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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短讯
今日视点

新病毒或已
存在半数人体内
新华社伦敦7月27日电 如果一

半的人口都有某种特点，通常人们早

就知道了。但是英国《自然—通讯》杂

志刊登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有一种

病毒已在一半的人口体内长期存在，

才刚刚被发现。

美 国 州 立 圣 迭 戈 大 学 的 罗 伯

特·爱德华兹等人在研究人体肠道内

的微生物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些过去

从未见过的 DNA（脱氧核糖核酸）片

段，在已有的数据库中查不到这些

DNA 属于哪种微生物，后来才确定这

是一种新发现的病毒。研究人员给它

起名为 crAssphage。

“发现一种新型病毒并不少见，”

爱德华兹说，“但特别的是，许多人体

内已有这种病毒，它就在我们眼皮底

下存在了这么长时间而没被发现是很

奇怪的事情。”

对人群粪便样本的分析显示，这

种病毒可能已存在于约一半人的体

内。它的历史也很悠久，目前看来可

能和人类历史一样长。这种病毒的传

播途径尚不明确，但婴儿的粪便样本

中没有它的痕迹，表明它可能不是通

过母婴传播，而是在人们成长过程中

进入体内的。

这种病毒有什么作用？目前的研

究显示，它以一种拟杆菌为宿主，而这

种拟杆菌与糖尿病和一些肠道疾病有

关。研究人员说，如果能进一步探清

这种病毒在相关疾病机理中究竟起正

面还是负面作用，或许有助开发出新

的治疗方法。

狗也会“吃醋”
据新华社华盛顿电 （记者林小

春）嫉妒并非人类独有的情绪，狗也同

样会嫉妒。美国一项新研究显示，狗

不喜欢主人对其他狗过于亲密，否则

它就会“吃醋”，比如对与主人亲昵的

其他狗表现出攻击性，大声吠叫，甚至

发动攻击等。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研究人员近

日在《科学公共图书馆综合卷》杂志上

报告说，研究人员对 36 条狗进行了观

察研究。实验中，狗主人忽视不理自

家的狗，却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其他

3 种东西上，分别是一只逼真的玩具

狗，按下按钮后它会吠叫或摇尾巴，一

个南瓜灯和一本书。

结果发现，相比之下，狗把玩具

狗 当 作 真 正 的 竞 争 对 手 。 研 究 表

明，当狗主人与玩具狗交流时，狗表

现出相当强烈的嫉妒情绪，比如试

图推开主人或玩具狗，或者试图挡

在两者之间，或者对着主人或玩具

狗吠叫。

参 与 研 究 的 克 里 斯 蒂 娜·哈 里

斯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不知道狗

真正的主观感受是什么，但看上去

它们的动机是要保护一种重要的社

会关系。”

研究人员说，这一发现表明，至少

狗这种社会性动物也会嫉妒。这种形

式的嫉妒可能有助于保护一些社会资

源，比如获得食物、关注和爱等。

线虫能自我调节
适应低温

据新华社东京电 （记者蓝建中）
线虫是一类低等动物，体长只有 1 毫

米左右，但是却拥有不少与人类相同

的基因。日本甲南大学研究人员最

新研究发现，在外界温度降低后，线

虫能进行复杂的自我调节，适应低温

生存。

研究人员在英国《自然—通讯》杂

志网络版上报告说，一直在 20 摄氏度

的环境中饲养的线虫如果放置到 2 摄

氏度的环境中，两天就会死亡，但是如

果是一直在 15 摄氏度的环境中饲养

的线虫，放到 2 摄氏度的环境中却能

存活。研究人员猜测线虫拥有适应低

温的机制——从 20摄氏度到 2摄氏度

的剧烈变化可能让线虫来不及自身调

节，而从相对较低的 15 摄氏度到 2 摄

氏度，线虫可能有所“准备”。

研究小组利用最新技术，对线虫

的神经活动进行了检测分析。结果发

现，线虫神经细胞感知到低温时，线虫

体内就会释放能传递信息的胰岛素，

传达给肠和神经系统，全身细胞的脂

质也随之出现变化，防止细胞变硬，从

而能够适应低温。

研究小组认为，此次发现将有助

于了解人类调节体温、适应冷暖的机

制，并帮助解决温度差带来的空调病、

畏寒等健康问题。

随着 2011 年“亚特兰蒂斯”号的退役，在

过去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作为美国太

空事业标志的航天飞机，已经正式归老于历

史的博物馆。不过，在该国的一些相关部门

看来，为了国家航天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美国

依然需要新一代航天飞机。

据美国《大众科学》杂志网站 7月 25日报

道，美国国防部先进项目研究局（DARPA），

正在酝酿一项制造可循环使用的新型航天飞

机的计划，以便未来在更廉价的基础上完成

各种类型的发射任务。而与以往的航天器项

目相比，这项计划最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以

新型航天飞机为核心的新发射系统，将满足

在 10天内发射 10次的要求。

飞向太空的“航班”

一直以来，航天领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们都在致力于研发可在短时间内快速完成

二次发射的航天器系统。然而，在美国太空

基金会研究分析部主任迈卡·沃尔特·朗格

看来，直到目前依旧没有人在此方面取得实

质性的进展：“航天产业提出的标准早就摆

在那里，但完全符合这些要求的产品，至今

还不存在。”

不过，对于此次 DARPA 提出的计划，迈

卡表示了乐观的态度：“人们可以随意拿计划

中的新产品与现有的同类做比较，最终都会

发现前者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目前，参与该项目并且前期成果得到

DARPA 认可的，主要有三家公司：与蓝色起

源合作的波音公司、与美国航天公司合作的

麦士登太空系统公司，以及携手维珍银河的

老牌的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此外，太空

探索技术公司近期也宣称，自己的“猎鹰 9”号

可循环使用火箭测试成功。

运载火箭实现可循环使用是新发射系统

的基础。依照迈卡的介绍，新发射系统的工

作流程，首先是将高超音速运载火箭发射升

空，当其到达指定高度时，释放所携带的新型

航天飞机，任其执行任务。随后，火箭以极其

缓慢、温和的方式下落到指定地点，工程人员

将其回收、抛光、重新涂装后，再次置于发射

台执行下一次任务。理论上说，使用可重复

发射火箭，将大幅削减发射的总体成本。在

有效减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财政

负担的同时，还能资助大学生、创业者等多种

团体，共同促进航天事业的发展。

形象地说，包括新型航天飞机在内的新

发射系统，就犹如航空公司的日常航班一

样，执行着载客、卸货的循环任务。两者唯

一的不同在于，前者的目的地是太空，而不

是机场。

石破天惊的发射标准

在新的发射系统中，可重复利用的火箭

固然重要，但航天飞机才是真正的核心。

目前，该新型航天飞机已经被 DARPA

定名为“试验航天飞机”，简称 XS-1。DAR-

PA 对 XS-1 的要求非常独特：这架飞行器必

须能够以每次少于 500 万美元的发射成本，

将 3000 磅到 5000 磅重的物资运至低地球轨

道。同时，整个发射过程也必须进行简化和

提速。DARPA 的希望是在 10天内看到 10次

发射。

这一标准，用“石破天惊”来形容亦不夸

张。因为在人类航天事业的历史上，还从来

没有用可循环使用的火箭能以如此密集的频

率向地球轨道发射航天器。

类似的可重复使用的飞船虽然存在，比

如维珍银河正在研发的产品，但它只能到达

亚轨道的高度；NASA 引以为豪的航天飞机

可以多次使用，但需要很多天的维护修葺之

后，才能开启下次发射；即便是当前一次性

使用的卫星运载火箭，也没有一枚具备新飞

船那样的运载力和低成本——轨道科学公

司的“飞马座 XL”火箭将 1000 磅物资运至低

地球轨道的成本，是单次 3000 万至 4000 万

美元；SpaceX 公司“猎鹰 9”号的能力虽然稍

强 ，但 运 载 20000 磅 的 成 本 也 达 到 了 单 次

5400 万美元。

廉价的发射成本，意味着可以向太空运

送更多的物资，进而给更多的人发展的机

会。此前在 NASA 参与可循环飞行器研究的

佐治亚理工大学航天工程学教授阿兰·威力

特表示，DARPA 希望 XS-1 在投入使用之

后，可以运载一些微型卫星进入太空，以供科

研院所、创业公司等组织使用。

此外，新系统对于军事也有着重要意

义。“比如我们需要再次对一个类似本拉登一

样的恐怖分子发动攻击，但监控卫星却不能

准时抵达目标区域上空。以前这种情况下只

能等待，但今后我们可以立即朝头顶上发射

一颗新卫星。”迈卡说。

头号难题是“安全性”

可以说，一旦“试验航天飞机”XS-1系统

研发成功，人类对于太空的探索将获得质的

飞越。

“现在策划和筹备一次发射任务，周期都

是以年来计算。而 XS-1投入使用后，我们需

要做的，就是把物资、卫星之类要发射的东西

往它身上一扔，然后就可以回家吃饭了。”威

力特说。

有人也许会问，为什么之前我们无法制

造 XS-1这样的产品？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

专家有不同的理解。曾在上世纪 80 年代领

导 NASA 载具分析部门的威力特认为，关键

在于技术的限制。诸如高超音速载具技术，

此前一直未有突破。另外，火箭发射完成后

的缓降技术也是一大难点——从太空的高度

坠落地面而不发生严重损伤，决定着火箭能

否再次利用。

在威力特的同事、佐治亚理工大学航天

工程师米切尔·沃克看来，XS-1 的研发需要

克服包括以上问题在内的许多难点，而最大

的 挑 战 则 来 自 于“ 背 靠 背 ”的 两 次 发 射 之

间。“从火箭完成第一次发射后落到地面开

始，工程人员必须保证它在 24 小时之内可以

进行第二次发射。但不是每一名客户都有

信心把自己价值百万美元的物资装到还有

余温的火箭之上。”米切尔说。实际上这也

是为什么老式航天飞机无法胜任 DARPA 提

出的 10 天发射 10 次这一要求的原因。它们

复杂的检修不仅拖延了发射周期，也额外增

加了整体成本。

总之，在安全性问题最终得到解决之前，

XS-1的运载目标将定位在低价、小型的物资

上，而不是“韦伯”望远镜之类价值连城的贵

重仪器。它将以廉价的运费、快捷的安检、大

批次的发送等优点，吸引潜在客户。此外，动

力学的多个技术节点也在等待着 XS-1 攻

关。在米切尔看来，这些都是 DARPA 级别

的大难题。

美国为何还要制造航天飞机？
——新发射系统将满足10天内发射10次的要求

本报记者 张梦然

科技日报讯 由 美 国 海 军 研 究 实 验 室

（NRL）组织实施的耐基氟化氪（KrF）激光器

实验经过近 5 年的实验，终于创造了一项吉尼

斯世界纪录：超过 1000 公里/秒的“最高发射

速度”，相当于每小时 225万英里。

此前纪录由日本大阪大学激光工程研究

所在 2006 年创造并一直保持，他们用一种钕

玻璃（Nd:glass）激光器，能把目标加速到 700

公里/秒，现在这一纪录被美国 NRL 打破。

新的氟化氪激光器技术具有更多优势，能产

生短波和高度均匀的压力。NRL 等离子物

理学分部与一个日本研究小组合作对此进行

了演示。

“用高度加速的粒子撞击静止箔片会产生

热核聚变，根据反应中的中子能量扩散来看，

对撞压力达到了 10亿个大气压，”NRL激光等

离子分部的马科斯·卡拉斯克说，“这一成果表

明，氟化氪激光器能有效产生高度均匀的压

力，这种高压在惯性约束聚变中是压缩燃料所

必需的。”

在实验中，要把极薄的塑料箔在不到 1

毫米距离内加速到 1000 公里/秒，让高速运

动的箔片与一个静止箔片对撞，产生热核聚

变反应所需的温度并放出中子。激光器产生

的高压可用于挤压物质，加速目标物体，在惯

性约束聚变和一些高能量密度的研究中大有

用处。

由于该研究在“探索未来清洁能源”方面

具有重要意义，NRL 于 2014 年 2 月获得了官

方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证书。卡拉斯克说，该实

验自 2009 年开始以来，NRL 提高了标准。研

究人员改进了激光脉冲形状，耐基激光装置已

达到目标速度 1180公里/秒。

（常丽君）

耐基激光器创吉尼斯世界纪录
在探索未来清洁能源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食品安全问题并非中国独有。在澳大利

亚，食品安全事故同样困扰民众，而快餐业则

是其中的重灾区。如何从源头防控风险，仍有

待相关各方破解。

今年 6 月，家住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

小男孩赖利从当地一家麦当劳买了盒 6 块装

的麦乐鸡块，但当他咬开鸡块时，却发现肉还

是生粉色。

随后，赖利的母亲将生鸡块照片发到“脸

谱”上，当地麦当劳区域经理要她将照片删除，

她拒绝了这一要求，并联系当地媒体曝光此

事，还向麦当劳总部反映了情况。目前，此事

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7 月初，类似的事情又在南澳发生。阿德

莱德市的一位男士在麦当劳买了一个鸡肉汉

堡，咬了几口后竟然吃到了冰凉的生肉，不禁

连连作呕。随后，店家仅为他更换了一份套餐

作为补偿。

除上述“生肉门”，澳大利亚鸡肉最近还被

爆出含有耐抗生素的超级细菌。7月澳大利亚

国立大学的研究者从堪培拉三家大型超市和

一家肉店选取 281 个样本进行抽查。结果发

现，大部分样本被大肠杆菌污染，其中三分之

二的细菌对抗生素有耐药性。据报道，澳农业

部目前正联合卫生部制定相关对策。

澳大利亚国家工人联盟 2012 年 4 月公布

的一项鸡肉行业报告显示，大部分鸡肉生产商

正用降低生产成本的方法追求更高的利润。

报告发现，某些商家把有待打包的整鸡堆

放在肮脏的地板上；有的商家将超市退回的

“高龄鸡”重新贴上标签后再次出售；有的商家

则将圈养鸡标榜为放养鸡。

尽管食品安全事故频发，大部分消费者还

是选择与商家私了。围绕相关话题，记者采访

了多位澳大利亚民众，他们表示，在外就餐闹

肚子的情况经常发生，但很少与餐馆纠缠，因

为旷日持久的诉讼经常要拖上好几年。

2005 年，家住悉尼的 7 岁女孩莫妮卡在吃

了当地一家肯德基店的鸡肉卷后昏迷，食物中

毒导致莫妮卡脑部严重受损，最终四肢瘫痪。

家人将店家告上法庭，历时 6年之后才胜诉。

面对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澳大利亚监管

当局采取了一系列防治并举的措施。

据悉尼唐人街中餐馆工作人员介绍，当地食

品卫生监管局会对各大餐馆、肉店等进行突击检

查，平均每家店一年接受3至4次卫生检查。若

监管当局在某家餐馆发现问题，一般会在两个月

后再次检查这家餐馆，若一年中两次检查都显示

合格，那么餐馆可能两年后才会再次接受检查。

在监管局官网上，所有因不合格经营而受

到警告、罚款或取缔的餐馆都名列其中，民众

还可通过订阅该局信息，定期收到最新的餐馆

“黑名单”。此外，餐馆一旦遭到举报，且问题

属实，将遭受当局严厉制裁，问题严重的餐馆

会被彻底取缔。

一些分析人士指出，确保食品安全，说到

底还要靠企业良心和自觉，治本之策在于真正

从源头上防范食品安全事件。

食品安全问题困扰澳大利亚
新华社记者 赵小娜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市内的蒂茹卡国家森林公园里，有一座风光独一无二的观景台，名为“中国亭”，是为纪念曾经在这里种植茶叶的中
国茶农而修建，如今已成为当地的知名景观。图为游客在里约热内卢“中国亭”观景台游览。

新华社记者 徐子鉴摄

巴 西 的“ 中 国 茶 缘 ”

据新华社洛杉矶7月27日电 今后 20年，

全球粮食产量的增长也许会因为气候变暖而

减缓。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国家大气研究中心

的科学家指出，气候变暖会使主要粮食作物产

量增长明显减缓的风险大幅提高。

研究人员发表在新一期《环境研究通讯》

上的论文说，他们用计算机模型模拟了未来的

气候演变，并结合天气、农作物等相关数据，预

测了气候变化在未来 20 年中影响小麦和玉米

产量达 10％的风险。

研究人员量化了温度升高与粮食产量的

关系：气温每升高 1 摄氏度，玉米生长就会减

缓 7％，而小麦生长会减缓 6％。如果考虑到

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全球主要粮食产区

未来 20 年内发生这一温度升高的几率可达

30％至 40％，而如果只考虑自然的气候变化，

温度升高的几率要低得多。

论文主要作者、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的

克劳迪娅·泰巴尔迪说，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

总体来看粮食产量仍然会增长，不过其增长率

可能明显降低，以至于赶不上粮食需求增长。

人们可以转到较冷的地区种植小麦和玉米，不

过这种适应性行动太慢，不足以抵消温度升高

的影响。

气候变暖或危及全球粮食产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