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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降脂药有望治疗
软骨发育不全

新华社东京 9月 19日电 （记者

蓝建中）软骨发育不全是最常见的一

种先天性侏儒症。日本京都大学日前

宣布，其研究小组利用该病患者的皮

肤细胞制作出诱导多功能干细胞（iPS

细胞）后，使用降脂药斯达汀能促进其

分化为软骨细胞。这一发现有望开发

出治疗软骨发育不全的新方法。

iPS细胞是体细胞经诱导因子处理

后转化而成的干细胞，其功能与胚胎干

细胞类似，能发育成多种组织和器官。

软骨发育不全是一种难治之症，

基因异常导致软骨无法发育，每 2万至

4 万新生儿中就有一例患者。由于难

以从患者体内采集软骨，所以无法开展

详细调查，也没有根本的治疗药物。

京都大学iPS研究所教授妻木范行

率领的研究小组，利用一名新生儿和两

名成人软骨发育不全患者的皮肤细胞制

作出iPS细胞后，发现即使添加能使其分

化为软骨细胞的蛋白质，也只能得到异

常的细胞，再现了软骨发育不全的特征。

此后，研究小组在将 iPS细胞培育

成软骨细胞的过程中，尝试添加 10 多

种已被报告能促进软骨生长的药物，

结果发现降脂药斯达汀能最有效地促

使 iPS细胞分化为正常的软骨细胞。

患有软骨发育不全的实验鼠出生

3天至 2周后，研究小组向其腹部直接

注射斯达汀，结果显示这种实验鼠的

软骨也能正常成长。

研究小组认为，软骨发育不全是

分解软骨的蛋白质——成纤维细胞生

长因子受体 3 过量增加导致的，而斯

达汀能遏制这种蛋白质发挥作用。

研究小组准备在 1 年至 2 年后开

展临床试验，确定用药量及用药方

法。不过研究小组警告说，服用现在

市场上销售的斯达汀不仅无法取得效

果，副作用的危险也很高，所以绝不要

私自服用。相关论文已刊登在最新一

期英国《自然》杂志上。

新发现有助治疗
阿尔茨海默氏症
新华社东京 9月 18日电 （记者

蓝建中）阿尔茨海默氏症是最常见的

痴呆症类型，东京医科齿科大学一个

研究小组的最新发现显示，这一病症

发病前，脑内神经细胞的蛋白质就会

出现异常，根据这一机理，未来有望研

发新的治疗药物。

迄今的研究发现，阿尔茨海默氏

症患者大脑中β淀粉样蛋白出现异常

蓄积导致脑细胞受损是致病原因。

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研究人员在《人

类分子遗传学》期刊上发表的报告说，他

们通过基因操作，培育出会患上阿尔茨

海默氏症的实验鼠，然后分析了实验鼠

发病前脑组织内活跃发挥作用的蛋白

质，结果发现在 17种蛋白质中，有一种

称为“MARCKS”的蛋白质在出现β淀

粉样蛋白之前就活跃发挥作用，这种蛋

白质的量与正常实验鼠相比明显较多。

研究小组调查发现，“MARCKS”蛋

白质会引起称为磷酸化的化学反应，导

致突触出现异常。突触是神经元的结合

部，负责传递视觉和听觉等各种信息。

研究小组认为，正是由于突触出

现异常才导致记忆障碍，这应该是阿尔

茨海默氏症的最早期病状。研究人员

利用蛋白激酶 C 抑制剂遏制这种蛋白

质发挥作用后，发现突触就恢复正常。

这一成果掌握了阿尔茨海默氏症

发病前和β淀粉样蛋白蓄积前的最初

期病态。研究小组带头人冈泽均说：

“这一结果将有助对阿尔茨海默氏症

进行早期诊断并且开发治疗药物。”

拜耳将完全专注于
生命科学业务
科技日报讯（记者胡兆珀）德国勒

沃库森拜耳公司总部于当地时间 9 月

18 日发布消息称，拜耳集团旗下三大

业务子集团之一——“材料科技”将被

剥离，并进入股票市场。拜耳集团计划

在未来完全专注于生命科学业务——

医药保健和作物科学，拜耳集团通过此

举将自己定位为一家在人类、动物和植

保领域处世界级领先地位的公司。18

日拜耳监事会一致通过了管理委员会

方案。“我们的目标是创建两家全球顶级

的企业：生命科学领域的世界级创新公

司——拜耳，以及聚合物领域的领先公

司——材料科技。”首席执行官马尔金·
戴克斯博士宣布说。他表示，无论是在

全球还是德国范围内，两家公司在各自

的行业内都拥有巨大的成功潜力。

新华社日内瓦 9月 18日电 （记者张淼
施建国）诺贝尔奖得主、美籍华人物理学家丁

肇中 18日公布阿尔法磁谱仪项目最新研究成

果，进一步显示宇宙射线中过量的正电子可

能来自暗物质。

2011年升空的阿尔法磁谱仪由国际空间

站搭载，任务是寻找暗物质并探寻其起源。

根据现有理论，宇宙中的暗物质远远多于普

通物质，暗物质碰撞会产生过量的正电子，阿

尔法磁谱仪可对宇宙射线中的正电子进行精

密观测。

根据研究小组在最新一期美国《物理评

论快报》上发布的数据，阿尔法磁谱仪观察到

的 410 亿个宇宙射线事件中，约有 1000 万个

是电子或正电子。从 8 吉电子伏特（1 吉等于

10亿）的能量开始，正电子占电子与正电子总

数的比例快速增加，在 275吉电子伏特左右停

止增长。比例上升的过程较为均衡，没有明

显峰值。此外，正电子似乎来源于宇宙空间

的各个方向，而不是某个特定方向。

研究人员说，观测到的正电子分布特征

与暗物质理论的某个模型一致，该模型认为

暗物质由一种称为“中轻微子”的粒子组成。

不过，这些过量的正电子到底是来源于暗物

质，还是来源于脉冲星等天文现象，还需要进

一步分析确认。

项目首席科学家丁肇中教授 18日晚对新

华社记者说，暗物质碰撞产生过量正电子有 6

个特征，开始点、上升速率、最高点等 5个特征

都已被阿尔法磁谱仪测量到，最后一个特征

就是测量正电子产生率会不会突然下降。

“怎么样下降，慢慢地下降还是很快地下

降？很快地下降就一定是暗物质”，丁肇中说。

研究小组在同一期杂志上发表的另一篇

论文认为，宇宙射线中电子与正电子的通量

（即单位时间里通过单位面积的粒子数量）分

布显著不同，其特征也显示，过量的高能正电

子有可能来自暗物质碰撞。

研究结果显示，电子通量与正电子通量均

无法由单一不变的谱指数描述（通量随能量的

变化由谱指数决定，通常是正比于能量的谱指

数次方），特别是在 20吉到 200吉电子伏特间，

正电子通量随能量变化的速率高于电子通量，

这可被视为正电子比例增加来源于过量高能

正电子而非高能电子损失的重要证明。

研究人员认为，对正电子占电子与正电子总

数的比例、电子与正电子各自通量以及总通量的

精密测量互为补充，或帮助科学界更为深入地了

解高能宇宙射线的来源及暗物质的存在。

阿尔法磁谱仪项目由来自全球 15个国家

和地区的 56 个科研机构参与，首要目的是寻

找宇宙中的暗物质及其起源。2011 年 5 月，

美国“奋进”号航天飞机将太空粒子探测器

“阿尔法磁谱仪 2”送至国际空间站。

右图 9月 18日，诺贝尔奖得主、美籍华
人物理学家丁肇中站在其位于瑞士日内瓦的
实验室内的国际空间站模型前。

新华社记者 施建国摄

阿尔法磁谱仪最新成果显示暗物质可能存在

新华社日内瓦 9月 18日电 （记者张淼
王昭）全球关注的阿尔法磁谱仪项目 18 日公

布最新研究成果，进一步显示暗物质可能存

在。对此该项目首席科学家、著名华人物理

学家丁肇中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慎重表

示：“是不是暗物质？要看最后一个结果。”

目前，科学界通过天文观测结果推测暗

物质可能存在，但在半个世纪以来的宇宙射

线实验研究中，还未发现暗物质存在的直接

证据。根据现有理论，暗物质碰撞会产生过

量的正电子，因此对正电子特征的精确测量

对了解暗物质十分重要。

丁肇中教授 18 日晚在位于瑞士和法国

边境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阿尔法磁谱仪控

制中心对记者表示，暗物质碰撞产生过量正

电子有 6 个特征，其中开始点、上升速率、最

高点等 5 个特征都已被阿尔法磁谱仪测量

到，最后 1 个特征就是测量正电子产生率会

不会突然下降。

根据研究小组当日在美国《物理评论快

报》上发布的结果，已发现的宇宙射线中过量

正电子的 5个特征分别为：正电子比例上升是

从 8吉电子伏特（1吉等于 10亿）的能量开始；

在速率方面，正电子占电子与正电子总数的

比例快速增加；在 275吉电子伏特左右停止增

长；比例上升的过程较为均衡，没有明显的峰

值；还有正电子似乎来源于宇宙空间的各个

方向，而不是某个特定方向。

丁肇中曾因发现 J 粒子获得 1976 年诺贝

尔物理学奖。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新发现

是他自 1963年以来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根据

现在的结果，我们所找的东西一定是新的东

西，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是不是暗物质，要

看最后一个结果”。

阿 尔 法 磁 谱 仪 项 目 研 究 团 队 认 为 ，要

证实过量正电子是由暗物质碰撞产生，6 个

特征缺一不可。最后一个特征就是正电子

比例上升到最高点后是否有骤降，如果观

察到骤降，说明过量正电子来自暗物质对

撞 ；如 缓 慢 下 降 ，则 可 能 来 自 脉 冲 星 等 天

体。因此，阿尔法磁谱仪正在进一步测量

相关数据。

“5 个特征都被已经测量到了，最后 1 个

特征就是产生率会不会突然下降，这个要花

很多的时间，”丁肇中说，“很快下降一定是暗

物质跟暗物质对撞产生正电子，因为暗物质

能量有限，到一定能量以后就不可能再产生

正电子，所以会突然下降。”

由于暗物质不与电磁波等产生作用，目

前科学家只能通过其与物质的相互作用来

间接“观察”暗物质。丁肇中解释说，在搜寻

暗物质的道路上，主要有 3 种“目的相同、手

段不同”的方法：利用粒子对撞产生暗物质

观察其衰变的产生实验，测量暗物质散射至

液体或固体的散射实验，以及基于暗物质碰

撞产生正电子与反质子的原理在太空进行

的湮灭实验。

作为湮灭实验的代表，阿尔法磁谱仪可

在太空中对电子、正电子以及电子与正电子

总和进行许多独立的测量。“阿尔法磁谱仪 2”

自 2011 年 5 月被送至国际空间站后已分析了

410亿个初级宇宙射线事件，其中电子与正电

子数量为 1090万。

对于在与其他实验的竞争中能否跑在第

一，首先发现暗物质存在证据的问题，丁肇中

表示由于分析数据非常困难，所花费时间无

法推测，但他“希望不是第二个”。

是不是暗物质要看最后一个结果
——丁肇中解读阿尔法磁谱仪新发现 事实上，暗物质是科学界的重大课题，全

球科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宇宙“通缉”暗物

质。那么，究竟什么是暗物质，科学家为何孜

孜不倦地追寻暗物质的足迹，怎样才能捕捉

到这种看不见的物质？

什么是暗物质？
暗物质是宇宙中看不见的物质。现在我

们看到的天体，要么发光，如太阳，要么反光，

如月亮，但有迹象表明，宇宙中还存在大量人

们看不见的物质。它们不发出可见光或其他

电磁波，用天文望远镜观测不到。但它们能

够产生万有引力，对可见的物质产生作用。

迄今的研究和分析表明，暗物质在宇宙中

所占的份额远远超过目前人类可以看到的物

质。宇宙中最重要的成分是暗物质和暗能量，

暗物质占宇宙 25％，暗能量占 70％，我们通常

所观测到的普通物质只占宇宙质量的5％。

探测暗物质有何意义？
暗物质被认为是宇宙研究中最具挑战性

的课题。目前，暗物质的存在已经被人们普

遍接受。人们认为暗物质促成了宇宙结构的

形成，如果没有暗物质就不会形成星系、恒星

和行星，更谈不上今天的人类了。暗物质的

存在是通过天文观测推测出来的，然而目前

被广泛认可的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预言的

62 种基本粒子中不包含能解释暗物质的基

本粒子，因此，探测和研究暗物质很可能导致

物理学界新的革命。

如何探测暗物质？
暗物质的探测方法主要分为直接探测法

和间接探测法。所谓直接探测法是指直接探

测暗物质粒子和原子核碰撞所产生的光学、

声学、电子学信号。由于发生碰撞的概率很

小，产生的信号也很微弱，通常要把探测装置

安装在地下深处。暗物质的间接探测法主要

是观测暗物质粒子衰变或互相作用后产生的

正电子、反质子、中微子等稳定粒子。由于地

球大气的影响，在地面上无法精确测定粒子

的能谱，这类实验必须要在空间进行。

阿尔法磁谱仪项目实际上是一个大型粒

子物理实验，首要目的是寻找宇宙中的暗物

质及其起源。暗物质碰撞会产生额外的正电

子，这些正电子的特征会被阿尔法磁谱仪精

确地测量到。 （新华社记者 李雯 钱铮）

宇宙“通缉”暗物质

科技日报讯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团

队新近开发出一种控制柔性显示器上图案显

示的新方法，这一材料科学的新成果是受到头

足类动物皮肤的启发而产生的。相关研究报

告在线发表近日英国《自然·通讯》期刊上。

柔性显示器也被叫做“电子纸”，其由柔软

材料制成，是具有低功耗、直接可视、可变型可

弯曲的显示装置。而海洋里的头足类动物，比

如乌贼和章鱼，它们的皮肤有一种含有色素的

细胞，被称为色素细胞。这类动物能通过伸缩

肌肉控制这些色素细胞上逃逸光量的多少，从

而改变皮肤的颜色——这让它们能迅速切换

不同的图案。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赵选贺和他的团队，

此次在聚合物表面上重复了这个效应。实验

中，他们利用电场控制了聚合物的张力，嵌入

到聚合物上的染料会对张力做出反应，显示出

预先定好的图案。研究人员同时展示出，类似

这样产生的图案，例如字符和图片，都能被反

复显示和擦除。

研究人员表示，这种新型柔性显示屏未来

有可能成为替代传统平面屏幕的一种方式。

（张梦然）

科学家受章鱼启发研制柔性显示器
科技日报讯 我们越来越熟悉的无糖食品

和饮料，究竟是健康的代名词？还是反过来会

为健康带来隐患？以色列科学家的最新研究

结果显示，摄入那些常用的、无热量的人造甜

味剂，有可能增加葡萄糖不耐受，从而导致血

糖升高的风险。

9 月 18 日发表在英国《自然》期刊上对小

鼠和人类的这项研究指出，在喂养小鼠的饲

料中添加甜味剂，会影响肠道微生物的组成

和功能，从而调节了小鼠的能量代谢。在人

类身上也观察到了相似的甜味剂摄入、微生

物失衡和糖代谢异常三者的相关性。这些结

果意味着，对无热量人造甜味剂的使用需要

重新进行评估。

无热量人造甜味剂现已被广泛使用在食

物和饮料中，例如无糖汽水、无糖甜点以及无

糖口香糖等，均被推荐用于减肥和用于治疗

或预防代谢紊乱。然而，支持人造甜味剂使

用的证据目前还是有限的，并且已有研究发

现了此类甜味剂摄入除了有利因素，还有不

利的影响。

此次，位于以色列雷霍沃特的魏茨曼科学

研究学院科学家埃兰·艾林纳夫和他的团队证

明，在饮水中添加了葡萄糖和甜味剂的小鼠，

相比只喝水或者水里只放糖的小鼠，发展出了

明显的葡萄糖不耐受。研究人员发现，无热量

人工甜味剂改变了和代谢疾病易感性有关的

肠道微生物的平衡，从而让小鼠出现了糖不耐

受。同时他们也证明，在一些人体上人造甜味

剂能改变微生物组的组成和功能——在这些

人身上，微生物的变化反过来会促使葡萄糖不

耐受的发生。

这些结果表明，对于葡萄糖不耐受和糖尿

病这样的代谢紊乱疾病，无热量人造甜味剂可

能是起到了加速而不是阻止的作用。

（张梦然）

人工甜味剂被证明和糖代谢异常有关
无热量人工甜味剂的使用需重新评估

新华社布鲁塞尔 9月 18 日电 （记者张
晓茹）电动车要真正普及还须解决电池续航

问题。欧盟委员会 18 日发布的公报说，其

资助的一个项目组开发出一种新型智能能

源管理和恢复系统，可帮助电动汽车减少能

量消耗。

来自德国、法国、奥地利和西班牙的研

发人员组成团队，开发出一个多功能网络体

系架构，可更好地连接电动汽车的组件和系

统，并根据交通流量为驾驶者提供制动建议

和可节约能量的最佳路径建议。由于能节

约 耗 在 路 上 的 大 量 时 间 ，所 以 最 多 可 节 约

30％的能量。

其中，“节能路径选择”功能可在计算最节

能的路径同时，把电动车的具体需求考虑在

内；基于雷达和视频系统的自适应巡航控制系

统，有助实现半自动化驾驶。

经过 3 年的研究，研究人员今夏已在西

班牙推出两辆电动车演示产品。据研究人

员 介 绍 ，未 来 还 将 针 对 新 系 统 开 展 更 多 道

路 试 验 ，并 从 明 年 起 逐 步 应 用 到 电 动 车 生

产中。

研究人员说，新系统将促进电动汽车更环

保。此外，这种系统未来还可用于混合动力

车。欧盟委员会希望，到 2020 年，欧盟范围内

电动车的拥有量能达 800万到 900万辆。

新驾驶系统让电动车更节能

9月11日，在斯里兰卡科伦坡，一名中国医生祝贺刚刚结束手术的第一例病人。近年来，斯里兰卡向中国捐赠千余枚眼角膜，使众多
中国眼疾病人重获光明。9月11日开始，“爱的回馈——中斯友好光明行”活动在斯持续进行。中国医疗小组通过这次“中斯友好光明行”
活动，计划为斯里兰卡1000名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 新华社记者 杨梅菊摄

“爱的回馈——中斯友好光明行”活动在斯里兰卡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