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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9月1日电（记者刘霞）据美国国家

航空航天局（NASA）官网消息，法国科学家利用多台望

远镜提供的数据，发现了迄今最遥远的星系团，它发出的

光穿越约 111亿光年的漫长旅程，终被人类捕获。这一

星系团尽管“年轻”，但正经历恒星“诞生潮”，该研究将有

助于更好地了解星系团及其内部星系的形成过程。

星系团由十几个到上千个被引力束缚在一起的星

系组成。最新“现身”的星系团名为“CL J1001+0220”，

这一发现也将星系团形成时间前推了约 7 亿年。该研

究负责人、法国新能源与原子能委员会（CEA）的王涛

（音译）说：“这一星系团之所以引人瞩目，不仅因为与

地球之间遥远的距离，还因为它正经历一个迥然不同

的发展阶段。”新星系团的核心包含 11 个大质量星系，

其中 9 个星系正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在造星——每

年约有 3000多颗类似太阳的恒星“诞生”。

研究合作者、CEA 的戴维·艾尔巴茨说：“我们探测

到该星系团处于关键时期——从原星团转变成星系团，

科学家们以前只在比它更遥远的地方发现了原星团。”

研究团队将最新结果同其他科学家关于星系团形

成的计算机模拟相比后发现，新星系团的恒星质量很

大。这可能表明，遥远星系团内的恒星形成速度比模

拟更快；或者此类星系团极其罕见，以至于科学家们在

迄今最大的宇宙学模拟中没有发现其“芳踪”。

该研究联合作者、赫尔辛基大学的亚力克西斯·菲诺

格诺维说：“通过研究这一对象，我们能更好地了解星系团

和其包含星系的形成情况，我们希望发现更多此类星系。”

这一发表在 8 月 30 日《天体物理学杂志》网络版上

的研究，结论是基于多台望远镜提供的数据得出的，包

括钱德拉望远镜、NASA 的哈勃太空望远镜、斯皮策太

空望远镜、欧洲空间局的 XMM-牛顿望远镜以及欧洲

南方天文台的甚大望远镜（VLT）等。

每 年 制 造 3000 多 个“ 太 阳 ”

迄今最远星系团正值恒星“诞生潮”

科技日报华盛顿8月 31日电 （记者刘海英）美国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简单高效

的方法，通过给人类多能干细胞“喂”腺苷，诱使其分化

为成骨细胞，进而生成骨骼组织。实验表明，利用该方

法生成的骨骼组织可很好地修复小鼠的颅骨缺陷，而不

会发展出肿瘤或造成感染。

多能干细胞有能力变成任何类型的细胞，这一过程

被称为分化。正因为多能干细胞的这个能力，利用其来

修复或再生各种组织和器官被认为是一种非常有前途

的治疗手段。但让多能干细胞分化成特定类型的功能

细胞并不容易，需要很多的材料和复杂的步骤，昂贵且

低效。此外，多能干细胞分化生成的组织或器官移植后

容易生成畸胎瘤，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

此前，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研究人员对骨骼中的

磷酸钙诱导多能干细胞分化为成骨细胞的机制进行了研

究。他们发现，干细胞会利用磷酸钙来生产一种代谢分

子ATP，随后这种分子会分解成腺苷，向干细胞发送分化

为成骨细胞的信号。在此基础上，研究小组对腺苷是否

能促进多能干细胞分化为成骨细胞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只要向多能干细胞的生长培养基中添加

腺苷，就能促进其分化过程，使其完美地分化为成骨细

胞。与人体内的成骨细胞一样，这些干细胞生成的成骨

细胞同样会生成有血管的骨骼组织。当把它们移植到

有颅骨缺陷的小鼠体内后，这些成骨细胞可很好地修复

小鼠的颅骨缺陷，形成的新骨组织内没有任何生成畸胎

瘤的迹象，也没有造成感染。

这项发表在 31日出版的《科学进展》杂志上的研究

成果，不仅找到了一个制造人类成骨细胞的简单经济的

方法，还将促进再生疗法的发展，帮助那些患有严重骨

骼缺陷或遭受创伤性骨骼损伤的病人重塑骨骼。

“喂”腺苷助多能干细胞分化为成骨细胞
科技日报东京9月1日电（记者陈超）日本理化学

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小林俊秀领导的一个国际研究小组

发现，食用蘑舞茸的一种蛋白质能够抑制流感病毒的增

殖。这一发现对于开发设计抗流感药物有重要意义。

细胞膜上的脂质筏是一些直径约 20至 200纳米的

微小区域，富含鞘磷脂和胆固醇，起到信号转导和跨膜

运输作用，且在病毒和细菌感染的过程中扮演非常重

要的角色。但由于缺乏对脂质筏的标记手段，科研人

员对其实际情况并不掌握。

此次研究小组首先利用动物细胞的鞘磷脂和胆固

醇制作出人工脂质筏，然后使用各种细胞提取液筛选

结合蛋白质。结果发现，舞茸提取液中由 202个氨基酸

合成的一种蛋白质，只与鞘磷脂和胆固醇的复合体结

合，而不与其他蛋白质结合。由于鞘磷脂和胆固醇的

复合体是脂质筏的基本结构，研究小组将该蛋白质命

名为“Nakanori”，意为乘坐木筏。

脂质筏也是流感病毒和艾滋病病毒的感染场所。

研究小组在培养的MDCK（犬肾）细胞中观察到，流感病

毒在“Nakanori”标记的脂质筏边缘出芽。实验表明，在

该蛋白质高浓度状态下，流感病毒感染 MDCK 细胞被

抑制；而改变在感染细胞中加入该蛋白质的时间，显示

其在病毒感染后期，即病毒出芽阶段阻碍了病毒发展。

一种食用蘑蛋白质或可抑制流感

据新华社迪拜8月31日电 （记者李震）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迪拜道路交通管理局 8 月 31 日宣布，一种用

于载客摆渡的无人驾驶汽车 9 月 1 日起将在迪拜市中

心开始为期 1个月的试运营。

据官方推出的视频短片显示，这种名为“EZ10”的

10座无人驾驶电动车外形方正，车身不分前后，可以双

向行驶。该项目由迪拜道路交通管理局与伊玛尔地产

公司联合推出，是迪拜为打造新型智能城市采取的智

能移动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据了解，试运营期间，EZ10将在迪拜市中心最繁华

的穆罕默德·本·拉希德大道约700米的路线上行驶，在金

融中心路路口和维达酒店之间往返载客，所有市民与游

客均可免费乘坐。这种车的最高时速可达40公里；运营

巡航时速约25公里，相对适用于行人和自行车密集区域。

迪拜市中心试运营无人驾驶客车

据新华社日内瓦8月31日电 （记者张淼）世界卫

生组织 31 日在日内瓦表示，安哥拉和刚果（金）境内的

黄热病疫情依然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疫情整体防控工作已取得显著进展。

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当天召开关于黄热病疫情的

第二次紧急会议，安哥拉、刚果（金）和刚果（布）的代表

向委员会通报最新疫情应对情况。根据最新情况汇

总，安哥拉和刚果（金）分别自 6 月 23 日和 7 月 12 日起

未报告任何确诊病例，乌干达境内疫情已经结束，此外

中国和肯尼亚出现的输入性黄热病病例未造成进一步

传播。

刚果（布）尚未发现确诊病例，但紧急委员会对

刚果（金）与刚果（布）两国间密切人口流动造成的疫

情扩散风险表示关切。紧急委员会还表示，日前刚

果（金）首都金沙萨启动了使用五分之一标准剂量的

低剂量疫苗接种计划，实现了高接种覆盖率，不过接

种计划的效用，包括低剂量疫苗能提供的免疫时间

还需评估。

黄热病疫情防控取得显著进展

CL JCL J10011001++02200220 星系团星系团

9 月 1 日，工作人

员在新加坡一处居民

区灭蚊。

新加坡卫生部 8

月31日的最新数据显

示，该国寨卡病例数量

已达 115 人，并确诊

首个感染寨卡病毒的

孕妇案例。

新华社发

（邓智炜摄）

美国科学家携手研制出了一款外表酷似章鱼的

“章鱼机器人（Octobot）”，这款湿软的机器人“身高”不

足 2厘米，是第一款全部由柔性零件组成的全自动、自

带燃料、“自给自足”的机器人。据英国《自然》杂志近

日报道，研究人员称，“章鱼机器人”正在软体机器人

的海洋中翻起朵朵浪花。

制造出柔性零件是关键

近年来，工程师和科学家们对软体机器人的兴趣

与日俱增，他们希望超越类似“终结者”那样由坚硬的

金属材料制成的机器人，设计出一些新型机器人：它

们能被挤压进紧密的空间内；能根据周围环境改变形

状；或者能安全地操作精巧的物体。

想象非常美好，但对研究人员而言，在现实生活

中制造出能替代电池、电路等刚性部件的柔性零件，

一直是横亘在研制软体机器人道路上的“拦路虎”。

麻省理工学院（MIT）人工智能实验室（CSAIL）主任、

机器人专家丹妮拉·鲁斯称：“在传统机器人身上，大

脑、电子设备、电池，这些零件都很坚硬。软体机器人

是一个新领域，令人兴趣盎然。”

新研制出的“章鱼机器人”由硅橡胶制成，其“大

脑”是一款柔性微流体芯片，内部的阀门和开关由压

力激活，引导液态燃料流过“身体”，从而控制 8 只“爪

子”的动作。该研究的领导者之一、哈佛大学工程师

罗伯特·伍德说：“它类似一个普通电路，只不过不是

传递电子，而是传递液体和气体。”

“章鱼机器人”的身体由 3D 打印而成。为制造

“章鱼机器人”的身体，研究人员将硅橡胶倾倒入一个

章鱼形状的模具中，接着用 3D 打印机朝其中注入

特殊墨水，随后通过加热来矫正其结构，并使墨水

蒸发——在机器人的爪子内部留下一个中空的网络

并同大脑相连，机器人的“大脑”通过这个中空管道同

爪子“交谈”。

摒弃电池使用液态燃料

很多软体机器人会与压缩空气罐相连，利用其提

供电力，但这会限制机器人的行动范围，为此，伍德和

同事另辟蹊径，使用液体燃料并利用化学反应来为这

个机器人供电。

他们的燃料是浓度为 50%的过氧化氢溶液，“章鱼

机器人”的内部充满了这种溶液，与此同时，他们也朝

机器人内部注入了铂（充当催化剂，为了达到更好的

效果，实际采用的是铂金属粉末），当溶液遇到铂，它

很快会分解成体积更大的水和氧气。随着氧气增多，

“章鱼机器人”身体内的压力加大，就会打开一些微阀

门而关闭另一些微阀门，使燃料每次只流向系统的一

边，让这边的四条“爪子”充满氧气，从而驱动章鱼的

“爪子”向前伸展。随着这边的燃料不断消耗，内部压

力下降，使燃料进入另一边，这边关闭，整个“爪子”向

前伸展的“剧情”再次上演一遍。

意大利圣安娜高级研究学院的塞西莉亚·拉丝慈

说：“微流体和化学反应的‘联姻’非常有趣。这是一种

全新且与众不同的制造和看待软体机器人的方式。”

进一步提高软硬件性能

目前，这款章鱼机器人能活动大约 8分钟，消耗的

燃料为 1 毫升。伍德说，他们并没有设计让这款机器

人执行特定的任务，它也不能模拟真正章鱼的“一举

一动”，它只不过证实了这一技术可行。研究人员表

示，未来，他们将进一步提高微流体电路的复杂程度，

使其更耐用；而且改进“爪子”设计的方法，让其能更

好地运动，如此一来，得到的软体机器人或能实现更

复杂的运动。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材料工程师罗伯特·谢普德对

《自然》杂志说：“现在，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

对机器人重新编程，让其执行不同的运动并对环境做

出反应，而不仅仅是执行预编程的指令序列。”谢普德

目前专注于研究是否能让效率更高的微流体电路同

柔性传感器相结合，从而制造出更智能、更能适应环

境的软体机器人。

研究人员指出，虽然软体机器人仍处于萌芽和起

步阶段，但它或许能在很多领域“大展拳脚”，比如维

修和检测设备、执行搜救行动以及进行环境探测，甚

至在医学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全自动、身躯柔软、自带燃料……

“章鱼机器人”：开启软体机器人新时代
本报记者 刘 霞

章鱼软体机器人章鱼软体机器人

科技日报华盛顿 8 月 31 日电
（记者刘海英）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

人员开发出一种新型面料，具有比目

前所有的天然或合成织物更好的散

热效果。他们在《科学》杂志上撰文

称，在夏日里穿着这种织物做的衣

服，即使在没有空调的环境中，一样

会感觉凉爽舒适。

当前市场上也有一些面料，可以

有效地让汗液蒸发来降低体感温

度。而新面料运用了完全不同的冷

却机制：通过减小红外辐射障碍来促

进身体散热。

这种新型面料有些类似我们日

常所用的厨房用聚乙烯塑料。厨房

用塑料有一个重要属性，即允许红外

辐射穿过，但它不透水，又透明，根本

不能用来做衣服。斯坦福大学研究

人员综合运用了纳米技术、光子学技

术和化学技术，来弥补聚乙烯的这些

不足。

他们找到一种常用于电池制造

的聚乙烯材料，其具有特殊的纳米结

构，在可见光下不透明，但不能阻挡

红外辐射。然后，研究人员用一种无

害的化学物质使其具有透水性，让水

蒸气分子能通过材料的纳米孔。这

样，改良后的新材料就具备了作为服

装面料的三个基本条件：可见光下不

透明，透水透气，允许热辐射穿过。

为了使这种轻薄材料更像服装

面料，研究人员设计了具有一定强度

和厚度的三层面料结构：两层聚乙烯，中间由棉网隔开。

研究人员指出，所有物体，包括人的身体，都是以红

外辐射的形式散热，衣服会限制身体热量的排放，使皮

肤感到更温暖，因此，具有散热功能的衣服是炎炎夏日

里的着衣首选。新型面料与相同厚度的棉布对比，具有

更好的散热性能：穿着新型面料制作的衣服，会比穿着

棉布衣服的体感温度低两摄氏度。

研究人员称，新研究开辟了制冷或加热技术研究的

新途径：不利用外部能源，通过改变材料的红外辐射穿

透性达到目的。而要让新型面料更像服装面料，还需要

更多工作，比如添加更多的颜色、纹理。或许不久的将

来，人们就可以穿上又酷又爽的空调式衣服来度过炎炎

夏日了。

新
型
面
料
具
有
强
大
散
热
性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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