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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讯 美 国 马 萨 诸 塞 州 总 医 院

（MGH）研究人员曾首个开发出癌症诊断便携

设备，现在他们又在结核病和其他重要传染病

的快速诊断技术上取得了新的进展。研究人

员在《自然·通讯》和《自然·纳米技术》分别发

表研究成果，该设备融合了微流体技术和核磁

共振（NMR）技术，不仅能诊断出这些重要的

传染病，还能确定是否存在耐抗生素菌株。

两篇论文的共同高级作者、MGH 主任医

师拉尔夫·惠斯勒博士表示，快速查明与传染

病有关的病原体并对耐药性进行测试，对于诊

断疾病和决定是否要对患者使用抗生素非常

重要。新方法仅需 2至 3个小时即可完成上述

过程，这比动辄需要两周时间才能提供诊断结

果的标准培养法有了很大的进步。

MGH研究人员过去曾开发出能检测血液

（或非常小的组织样本）中癌症生物标志的便

携设备。靶细胞或分子首先由磁性纳米粒子

进行标记，然后样本通过一个微型 NMR 系

统，其能检测和量化靶标的量值。但是，要将

该系统用于细菌诊断时存在难以找到抗体的

问题，在早期研究中，抗体常被用以准确检出

特定细菌。于是，研究团队转向将特定核酸序

列作为靶标。

在 4 月 23 日《自然·通讯》中描述的新设

备，可在少量痰标本中检出结核病菌的 DNA

（脱氧核糖核酸）。DNA 从样品中提取后，使

用标准程序对靶标序列进行扩增，然后由含有

互补核酸序列的聚合物小珠捕获，并由磁性纳

米粒子（其序列可与靶标 DNA 的其他部分进

行绑定）进行标记。将微型 NMR 线圈纳入设

备 ，即 可 检 出 样 本 中 存 在 的 任 何 结 核 病 菌

DNA。

对结核病患者和健康人群的对照样本进

行的测试表明，该设备在不到 3 小时的时间内

检出了所有的阳性样本，误报率为零。而现有

的 诊 断 程 序 则 需 数 周 时 间 ，且 漏 报 率 高 达

40%。

研究人员在 5 月 5 日《自然·纳米技术》上

描述了一种类似的新技术。该系统将核糖体

RNA（rRNA）作为纳米粒子标记的目标。研

究人员开发的普通核酸探针能检测许多细菌

种群共有的 rRNA 区域，开发的另一组探针则

将 13 种临床上常见的重要病原体的特定序列

作为靶标，这些病原体包括肺炎链球菌、大肠

埃 希 氏 菌 和 耐 甲 氧 西 林 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

（MRSA）等。

该设备的灵敏度非常高，能检出 10 毫升

血液试样中仅存的一两个细菌，从而准确地判

断出细菌载荷。对感染患者血液样本的测试

表明，系统在不到两小时内准确地识别了特定

的细菌种类，还发现了标准培养技术无法检出

的两个细菌种类。

惠斯勒表示，基于磁相互作用检测病原体

是一种非常可靠的方法，其不用管样品的质

量，这意味着在有限资源环境下的大范围净化

措施将不再必要。而且，在几个小时内就能检

测出细菌，这对控制结核病的扩散具有至关重

要的意义。

（冯卫东）

美开发可快速诊断肺结核的便携纳米设备
用时不到3小时，同时确定是否存在耐抗生素菌株

“鸡”与“吉”谐音，在中国一直被认为是

“大吉大利”之兆，但近年来屡屡出现的禽流

感疫情，却给人们带来了不安。

最早的禽流感记录是 1878 年意大利的

鸡群大量死亡，当时被认为是鸡瘟。到 1955

年，科学家才证实 19 世纪的这次疫情由一种

甲型流感病毒引起。此后这种疾病更名为禽

流感。

2003 年末，高致病性 H5N1 禽流感首先

在亚洲被发现，随后几年波及欧美、中东等

地，让人们对其迅速熟知。今年春季暴发的

H7N9疫情再次提醒人们：禽流感从未远去。

连续疫情

世界卫生组织 2012 年年底的统计数据

显示，H5N1 禽流感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已造

成数百人感染，359 人死亡，其中 159 人来自

印度尼西亚。

2003 年年底开始的甲型 H5N1 高致病性

禽流感疫情，最早在韩国报告发现。随后越

南、日本等亚洲国家相继报告疫情，中国未能

幸免。在家禽中发现疫情一个月后，人类开

始感染禽流感，并出现死亡。

此后 H5N1 禽流感相继蔓延到欧洲、中

东、非洲等地，所波及的国家纷纷“闻鸡色

变”。时至今日，人类感染 H5N1 禽流感的事

件并未消失，印尼等东南亚国家仍会出现散

发病例甚至死亡。而今年春季，新的 H7N9

病毒又突然出现。

世卫组织 4月 1日首次向全球通报，中国

出现 3 例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确诊病例。由

于缺乏针对这种新病毒的药物和疫苗，H7N9

病毒感染人后的致死率显得很高，中国国家

卫生计生委 5月 1日的数据显示，中国内地共

报告 H7N9 禽流感确诊病例 127 例，其中 26

人死亡。

所幸迄今为止这种病毒还只是零星感染

人类。世卫组织 4月 30日在日内瓦召开记者

会说，目前 H7N9 病例仍处于散发状态，没有

证据显示病毒具有持续人际传播的能力。

潜在风险

世卫组织表示，目前针对 H7N9 感染源

的调查仍在进行，尚未确定。世界动物卫生

组 织 的 专 家 在 中 国 实 地 考 察 疫 情 后 ，对

H7N9禽流感疫情感到奇怪又神秘。

甲型流感的 H7病毒通常在鸟类中传播，

H7N9 则是一个亚型。在此次疫情之前，虽

然偶尔会有 H7N2、H7N3、H7N7 等某些 H7

病毒感染人类，但并没有 H7N9 病毒感染人

类的先例，病毒在禽类身上检测出的也极少。

美国外交学会全球卫生问题专家劳丽·

加 勒 特 也 认 为 H7N9 不 同 寻 常 。 她 说 ，与

H5N1 型禽流感病毒一比，H7N9 看上去不像

禽流感。

无论 H5N1还是 H7N9，都导致数以百万

计的家禽染疫、被扑杀，数以百计的人类患者

染病甚至死亡。但科学家最担心的是：病毒在

反复的跨物种传染中是否会获得人际间传染

能力，从而引发一场全球性的人类流感疫情。

诺贝尔生物或医学奖得主、美国加州理

工学院前校长戴维·巴尔的摩说：“就目前所

知来讲，我们无法对 H7N9 是否会人传人进

行预测，因为我们不能仅凭借基因方面的信

息判断哪些病毒具有传染性，哪些没有，我们

只能对此进行监测且时刻保持警惕。”

多重挑战

科学家对过往几次疫情的研究，揭示了

禽流感如何暴发：携带病毒而自身无恙的野

生候鸟，在东南亚等地越冬、北方度夏的迁徙

途中，与当地散养的鸡、鸭等家禽接触，缺乏

抵抗力的家禽不仅染疫，还可能将病毒传染

给其他物种甚至人类。

家禽散养、混养，活禽运输，活禽销售，都

增大了人类感染的风险。这种习惯使亚洲国

家的人类患者最多。

巴尔的摩说：“这种病毒由鸟类传播，通

过猪传染给人。在中国，大量农户家中养有

猪和禽类，他们与这些动物保持着密切接触，

互联网上还有这些动物与小孩亲密玩耍、亲

吻的照片，这种情况使病毒传播给人以及引

发传染病的可能性更大。”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总干事贝尔纳·瓦莱

特建议，为避免类似疫情再次暴发，首先家禽

养殖业需建立长效监督机制。兽医部门需加

强装备建设，将兽医服务覆盖至所有乡镇村

庄，并且和养殖业主建立良好的互信和对话

关系，经常为后者提供信息和培训。

其次，需加强对活禽市场的监管。一只

携带病毒的家禽进入活禽市场，便可导致整

个市场的禽类受感染，为此，有关部门应对活

禽市场保持高度警惕，避免已经受感染的禽

类进入其他市场。

改变生产与生活方式，是一个长期挑战，

应对正在发生的疫情则更加紧迫。

美国外交学会全球卫生问题专家黄严忠

说，对某种疾病的暴发，任何政府都要面临一

个平衡的问题，一方面卫生部门要通过防控

措施把疾病的风险，也就是将人传人疾病大

规模流行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另一方面要将

防控措施对生活、贸易、生产带来的负面影响

减到最小。如何平衡这两方面的矛盾，考验

政府的智慧。

不过，多数专家对人类应对禽流感的前

景谨慎乐观。巴尔的摩说：“与十年前相比，

人类对抗禽流感病毒的能力有了明显提升，

应对这一病毒传播也做了更好的准备。”

（执笔记者李雯，参与记者黄涵、吴陈、林
小春、郭爽）

禽流感，警钟须长鸣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华盛顿5月5日电 （记者林小春）
植物为什么会在不同季节开花？研究人员在

新一期《科学》杂志上报告说，其秘密在于一种

核糖核酸（RNA）起到了调控作用。

英国约翰·英尼斯中心的研究人员发现的

这种核糖核酸名为 COOLAIR，是一种反义长

链非编码核糖核酸。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曾

被认为没有功用，现在科学家发现它能发挥很

多重要的功能，比如影响基因的表达和染色质

沉默等。不过目前还不清楚其自身被调控的

机理。

研究人员以模式植物拟南芥作为研究对

象，通过遗传筛选和基因克隆等手段，发现

COOLAIR 受到一种叫做 R 环的特殊结构的

影响。R 环是由一条脱氧核糖核酸（DNA）与

核糖核酸杂合链以及一条单链 DNA所形成的

特殊基因组结构，一般在基因表达转录核糖核

酸时可以形成瞬时的 R环，但很快会被去除。

该研究第一作者孙前文对新华社记者解

释说，COOLAIR 作为一种反义长链非编码核

糖核酸，可以影响拟南芥的开花时间。而他们

观察发现，R 环能够通过抑制 COOLAIR 发挥

作用，从而让拟南芥提前开花。

孙前文说，虽然他们以拟南芥作为研究对

象，但他们发现的调控机制存在普遍性，可为相

应的研究领域提供借鉴，包括反义长链非编码核

糖核酸功能、癌细胞基因组的不稳定性等研究。

科学家破译植物开花时间的秘密
一种核糖核酸起调控作用

5月 3日，2013年纽约自行车博览会开
幕。博览会不仅展出了各种自行车和车迷
用品，还举办了骑行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和
自行车爱好者。自行车是美国普通民众锻

炼和休闲的一项主要交通工具。
图①为一名自行车极限运动爱好者在

纽约自行车博览会上展示车技。
图②为自行车爱好者在选购头盔。

图③为自行车爱好者在参观自行车
用品。

图④为博览会上展出的自行车。
新华社记者 王雷摄

纽 约 自 行 车 博 览 会

图④图④

图①图① 图②图②

图③图③

科技日报讯 据英国《自然》杂志网站 4 月

25 日报道，美国生物学家表示，他们在老鼠肝

脏内新发现一种激素，能刺激胰腺中胰岛素分

泌细胞的生长，并且人体肝脏内也存在这种激

素，新发现将有助于为糖尿病找到新疗法。研

究发表在最新一期的《细胞》杂志上。

哈佛大学干细胞研究所联合所长道格拉

斯·梅尔顿领导的研究团队，通过使用一种结

合胰岛素受体的肽，诱导出老鼠体内的抗胰岛

素性，从而鉴定出了这种名为β亲菌素的激

素。这种激素会导致老鼠体内分泌胰岛素的

胰腺β细胞的激增。研究人员接着寻找那些

表现出活性增加的基因，最终瞄准了一个能同

β亲菌素生成相关联的细菌。

进一步的实验表明，注射了β亲菌素的 8

周龄老鼠，体内分泌胰岛素的胰腺β细胞平均

增加了 17 倍。梅尔顿说：“很难得发现一种新

激素，而且，它还如此特别，只对β细胞起作

用，而且威力强大。”

在老鼠和人的胚胎期和新生儿期，胰腺β

细胞会快速增殖，但是，一旦老鼠和人进入成

年期，其生长速度会显著下降，晚年β细胞功

能的衰退是导致人罹患 2 型糖尿病的罪魁祸

首，2 型糖尿病这种代谢失调影响了全球 3 亿

多人。仅仅在美国，1型（对胰腺β细胞的自体

免疫攻击所导致）和 2型糖尿病，每年所造成的

直接医疗成本就高达 1760亿美元。

梅尔顿认为，对那些 2型糖尿病患者来说，

一个月注射一次β亲菌素，甚至一年注射一

次，就能充分减少胰腺β细胞的活性，这样就

可以很好地调节他们的血糖浓度，其作用和每

日注射胰岛素不相上下。但是，他补充道，更

重要的是，由于机体会自己生成胰岛素，这种

方法导致的并发症会比较少。他也希望β亲

菌素能帮助 1型糖尿病病患。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糖尿病中心主任马

提亚·黑布罗克表示，这项研究是“一项重大的

进步，最新发现令人激动”，不过，他也希望科

学家们能尽快在年龄更大的老鼠身上重复同

样的实验。

丹麦干细胞中心的行政主任亨瑞克·胜博

表示，鉴定出β亲菌素能以惊人的效率刺激小

鼠β细胞增殖，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发现，

它为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并阐明β细胞增殖的

潜在机制提供了起点。科学家们已经证实，在

人体内控制β细胞增殖非常困难。

梅尔顿表示，制造出人类临床试验测试所

需要的充足的β亲菌素大约需要 2 年，他目前

也在致力于确定这一激素的受体以及它的作

用机理。 （刘霞）

肝脏内发现一种糖尿病抑制激素
能刺激胰岛素分泌细胞的生长

科技日报伦敦5月 5日电 （记者刘海英）
将为人母者往往担心胎儿营养不足造成出生

时体重过轻，因而在孕期补充大量营养。殊不

知，新生儿体重过重也不是好事。英国曼彻斯

特大学的一项新研究称，新生儿体重过轻或过

重，都会对其未来健康成长造成影响，他们患

自闭症谱系障碍（ASD）的风险明显要高于体

重正常的新生儿。

自闭症谱系障碍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自闭

症，既包括典型自闭症，也包括不典型自闭症、

自闭症边缘、自闭症疑似等症状。那些够不上

典型自闭症诊断标准，但在社会性和交流能力

方面有明显缺陷的人即属于此类病症范畴。

曼彻斯特大学研究人员对 40000多名瑞典

儿童的健康记录进行分析后得出上述结论，并

将其发表在《美国精神病学杂志》上。他们发

现，无论是足月生产还是早产或晚产，新生婴

儿出生时体重过重（超过 4.5 公斤）或过轻（不

足 2.5公斤）都不是一个好现象，他们未来患上

自闭症的风险明显高于体重正常者。前者未

来患自闭症的风险比正常体重者高 60%，后者

未来患自闭症的风险则比正常体重者高 63%。

“自闭症的病症在三岁以内即会显现，但

其发病过程很可能在胎儿时期就已经开始”，

该项研究领头人、曼彻斯特大学的凯瑟琳·阿

贝尔教授说。她指出，胎儿发育过程中的任何

异常，都会对其大脑发育造成影响，新生儿体

重异常，则很有可能是胎儿发育过程中胎盘功

能出现了问题，因而，对于胎盘在胎儿发育过

程中的功能及其对胎儿大脑发育的影响等问

题，都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这对于理解自闭

症病理并寻求治愈方法十分重要。

体重异常新生儿患自闭症风险大

气 候 变 暖 或 将 加 剧
全 球 降 水 分 布 不 平 衡

新华社华盛顿5月5日电 （记者林小
春）美国一项最新研究成果显示，全球变暖

可能会加剧全球降水分布不平衡，其中多

雨地区降雨会更多，干旱地区将更干旱。

美国航天局戈达德航天中心的研究人

员通过对 14 种气候模型进行电脑模拟分

析，测算出全球变暖对降雨模式的影响。

分析显示，全球气温每升高 1 华氏度（0.56

摄氏度），暴雨量增加 3.9％，影响最大的是

赤道附近的热带地区，其中太平洋赤道地

区和亚洲季风区出现暴雨的概率将增加。

与此同时，部分地区也将更干旱少

雨。该研究显示，全球气温每升高 1 华氏

度，全球无雨时间将增加 2.6％。在北半

球，受影响最大的包括美国西南部、中国西

北部、巴基斯坦和北非、中东等干旱地区；

在南半球，南非、澳大利亚西北部、巴西东

北部以及中美洲沿岸地区等，可能会面临

更多干旱。

该研究成果将发表在新一期美国《地

球物理通讯》期刊上。

本世纪后半期
夏威夷海域飓风或加倍

新华社日本北九州5月6日电 （记者

蓝建中）日本筑波大学和气象研究所等的

研究小组在 5日一期的英国《自然·气候变

化》杂志网络版上报告说，本世纪后半期，

夏威夷附近的飓风将增加到近年的 2 至 3

倍。

研究小组利用位于横滨市的超级计算

机“地球模拟器”，使用多种气候模型同时

改变海面温度上升模式，进行多次计算后

发现，2075 年至 2099 年，夏威夷附近的飓

风频度将是 1979年至 2003年的 2至 3倍。

研究人员认为，这是由于在墨西哥西

部海域产生的飓风，会被强大的信风吹到

夏威夷。筑波大学研究员鬼头昭雄指出：

“可以认为，随着气候变暖导致海面温度上

升，飓风将难以减弱。”

不过研究小组同时还预测，在北太平

洋亚热带之外的海域，飓风等热带低气压

的发生次数会减少。

沙 特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死 亡 人 数 升 至 13 人
新华社利雅得 5月 5 日电 （记者王

波）沙特阿拉伯卫生部 5日说，在过去几天

里，沙特又发现 3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其

中 2 人已死亡，这使得沙特因该病毒而死

亡的人数升至 13人。

沙特卫生部发表的声明说，与感冒病

毒相比，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性不大，因此

民众不必过分担心。不过，沙特将继续按

照世界卫生组织标准采取一切预防措施，

包括对曾与患者接触的人进行化验以判定

是否被传染等。

5 月 1 日，沙特卫生部宣布，在沙特东

部地区新发现了 7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

例，其中 5人已死亡。

到目前为止，世卫组织共收到全球通

报的新型冠状病毒病例 27例，其中 18人死

亡。死亡者中 13 人来自沙特，2 人来自约

旦，2 人来自英国，1 人来自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

新型冠状病毒于去年在沙特被发现，

它与非典（SARS）病毒同属冠状病毒，感染

者多会出现严重的呼吸系统综合征并伴有

急性肾衰竭。

导致亚洲多国
大量虾死亡的元凶现身

新华社罗马电 （记者刘宇）总部设于

罗马的联合国粮农组织 3 日发布报告称，

副溶血弧菌是造成近年来部分亚洲国家虾

大量死亡、减产的“凶手”。

报告称，一种名为虾早期死亡综合征

（又称急性肝胰腺坏死综合征）的疾病致使

亚洲多国的养殖虾大量死亡。经美国亚利

桑那大学研究人员证实，其元凶是普遍存

在于世界各地沿海半咸水水域中的副溶血

弧菌。

粮农组织水产食品安全专家伊迪亚·
卡伦纳萨戈尔说：“目前还没有关于人类罹

患相关疾病的报告，受感染的虾不会给人类

造成健康风险。”

粮农组织数据显示，2011年亚洲虾产量

为 300万吨，产值达 133亿美元。虾早期死

亡综合征最早发现于2009年，在受病原体感

染的养虾池中，虾的早期死亡率极高。2011

年，中国海南、广东、福建和广西等省份的养

殖场产量受此损失近 80％。据估计，泰国

2013年虾产量将比去年减少30％。

为防治该病，粮农组织建议养殖户应

在养殖场放养之前对仔虾进行检疫；使用

优质饲料，避免环境应激，保持虾体健康；

维护池塘环境卫生，对幼虾实施严密监测，

发现疾病立即报告；对养殖池塘采取定期

休作等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