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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7月5日电（记者张梦然）
英国《自然·通讯》杂志 5 日发表的一项研究

报告称，科学家利用辅助生殖技术，已能培育

出濒临灭绝的北方白犀牛（NWR）和其近亲

亚种的杂交胚胎。虽然此前研究人员曾对马

等大型哺乳动物进行过体外受精，但这项研

究是首个将犀牛胚胎在体外成功培养至囊胚

期的例子。这一技术有望让濒危基因得以保

留，大大提高了部分保存北方白犀牛基因的

可能性。

北方白犀牛是世界上最濒危的哺乳动

物。不久前，世界上最后一头雄性北方白犀

牛离世，剩下的两头雌性北方白犀牛成为这

一物种在地球仅存的成员。

此次，意大利科学家卡塞雷·卡里、德

国柏林莱布尼茨动物园及野生动物研究所

的托马斯·希尔德布兰德及其同事，通过体

外受精培育了杂交犀牛胚胎，并用杂交胚

胎建立了胚胎干细胞系。研究团队先将低

温冷冻的雄性北方白犀牛精子解冻，但由

于雌性北方白犀牛的卵母细胞（卵子）数量

不断减少，研究人员只能通过卵细胞浆内

单精子注射，把雄性北方白犀牛的精子注

入其近亲亚种南方白犀牛（SWR）的卵母细

胞内，使其受精。随后，研究人员将由此形

成的北方—南方混合白犀牛胚胎培养至囊

胚期，再将其冷冻，以备将来移植到雌性南

方白犀牛体内代孕。

研究团队指出，接下来的挑战是如何把

冷冻胚胎放入代孕的雌性南方白犀牛体内，

并使其成功怀孕、分娩。此外，研究人员也计

划尝试从两头仅存的雌性北方白犀牛体内获

得卵母细胞。

在论文随附的相关评论中，科学家表示

这项研究“有望让功能性灭绝的北方白犀牛

亚种的基因得以保留”。

世 上 仅 剩 两 头 囊 胚 已 能 培 养

濒危白犀牛因体外生殖技术“有救了”

说到寻找外星生命，科学家脑海首先浮

现出的主要是水。但据美国太空网日前报

道，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

一份最新研究报告中提出，寻找磷、钼、钴这

样的“生物要素”也有助于判断某个天体是否

有生命存在的可能性。

水是科学家眼中的
“香饽饽”

在地球上，从地表以上的云层到地壳深处，

几乎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而且，“逐水而居”

是从古至今人类争取生存与发展空间一直遵循

的基本规则。正因如此，科学家在地球以外的

世界寻找生命时，通常会聚焦“宜居”世界——

这些地方的温度有助于星球表面保存液态水。

例如，金星现在是地球有毒的“兄弟”，这

两颗星球的大小和密度相仿，但金星表面温

度（约 465℃—485℃）高到足以让铅融化。不

过，美国《地球物理通讯》2016 年 8 月刊发的

一项研究指出，就在 7.15亿年前，金星表面可

能还是宜居的。

研究人员解释说，几十亿年以前，太阳的

光照比现在略弱，或许金星表面相对较凉爽，

液态水可以汇聚成适宜生命存活的大海。后

来，即使来自太阳的热量增加，金星的气温可

能也只比之前仅提高了 4℃，这种微小的升温

可能使金星上的海洋存续数亿年，成为可以

孕育生命的“温床”。

科学家甚至推测，如果金星上曾经有过

生命，它们仍有可能在其云层中生存至今。

磷对地球生命进化起
了推动作用

最新研究报告资深作者、哈佛大学天文

学系主任阿维·洛布指出：“尽管如此，我们知

道生命还需要其他组成要素。”例如，在地球

上，决定海洋中生物数量的关键要素可能包

括氮和磷。氮对于制造蛋白质来说不可或

缺；氮和磷都是脱氧核糖核酸（DNA）和核糖

核酸（RNA）的关键成分。最近一些研究结

果表明，在大约 6.35 亿年—8 亿年前，海洋中

磷含量的增加对地球上动物的进化起到了推

波助澜的作用。

为了观察这些生物要素在外星生命的进

化过程中可能扮演了什么角色，研究人员将

重点放在了一些“外冷内热”的天体——冰冻

的表面之下拥有液态海洋的天体（如木卫二

和土卫二）上。他们主要研究在这些天体内，

这些生物要素是否容易获得。

洛布说：“人们怀疑，在木卫二和土卫二

冰层下的液态水中可能存在生命，美国国家

航空航天局（NASA）和欧洲空间局都制订了

拜访它们的太空飞行计划，比如 NASA 的‘欧

罗巴快帆’任务、计划多次飞掠木星的‘木星

冰月’，都是为了探测木星卫星上是否有生命

所需的化学成分。”

研究表明，木卫二的表面不断“沐浴”在

木星的辐射中，生成了被称为氧化剂的分子，

而且，随着木卫二的冰面发生剧烈搅动，这些

氧化剂会进入木卫二的隐蔽海域，在那里与

硫化物发生反应，让海水变得高度酸化。如

此一来，木卫二拥有的磷可能足以支持生命

存在，尽管高度酸性的海洋或许会扼杀生命

存活的可能。

钼、锰、钴等成外星生
命搜寻“新宠”

科学家还表示，钼、锰和钴等微量元素可

能也是生物要素。最新研究报告第一作者、

哈佛大学天体物理学家马纳斯维·林加姆说：

“钼在多种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

是在固氮（瓦解让氮原子成对的强大化学键，

并将得到的单个氮原子‘固定’入重要的化学

分子内）方面。”

此外他还指出，钼“影响着许多生物体的

蛋白质合成、新陈代谢与生长；锰在通过叶绿

体的光合作用生成氧气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而钴在新陈代谢方面发挥多种生物学作

用——最突出的一点是，它是维生素 B12的组

成部分。”

纽约罗彻斯特大学天体物理学家亚当·
弗兰克并没有参与最新研究，但他表示：“宜

居区域的概念可追溯到上世纪 50年代。但此

后，我们发现了很多新东西，例如地下海洋的

存在。因此，在研究宜居性时，我们需要转变

想法，不能紧盯着水不放，水当然非常重要，

但我们也要扩展思维，除了水，特定元素和化

学物质都是生命所必需的。”

那么，如何从很远的地方看出太阳系以

外的外星世界是否有可能存在生物要素呢？

方法之一是关注它们的恒星，恒星可能会揭

示其行星和卫星的组成成分。林加姆说，恒

星中某个元素的存在会在其星光中生成一种

独特的可见光谱带，“从而让我们了解与围绕

这些恒星运行的所有行星的宜居性有关的信

息”。

康奈尔大学行星学家乔纳森·鲁尼纳说：

“（林加姆）等人的新研究是基于简单假设的

计算，我们必须时刻铭记，行星和卫星比我们

预期的要复杂，这也是我们多年行星探索实

践得到的教训之一。不过，尽管新研究并不

具有决定性，但对未来的观测和探索任务仍

有借鉴意义。”

研究人员也提醒人们，目前的搜寻工作

仅仅考虑了我们已知的生命，“我们并不知道

的生命可能遵循与地球上的生命不同的化学

路径，发现我们不知道的生命可能更令人兴

奋。” （科技日报北京7月5日电）

探寻外星生命：水未必是唯一线索
钼、锰、钴等“生物要素”也许会带来惊喜

本报记者 刘 霞

木卫二冰层下的液态水中可能存在生命，NASA已经制定了探索计划。 图片来自网络

科技日报华盛顿7月 4日电 （记者刘海
英）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

一种名为 NLY01 的实验性药物，可以有效缓

解小鼠帕金森症症状。他们表示，如果该药

能在人类临床试验中取得成功，可能成为帕

金森症的主要治疗手段之一。

研究人员在《自然·医学》杂志上发表研

究报告称，NLY01 通过结合某些细胞表面所

谓的胰高血糖素样肽-1 受体发挥作用。人

类脑细胞培养物和活体小鼠模型实验结果表

明，该药能够阻断帕金森症标志性的脑细胞

降解，从而有效缓解帕金森症病情。

在人类脑细胞培养物实验中，研究人员

发现，NLY01 能够关闭人类小胶质细胞的激

活信号，防止健康星形胶质细胞转化为具有

破坏性的星形胶质细胞。激活的破坏性星形

胶质细胞会吞噬大脑细胞间的连接并导致神

经元死亡，诱发帕金森症。

在随后的在小鼠实验中，研究人员为小

鼠注射了α突触核蛋白（帕金森症的主要驱

动蛋白质），并用 NLY01 处理了其中的 10 只

小鼠。他们发现，注射了α突触核蛋白但未

获 NLY01 处理的小鼠在行为测试中显示出

明显的运动神经元损伤，而经 NLY01 处理过

的小鼠则保持了正常的身体机能，并且没有

损失多巴胺神经元，这表明 NLY01 阻止了小

鼠帕金森症的发展。

在另一项小鼠实验中，研究人员使用经基

因工程改造的小鼠来自然产生更多的人类α

突触核蛋白，这一做法通常用于建立人类家族

遗传性帕金森症模型。在正常情况下，这些转

基因小鼠会在387天内死亡，但接受NLY01治

疗的20只小鼠的寿命被延长了120天以上，它

们的大脑几乎没有帕金森症的神经退行特征。

研究人员表示，小鼠实验结果让他们有

理由期望 NLY01 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

对帕金森症患者产生积极影响。他们预计，

将在年内开始该药的人类临床试验，如果取

得成功，该药可能成为针对帕金森症的主要

治疗手段之一。

一种实验性药物有望遏制帕金森症
小鼠测试效果显著 人类临床试验年内开始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5 日电 （记者刘
霞）据英国剑桥大学官网 4 日消息，一个

由该校天文学家领导的国际团队称，他

们 发 现 了 银 河 系 和 被 称 为“ 香 肠（Sau-

sage）”的更小星系间古老而剧烈的迎面

碰撞，这是银河系早期历史上的一个决

定性事件，重塑了银河系的结构，形成了

其内部“隆起”和外部“恒星晕”。最新研

究有助于科学家重新认识银河系家园早

期的历史。

研 究 团 队 认 为 ，大 约 80 亿 到 100 亿

年前，一个未知的矮星系撞上银河系，该

矮 星 系 未 能 幸 免 于 难 ，很 快 就 解 体 了 。

这次撞击把矮星系撕成碎片，其恒星沿

着像针一样的轨道运行，距银河系中央

非 常 近 。 借 助 欧 洲 空 间 局 的“ 盖 亚 ”

（Gaia）卫星收集的数据，研究人员画出

了恒星的速度和运行路径，从而发现了

该星系的“香肠”形状。

“盖亚”一直在绘制银河系恒星的图

谱，记录恒星经过银河系的轨迹，使天文

学家能以前所未有的精确度掌握天体的

位置和轨迹。目前，银河系仍在与其他星

系，如弱小的人马座矮星系等发生碰撞。

然而，“香肠”星系要重得多。它的气体、

恒 星 和 暗 物 质 的 总 质 量 是 太 阳 质 量 的

100 多亿倍。

研究人员称，当“香肠”撞进年轻的银

河系时，引发了极大的骚乱。它的俯冲轨

迹意味着，银河系的银盘很可能在撞击后

膨胀甚至断裂，需要重新生成。“香肠”碎片

如天女散花般洒落，形成了银河系中心的

“隆起”和周围的“恒星晕”。

新研究还发现了至少 8 颗大的球状星

团，它们由“香肠”星系带进银河系。小星

系通常没有自己的球状星团，所以“香肠”

星系一定足够大，可容纳一群星团。

研究人员表示，“香肠”星系的正面碰

撞是银河系早期历史中的一个决定性事

件，这一事件的“记忆”仍然存在于其恒星

的运动轨迹和化学物质中，我们可以通过

“盖亚”卫星提供的数据回溯到遥远的过

去，并重建银河系家园的前史。

银河系有多庞大？它的质量相当于

2100 亿倍太阳质量，它的结构众所周知

是 一 个 旋 涡 星 系 ，大 体 可 分 为 四 个 部

分。但自威廉·赫歇尔开始尝试描绘银

河系结构起，迄今科学家仍不能说对其

非 常 了 解 ，尤 其 是 这 一 构 造 的 历 史 成

因。2013 年升空的“盖亚”探测器能以精

确度空前的观测帮我们了解这一部分内

容，同时，一并获取银河系神秘的暗物质

和暗能量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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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7月5日电（记者刘霞）
据美国哈佛大学官网近日消息，该校研究人

员研制出一种“水陆两栖”的“移动微型机器

人”（Ambulatory Microrobot，HAMR），外

形就像“机器蟑螂”，可在陆地上行走，在水面

游泳，必要时还能在水下行走。这种设计为

小型机器人找到了新的用武之地。

研究人员解释，HAMR使用“多功能脚

垫”，能依靠液体表面张力产生的浮力在水面

游泳，更重要的是，还能在必要时，通过施加电

压破开水面潜入水下。其整个机身覆盖特殊

防水涂层，可避免在水下发生电路短路。

HAMR还有4对不对称襟翼，利用襟翼

和周围水之间的不稳定的相互作用，能产生

类似于潜水甲虫的游泳步态，这使其可以有

效地向前游泳和转弯。此外，在水面上移动

还使其能躲避水下障碍物，并减少阻力。

研究发表于《自然·通信》杂志。论文第

一作者、哈佛大学约翰·保尔森工程和应用科

学学院（SEAS）博士后研究员凯文·陈说：“这

项研究表明，微机器人可以利用小规模物理

学——在这种情况下是表面张力——来执行

对大型机器人来说极具挑战性的任务。”

该机器人的重量相当于一枚曲别针，

只有约 1.65克，能携带 1.44克的额外载荷，

而 且 能 以 高 达 10 赫 兹 的 频 率 让 其 腿 滑

动。研究人员指出，机器人的大小对性能

至关重要，如果太大，它可能很难浮在水面

上；如果太小，它又难以产生足够力量来破

坏水面张力（潜入水下）。

在水下环境中，HAMR 展现出与陆地

上同样优越的移动能力。不过，它仍有不

足之处，比如潜入水下后，只能依赖水底的

斜坡慢慢爬回地面。研究人员下一步将重

点解决 HAMR 的出水问题，希望为其找到

一种无需坡道也能返回陆地的方法，可能

采用冲动跳跃机制等。

两栖“机器蟑螂”可探索水下环境

科技日报北京7月5日电（记者张梦
然）英国《自然·通讯》杂志 4 日发表的一项

大型遗传学研究称，英国科学家团队通过

48 万余人的遗传多样性调查发现，我们是

否感觉孤独或参与特定社交活动，可能正

是受到了特定基因组区域的变异影响。

英国生物库（UK Biobank）是由英国

政府发起成立的一项计划历时 30 年的大

科学研究，收集了 50 万人的 DNA 测序数

据、疾病诊疗和健康评估信息，是英国迄今

规模最大、最为雄心勃勃的健康研究项目

之一。其目的是向研究“遗传和环境的复

杂互动与患病风险”的科学家提供其所采

集的资料。

剑桥大学研究人员约翰·佩里及同事，

此次分析了英国生物库收录的487647名被

试者的遗传多样性情况，同时这些被试者

通过回答问卷的形式，提供了自身的多种

信息，包括孤独感、社交频率和社交质量（即

他们是否有可以对之吐露心声的人）。为

了更好地理解个体的遗传组成如何决定其

孤独感的易感性，团队采用了多性状全基

因组关联研究方法。最后发现15个基因组

位点的变异与被试者的社交孤立相关。研

究人员进一步分析了特定活动的参与情

况，比如去酒吧、参加宗教团体或运动俱乐

部/体育馆，结果发现在选择特定活动时存

在细微的遗传差异，但是也存在相似点。

此外，研究团队报告称，可能影响孤

独感的遗传变异也会影响精神和心理性

状（如神经质）、主观幸福感和身体性状

（如身高体重指数）。这意味着社交孤立、

心理健康和心血管代谢健康之间可能存

在遗传关联。

研究人员指出，以上发现基于自我报

告和关联分析，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来

证实已鉴定出的潜在遗传变异在这些过程

中的因果作用。

48万余人大型遗传学研究显示

个人社交受特定基因组变异影响

“机器蟑螂”
图片来源：哈佛大学官网

这是 6月 29日在日本爱知县丰田元町工
厂拍摄的丰田氢燃料电池车MIRAI组装现场。

只排放水的丰田氢燃料电池车MIRAI被称
为“终极环保车”，2014 年底面市以来备受关
注。据介绍，MIRAI一次可加氢 5千克，每千克
1100日元（约合66元人民币）。丰田公司官网
称一次加满氢需要约 3 分钟，可行驶 650 公
里。目前这款车在日本的官方售价是723.6万
日元（约合 43.45万元人民币），经过各级政府
补贴后个人购车大约需要支付 500万日元（约
合30万元人民币）。

新华社记者 华义摄

“终极环保车”——
丰田氢燃料电池车MIR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