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28日电 （记者张
梦然）英国《自然》杂志 28 日发表的一项

演化学研究指出，海绵可能早在 8.9 亿年

前就生活在地球海洋中了。这一结果若

最终证实，其将代表迄今已知最早的动物

躯体化石，且比已经确认的第二古老的海

绵化石还要早 3.5 亿年左右。

海绵是一种简单的动物，也是整个动

物界最原始的类群，它们没有真正的组

织和器官，只有细胞分化。在此前研究

中，科学家们对海绵生物的遗体分子进

行了长期且详细的研究后发现，海绵生

物的某些分子结构有着 5 亿年以上的年

龄，且直到今天海绵生物在海洋中的数

量还在不断增加，可见海绵生物是在地

球上存在时间最长的生物物种之一。现

代海绵的遗传学证据也显示，海绵出现于

新元古代（10 亿—5.41 亿年前）早期，但是

一直以来，这一时期的海绵躯体化石都无

从获得。

此次，加拿大劳伦森大学研究人员伊

丽莎白·特纳分析了从加拿大西北部有

8.9 亿年历史的珊瑚礁中提取的岩石样

本，这些珊瑚礁是由能沉积碳酸钙的细菌

建造的。样本中，研究人员发现了含有方

解石矿物晶体和被其包围的圆筒状结构

分支网络。他们发现这些结构很像角质

海绵中的纤维骨架——角质海绵是一种

用来制作商业沐浴海绵的现代海绵，也很

像之前在被认为来自腐烂的角质海绵躯

体的碳酸钙岩石中发现的结构。

研究团队指出，在地球氧气上升到被

认为能支撑动物生存水平的 9000 万年之

前，角质海绵可能就已经生活在碳酸钙珊

瑚礁的表面、内部和周围，这些结构正是

那些角质海绵的化石残骸。

如果这些结构在下一步研究中可再

次证明确实是海绵躯体化石，那么此次发

现将暗示了早期动物演化是在地球氧化

事件之外独立发生的，且原始动物在 7.2

亿—6.35 亿年前的多个严峻冰期中存活

了下来。

海绵看着像植物，其实是延续了亿万

年的一种动物。科学家判断一个化石结

构是否属于远古海绵，以及进一步判断其

年龄，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之前也有疑

似的海绵化石，由于没有细胞结构和满足

水动力学需求的水沟系统等典型特征，最

终不被学界所认可。不过，对海绵生物展

开更进一步的研究，可不仅仅是为了刷新

“最远古”动物的纪录，还将带领人们了解

地质史上最关键的时期，帮助人们分析地

球上更高等生命起源的未解之谜，从而得

出一个关于生命起源的普遍性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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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本报记者 刘 莉

W O R L D 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

和颜悦“摄”

◎本报驻南非记者 杜华斌

国际战“疫”行动

7 月 27 日，南非民主独立党主席、开普

敦市议员安沃尔·亚当斯在当地主流媒体发

表题为《政治化行径对国际抗疫合作有百害

而无一利》的评论文章。文章批评美国部分

人将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并认为世卫组织

应考虑对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进行

溯源调查。

文章说，尽管特朗普已不再担任美国总

统，但“特朗普主义”仍在继续统治着这个国

家。上周，全世界目睹了共和党参议员兰德·

保罗与美国科学家安东尼·福奇博士的激烈

交锋。这是对科学的直接攻击，体现了当今

共和党人一贯作风，以至于福奇博士不得不

在保罗的参议院同事面前公开表示：“保罗参

议员，坦率地说，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亚当斯在文中表示，全球正在艰难抗

疫。然而正当他国坚持以科学方式抗击疫

情，美国部分人却执意将新冠病毒政治化，

这一企图在病毒溯源方面尤为明显。今年

初访问中国的新冠病毒溯源国际专家组关

于溯源的建议是：未来溯源研究也应扩展到

中国以外的其他地方。多国专家纷纷发声，

应当对美国、对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进行

溯源调查。该实验室曾是美国陆军传染病

医学研究所的一个站点，于 2019 年 7 月突然

关闭。报告显示，这个特殊的实验室储存了

各种致命病毒，如埃博拉、天花、非典、中东

呼吸综合征和新型冠状病毒等。炭疽菌曾

被从该实验室偷走，并于 2019年秋季发生泄

漏事件，当时正值全球新冠疫情暴发之前。

亚当斯认为，世卫组织研究人员开展病毒溯

源时必须充分考虑上述因素。

文章认为，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面临

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其被要求将溯源重点

继续放在中国，并沿用美国“新冠病毒来自

武汉”的说法。尽管今年 3 月国际专家组共

同发布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

研究报告，明确得出“实验室泄漏极不可能”

的结论，但谭德塞却公开表示，未排除实验

室泄漏可能。这位世卫组织总干事在联合

国卫生机构的新闻发布会上被记者逼问，不

得不表示：“我本人是一名实验室技术员和

免疫学家，我曾在实验室工作，实验室事故

时有发生。”西方媒体迅速利用这一应激表

态作为攻击中国的手段。

文章最后说，华盛顿将科学政治化，持

续政治化病毒溯源、对华舆论攻击以及保罗

参议员的表现，都指向一个共同事实：美国

有事在向世界隐瞒。

南非政界人士呼吁世卫调查美军生物实验室

科技日报北京7月 28日电 （实习记者

张佳欣）美国媒体 Daily Journal 近日发表题

为《人民之声：将新冠肺炎政治化昧良心》的

评论文章。

文章称，总有些人从政治角度而不是科

学和医学角度来看待新冠疫情大流行，这种

想法大错特错。抱此态度的人，要么是恶意

的无知者，要么是被昧着良心的说谎者引入

歧途的可怜人。无论是哪种情况，这种态度

都对我们所有人构成了生死存亡的威胁。

评论指出，病毒会变异，尤其是像冠状

病毒这样的具有 RNA 基因组的病毒，更容

易变异。这些病毒在人群中停留的时间越

长，它们变异的可能性就越大。随着时间的

推移，突变的病毒株可能让目前的疫苗失

效，从而对人类造成严重损害。

评论称，试图把潜在的医疗灾难变成一

个政治问题，实在是昧良心。试图做这种事

情的人只有一个可耻的原因——获得权力

并行使权力。而法国哲学家伏尔泰一针见

血地指出了这种行径带来的巨大危害，他那

句“如果有人能使你相信荒唐之事，那他也

有能力使你犯下滔天罪恶”的警示之言需要

每个人牢记心中。

美 媒 ：将 新 冠 肺 炎 政 治 化 昧 良 心

科技日报北京7月28日电（记者刘霞）
据英国天空电视台近日报道，英国和美国科

学家在最新一期《柳叶刀》杂志刊文指出，新

冠患者康复后，很有可能出现认知缺陷，在

智力测试中得分更低的可能性更大，其中住

院并使用过呼吸机的新冠病毒感染者，智力

水平的下降程度最大。

去年 1 月至 12 月间，来自英国帝国理工

学院、国王学院、剑桥大学、南安普顿大学和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对 81337人——

其中包括约 13000名新冠病毒感染者进行了

智力测试，这是英国智力大测试的一部分。

在控制了年龄、性别、母语和教育水平等因

素后，研究人员发现，与未感染病毒的人相

比，感染过新冠病毒的人在需要推理、计划

和解决问题的任务方面的表现最差。

研究人员称：“这些结果与新冠病毒长期

感染报告一致：患者大脑中出现‘脑雾’、注意

力不集中、难以找到正确的单词等常见现象。”

研究人员解释说，一种可能性是观察到

的认知缺失与病毒的持续症状有关，如呼吸

问题等，患病的参与者中，4.8%报告有残留

症状。他们表示：“我们认为（认知能力下

降）可能由多个因素导致。例如，以前对呼

吸系统疾病住院患者的研究不仅显示了客

观和主观的认知缺陷，而且表明这些缺陷在

5年的随访中仍然存在。”

但撰写报告的研究人员也谨慎地提醒人

们，目前的研究结果还只是初步结论，盖棺论

定还需要大脑成像数据。另外，最新研究中，

只有 275名参与者在感染新冠病毒前后完成

了智力测试。不过，他们表示，这些最新研究

结果应该成为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的“号

角”，科学家们应该继续开展相关研究，“进一

步证实新冠病毒感染对认知的影响”。

伦敦大学学院之前的研究发现，长期感

染新冠病毒的患者出现了 200 多种症状，10

个器官系统受影响。最常见的症状包括出

现幻觉、皮肤瘙痒、月经周期改变、腹泻、心

悸和耳鸣等。

《柳叶刀》：感染新冠或影响智力

7 月 26 日，一场汇聚中美英等多国科技

社团的交流活动在京举行。中国科学技术协

会、美国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英国

工程技术学会（IET）共同主办“世界科技社团

发展与治理论坛”在疫情之下更显珍贵。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怀

进鹏在致辞中指出，要面对挑战，认识到科

学不是万能的，但科技界的价值观却是指导

解决问题的方向，让开放、信任、合作成为科

技共同体的品质。

建设开放共享的国际
创新合作网络

近年来，中国科协积极支持所属全国学会

国际化发展，鼓励与国际同行深化互信交流与

合作。今年，中国科协特别设立开放合作示范

专项，引导全国学会加快建设开放组织、开放

平台和开放机制，不断提升开放合作能力。

怀进鹏呼吁，要共筑全球合作网络，建

立跨界、多元、多样的协同交流机制，建设开

放共享的国际创新合作网络，推动数字转型

与发展，推进开放科学，共同构建多元包容、

开放合作的创新生态。要凝练共同挑战问

题，共同应对人类挑战与冲突，以战略问题

引 导 开 放 交 流 ，塑 造 开 放 、信 任 的 交 流 平

台。要建立有效协商与沟通机制，期待科技

为政策服务，期望政策支持科技发展，应对

科技伦理以及科技界自律等重要问题，以开

放、互信、合作提升全球科技治理能力。

需要世界各地科学人
才和国际合作

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首席执行官苏

迪普·帕里赫在发言中详细介绍了美国科学

促进会组织、管理等相关情况后，郑重地提

到“信任”的问题。他说：“在我看来，美国和

中国的科学家之间的伙伴关系，对世界的未

来至关重要。无论地缘政治环境带来什么

挑战，科学交流和建立关系所带来的信任都

会令我们获益。当下一次公众卫生危机来

临时，我希望在诚信、相互尊重和科学规范

的基础上建立信任关系时，美国和中国科学

家将继续对合作充满信心，相互合作，为决

策者提出解决方案。”

他 说 ，这 是 一 个 不 寻 常 的 时 代 ，世 界

正 处 于 令 人 惊 叹 的 、探 索 和 突 破 性 的 、疾

病 治 疗 的 风 口 浪 尖 ，为 了 治 疗 疾 病 、探 索

太 阳 系 和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我 们 需 要 来 自

世 界 各 地 的 顶 级 科 学 人 才 和 强 大 的 国 际

合作。

英国工程技术学会首席执行官范纳杰

表示，IET 致力于用工程让这个世界更美好，

给不同学科、不同部门、不同关注点的人提

供支持。IET 与中国科协建立了非常成功的

合作伙伴关系，在加强工程师专业能力建

设、建设科技期刊和国际交流方面不断深化

合作。

美国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亚洲区高

级总监、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华宁介绍说，

IEEE 在 160 个国家有会员 42 万，在中国有 3

万会员。目前来看，政治因素对 IEEE 的国

际合作没有任何影响，未来也希望有更多中

国科研人员参与到 IEEE 协会管理、学术标

准制定、期刊出版等工作中。

开放、信任、合作，应对当前挑战和未来

之变，全球科技界需携手同行。正如苏迪

普·帕里赫在发言时所说：“相信通过科学世

界的努力，相聚的日子很快到来。很期待见

面的那一天！”

让开放、信任、合作成为科技共同体的品质

科技日报柏林7月 27日电 （记者李山）
成功研发新冠疫苗的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

（BioNTech）宣 布 ，将 基 于 信 使 核 糖 核 酸

（mRNA）技术开发一种安全高效的疟疾疫

苗，并计划于 2022 年底开始进行相关的临床

试验。

疟 疾 是 全 球 最 危 险 的 传 染 病 之 一 。

2019 年，世卫组织登记了 2.29 亿疟疾感染病

例，超过 40 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 5 岁以

下的儿童。近几十年来，科学家一直在研究

能对抗疟疾的疫苗。但由于疟疾寄生虫（疟

原虫）具有复杂的生命周期，能够使关键蛋

白质发生突变，导致疫苗效果不佳，持久性

不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针对这种热带病

的有效疫苗。

现在，位于德国美因茨的 BioNTech公司

宣布，他们将开发一种安全、高效、具有更持

久免疫力的 mRNA 疫苗，用于预防疟疾，相

关临床研究计划于 2022 年底开始。BioN-

Tech 公司的 mRNA 技术在新冠疫苗的研发

中得到了验证和发展。

BioNTech及其美国合作伙伴辉瑞（Pfiz-

er）于去年年底获得了首个针对新冠病毒的

疫苗的批准。这也是第一个获得批准的基于

mRNA 方法的医疗产品。mRNA 疫苗为人

类细胞提供了对抗病原体所需的信息。与传

统疫苗相比，mRNA疫苗可以更快地生产，并

且在必要时可以相对较快地进行调整，因为

生产不需要抗原本身。

在欧盟委员会、世卫组织和其他组织的

支持下，BioNTech还计划在非洲建立 mRNA

疫苗生产设施。Biontech 首席执行官沙欣教

授表示：“科学、合作和技术转让在这个项目

中至关重要。”此前，BioNTech 已经与南非的

Biovac 公司就新冠疫苗的灌装和包装达成了

合作协议。

此外，BioNTech 还致力于其他传染病疫

苗和抗癌药物的研究。其中包括 2022年开始

的一项结核病疫苗的临床试验；与合作伙伴

共同开发的针对 9种不同传染病的疫苗；以及

15 个处于临床阶段的肿瘤研究项目。沙欣

说：“大流行表明，如果每个人都朝着一个共

同的目标努力，科学和创新可以改变人们的

生活。”

BioNTech计划开发针对疟疾的mRNA疫苗

科技日报北京7月27日电（实习记者

张佳欣）在制造业供应链遭受重创的这一

年里，另一种短缺正在使制造商和消费者

的生产生活更加艰难：塑料——尤其是对

食品包装、汽车零部件、服装、医疗和实验

室设备，以及无数其他依赖它们的物品来

说，更是如此。但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最新研

究带来了希望。该校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

新型化学催化剂，可以从天然气的成分之一

丙烷中制取丙烯。在丙烷非氧化脱氢过程

中，该催化剂具有活性、选择性和稳定性，且

制取效率至少是目前商用催化剂的 10倍。

新研究发表在近日的《科学》杂志上。

传统催化剂中使用氧化铝作为支撑结

构。氧化铝与锡发生反应，使其与铂分离，

使催化剂分解。新型催化剂的关键创新在

于，它是由铂和锡纳米颗粒制成的，这些纳

米颗粒由二氧化硅支撑。这种结构阻止了

反应的发生，所以新催化剂的寿命更长。

同时，传统的丙烯制取过程中需要添

加氢气，因此效率一直很低。而新型催化

剂通过一种被称为“非氧化脱氢”的过程，

无需添加氢气即可从丙烷中制取丙烯。

研究人员表示，将这种催化剂商业化的

关键是找到一种方法，在催化剂被污染后可

再生。论文资深作者苏尔乔·林尼克表示，下

一步，他们需要为这种新型催化剂开发一个

能促使它在被污染后快速有效再生的系统。

虽然催化剂仍处于研究阶段，但它很

有可能提振全球丙烯供应。据悉，丙烯作

为原料，每年用于制造约 800 万吨的聚丙

烯塑料。全球对塑料的需求飙升，新冠肺

炎疫情引发的生产问题等事件，已经导致

全球丙烯供应严重短缺。

新催化剂制取丙烯效率高10倍

“隼鸟 2号”探测卫星高 125厘米、宽 100厘米、深 160厘米，满载燃料时重约 600公
斤。卫星安装了离子发动机、通信器材、观测装置等设备。

“隼鸟2号”在小行星“龙宫”两次接地，生成人造陨石坑，回收了5.4克小行星样本，达
成了7项世界纪录。

“隼鸟2号”在2020年12月 6日时总行程超过50亿公里，目前仍在继续飞行，挑战下
一个十年的任务。 本报驻日本记者 陈超摄

““隼鸟隼鸟22号号””卫星探测器卫星探测器

日本宇宙航
空 研 究 开 发 机
构（JAXA）展 示
的“隼鸟 2号”卫
星探测器。

回 收 舱 返
回地球时使用
的降落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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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程技术学会首席执行官范纳杰通过视频在会上发言。 中国科协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