑纳米粒子可为光催化制氢反应提速
有望成为基于氢的清洁能源技术的关键

日前，一则“抗衰老药 5年内上市 可使

人活到 150 岁”的新闻流传开来。有的报道

还扯上了葡萄和红酒，不免令人怀疑是酒商

炒作。

真有抗衰老药吗？近年来，抗衰老的研

究可谓一波三折，充满了激动、怀疑、反击、争

辩和巨额投资。这一切要从很久以前一批饥

饿的老鼠说起。

“辟谷成仙”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但吃少

一点确实有利于健康。上世纪 30 年代科学

家就发现，如果实验鼠摄入的热量明显低于

正常水平，但饮食结构均衡、营养全面，就能

明显减缓衰老速度，延长寿命，并抵抗多种与

衰老有关的疾病。

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老年学家路易

吉·丰塔纳说，限制热量是已知最有效的阻止

衰老的方法。但节食体验并不愉快，研究也

不鼓励人们饿肚子，专家认为可寻找药物来

模拟节食的有益效果，以对抗衰老。

研究人员一般相信，“少吃有益健康”有

三个可能的生物化学途径，其中最受关注的

是一类称为“去乙酰化酶”的蛋白质，它们调

控许多重要的生理过程，包括 DNA 修复、细

胞凋亡、炎症反应、胰岛素分泌等等。

2000 年，美国一项研究发现，拥有更多

Sir2 基因副本的酵母菌明显活得更久。这个

基 因 在 哺 乳 动 物 体 内 的 对 应 版 本 称 为

SIRT1，它控制生产的蛋白质是去乙酰化酶

中的一种。

随后生化专家霍维茨发现一种叫白黎芦

醇的物质似乎能激活 SIRT1。白黎芦醇存在

于许多植物中，是植物为抵抗细菌或真菌感

染而产生的一种抗毒素。此前有研究发现，

葡萄及其酿造的红酒中富含白黎芦醇，它可

能有多种抗病作用。

霍维茨与哈佛医学院的生化学家辛克

莱尔分享了这一发现。后者意识到，基于白

黎芦醇的抗衰老药可能是一个重大商机。

2003 年，两人联合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论

文称，白黎芦醇能激活酵母长寿基因 Sir2，

模 拟 热 量 限 制 的 作 用 ，使 酵 母 寿 命 延 长

70%。此后他们用线虫和果蝇等进行试验，

也取得类似结果。

但是，对有关研究成果的根本性质疑已

经出现。为了衡量 SIRT1 的活性，研究人员

给带有乙酰基团的蛋白质碎片挂上荧光分子

“标签”，SIRT1与蛋白质发生作用，把乙酰基

团去掉，导致标签发出荧光，更多的荧光意味

着更强的活性。

照理，荧光标签应该只“照明”而不参与

反应。但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凯伯莱恩 2007

年报告说，他用白黎芦醇激活 SIRT1 的体外

试验发现，只有蛋白质碎片带有荧光标签时，

才会出现激活作用。此后，其他制药企业的

研究人员相继报告了类似现象，不仅涉及白

黎芦醇还包括此前发现的几种化合物。

2013 年 3 月，辛克莱尔及其合作者终于

在《科学》杂志上做出反击。他们说，白黎芦

醇及其他一些化合物确实能增强 SIRT1 的

活性，不过需要蛋白质分子特定位置上有特

定的氨基酸。在试管和生物体内，接受测试

的 118种物质都需要氨基酸“桥梁”才能起作

用。此前试验所用的荧光标签恰好可以充当

类似的桥梁，才造成了“有荧光才有反应”。

人 们 或 许 可 以 松 一 口 气 ：通 过 增 强

STR1 的活性来对抗老年疾病，仍然是一个

可行的方向，癌症、阿尔茨海默氏症、Ⅱ型糖

尿病……这些与衰老相关的疾病也许可以用

同一个思路治疗，药物开发史上还没有这样

的先例。

辛克莱尔等人合成了近 1万种新型小分

子 化 合 物 ，其 中 数 千 种 表 现 出 拥 有 激 活

SIRT1 的能力，并有潜力用于开发药物。最

有希望的 3 种已经开始试验，其中一种有助

于治疗糖尿病，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有可能

成为第一种上市的 SIRT1药物。

回到开头的新闻，针对某种老年疾病的

此类药物“5 年内上市”是可能的，能否“活到

150岁”却与这项研究关系不大。

那么红酒呢？一杯红酒只含几毫克白黎

芦醇，远低于科学家实验中喂老鼠的量。人

们要得到与这些老鼠相当的健康效果，每天

要喝百杯红酒。而且与人工合成分子相比，

白黎芦醇的效力太弱。

在真正的“不老”药物问世之前，不妨用

天然方式激活去乙酰化酶：努力节制饮食、加

强锻炼，而不是寄望于红酒。

梦求“不老”之路
新华社记者 王艳红

科技日报讯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

道，最近，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科学家为脑

中的数字“热点”进行了精确定位，测量精度达

到 1/15 英寸（1.7 毫米）脑区宽度。数字“热

点”是当人们看到普通数字如“6”“38”时，脑中

最先被激活的位点。这一发现有助于进一步

寻找大脑中的数学信息流处理脑区，并指导数

字读写与计算障碍病人的临床研究，这种病人

没有能力处理数字信息。相关论文发表在近

日出版的《神经科学杂志》上。

“这是迄今为止第一个这种研究，证明了

人脑中存在一种专门处理数字的神经元集

丛。”论文高级作者、斯坦福大学人类颅内认知

电生理项目主管、神经病学与神经科学副教授

约瑟夫·帕维兹说，这一小群神经细胞对数字

的反应，比对类似的图形、声音、含义符号的反

应都强烈得多。“这有力地证明了我们的脑回

路能够通过受教育而改变，因为没有人天生就

认识数字。”

在早期研究中，他们已经知道当一个人集

中精力在数学问题上时，会激活大脑的哪些脑

区。他们注意到在颞下回（大脑外皮质区的一

个表层区域，与视觉信息处理有关）有一个位

点，是由约 100 万到 200 万个神经元构成的神

经集丛，在数学计算中极为活跃。为了进一步

验证普遍性，他们找了 7位颅内颞下回及附近

脑区植入电极的癫痫患者，请他们参与实验。

研究人员请志愿者看一系列电脑屏幕上

的符号图像，这时他们覆盖有电极的脑区就会

活跃起来，并由电极记录下来。每个电极都记

录了一小片脑区（约含50万个神经元）的反应。

由于数字包括了形状、发音和含义三方

面，实验经过了精心设计，以区别大脑对形、

音、意表达的反应。他们发现，大部分数字“热

点”对数字的反应要比对类似数字的字符、类

似数字发音的单词，以及表达数字含义的单词

的反应要明显强烈得多。

帕维兹说，数字—处理神经元集丛是位于

一个更大的神经元群体中，这个更大群体会被

各种角度的线段、曲线的视觉符号激活。“在这

些神经元群体中，对数字的反应比对含义和发

音反应更优先。在许多例子中，这些位点确实

对无序字母和无序数字的反应更强烈；然而在

更大的神经群体中，‘视觉数字区’会更偏爱真

实数字而不是错误字形、同意或同音的单词。”

帕维兹还指出，好像确定视觉刺激的这个脑

区在进化中已经设计好了，如各种角度组合的线

条——在稠密的丛林里，猴子从一根树枝荡到另

一根树枝时，必须对各种角度线段做出处理。在

处理数字计算时，这个区域的一部分进一步进化

了，这也是文化与神经生理学的一个交叉。

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希望用这些专门的数

字—导向位点来追踪大脑中的数字处理路

径。论文第一作者、帕维兹实验室的珍妮弗·
夏姆说：“我们想看看这些特殊区域是怎样和

其他脑区连接并通讯的。” （常丽君）

科学家确定大脑认知数字的位置

美批准波音787电池改进方案
据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美国联

邦航空局 19 日说，已批准波音公司 787

型“梦想”客机电池系统的改进设计方

案。波音公司当天发表声明对此表示欢

迎，称这一决定有助于已停飞的该型客

机早日复飞。

美国联邦航空局当天发表声明说，

该机构一个认证专家小组对改进后的电

池进行了“严格测试”，对设计方案进行

了“详细评估”。联邦航空局下周将向有

关运营商发布具体说明。

针对波音 787 此前暴露的电池过热

并起火的问题，波音公司提出的改进方

案主要内容为：将电池组装入一个具有

保护作用的钢箱内，周围用绝缘耐热材

料包裹起来，其上还设有通风装置，可以

直接将过热气体排放到飞机外。

这份声明说，美国航空公司改装 787

客机电池系统时，联邦航空局将派人到

现场“严格监督”，“只有改装工作得到联

邦航空局的认可，787客机才能复飞”。

总部设在芝加哥的波音公司当天发

表声明，对联邦航空局的决定表示欢迎，

称这一决定“为 787 客机复飞扫清了道

路”。目前，波音已向相关航空公司派出

人员，以帮助安装经改进的电池系统。

（综合新华社驻华盛顿记者林小春、
任海军，驻芝加哥记者徐静报道）

美国专家谈防震减灾
据新华社华盛顿 4月 20日电 （记

者林小春）中国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

生 7 级 地 震 。 那 么 ，应 该 怎 样 防 震 减

灾？记者 20 日就此采访了两位美国地

震专家。

美国地质勘探局地球物理学家汤

姆·帕森斯对记者说，居住在能经受住强

烈摇晃的建筑里当然是最好的防震办

法，但这涉及到建筑成本等众多因素。

况且并不是所有建筑都能保证安全，过

去的老房子以及失修的建筑都可能有危

险。“但我们至少可以让居住环境更安全

一些，比如，将高大家具固定在墙上，家

里存上够吃几天的食品特别是水。在一

些地震高发区，有些人会在口袋里放个

哨子，因为一旦他们被埋在废墟中，叫喊

很快会耗尽人的精力，而吹哨子声音大，

消耗能量少。”

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副教授彭志刚

说，“我们没有办法防止地震发生，但有

办法减少它所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他

认为首先就是防震减灾意识的培养，这

次看到成都有大学生跳楼摔伤，如果有

防震减灾知识和意识，跳楼这种行为可

以避免。其次，就是建筑质量的提高以

及相关标准的制定和执行。大多数地震

发生在山区等比较偏远的地方，“而绝大

部分断裂带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只要继

续提高建筑质量，在未来或许会出现的

地震中就能进一步减少伤亡。中国正在

推进城镇化建设，现在需要做的是，在城

镇化过程中，制定相关建筑规范，并严格

执行这些规范。”

日本如何保障震后救灾物资和人力
新华社东京 4月 20日电 （记者蓝

建中）由于频繁遭受地震灾害，日本把重

点放在防灾救灾领域，在发生地震灾害

后的物资供应和人力动员方面，建立了

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

日本在地震救灾方面制定了多部法

律，规定为确保震后救援物资运输畅通，

地方政府可以在必要限度内禁止或限制

行人和车辆的通行，确保顺利运送救援

人员和救援物资。

为了确保救灾物资供应，相关行政

机构在认为救灾需要的时候，可以要求

生产、收购、销售、配送、保管以及运输相

关物资的企业保留物资待用，并派遣政

府职员入内检查，企业要提供相关报告。

发生大规模地震时，基础公共设施

受损、通信网络中断，受灾地区政府的救

灾能力显著降低，为此，日本很多地方政

府与民间企业、相关机构以及其他地方

政府之间签署了相互援助协定，在发生

地震灾害时提供物资供应、医疗支援和

紧急运输等各种应急救援。

通过这类协定，地方政府可以在发生

灾害时及时获得各种援助。从民间企业获

得物资援助，可以大幅节约平时储存救灾

物资所需要的设施和资金成本，特别是应

急食品和饮用水等存在消费期限的物资。

消防队员是日本救灾的主要力量，

1995 年 1 月阪神大地震发生时，全国各

地约有 3 万名消防队员前来援助，但是

由于缺乏规范，指挥管理等方面存在很

多混乱。鉴于这次教训，日本在当年 7

月建立了“紧急消防援助队”制度，将各

地消防部队中的一部分作为紧急消防援

助队，在发生大地震等灾害时，可以根据

消防厅长官的指示出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