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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环球短讯

科技日报北京8月 21日电 （记者房琳琳）一种名

为 PTBP1 蛋白质中的一个分子事件，能刺激生成大脑

神经元，这可能是帮助哺乳动物的大脑演化成脊椎动

物中最大最复杂大脑的关键所在。

大脑的大小和复杂程度在脊椎动物之间差距很

大，比如人类和青蛙都分别经历了漫长的进化历程，却

拥有非常不同的大脑。不同脊椎动物物种之间基因数

量相似，为何器官大小和复杂程度相差巨大？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本杰明·博兰考和班伯利·察尔

领导的团队最近研究发现，在一种被称为选择性剪接

（AS）的关键过程中，基因片段能组成不同形状的蛋白

质。就像乐高积木那样，有些片段可能从最终的蛋白

形状中丢失。

通常来说，AS 允许细胞从一种基因形成多于一种

的蛋白质，因此整体蛋白质的数量超过基因数量。细

胞的能力之一是调节蛋白的多样性，所以尽管控制脊

椎动物身体的基因很相似，但形成的蛋白质形态却可

能相去甚远。这种 AS 过程在大脑中体现得尤为普

遍。博兰考实验室的研究生瑟志·果洛索夫说：“我们

想看看 AS 是否能导致不同脊椎动物物种大脑形态之

间的差异。”

此前，果洛索夫的研究发现，PTBP1 在哺乳动物中

的形式与在脊椎动物中出现的常规形式不同，被称为

PTBP1“第二形式”的蛋白质更短，一个小片段在 AS 过

程中被省略掉了。

“第二形式”能否提供大脑进化的线索？此次研究

证明，在哺乳动物细胞中，PTBP1的“第二形式”释放了

一连串的 AS事件，使细胞生长为神经元。

博兰考说：“这项研究的一个有趣的暗示是，PT-

BP1 两种形式之间的特殊开关有可能影响到胚胎时期

神经元形成的方式，由此产生了不同的复杂形态和大

脑尺寸。”他指出，随着科学家继续筛选在细胞内发生

的分子事件，寻找人类身体和意识何以如此的线索会

越来越多。

相关论文发表在最近一期《科学》杂志上。

我们为什么比青蛙聪明？

大脑差异或由PTBP1蛋白质决定

虽然科学家几十年前就推测月球大气层中存在

氖气，但直至今日，来自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月球大气与尘埃环境探测器（LADEE）的数据才第一

次证实了这种推测。氖气在地球上通常用于使电子

标识发出强烈的光，俗称霓虹灯。

LADEE，短命但高效的探月行者

2013 年 9 月，NASA 在弗吉尼亚的沃洛普斯飞行

设施中心发射了 LADEE，从当年 10月 6日开始进入月

球轨道，11 月 10 日开始收集科学数据。2014 年 3 月，

在成功完成 100 天科学探索后，LADEE 又自行拓展了

探测任务。由于燃料消耗殆尽，2014 年 4 月 17 日，

LADEE撞击坠毁于月球表面。

执 行 探 测 任 务 的 NASA 戈 达 德 太 空 飞 行 中 心

项目责任人迈哈迪·班纳说：“自从阿波罗计划以

来 ，月 球 表 面 散 逸 的 氖 气 是 否 存 在 就 成 为 一 个 重

要 的 研 究 课 题 ，但 并 没 有 可 靠 的 检 测 结 果 予 以 支

撑 。 我 们 感 到 高 兴 的 是 ，不 仅 最 终 确 认 了 氖 气 的

存在，还发现它的存量其实很丰富。”班纳在发表

于《地球物理研究快报》上的一篇论文中详细陈述

了发现成果。

月球外逸层，稀薄大气层的研究样本

其实，月球上并没有足够的氖气让它看起来熠熠

生辉，因为月球自身的大气层极其稀薄，只有地球海

平面上大气层密度的 100 万亿分之一，具有稠密大气

层的地球在太阳系中是比较少见的。

稠密大气层的活动由原子和分子之间的碰撞产

生动力，而月球的大气层是如此之薄，原子很少发生

碰撞，因而技术上被称为外逸层。外逸层在太阳系中

很常见，所以科学家对此很感兴趣，希望了解更多有

关它的特性。

班纳说：“在人类频繁进行月球探索之前搞清楚

外逸层很重要，因为航天器的火箭排气很容易就能改

变其原来的成分。”

氦、氖和氩，月球外逸层的主要成分

月球外逸层的成分大部分来自太阳风。太阳风

以每小时 160万公里的速度从太阳表面吹出带电粒子

流，其中大部分是氢和氦，也含有少量的包括氖气在

内的其他元素。这些元素撞击月球表面，但只有氦、

氖和氩返回到太空中，其他元素无限期保留在月球表

面附近。

LADEE 证实，月球外逸层大多数气体是氦、氖和

氩。它们的丰富程度取决于月球上的时间，氩在日出

时达到极值，氖则在上午 4时最多，而氦在凌晨 1时最

丰富。7 个月连续不断的系统监测，让科学家更好地

理解了这些气体是如何补充到外逸层中去，以及最终

是如何消散殆尽的。

月球岩石，外逸层元素的重要来源

虽然大部分月球外逸层来自太阳风，但 LADEE

的中性粒子光谱仪（NMS）显示，一些气体是从月球岩

石中逃逸出来的。其中，氩-40 由自然产生的放射性

钾-40衰变而来。

班纳说：“我们很惊讶地发现，氩-40 创造出了一

个突起地区，这一地区将卡洛和风暴海涵盖在内。”尽

管这个突起地区的形成原因尚未可知，但“这一地区

恰恰是月球上钾-40存在量最丰富的地方，所以，在大

气氩元素和表面钾元素以及深层来源之间可能存在

着某种联系。”

NMS 还揭示了月球外逸层中一些氦的意想不

到的来源。班纳说：“大约有 20%的氦来自月球本

身 ，最 有 可 能 的 是 由 岩 石 中 放 射 性 钍 和 铀 衰 变 产

生。”这种氦正在以标准大气压下每秒 7 升的速度

生成。

班纳说：“NMS 收集的数据回答了有关外逸层氦

和氖的来源和消散问题，40 年来，这一直是个谜。这

些发现虽然意义重大，但模型有局限性，未来还需要

运用更复杂的手段继续探索相关信息。”

揭 开 月 球 的 神 秘 面 纱揭 开 月 球 的 神 秘 面 纱
——LADEE数据首次证实月球外逸层存在氖气

本报记者 房琳琳

新华社伦敦 8月 21日电 （记

者张家伟）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科研

人员主导的一项新研究发现了致病

细菌防御机制的一种“触发器”，其

相关原理可为应对细菌耐药性问题

提供新线索。

细菌具有一种防御机制，可在

遇到压力的情况下做出反应，例如

被抗生素攻击、遇到宿主的免疫系

统抵抗等情况。这些机制包括构建

一个保护性外套，在细菌的外表面

构建防御体系，或者制造特殊的酶

并分解攻击者的 DNA。

帝 国 理 工 学 院 与 北 京 大 学 、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威斯康星

大 学 麦 迪 逊 分 校 的 研 究 人 员 共

同开展了这项研究。他们发现，

一 种 名 为 sigma54 的 蛋 白 质 抑 制

着细菌的防御机制，直到它遇到

压力时，这种蛋白质才会重新排

列自身结构，从而触发整个防御

机制。

研究人员利用英国的国家同步

加速器装置，细致分析了 sigma54蛋

白质的结构和功能，他们首次观察

到 sigma54如何指引 RNA聚合酶附

着在细菌 DNA上，在那里构建细菌

防御体系。

这份报告的主要作者、英国帝

国理工学院的张晓东教授表示：“细

菌越来越多地发展出对付抗生素的

耐药性，随着结核病等疾病的耐药

菌株出现，我们迫切需要找到应对

这个问题的新方法。”

张晓东指出：“如果我们能设

法利用 sigma54 蛋白质的能力去控

制细菌防御，就有可能抑制细菌发挥致病能力，或者

阻止它们进行自我防御。我们正处于这项研究的早

期阶段，如果最终能成功，就有望恢复相关药物的抗

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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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8月 21日电 （记者王小龙）根据

美国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最新公布的数据，

全球气温在刚过去的 7月再次刷新纪录，成为有记录

以来最热的一个月，而 2015 年也极有可能因此成为

最热的一年。

这份来自 NOAA 的报告称，全球 7 月的平均温

度达到 16.61摄氏度，比 20世纪的平均温度高出 0.81

摄氏度。在 2015年前 7个月中，全球气温有 5个月都

高于历史同期水平。自 1880 年有气象记录以来，10

个最热月份全部出现在 2005年以后。

气象专家称，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是气温

上升的主要驱动因素，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厄尔尼

诺现象。报告预测，北半球今年冬天有90%以上的几率

出现厄尔尼诺现象，明年春天出现这一现象的几率也

高达85%。而今年的厄尔尼诺在强度上也将超过以往。

NOAA 国家环境信息中心科学家杰克·克劳奇

说:“世界正在变暖，它在持续升温。我们的数据一

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这一点。”

7 月 成 有 记 录 以 来 最 热 月 份

据新华社柏林8月20日电（记者郭洋）德国南部

城市海登海姆的一名男子日前因食用邻家花园自种的

西葫芦中毒身亡。德国专业人士在调查后指出，倘若

西葫芦等“瓜菜”的味道明显发苦，就坚决不要食用。

这次中毒事件由斯图加特化学与兽医调查局负

责侦办。该调查局化学事务主管玛丽亚·罗特在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该男子因摄入西葫芦所

含的一类名为“葫芦素”的苦味物质而中毒身亡。

她介绍说，一般情况下，西葫芦在培育时已经自

然去除了葫芦素，可以放心食用。但也有例外，假如

西葫芦与观赏型南瓜等其他植物发生杂交，其果实

中就可能形成葫芦素。另外，西葫芦也可能因为天

气炎热，在环境压力下启动“自我保护”机制，形成苦

味的葫芦素，以减少自己被吃掉的可能性。

罗特说，在特定条件下，不仅是西葫芦，黄瓜、南

瓜等葫芦科植物的果实内均可能出现葫芦素。因

此，消费者一旦发现西葫芦、黄瓜或南瓜有苦味，千

万不要食用。

专家警告发苦西葫芦不能吃

新华社伦敦8月20日电 （记者张家伟）一个国

际研究团队 20 日在英国期刊《柳叶刀》上发表报告

说，他们开展的跟踪调查显示，如果某人的每周工作

时间达到 55 小时或更多，那么这类人群患冠心病和

中风的风险将随之上升。

这个团队由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人员主导，他们

对此前学界同行开展的25项研究收集的健康数据进行

分析，这些数据来自超过60万名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

的志愿者，他们向科研人员持续提供健康信息的时间

平均长达8年半。分析结果显示，那些每周工作时间达

到55小时或更多的志愿者，与每周工作35至40小时的

人群相比，前者患冠心病的风险会增加13％。

在中风研究方面，科研人员对另外 17 项研究收

集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这些数据来自近 53 万名志

愿者，他们提供健康信息的时间跨度平均超过 7 年。

结果研究者发现，那些每周工作时间为 55 小时或更

多的志愿者与每周工作约 40 小时者相比，前者患中

风的风险要高出约 30％。

研究人员说，导致上述差异的原因还需要更深

入的研究才能解释清楚，但他们推测，这很可能与工

作时间过长者的一些特征有关，例如长时间不运动，

喝酒精饮品较多和工作压力大等。

工作过久增心脑血管病风险

据新华社巴黎8月 20日电 （记者张雪飞 孙天
舒）法国南部朗格多克—鲁西永大区卫生局 20 日发

布公报说，该地区日前确诊两个本地感染登革热病

例，患者来自同一家庭。

公报说，这两名登革热患者目前均已痊愈且健

康状况良好。这是继 2010年法国东南部普罗旺斯—

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首次确诊 6 个登革热病例

后，该国再次出现本地感染登革热病例。

为遏制登革热传播，当地卫生部门立即加强监

控，排查疑似病例，研究本地蚊子，视情况在患者生

活工作过的场所喷洒灭蚊药。

法国官方数据显示，传播登革热病毒的亚洲虎蚊

目前已在法国本土20余个省份现身。由于巴黎市内及

郊区的一些公园近日出现亚洲虎蚊的踪迹，巴黎市政

府于19日夜间在这些公园内进行大规模灭蚊行动。卫

生部门表示，巴黎大区内尚未发现本地感染登革热病例。

法出现两个本地感染登革热病例

科技日报巴黎8月20日电（记者李宏策）20日，法

国华人华侨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座谈会。此次座谈会以“重温抗战

历史·共筑复兴之路”为题，中国驻法国大使翟隽、公使

关键及旅法侨界代表约 30人出席并发言。

中国驻法国大使翟隽在座谈会上表示，9月 3日，中

国政府将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活动，这是中国首次举行

大规模国际性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庆祝活动，也是今年

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活动，旨在更好地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铭记历史，就是要充

分认识抗战胜利对当代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而深远的

影响；缅怀先烈，就是要永远牢记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

战争中作出的巨大牺牲和重大历史贡献；珍视和平，就

是要以史为鉴，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开创未来，

就是要弘扬众志成城的抗战精神，努力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翟隽说，抗战胜利 70 年后的今天，中国早已告别

了积贫积弱的屈辱历史。我们用几十年时间完成了

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之路，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中华民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实现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机遇前所未有，但行百里者半九十。我

们仍需要保持忧患意识，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祖国的

前途命运紧密联结起来，团结一致，发愤图强，跑好复

兴之路的冲刺阶段，为早日实现“两个百年”宏伟目标

贡献力量。

座谈会上，侨界代表共同回顾了历史，缅怀先烈，

并表示身居海外的华侨华人有责任积极传播真实的历

史，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遭受的

苦难及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伟大贡献。侨界代

表还纷纷表示，新时期海外华侨华人要与祖国同呼吸

共命运，为祖国的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法华侨举行纪念抗战胜利 70周年座谈会

瑞士拉沃梯田式葡萄园即将迎来丰收季
这是8月20日拍摄的瑞士拉沃梯田式葡萄园。约一个月后，拉沃地区的居民将迎来今年的葡萄收获季节。
瑞士拉沃梯田式葡萄园，位于瑞士沃州的莱蒙湖畔，处在著名旅游城市洛桑和沃韦之间，脚下是波光粼粼的莱蒙湖，对岸是连绵起伏的阿尔卑斯山。充足的阳光

和湿润的气候使这里成为瑞士著名的葡萄酒产地。2007年，世界遗产大会将拉沃梯田式葡萄园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新华社记者 徐金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