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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11 月 2 日电
（记者房琳琳）一项大型国际合作

研究显示，母乳喂养与一种名为

“激素受体阴性（HRN）”乳腺癌患

病的低风险之间有相关性。新证

据证明，进行母乳喂养的妇女患乳

腺癌的几率可降低 20%。这项由

美国癌症协会、华盛顿大学、伊坎

医学院以及美国乳腺癌政府网站

共同协作的大型数据分析研究成

果发表在 2015年《肿瘤年鉴》上。

激素受体阴性乳腺癌能对生命

产生严重威胁，50岁以下的女性通常

是主要患者群。非洲裔美国人和撒

哈拉以南的非洲裔妇女更容易被此

病困扰，她们的BRCA1基因产生了

突变。另一些可能导致她们患病风

险升高的原因，包括肥胖和多次早

孕，以及几乎没有进行过母乳喂养。

在美国，HRN 乳腺癌患者占

所有乳腺癌患者的比例高达 20%，

这类患者没有雌激素或孕激素的

受体，其中三分之二没有人类表皮

生长因子受体2（HER2），三种受体

都没有的被称为三者阴性（TN）。

HRN 和 TN 乳腺癌更致命，

主要因为针对此症在诊断后期的

治疗方案较少，用目前的治疗方法

不太可能治愈。在缺乏上述受体

的情况下，针对受体的药物如三苯

氧胺、芳香化酶抑制剂、赫赛汀等

对这些病人几乎没有作用。

研究人员称，母乳喂养很容易

进行，是一种低成本但长效预防患

病的公共健康策略。在女性生育

年龄直接告知母乳喂养对母婴都

有益处，这个重要的信息值得护理

新生儿的医护人员反复强调。

去除在家庭、社区和工作场所之间进行母乳喂养的

障碍也至关重要，美国癌症协会干预、监测与健康服务

研究部门主管法尔哈德·伊斯拉米认为，所有在妇女有

生之年防止罹患乳腺癌的方法都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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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位于法国里昂的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

究机构（IARC）发布报告，首次将火腿、香肠、肉干等

加工肉制品列为 1 类致癌物质（对人类有确认的致癌

性），并将牛肉、羊肉、猪肉等红肉列为 2A 级致癌物质

（对人类很可能有致癌性）。消息一经发布激起千层

浪，多国肉类协会、肉制品企业质疑该报告的权威性

和科学性，认为世界卫生组织相关研究结果夸大其

词，广大民众也对“吃肉致癌”表示担忧。就此问题，

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法国农业科学研究院（INRA）

“食物引发及预防癌症课题组”项目负责人皮埃尔·法

布里斯博士。

红肉中的铁元素是致癌祸首

当前，全球有多个研究团队围绕红肉、加工肉制

品的致癌性问题开展研究，法国国家癌症研究中心在

今年 6 月就曾发布研究报告，通过科学的统计调查表

明大量食用红肉和熟食可能导致结直肠癌。法国农

业科学院下设的“食物引发及预防癌症课题组”也对

此展开了长期研究，重点研究红肉致癌性的致病原

理。

法布里斯博士介绍，此前的研究已经证明，烧

烤、烟熏、盐渍等烹饪方式会产生杂环胺、多环芳

香 烃 等 致 癌 物 质 ，但 加 工 肉 制 品 和 红 肉 导 致 结 直

肠 癌 的 主 要 原 因 并 不 在 此 。 其 团 队 的 实 验 表 明 ，

无 论 以 何 种 方 式 烹 饪 ，红 肉 和 加 工 肉 制 品 中 的 铁

元 素 都 是 导 致 其 可 能 引 发 结 直 肠 癌 的 首 要 因 素 ，

有明确的证据表明铁元素会氧化食物中的脂类并

形 成 有 害 的 烯 醛 ，这 类 物 质 进 入 人 体 后 可 攻 击 结

直肠上皮细胞。

在问及红肉与加工肉制品的致癌性为何有区

别时，法布里斯博士进一步解释：新鲜红肉与加工

肉制品中的铁元素最终形成的物质有所不同，其致

癌性也有差别。在加工肉制品中，血红素铁会被珠

蛋白分解，并往往在亚硝酸盐的作用下形成自由状

态的亚硝基化血红素铁，其毒性更大。这也解释了

IARC 为何对加工肉制品与红肉的致癌性定级有所

差别。

并未发现白肉可导致结直肠癌

法布里斯博士介绍，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 2007年

至 2010年的研究显示，白肉（来源于非哺乳动物，如禽

类、鱼类等）并不会引发结直肠癌，这一结论得到了很

多其他相关流行病学研究的支持。法布里斯所领导

的团队通过动物模拟实验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但

由于源自白肉的加工肉制品消费量较低，目前还缺乏

专门的权威统计和实验研究。

合理的饮食结构可消除风险

法布里斯博士强调，虽然红肉中的铁有一定的致癌

性，但铁也是人体不可或缺的元素，对健康尤为重要，红

肉也是人摄取铁的最重要来源。IARC对加工肉制品与

红肉的定级也并非表示其有很高的致癌性，只是说明目前

的科学研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确定其是否具有致癌性。

各项研究表明，与香烟可导致肺癌相比，加工肉制品和红

肉的致癌性非常弱，并且这种风险是针对那些过量食用红

肉人群。根据IARC估计，加工肉制品的消费每年可能导

致34000例癌症患者死亡，而香烟则导致100万人死亡。

法国农业科学研究院的研究还已证明，具有抗氧

化性的水果和蔬菜可以很大程度上抵消铁在人体内的

有害性。所以，红肉致癌的相关研究并非让人们停止食

用肉食，而是借此向那些过量消费肉食者发出强烈信号，

鼓励这一群体增加水果和蔬菜在饮食结构中比例，重新

合理地安排肉食所占份额，从而大幅降低罹患结直肠癌

风险。在法国，过量消耗肉食者占比达四分之一。

法布里斯博士告诉记者，我们还是可以愉快吃肉

的，但合理的饮食结构对健康尤为关键。正所谓“是

药三分毒”，红肉虽香可不要贪多。

（科技日报巴黎11月2日电）

红肉虽香可不要贪多

合理饮食结构可消除红肉致癌风险
本报驻法国记者 李宏策

科技日报北京11月2日电 （记者常丽
君）最近，美国哈佛大学科学家首次设计出

一种折射率为零、能整合在芯片上的超材

料，光在其中的速度可以达到“无限大”。这

一成果为探索零折射率物理学及其在集成

光学中的应用打开了大门。

听起来这好像违反了相对论法则，但实

际上没有。宇宙中没什么东西能跑得比光

快，但光还有另一种速度，即波峰运动的速

度，称为相速度，这种光速快慢取决于光通

过的材料。比如光通过水面时，相速度会因

波长被挤压而变小，进入水中后，相速度会

再变大，因为波长被拉伸。在介质中，用折

射率来表示光波波峰的速度减慢，折射率越

高，对光波衍射的干扰越大，如水的折射率

约是 1.3。

而在零折射率材料中，没有波峰波谷的

相推进，这意味着光表现得不再像一种运动

波，而是一种静止相，所有波峰波谷排成无

限长的波长。波峰和波谷只作为一种时间

上的变量，而不是空间。

光很难被挤压或操纵，而这种统一相态

让光变得可以拉伸、挤压或扭曲而不会损失

能量。把零折射率材料整合到芯片上，有望

带来光明的应用前景，尤其是在量子计算领

域。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报道，零折射率的超

材料由镀金硅柱阵列嵌在聚合物基体中构

成，能将硅波导与标准集成光子器件、芯片

接口耦合在一起，让人们能在不同芯片之间

操纵光，挤压、扭曲光线，甚至能把光束直径

缩小到纳米级。该校约翰·波尔森工程与应

用科学学院（SEAS）物理学与应用物理学教

授埃里克·马祖尔说，这是控制光的一种很

好的新方法。“这种芯片上超材料，为探索零

折射率物理学及其在集成光学中的应用打

开了大门。”

论文第一作者、马祖尔团队博士后研

究员李扬（音译）说，在一般的硅波导中，

光能约束软弱而无效，是集成光子电路的

一大障碍，这种零折射率材料为在不同波

导结构中约束电磁能量提供了一个解决

方案。

相关论文发表在《自然·光子学》杂志

上。

零折射率超材料让光速在芯片上“无限大”

科技日报北京11月 2日电 （记者许茜）青蒿素因

屠呦呦喜获诺奖一下子走进了公众视野，其“功绩”开

始为人所知。虽然近 40年来青蒿素治愈了无数疟疾患

者，但药物来源却成了老大难。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

究所 973 项目《合成微生物体系的适配性研究》课题组

发布在 3日《自然》杂志在线版的成果称，他们从真菌中

解析青蒿素类过氧桥键的生物合成机制，为获取青蒿

素提供了一种别样的思路。

最初，青蒿素要通过植物提取，但产量有限，远远

满足不了市场 的 需 求 。 科 学 家 转 而 尝 试 用 化 学 方

式 ，但 仍 未 成 功 应 用 于 商 业 化 生 产 。 近 年 来 ，他 们

开始转向生物合成技术，并在转基因酵母中生产出

青蒿酸——青蒿素合成的前体。但研究表明，青蒿素

的生物活性与过氧桥键密不可分，换句话说，要想让青

蒿酸变成青蒿素，就必须要有过氧桥键“穿线搭桥”。

但过氧桥键又必须通过相关催化酶才能生成，因此找

到过氧桥键合酶成为了学界的期盼。

此次，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张立新带领的 973项目

组大胆猜测，过氧桥键合酶可能来源于与黄花蒿共生

的真菌中，并试图从自主构建的海洋微生物天然产物

库中发现这类含有过氧桥键的化合物及其相应的催化

酶。通过与 973 海外团队成员美国波士顿大学刘平华

教授课题组和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张燕教授课题

组密切合作，他们从几株曲霉和靑霉中分离出具有抗

感染等多种生物活性的含过氧桥键萜类吲哚生物碱化

合物震颤真菌毒素，并解析出该化合物中的过氧桥键

是由一个依赖 a-酮戊二酸的单核非血红素酶 FtmOx1

催化合成。他们在文章中首次展示了 FtmOx1 的晶体

结构，以及 FtmOx1 分别与 a-酮戊二酸和底物 fumit-

remorgen B 的共晶体结构，并通过详尽的酶学实验证

实了 FtmOx1的功能。

研究人员认为，阐明这一特别的过氧桥键的生物

合成新机制，为发现催化青蒿酸形成青蒿素的过氧桥

键合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科学家解析青蒿素类过氧桥键合成机制
为合成青蒿素带来希望

这是11月1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以西80公里处拍摄的博科德村人工湖上的度假木屋。
博科德村人工湖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面积约160公顷，作为附近发电厂的冷却池之用。湖边的水面上建有数百栋度假木屋，木屋与湖岸通过木桥相连，仿佛

漂浮在湖面上一样。 新华社记者 杨永前摄

这种零折射率材料由镀金硅柱阵列嵌入聚合物基
阵构成，没有相推进，会产生静止相态，其波长可以看作
是无限长。

新华社东京11月 2日电 （记者蓝建中）日本三

菱电机公司日前宣布，其研究小组开发出利用人工

智能技术判断司机开车注意力是否集中的新技术。

这一新技术有助于预防事故。

该技术能够事前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得出驾驶者

集中精力驾驶时的状态数据，然后根据驾驶者的实

时驾驶状况和心跳等数据，预测数秒后的测量值。

如果实测数值与预测数值出现较大差距，就说明驾

驶者注意力在降低，系统就会发出警告。

这项新技术使用了被称为“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

技术，能够综合分析车载局域网记录的方向盘操作等

信息、非接触传感器获得的驾驶者心跳、车内相机拍摄

的司机面孔朝向等多种数据，准确预测数秒后的测量

值，从而迅速发现注意力降低的情形，及时发出警报。

“深度学习”是机器学习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

旨在通过模仿人脑的神经网络，模拟人脑的学习机

制来分析数据。

此前，曾有研究人员开发出根据面部图像和视线活

动来警告驾驶者打盹和左顾右盼的技术。但在注意力降

低的状态下，驾驶者外表变化很小，所以并不容易判定。

研究小组利用约30名试验者验证该技术的性能。

他们被要求在直线道路驾驶时玩“文字接龙”游戏，人

为营造出注意力降低时段。结果证实，新技术确实能

准确判断出，驾驶者在该时段驾驶时注意力降低了。

研究小组准备利用这项技术进一步开发出车载

高精度装置，力争在 2019年正式投入使用。

人工智能可判断司机注意力是否集中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1日电 尽管此前关于气候变

化导致南极洲冰盖加速消融的结论时常见诸报端，美国

航天局最新一项研究却发现，南极洲冰盖自一万年前起

一直处于不断增厚的状态，且其增加量超过了消融流失

的量。

美国航天局戈达德航天中心的研究人员通过分析卫星

数据发现，1992年至2001年间，南极洲冰盖每年净增1120

亿吨冰；在2003年至2008年期间，冰盖增加量降至每年820

亿吨。这一研究结果发表在新一期《冰河学杂志》上。

新发现挑战了此前的相关研究，包括联合国政

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 2013 年作出的

关于南极洲冰盖整体处于流失状态的报告。

领导这一研究的戈达德航天中心冰川学家杰伊·
兹沃利说，研究小组认同此前一些研究关于南极半岛

和南极洲西部斯韦特冰川、派恩艾兰冰川减少的结

论，但主要分歧在于，他们发现在南极洲东部和西部

内陆区域，冰盖的增加量超过了其他地区的流失量。

科学家们根据卫星测高得出冰盖表面的高度变

化，以此计算冰盖的增减。他们发现，自一万年前

起，额外的降雪缓慢累积于南极洲冰盖，并在数千年

中压缩为固体冰，平均每年将南极洲东部和西部内

陆区域的冰盖加厚 1.7 厘米。这一微小的加厚过程

在数千年内不断持续和扩散，超过了南极其他区域

冰盖的消融量，也延缓了海平面上升。

新 研 究 称 南 极 洲 冰 盖 不 减 反 增

据新华社旧金山10月31日电 美国科研人员的

两项新研究结果显示，老年人如果服用斯达汀类降

胆固醇药，其接种的流感疫苗的效果可能会被弱化。

目前，美国每年一度的流感疫苗接种期已经开

始。美国《传染病杂志》刊载的两篇论文则提示，斯

达汀类药物对流感疫苗效果有影响。

在第一项研究中，美国辛辛那提儿童医院医学

中心的斯蒂夫·布莱克领导的科研小组，分析了一项

流感疫苗的临床试验数据。该试验从 2009年冬天开

始，持续了两个流感流行季，共涉及 4 个国家、年龄

超过 65岁的将近 7000人，结果发现，接种流感疫苗 3

个星期后，斯达汀类药物服用者的血液内流感病毒

抗体数量明显低于其他人，表明他们体内的免疫反

应偏弱。而且，人工合成的斯达汀与天然原料萃取

而得的斯达汀相比，服用前者后出现的免疫反应不

足现象更为明显。

在第二项研究里，美国埃默里大学研究人员分

析了 2002 年至 2011 年前后 9 个流感流行季内近 14

万人的有关数据，确认在服用斯达汀类药物的群体

中，流感疫苗预防严重呼吸道并发症的有效性减弱，

尤其是在流感疫情已扩散阶段。

研究人员据此推断，斯达汀类药物会干扰流感

疫苗本该激活的免疫反应。

在这两项研究的结论有待进一步验证之际，研

究人员提出两个应对选项：一是考虑让 65 岁以上人

群自愿接受大剂量流感疫苗接种；二是建议在接种

流感疫苗前后一段时间，老年人暂停服用斯达汀类

药物。

降胆固醇药可能弱化流感疫苗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