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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短讯

科技日报讯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自然》

网站等媒体 1 月 6 日报道，最近，一个国际天

文小组发现了第一颗质量与地球相同的系外

行星 KOI-314c，这也是迄今已知的系外行星

中质量最轻的一颗。虽然其质量与地球相

同，但直径却比地球大了 60%，这意味着它一

定有个厚厚的大气层。

“这颗行星可能质量和地球一样，但并不像

地球。它也证明了在地球这样的岩石星球和蓬

松的水星球或气体巨行星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

限。”在1月6日召开的美国天体物理学会第223

届会议上，论文第一作者、哈佛—史密森天体物

理学中心（CfA）的大卫·凯平宣布了这一发现。

研 究 小 组 用 美 国 国 家 航 空 航 天 局

（NASA）的开普勒太空望远镜搜集的数据分

析了该行星的特征。KOI-314c围绕一颗距地

球 200光年的昏暗的红矮星公转，公转周期 23

天，预计其温度为 104℃，这对我们所知的生命

来 说 太 热 了 。 KOI-314c 的 密 度 只 比 水 大

30%，这表明该行星包裹着一层几百英里厚的

氢氦大气层。它可能曾经作为一颗微型海王

星开始生命进程，随后慢慢失去了一些大气气

体，在其主恒星强烈的辐射下被煮沸。

测量行星质量的传统方法，是通过测量

其主恒星的微小晃动（由行星引力所致）来推

算，但这颗行星质量太小了。研究小组用了

另一种称为凌日时间变化（TTV）的不同技

术，这种方法只适用于一颗恒星有超过一个

行星轨道的情况。两颗行星彼此拉扯，会让

它们的凌日时间发生轻微变化。

“我们不是要找一颗摇摆的恒星，而是一

颗摇摆的行星，”论文第二作者、西南研究院

的大卫·奈斯沃尼解释说，“开普勒‘看见’了

两颗行星一次次地掠过同一颗恒星前面，通

过精确检测它们的‘凌日’时间，我们能发现

两颗行星由于彼此质量的吸引，其运动固定

地形成一种微妙的‘摇摆舞’。”

在 该 恒 星 系 统 中 ，KOI-314c 的 兄 弟

KOI-314b体积和它相仿，但密度要大得多，重

量约为地球的4倍，轨道周期为13天到14天。

在发现和研究系外行星方面，凌日时间

变化还是一种较新的方法，这种新的检测技

术很有潜力，尤其是对那些难以用传统方法

推算的低质量行星。“我们正在把凌日时间变

化方法变成熟。”凯平说。

该行星的发现纯属偶然，当时研究小组

检查开普勒数据，是想找系外卫星，而不是

系外行星。由凯平负责的“开普勒寻找系外

卫星”（HEK）计划要全面检查开普勒所观察

行星拉扯现象，以搜寻凌日时间变化，这也

是系外卫星的特征标志。凯平说：“我们注

意到这颗行星出现了凌日时间变化，这一特

征很明显。开始我们很失望，它不是一颗卫

星，但随后我们很快意识到，这是一次非同寻

常的发现。” （常丽君）

科学家发现地球同质量系外气体行星
直径比地球大60%，包裹厚厚的氢氦大气层

梦然丝语

我们考察宇宙的脚步一直在前进，深空

探测器从最初的飞掠、环绕飞行，再到硬着

陆、软着陆、巡视，都已能在太阳系的月球和

火星上实现。有的天体还能实施高难度的取

样返回。

但人类的技术在觊觎我们星球以外的世

界时，总是卑微。正因如此，其成就尤显珍

贵。如同逆流而上的人，才知道河流的力量。

今年，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火星探测漫游者计划”探测器登陆火星 10周

年。北京时间 1 月 7 日晚，NASA 直播了一个

庆祝会。当年开启这一计划的最重要意义，

是为本世纪 30年代人类踏上火星铺筑道路。

“勇气”号是该计划的第一部火星漫游

车。Spirit rover 其实直译叫“精神”号，但听

着让人不舒服。它在 2003 年 6 月发射升空，

2004年 1月 4日，“勇气”号裹着厚厚的缓冲气

袋落在了火星表面一个大坑里。

“勇气”号的名头不如后辈“凤凰”号和

“好奇”号响亮。不过因为曾率先攀上过一座

火星小土堆，勉强算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登上

其他行星表面一座山顶的机器人。

2010年3月22日，“勇气”号与地球失去联

系，任务终止。从登陆之日算起，这家伙在火星

表面停留了整10年，连续工作超过 6年——而

最初预定的工作时间只有 3个月；在任务停止

之前，它一共行驶了约7.7公里，是其预定目标

的12倍还多，最后一公里是拖曳着一只伤残的

轮子完成的；由“勇气”号传回地球的124000张

照片，对家园而言，无一不珍贵。

但 NASA 庆祝这一天，不仅仅为着一个

探测器的登陆之日。“火星探测漫游者计划”

的主要目标是探明彼方是否存在生命线索及

水，日后人类登陆的时候要能就地取材变出

饮用水——换句话说，我们要看到这颗星球

人为改造的可能性。

在“勇气”号等老前辈打下的基础上，后

来者们交上了答卷：“凤凰”号发现火星曾是

一颗有水的星球，还可能有着种类繁多的丰

富生物；而“好奇”号在红色星球的一片区域

里发现了古老水的明显痕迹。

这些捷报传回地球，显得好像没有谁比

NASA 更喜欢火星了，人们都戏谑那大概才

是他家真正后院儿。火星项目从而得到更多

公众眼球，以及资金保证。

其实，在冷战期间，美国人也曾付出最高

达到政府预算 4.4%的成本，成功地将 24 名宇

航员发送到月球并安全返回。但现在，拍拍

钱包权衡体力之后的选择，只能是放弃一个

卯上另一个。

而有段时间，前苏联也曾对火星死缠烂

打，大约就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间。但那

完全就是一把辛酸泪。可能是当年计算机芯

片和软件有缺陷，也可能深空测控网跟不上，

相关任务总失败，导致前苏联成为火星登陆

计划中飞行器坠毁最多的国家。

甚至到现在，我们知道，涉及火星，俄罗

斯人也不走运，简直没法说谁是谁的噩梦。

美国人则受眷顾得多。此次纪念会上，

他们再次重申了载人登陆火星的时间表，这

是未来一段时间 NASA 的全部重心。不过时

间点上和荷兰火星人（Mars One）公司的火星

大移民有重合，甚至私人公司还更早点，2023

年就启动。

那是十几年后尘已满面的“勇气”号还能

看到的画面吗？一大波人类来袭，像复制一

个地球般，忙忙碌碌，修葺安置，渐渐砾石横

浮沙纵的星球竟也能安全无虞，尘埃落定？

不过 最 初 我 们 踏 上 此 处 时 ，应 还 会 像

雷·布拉德伯里在《火星纪事》里描述的那样

吧——他们来到这片大地，开始将肉眼所及

的一切自然景物冠上自己的名字。

十年后，人类踏上火星的勇气犹在
本报记者 张梦然

美国宇航局纪念
“勇气”号登陆火星十周年

北京时间1月7日晚23点30分，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NASA）在其官方网站直播了

“火星探测漫游者计划”探测器登陆火星十

周年纪念会。NASA已宣布计划于 2030年

载人登陆火星，而“火星探测漫游者”是此前

一系列针对火星进行的科学任务中一个组

成部分，“勇气”号则是该项目旗下双胞胎火

星车中的“哥哥”。

“勇气”号经历了近7个月旅程，于2004

年 1 月 4 日在火星南半球的古谢夫陨石坑

着陆。“勇气”号的外表小巧，且看上去好似

拥有头颈和手臂，实际上其“头颈”是一个

桅杆式结构，主要服务于一对360度环视四

周的“眼睛”——可拍摄火星表面彩色照片

的全景照相机；“手臂”则是为了对火星岩

石进行精密“审视”，并能在石上取样分析。

“勇气”号主要负责用前所未有的高清

晰度照片帮助人们解开火星谜团，并分析

其物质成分，以判断是否存在水和生命。

在其任务期间内，除了返回十多万张照片

外，“勇气”号还考察了数十个目标样本，攀

上了一个 30 度左右的土坡（也可以叫小

山）。它在右前轮失灵的情况下仍坚持工

作了近两年。2011 年 3 月 22 日，NASA 最

后一次联络上“勇气”号；同年 5 月 25 日，

NASA 在最后一次尝试后正式结束“勇气”

号相关任务。

■新闻链接

科技日报讯 据《科学》杂志网站 1 月 5 日

报道，水果和蔬菜中的纤维或许有助于平息

免疫系统的过度活跃，这种免疫系统过激会

导 致 过 敏 性 大 肠 综 合 征、节 段 性 肠 炎 等 病

症，甚至导致结肠癌。瑞士洛桑大学最近的

一项新研究显示，富含纤维的食品还可能平

息 哮 喘 。 相 关 论 文 在 线 发 表 于 当 天 的《自

然·医学》上。

当我们摄入丰富的水果蔬菜时，肠道细菌

会帮助消化这些纤维。它们能利用可溶性纤

维，如苹果、梨、草莓、柑橘和洋葱里的果胶，将

其酵解为特殊的脂肪酸，这些脂肪酸能和免疫

细胞作用，帮助控制炎症。脂肪酸可能在血液

中循环而与全身免疫细胞都发生关联，但这种

抗炎症效果能否超出消化道，达到肺部甚至全

身，科学家还不清楚。

为了检验膳食纤维摄入和哮喘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性，瑞士洛桑大学免疫学家本杰明·
马斯兰德和同事用两组小鼠进行了实验。他

们给一组小鼠吃低纤维食物，而另一组吃富含

果胶的食物。

两周后，研究人员给小鼠嗅一种能引起人

类过敏和哮喘的过敏原。吃低纤维食物的小

鼠显出了剧烈的过敏反应，包括肺部出现炎症

分泌物、呼吸道收缩、喘息、气短等与哮喘病人

极为相似的状况；吃高纤维食物的小鼠过敏反

应减少，它们的嗜酸粒细胞（一种免疫细胞）和

抗体免疫球蛋白 E几乎只有前者水平的一半，

在过敏反应和哮喘中，这两种细胞通常会增

加，而且其呼吸道收缩也更少。

通过分析两组小鼠的粪便，研究小组发

现，在高纤维组小鼠肠道中，产生抗炎症脂肪

酸最多的菌种是普通菌种的两倍，而低纤维组

小鼠肠道普通菌种更多。此外，高纤维食物小

鼠血液中的脂肪酸数量也成比例地增加。

为了检验血液中的脂肪酸能否命令免疫

系统“撤退”，研究人员给小鼠注射了一种丙

酸盐脂肪酸，两周后用过敏原测试，小鼠再次

显出了炎症指标下降，呼吸道收缩减轻。而

且，一种叫做枝状细胞的关键免疫细胞更少

打开一种感受器，这种感受器在小鼠和人类

的过敏性哮喘中起着关键作用。免疫系统反

应增强或减弱取决于枝状细胞给其他免疫细

胞发送的信号，枝状细胞对免疫系统起着双

向调节作用。

最后，研究人员发现，注射丙酸盐的小鼠

确实产生了更多未成熟的“前期”枝状细胞，保

护小鼠免于哮喘。“我们的研究首次证明了饮

食能影响骨髓中免疫细胞的产生，而这对免疫

细胞前体离开骨髓，分布到整个身体组织中，

包括肺部，有着重要影响。”马斯兰德说。

研究人员推测，如果细菌产生的化合物确

实能影响哮喘，它们在肺部也会起作用。从饮

食变化、肠道细菌新陈代谢改变、骨髓生产免

疫细胞转变，到哮喘炎症减轻，这是一系列相

关联的变化。“以前从未有人把这一切放在一

起，本研究是所有这些观察的美妙集合。”

自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哮喘

病增加而膳食纤维摄入量在下降；但哮喘在欠

发达地区如非洲，并不普遍，在这些地区人民

的饮食结构中，水果和蔬菜所占比例更大。马

斯兰德认为，饮食添加剂包括提纯丙酸盐或某

些类脂肪酸，能否为哮喘病人和吃不到水果蔬

菜的人带来利益，还需要严格的科学检验。同

时，富含纤维的平衡膳食是取得抗炎症效果的

最佳方式。 （常丽君）

高纤维食品可控制消化系统炎症
或同时具有平息哮喘功效科技日报讯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1 月 7 日

报道，澳大利亚沃尔特与伊丽莎·霍尔医学研

究所科学家最近发现了一种很有前景的方

案，可用于治疗由一种最常见致癌蛋白所导

致的癌症。相关论文发表在本周《基因与发

育》杂志上。

MYC 是一种最常见的致癌蛋白，其生

长、扩散会导致细胞发生癌变，形成多种癌

症。在 70%的人类癌症中，包括许多白血病

和淋巴瘤，其 MYC 水平异乎寻常的高，这会

迫使细胞反常地高速生长而导致癌变。

新研究由沃尔特与伊丽莎·霍尔医学研

究所的吉玛·凯利博士、安德里斯·斯特拉瑟

教 授 等 人 负 责 。 他 们 审 查 了 有 着 高 水 平

MYC 的细胞是怎样生存和生长的，结果发

现，如果缺乏一种叫做 MCL-1 的蛋白质，高

水平 MYC 的淋巴瘤就无法长期存活，这种

MCL-1蛋白质能让细胞长久生存。

据凯利说，该研究以他们 30 多年的研究

为基础，他们一直在追查 MYC 怎样驱动癌症

发展、怎样调控正常细胞和癌变细胞生存。

“多年前我们就知道，BCL-2蛋白质家族

的某些成员能提高细胞的生存能力，并与

MYC 合作，共同促进癌症发展。但至今我们

还不知道在 BCL-2家族中，哪个成员对 MYC

驱动癌症的存活和生长最为重要。”凯利说，

“我们发现，通过灭活一种叫做 MCL-1 的蛋

白，能杀死有高水平 MYC 的淋巴瘤细胞。而

且令人兴奋的是，与健康细胞相比，淋巴瘤细

胞对于 MCL-1 功能的降低更敏感得多。这

表明在将来的医疗中，遏制 MCL-1能有效治

疗那些 MYC 表达水平高的癌症，而其副作用

对体内正常细胞来说是可以承受的。”

斯特拉瑟也表示，这一发现令人兴奋，

MCL-1 抑制剂有希望很快用于临床，“在多

种血液癌症和固体肿瘤中，MCL-1 水平也很

高，所以瞄准 MCL-1开发潜在抗癌药也有吸

引力”。 （常丽君）

抑制一种蛋白质有助治疗淋巴癌

“世界尽头”城市
用废弃物试建环保房

据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1月 7
日电（记者叶书宏 赵燕燕）在南美洲

大陆最南端的阿根廷城市乌斯怀亚，

一批环保人士 7 日起尝试建造拉美地

区第一座能源自给型环保房屋，采用

太阳能和风力供电，建筑材料大多来

自轮胎、玻璃瓶等生活废弃物。

乌斯怀亚被认为是全世界最接近

南极的城市，这里保留着原生态的自

然环境。作为对未来环保模式的一种

探索，这个名为“托尔哈鲁，世界尽头

的地球太空船”的环保项目由一个非

政府组织和阿根廷建筑师米切尔·雷

诺斯共同发起，来自澳大利亚、土耳其

和阿根廷当地的 70 名志愿者参与建

设。之所以选择这个“世界尽头”的城

市，是想唤起人们对于人类和地球相

互关系的思考。

这个能源自给型环保房屋包括两

个圆柱形建筑，总面积约为50平方米。

主体建筑材料选用 300 个废弃轮胎、

3000个空罐头盒、5000个塑料瓶和玻璃

瓶，整个环保房屋大量采用半透明可回

收材料，兼顾了自然采光和坚固性。

房屋的电力供应来自屋顶的太阳

能电池板和小型风力发电装置。鉴于

当地常年低温，保温至关重要。设计

师通过在建筑外围安装一种玻璃晶体

隔板的方式，既保证了室内温度，又兼

顾了室内采光。

人类在一万年前
已常有蛀牙

新华社伦敦1月7日电 （记者刘
石磊）龋齿俗称蛀牙，是最常见的牙病

之一。此前研究认为，人类从农业社

会开始普遍出现龋齿。但一项最新考

古研究发现，早在距今一万多年前的

中石器时代，龋齿就已相当普遍。

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等机构研究

人员与德国、摩洛哥等国同行一起，在

美国新一期《国家科学院学报》上报告

了这项发现。他们研究了出土于北非

摩洛哥的 52 具人类遗骨，这些古人类

大约生活在距今 1.5 万年至 1.37 万年

前，距离农耕社会仍有数千年。分析

显示，其中大多数人都有明显的龋齿，

仅 3人的牙齿上没有牙洞。

在出土这些遗骨的洞穴中，考古

人员还发掘出同一时期的橡子、松子

等食物。研究人员认为，这些淀粉含

量较高的坚果是造成古人类龋齿的

“罪魁祸首”，尤其是当时人们开始煮

食这些坚果，造成其黏性增加，这也不

利于牙齿健康。

领导这项研究的英国自然历史博

物馆研究员路易斯·汉弗莱说，此前研

究普遍认为，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后，含

糖食物所占比例增加，龋齿才开始广

泛出现，最新发现则说明，即使在食物

主要依靠狩猎和采集果实的中石器时

代，人们也会因为食用坚果等而患上

牙病。

新装置能快速精确
分析空气中细颗粒物

新华社东京1月7日电 （记者蓝
建中）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和东京

大学日前宣布，他们已开发出一种能

够高精度快速分析细颗粒物的装置。

新装置不仅能在 15 分钟里分析出空

气中 8 种以上的细颗粒物成分，而且

还能确定其来源。

这种新装置利用气泵吸入含有细

颗粒物的空气，然后使用两种激光照

射，根据发光颜色来判断其成分。新装

置能区别细颗粒物成分是来自火力发

电站、汽车等排放的尾气，还是尘土等。

查清细颗粒物的成分后，研究人

员再与风向和风力等气象数据结合起

来，通过计算机分析确定细颗粒物是

来自日本国内还是国外。另外，新装

置从采集细颗粒物到分析成分只需约

15 分钟就能得出结果。而目前细颗

粒物采样分析过程需要一天的时间。

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希望这种

装置能在日本得到普及，以推动相关

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应对空气污染。

1 月 7 日，在美国拉斯韦加斯举行

的2014国际消费电子展上，参观者欣赏

四轴飞行器进行的音乐飞行表演。

2014 拉斯韦加斯国际消费电子展

当日开幕。作为国际消费电子行业的

“风向标”，今年的展会吸引了全球超过

3200余家厂商参展。

新华社记者 方喆摄 拉斯韦加斯国际消费电子展开幕拉斯韦加斯国际消费电子展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