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科学家的这项研究还包

括其他的可能性，比如来自于一名女性皮肤细胞

的“女性”精子。

华盛顿州立大学的特里·哈索尔德博士将中

国科学家的这项技术形容为“能够实现辅助生殖

技术方面的革命”。匹兹堡大学的凯尔·奥维格

博士说，这项研究令人印象深刻。谢菲尔德大学

的男性生殖专家艾伦·佩西教授也表示，能够培

育人造精子“将是非凡的”。

尽管科学家在实验室里依靠“人造精子”繁

育出健康的小鼠，且英国和美国的专家们赞同这

项研究有望改变试管婴儿技术，但同时也警告说，

在小鼠身上发生的未必总会在人类身上实现。

安全性仍然是一个重要关注点。

同时，这项技术也提出了一系列伦理问题，

包括一个反乌托邦式的未来的可能性：男性在创

造生命的过程中成为了“多余的人”。

然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周琪研究团队

却表示，我们对于哺乳动物印记基因的认识仍然

有限，目前仅能够在实验室中实现雌性的生殖，

距离雄性之间的生殖我们认为还很难实现。生

命科学仍然如同浩瀚的宇宙一般神秘，科学家将

继续带着我们一层层揭开关于生命的神秘面纱。

无论如何，解开了男性生殖的秘密，这项突

破也许能够促进新的避孕药，甚至是治疗不孕不

育症的“灵丹妙药”的出现。

但是，只有时间才能够证明其是否能够帮助

人类。

小鼠身上发生的未必在人类身上灵验
生命科学仍然如同浩瀚的宇宙一般神秘，这项研究是否能够最终帮
助人类战胜不孕不育，只有等待时间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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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一些媒体关于我们研究的报道措

辞是有问题的。”3 月 1 日，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

研究所高寒生态学与生物多样性重点实验室罗

天祥教授向科技日报透露。

近日，罗天祥课题组在英国《科学报告》杂志

上发表了“关于高寒草甸优势植物返青物候感应

季风雨来临时间”的研究成果，引发多家媒体关

注，但有些报道存在偏差。

高原植物能预测季风？
科学家可没这么说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研究发现，在西藏高

山上的一些主要草类，比如沼泽莎草，能预测印度

季风的到来，在季风到来前，它们会展开叶片。

这项课题的负责人罗天祥教授告诉科技日

报：“之前的媒体报道的中用到的名词并不谨

慎。我们研究的不是沼泽莎草。”罗教授解释道，

他们的研究对象并不包含沼泽，而主要是在高原

中东部海拔 3200—5600 米广泛分布的高寒草甸

优势植物，如高山嵩草、丝颖针茅、羊茅、垂穗披

碱草等物种。另外，这些植物展叶期一般出现在

第一场季风雨后而不是之前。

罗天祥课题组与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唐艳

鸿研究员合作，在西藏当雄县开展了长达七年的

海拔梯度定位观测，收集了 7 个海拔（4400—

5200米）从 2007年到 2013年的观测数据。此外，

他们还分析了青藏高原其他两个科学监测站二

十多年来的监测数据，来验证他们这项关于生物

物候适应的发现。物候是指生物适应气候的季

节性变化而形成的生长发育节律，一般认为主要

受温度条件的控制，常用来指示陆地生态系统响

应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指标。

国内外大量分子生物学研究表明，植物物候

受到一种内在的、适应昼夜长度季节变化的复杂

生物钟系统的调控。

在长期的进化适应过程中，高原地区很多植

物在寒冷干燥的冬天停止地上生长，叶片枯黄，

地下部分进入休眠状态。而在季风带来的温暖

湿润气流的影响下，逐渐展开叶子。雨季开始的

时间和降雨量影响高寒草地展叶期的时间和空

间分布。在青藏高原分布最为普遍的高山嵩草，

展叶期可能已经进化适应了雨热同期的印度季

风气候效应。

印度洋季风的爆发时间一般出现在 5 月底

到 6 月底，这时高原气温已经普遍高于 0℃。季

风到来时，带来大量降雨，有利于草甸植物的生

长。罗天祥解释说，为避免春季低温和干旱同时

影响，通过感应季风雨来临来确定生长开始时

间，显然是一种最保险的适应方式。

研究显示，受到喜马拉雅山脉的阻挡，印度

季风水汽主要沿高原东南部的河流大峡谷输送

到高原内部，因此高原不同地区雨季开始时间取

决季风强度的年际变化和地形地貌的影响，存在

研究对象与沼泽无关 这一研究发现是具有偶然性的。罗教授表

示，关于青藏高原过去 30年气温普遍升高，并且

升温速度远高于全球，但是，遥感数据显示，草地

植被的返青期则表现为推迟、提前、没有变化等

不同趋势。

他和他的学生李瑞成博士在分析当雄观测

数据时，试图理解气候因子对植物生长的影响。

但是这成了这个课题的瓶颈，即有关展叶期调控

因子和机制仍不清楚，而这是理解气候变化的关

键。他们虽然花了很长时间尝试各种其他气候

因子，但仍然无法解释。后来他无意中读到德国

学者托马斯·莫格博士等人在 Nature Climate

Change刚发表的有关冰川变化的研究论文时受

到启发。该论文中提供的印度季风爆发时间的

年际变化与他们观测到的优势物种返青期变化

相近。他联系到托马斯·莫格博士。

“托马斯很兴奋，他提供了各种季风指数并通

过email和我进行深入分析和讨论。”罗教授说道。

偶然读到的论文带来灵感

罗天祥表示，高原植物的这些变化只是对季

风气候的一种感应。而若想通过植物在一定时间

内的物候感应来预测天气，就目前的研究来看，是

很难成功的。他解释说：“我们的研究并不能表明

高原植物可以对天气进行预测。”毕竟，这涉及到

短时间内对于气象变化的精确预知。而这些必然

涉及到高原植物的分子生物学机制和基因信号的

解译。他表示，要想用植物的物候感应来预测气

候变化现象，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一新现象的发现，虽然不能预报天气，但

是为青藏高原地区的高寒草甸的扇型分布格局

提供了气候方面的成因依据，并为理解季风气候

变化及其影响范围提供了新思路，同时，这也为

理解季风气候变化下物候变化将如何影响物种

分布提供了新的依据。

罗教授表示，他们进一步的研究方向是检验

高原的其他物种对印度洋季风是否有相似的反

应、观察其他区域内植被受到季风影响时是否具

有相似特征，以及研究如何通过生物对于环境的

反应来判断气候走向。

植被感应尚不能预测天气

■第二看台

文·实习生 郭晓薇

人体中精子的制造过程非常复杂和漫长，因

此在实验室中再造精子曾经被认为是不可能

的。近几年来，科学家们获得了某些成功，但是

中国科学家最近的研究成果是“迄今为止最深入

和最富有前景的进步”。

“现有的治疗方法对于很多夫妇来说没有

用，我们希望我们的方法能够显著提升治疗男性

不育症患者的成功率。”沙家豪说。

这个研究团队先提取了胚胎干细胞——具

有分化成其他细胞类型能力的空白细胞，从而为

身体创造出了一个“修复工具箱”。然后利用某

种化学制剂、荷尔蒙和睾丸细胞的混合物，将这

些干细胞转变成“精子细胞”。

研究团队通过胚胎干细胞分化得到原始生

殖细胞样细胞，然后将其与小鼠睾丸体细胞混合

培养，并添加有助于精子产生的细胞因子及激

素，使生殖细胞完成减数分裂，体外分化获得具

有功能的精子。

这些圆圆的、早期的精子没有尾巴，但是能

够令卵子受精——南京医科大学的研究小组不

仅成功地在实验室中培育出了小鼠精子，他们还

利用这些精子令卵子受精，并且最终迎来了鼠崽

的出生。

据《细胞—肝细胞》杂志报道，重要的是，

这 些 鼠 崽 非 常 健 康 ，而 且 繁 育 了 自 己 的 后

代。南京医科大学的沙家豪博士说：“我们认

为这项研究为治疗男性不育症带来了极大的

希望。”

这些圆圆的精子没有尾巴
研究小组不仅成功地在实验室中培育出了小鼠精子，他们还利用这
些精子令卵子受精，并且最终迎来了鼠崽的出生

英国《每日邮报》网站 2月 25日报道称，约有

七分之一的夫妇在生育方面有困难，尽管试管婴

儿技术能够帮助一些人，许多人仍被告知，对于

他们的情况现代医学无能为力。

这项研究首次实现了完全在体外再现精子

发生的过程，为该技术向临床应用的转化奠定了

理论基础。

研究成果被新华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并得到

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凯尔·奥威格、斯坦福大学

助理教授维托里奥·塞巴斯蒂亚诺、加利福尼亚

大学欧文分校教授彼得·多诺万等多名专家高度

赞誉，认为“这是干细胞研究领域的重大进展，是

一项里程碑式的工作”，可以给成千上万的男性

带来了希望，其中包括那些曾经在童年时代罹患

过癌症的幸存者们，他们极度渴望能拥有自己的

孩子。

实 验 中 使 用 的 干 细 胞 来 自 胚 胎 ，如 果 利

用 一 块 男 性 的 皮 肤 作 为 培 育 新 精 子 的 原 材

料，将能够令这名男性拥有自己的孩子。报

道称，研究人员计划不久之后就开始培育人

类精子，并称这项技术将在十年之内应用于

试管婴儿诊所。

首次在体外再现精子发生过程
研究人员计划不久之后就开始培育人类精子，并称这项技术将在十
年之内应用于试管婴儿诊所

自然界中，大多数高等动物新生命的开始都

是源于父亲精子和母亲卵子的结合，形成一个受

精卵，新生命就这样诞生了。千百万年来，精子

和卵子的结合被认为是高等动物新生命诞生的

必经之路，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一直在尝试开

发各种辅助生殖技术，以帮助众多不孕、不育夫

妇成功孕育后代。

也正因此，南京医科大学的研究并非形单影

只。近年来，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利用一种名

为“单倍体干细胞”的技术就在这方面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2012 年，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周琪研究

团队，在小鼠孤雄单倍体干细胞领域的研究中获

得了突破。经历了长达 2年的实验探索，他们将

一枚小鼠精子注射到去除了细胞核的卵母细胞

中，经过体外的发育和培养，最终获得了孤雄单

倍体干细胞。这种用类似克隆的方式获得的单

倍体干细胞只具有正常细胞一般的染色体并能

够稳定传代的干细胞。

研究发现，孤雄单倍体干细胞的表观遗传

修饰和细胞倍性像极了精子，通过卵母细胞胞

浆注射的方式，它能够成功替代精子获得由单

倍体干细胞发育而来的后代。这种从哺乳动物

的精子或卵子获得的干细胞背负了特殊使命，

它既能够像普通干细胞一样无限扩增、繁殖，

且必要的时候还会变身，能够替代精子或卵子

作为生殖细胞繁育后代，这简直就是细胞中的

“超能战士”。

背负特殊使命的干细胞
它既能够像普通干细胞一样无限扩增、繁殖，且必要的时候还会变
身，能够替代精子或卵子作为生殖细胞繁育后代

很大的时空变化。相应地，青藏高原嵩草草甸主

要沿这些水汽通道呈扇型分布格局，其返青物候

和生产力的时空变化格局与雨季开始时间的变

化一致。

高山嵩草高山嵩草

多少年来，人类探寻外星生命的方式主要集中于尽可能地寻找

更多的可以支持生命存在的类地行星。但是，近年来类地行星倒是

发现不少，但外星人仍然毫无消息。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科

学家近日在《天体生物学》杂志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称，人们应该缩

小搜寻范围，将目标放在那些也看得见我们的行星上，即在地球凌日

区内寻找类地行星。

据新浪科技报道，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科学家雷恩-赫勒

尔曾经在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工作过。当时，作为博士的赫勒尔

就已经与拉尔夫-普瑞兹教授合作研究这一课题。赫勒尔和普瑞兹

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几种可以保证外星生命成功发现地球生命的方

式。在此前搜寻外星生命的过程中，天体生物学家大多把研究的重

点放在目标行星或卫星上，而这些行星或卫星距离我们太过遥远，用

现有的天文望远镜根本无法直接发现外星生命。因此，赫勒尔和普

瑞兹通过监测它们出现在各自主恒星前方时留下的阴影来研究这些

星球。

普瑞兹介绍说，“我们所使用的方法就是所谓的‘凌星法’，即

在行星横越自己的主恒星时，再对它们进行探测。这毫无疑问也

是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可以实际用于发现一颗行星上的生命存

在与否及行星的大小。”

当一颗行星飞越自己的主恒星盘前方时，这颗被观测的主恒

星的亮度会降一些。通过测量主恒星亮度的变暗程度，科学家就

可以收集到许多有价值的信息，甚至可以不需要直接看到那些行

星。两位科学家表示，“证明目标行星上是否有生命存在，是一项

非常复杂和困难的任务。但是，一旦某颗行星被发现是与地球相

似的岩质行星，那么通过凌星法对这颗候选行星进行观测，就可以

获取令人感兴趣的大气层信息。”

为了验证某颗行星是否可以作为探索目标，科学家首先需要了

解的是，这颗行星是否可以支持我们所理解的生命的存在。

赫勒尔解释说，“你可以对主恒星的光线穿越行星大气层的情况

进行分析，看大气层中是否包含与生命有关的分子的痕迹。”两位科

学家表示，人们应该将搜寻范围集中于“地球凌日区”。这是一片狭

长的太空区域，如果确实有外星生命存在其中，那么它们就有可能看

得到地球横越太阳前方。

科学家认为，地球凌日区中可能存在大约 10 万个潜在目标恒

星，这些目标恒星都有可能被生命宜居的行星或卫星环绕。

“如果你能够对这些恒星进行仔细观测，凌星法是不可忽略

的。因此，如此你是地球凌日区的一名观测者，只要在数千光年范

围内，你也很容易发现地球。”普瑞兹表示，“很明显，我们无法预测

其它可能的系外观测者是否也在寻找类似地球上的智慧生命。但

是，这项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已经证明了它本身就是最简单、最有效

的方法。”赫勒尔补充道，“如果这些行星上拥有智能观测者，那么

它们可能早已将地球认定为宜居甚至是生机勃勃的世界。”

为了探寻地外生命，科学家们正在进行各种尝试，包括向外发

送地球信息以及探测各种发自外星的信号。

赫勒尔目前正参与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一项旨在探

测地外行星的“柏拉图”计划。普瑞兹表示，“作为理论家，我们非

常有兴趣评估和测量我们所提出的地球凌日区中的大量资源。当

然，全面的测量和调查需要大量的观测时间。”

两位科学家认为，如果将搜寻目标聚焦于地球凌日区，那么

“突破聆听”计划能够将成功概率最大化。所谓的“突破聆听”计划

也是一项外星智慧生命的搜索行动计划。

2015 年，俄罗斯富豪尤里-米尔纳投资创立了“突破聆听”计

划，用于搜索宇宙中智慧生命的存在证据。 （彬彬）

探寻地外生命

可将范围缩小至

地球凌日区

地球凌日区的结构示意图。左侧圆形区域代表太阳，而右侧区
域代表地球（未按大小比例）。

西游神话里唐僧师徒四人来到女儿国，这里

全部只有女性，人们喝下子母河里的水，在这里

繁衍生息。未来，这样的事情能否成为现实？

一项最新的研究表明，也许未来男性真的有

可能在创造生命的过程中成为“多余的人”。参

考消息网 2月 27日报道，假如有朝一日科学家们

成功地从皮肤中培育出精子，不育症的治疗方法

将会发生革命。

近期，南京医科大学生殖医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主任沙家豪教授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周

琪院士及赵小阳研究员（现单位为南方医科大

学）等人首次应用小鼠胚胎干细胞体外分化并获

得具有功能的精子细胞。这被认为是干细胞研

究的一项重要进展，为无精子症男性生育后代带

来希望。研究论文发表在新一期美国《细胞－干

细胞》杂志上。

功能精子制造成功功能精子制造成功
未来生娃还需要男人吗未来生娃还需要男人吗

文·本报记者 刘晓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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