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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创新连线·日本

科技日报柏林9月 26日电 （记者顾钢）
在德国北极科考营地，研究人员试种西红柿、

黄瓜、大头菜等多种蔬菜获得成功。目前营

地已收获了 183 公斤新鲜蔬菜，包括 29 公斤

西红柿、1.6 公斤黄瓜。这项试验不仅可以部

分解决漫长冬天营地工作人员对新鲜蔬菜的

需求，也给在非洲沙漠中种植蔬菜，或未来人

类在火星上生存带来启发。

极地的冬天有一段漫长的“隔离阶段”，

海面冰层太厚，没有补给船可以到达营地。

过去营地常驻人员只能依靠储存的蔬菜和食

物，想吃新鲜蔬菜是不可能的。

今年 2 月初，德国航空航天中心北极科

考营地人员用探险船送来的植物容器、基

质 和 营 养 液 ，在 集 装 箱 暖 房 里 试 种 西 红

柿。外面零下 42℃，但在 10 厘米壁厚集装

箱内放置的植物容器里，西红柿在顽强生

长 。 由 于 几 乎 没 有 阳 光 ，研 究 人 员 采 用

LED 灯照明。

项目经理舒伯特称，在植物容器里生长

的西红柿虽然个头不大，但维生素含量超过

了冷藏蔬菜，毕竟是新鲜蔬菜，对于爱吃沙拉

的人来说已经是享受了。而且，极地种植蔬

菜还不需要农药。

舒伯特认为，对于未来农业而言，该项

目也可能是一个榜样。全球越来越多的蔬

菜生产将转变为垂直农场，可以优化城市的

生态足迹，例如用废水处理厂的废水给蔬菜

施肥，或者将含有二氧化碳的废气送到温室

蔬菜大棚。

德国航空航天中心正在与摩洛哥和埃

及合作，试验在沙漠中种植蔬菜。他们将

一些集装箱放置在偏远村庄，利用太阳能

给集装箱内植物容器中的蔬菜喷灌最低需

求的水。这一项目已经得到德国联邦教研

部的支持。

与此项目关联的是探索人类在火星上的

生存，未来人类飞往火星，不管是在路途中，

还是到达火星后停留，在此期间他们必须自

己种植水果和蔬菜。

德国极地试种蔬菜获得成功

在德国北极科考营地集装箱暖房里，研究员帕尔·扎伯手捧自己种植的大头菜。
德国航空航天中心供图

施 普 林 格·自 然 旗 下 开 放 获 取 期 刊

《BMC 公 共 卫 生》日 前 发 表 的 一 则 研 究 ，

分析了酒精摄入量较低的中年饮酒者（30

岁 —65 岁）的 心 理 行 为。研究表明，这一

人群喝酒时很少甚至不会顾虑饮酒对健康

的影响。

而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人群——有饮

酒问题但并非重度饮酒者的心理状态，几乎

一无所知。

不被“重视”的群体

在世界范围内，酗酒已是一个颇受重视

的健康问题，在精神科，它也作为一类常见的

课题被研究和分析。

这是因为，人们公认长期酗酒会对健康

带来严重负面影响，而且停止饮酒后，很快会

出现酒精戒断症状——酒精依赖不仅是心理

上对酒精的渴望，还涉及生理因素。

其实，饮酒带来的长期风险，并不仅仅局

限于重度饮酒者。不过，存在饮酒问题但并

没有达到酗酒程度的人群，其心理、认知以及

这一系列行为反射出的个人与社会、与世界

的关系，却长久地被忽视了。

来自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的研究人

员，此次对 13项研究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

介于 30 岁—65 岁区间内没有酗酒问题的中

年饮酒者，其饮酒行为会受到得体程度、性别

和是否有他人在场等因素的影响，但对健康

问题的担忧却不在影响因素之列。

健康不是首要考虑因素

团队成员之一、研究通讯作者艾玛·穆拉

克表示：“健康居然不是中年人饮酒时的重点

考虑因素，这一点让人非常惊讶。即便他们

在考虑健康时，通常也会以自己的经验作为

参考标准（比如说，自己喝太多时会有什么感

觉），而不是参照健康组织制定的指南。”

研究人员发现，中年饮酒者认为，以符合

其年龄或生活阶段的方式饮酒很重要，这样

才能让他们履行自己的责任，避免出现明显

的醉酒迹象。性别也会影响对饮酒行为是否

可接受的判断，某些饮品被认为更适合女性，

其他一些则更适合男性。另外，在家中饮酒

与女性相关性较高，在公共场合饮酒则与男

性相关性较高。

艾玛·穆拉克说：“我们对中年饮酒者饮

酒的决策过程知之甚少。这个综述的结果有

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饮酒是如何融入中年人

的日常生活的，以及在尝试减少中年人饮酒

量时应该考虑哪些因素。”

公共卫生应加以重视

一直以来，从事公共卫生事业的人员在

向人们宣传饮酒的害处时，一向过于注重酒

精危害健康这一点。

过量的酒精摄入当然对身体无益。但

此次的研究结果表明，旨在减少中年中度

饮酒者饮酒量的公共卫生运动，如果将关

注 点 更 改 一 下 ，可 能 会 收 到 更 理 想 的 效

果。譬如，重视饮酒者可能因做出不合宜

的饮酒行为而承担的风险——包括没有履

行自己对他人应尽的职责，可能对他人造

成伤害，以及可能会失去别人的尊敬等等；

而不是以往那样，一味地强调个人的健康

后果。

研究人员此次分析的 13 项研究，其中包

括来自英国研究机构的 9 篇论文，这些论文

研究了酒精摄入量以及包括中年中度饮酒者

在内的饮酒人群的体验。亦因此，研究团队

提醒，当前这篇综述中所分析的研究大部分

是在英国进行的，所以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结

果的普适性可能仍然有限。

（科技日报北京9月26日电）

比 起 失 去 健 康 ，更 怕 失 去 尊 敬
研究称应重视中年人喝酒时的心理过程

本报记者 张梦然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科技日报北京 9月 26日电 （记者张梦
然）英国《自然》和《自然·医学》杂志 26日公开

了两项重要医学研究：美国科学家团队展开

的两项小型 Ib 临床试验，报告了采用两种抗

体联合注射的疗法，可以维持对人类免疫缺

陷病毒 1型（HIV-1）的抑制，并在患者不进行

抗逆转录病毒疗法（ART）治疗时，减少病毒

载量。

HIV-1感染个体需要终身接受抗逆转录

病毒药物治疗，其原理在于抑制病毒的复制，

保存和恢复免疫功能，因此一旦治疗中断，会

重新激活病毒潜伏库。既往研究显示，广谱

高效抗 HIV-1 单克隆抗体在中和 HIV-1 方

面或能替代抗逆转录病毒疗法。

此次，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研究人员迈克

尔·努森威格及同事，在两项小型 Ib临床试验

中 对 两 种 抗 HIV-1 抗 体（3BNC117 和

10-1074）的病毒抑制功效和减少病毒载量（血

液循环中的病毒数量）的能力进行了评估。

在《自然》发表的试验中，15 名患者在抗

逆转录病毒疗法中断后为期 3周的间隔内，接

受了 3 次抗体联合注射治疗。分析剔除了其

中 4名患者，因为他们在抗逆转录病毒疗法中

断后的病毒载量过高。抗体治疗能维持病毒

抑制效果的中位数时间为 21 周（范围从 5 周

到超过 30周）。

在《自然·医学》发表的试验中，7 名尚未

接受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血液中检测到

病毒的患者，在一个月内接受 1 次或 3 次抗

体联合注射治疗。结果显示，病毒载量有所

下降，且根据最初病毒载量和患者病毒敏感

性不同，病毒载量的下降能维持 3 周—16 周

的时间。

两项试验的参与者对抗体治疗的耐受

性较好。不过，抗体耐药病毒或较大的病

毒载量似乎会降低治疗的有效性。研究团

队认为，两种抗体药物的联合治疗可以在

不接受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的情况下抑

制 HIV-1，不过，仍需更大规模的试验才能

确认这些结果。

两种抗体联合注射有效抑制HIV-1
不采用抗逆转录病毒疗法也能减少病毒载量

科技日报北京 9月 26日电 （记者张
梦然）根据英国《自然·生物技术》杂志 25

日在线发表的一项研究，一种新的“基因驱

动”机制，可以导致携带疟疾的笼养蚊子种

群完全崩溃。在实验中，没有发生突变阻

止“基因驱动”的传播，使其成为第一个有

望在野外生效的“基因驱动”。

所谓“基因驱动”，是指特定基因有偏

向性地遗传给下一代的一种自然现象。

借助被称为“基因剪刀”的 CRISPR 基因

编辑技术，科学家已经研发出人工“基因

驱动”系统。而构建“基因驱动”的目的，

是让特定基因产生遗传优势，经过几代繁

殖后传播到整个种群中。就蚊子而言，基

于 CRISPR 的“基因驱动”可以将特定基

因遗传给 99%的后代，而常规基因的遗传

率为 50%。

之前已有实验表明，一种旨在降低雌

蚊繁殖能力的“基因驱动”可以在笼养蚊子

中传播开来，缩小其种群规模。然而，后续

实验发现，蚊子最终对该“基因驱动”产生

了抗性，阻止了进一步的传播，这意味着该

策略不适用于在野外消灭蚊子。

此次，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科学家安德

鲁·克里桑提及其同事，报告了一种新的基

于 CRISPR 的“基因驱动”，靶向冈比亚按

蚊（Anopheles gambiae）体内高度保守的性

别决定通路。结果发现，该“基因驱动”在

笼养蚊子中迅速传播开来，而且蚊子没有

对其产生抗性，最后这一蚊子种群完全崩

溃——这是前所未有的。

研究人员总结表示，由于该“基因驱

动”不仅可以快速完整地传播，而且不会出

现抗性，因此下一步开展有限的田间试验

是现实可行的。

人类在与蚊子的斗争中，几乎从来

不占优势。这种令人生厌的物种，是传

播蚊媒疾病的始作俑者。消灭蚊子很不

容易，但科学家绝不能坐视不管、任其发

展。改造基因，让某一种群完全崩溃，这

样 针 对 性 极 强 的 生 物 学 编 辑 工 具 非

CRISPR 莫属。只是，没有蚊子的世界，

何时能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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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9月 26日电 （记者张
梦然）英国《自然·医学》杂志 25 日在线

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了一种可以分析

四 肢 瘫 痪 患 者 大 脑 活 动 的 深 度 学 习 算

法。该算法已被用于向患者的前臂肌肉

传递电刺激，从而恢复瘫痪肢体的功能性

运动。

慢性瘫痪患者的生活质量可以通过脑

机接口加以改善。脑机接口可以将控制运

动的中枢神经系统回路和辅助设备（例如

计算机光标或机器人设备）连接起来。近

来，脑机接口已被用于绕过脊髓损伤，通过

直接的肌肉刺激来恢复瘫痪肢体的功能。

虽然这种方法前景可观，但是要实际应用

仍面临一定障碍，比如需要准确快速的响

应，能够提供多种功能以及根据需要进行

有效的日常重新校准。

美国巴特尔纪念研究所的科学家用

两年时间，收集了四肢瘫痪患者执行“想

象的”手臂和手部运动时的脑皮质活动

记录。他们向患者运动皮层植入微电极

阵列，长期收集患者大脑活动信息。这

些微电极以高时空分辨率直接采样神经

元活动。

根据这个大型数据集，他们使用深度

学习方法开发了一种脑机接口解码器，它

可以准确、快速而持久地运行，并且会学习

新功能，基本不需要再训练。实验显示，解

码器可用于控制电刺激设备，实时恢复患

者瘫痪的前臂活动。

团队指出，虽然示例患者可以使用

解码器来抓取和操纵物体，但是这种方

法是否适用于其他患者，是否支持更长

久的实际应用，还有待进一步验证。未

来的研究应该调查是否可以通过实际应

用中产生的训练数据，而非在受控的实

验室条件下获得的训练数据，来生成类

似功能的解码器。

深度学习算法“解密”脑活动
助脑机接口控制瘫痪肢体

科技日报北京 9月 26日电 （记者马爱
平）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中尼犀牛

保护合作研究启动仪式 26日在上海野生动物

园举行。尼泊尔向我国赠送两对亚洲独角犀

牛用于繁育研究和展示教育。

在启动仪式上，中尼双方代表交换了亚

洲独角犀牛的濒危物种进出口证书和物种档

案。此次落户上海的亚洲独角犀牛为 3 岁的

雌性独角犀牛“美蒂尼”和 2 岁的雄性独角犀

牛“索拉提”。目前“美蒂尼”的体重为 800 公

斤，“索拉提”的体重为 600 公斤，现正处于检

疫期。抵达上海后，它们很快适应了环境和

气候。每头犀牛每天要进食 60 公斤食物，以

鲜嫩的青草为主，配以新鲜的西瓜、苹果、胡

萝卜、香蕉、卷心菜等果蔬。

据介绍，亚洲独角犀牛于上世纪初在

我国灭绝，目前仅分布于尼泊尔等少数亚

洲 国 家 ，十 分 珍 贵 。 自 今 年 6 月 中 尼 双 方

签署关于《赠送两对亚洲独角犀牛的谅解

备 忘 录》后 ，两 对 亚 洲 独 角 犀 牛 先 后 落 户

广 州 长 隆 野 生 动 物 园 和 上 海 野 生 动 物

园 。 此 前 ，中 国 和 尼 泊 尔 签 署 联 合 声 明 ，

将 两 国 犀 牛 项 目 合 作 视 为 中 尼 永 恒 友 谊

的象征。

尼 泊 尔 驻 华 大 使 利 拉·马 尼·鲍 德 尔

说，通过向公众展示亚洲独角犀牛，有助提

高公众保护意识，促进社会广泛关注，加强

对包括犀牛在内的濒危野生动物保护，增

进中尼两国人民友谊。尼泊尔和中国都是

《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的缔约国，相信通

过与中国的合作研究，能更好地保护这一

濒危物种。

尼泊尔向中国赠送亚洲独角犀牛
用于繁育研究和展示教育

日本国立精神神经医疗研究中心与

DNA 芯片研究所合作发现，核糖体基因

RPL17 和 RPL34 与抑郁症及应激易感性

有关，可以将这两种基因在血液中的表达

量作为诊断标志物。

研究小组全面调查了普通成年人血液

中随着应激易感性而变化的基因表达谱，

并将调查获得的主要结果与抑郁症患者相

对 照 ，由 此 发 现 ，核 糖 体 基 因 RPL17 及

RPL34 在应激易感性和抑郁症中都起着

重要作用。

调查还发现，核糖体基因簇中有 8 个

基因表现出显著的表达波动，表达量均随

着应激易感性而增加。

两种基因可作抑郁症诊断标志物

旭 硝 子 公 司（AGC）开 发 出 一 种 用

于燃料电池的氟基电解质聚合物，更薄

更柔韧，耐久性是原有电解质膜的 5 倍

以上。

燃料电池在发电时，电池单元内会生

成水，电解质膜吸水膨胀，发电停止后则会

干燥收缩。这一过程不断重复，导致向电

解质膜施加复杂的机械应力，最终使其破

裂，无法再发挥隔膜的功能。

旭 硝 子 公 司 研 究 了 聚 合 物 的 化 学

结构，开发出了一种韧性更好的新型电

解 质 聚 合 物 ，能 减 轻 和 分 散 机 械 应 力 ，

即使反复变形也能保持三维微观结构，

不 易 劣 化 。 这 种 新 型 电 解 质 膜 虽 然 厚

度减至 5 微米，但仍表现出原有电解质

膜 5 倍以上的干湿循环耐久性，成功打

破 了 薄 膜 化 与 干 湿 循 环 耐 久 性 之 间 此

消彼长的关系。

（本栏目稿件来源：日本科学技术振兴
机构 整编：本报驻日本记者陈超）

新型电解质膜耐久性提高5倍

由中车株机公司为德国联邦铁路公司定制的一辆“内燃+蓄电池”混合动力调车机车，日前
已交付德国汉堡车辆段。

该机车适用于所有轨道线路。相对于纯柴油调车机车，其可实现降低油耗30%以上，从而
大幅度降低污染气体排放。 本报驻德国记者 顾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