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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时报讯（记者陈杰）近日，记者
从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获
悉，该所科研人员在云南省罗平县中三叠
世海相地层发现一种新的肿肋龙科爬行动
物。此发现成为多指节型鳍龙类最早出现
的化石记录。这种距今2.44亿年的物种被
命名为“奇异罗平龙”。相关成果近日发
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报告》上。

论文第一作者徐光辉研究员表示，奇
异罗平龙与此前发现的长尾红河龙较为相
似，但在吻部长度、背椎数目、前后肢指
式、肱骨和荐肋等特征方面明显不同，因
此代表了一个新的属种。“尤其特别的
是，奇异罗平龙前肢第三指上具有5节指
节骨，这有利于增加桨状肢的柔韧性，以
应对转向时脚蹼承受的流体动力。这种多
指节现象在肿肋龙类尚属首次发现，也代

表了迄今已知最古老的多指节型鳍龙类化
石记录。”

奇异罗平龙体型像水生蜥蜴，是一
种原始的鳍龙类，归入肿肋龙科。研究
团队运用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揭示出
奇异罗平龙头骨顶面、围眶骨和荐肋等
解剖学特征。通过分析与食性相关的吻
端、舌骨与下颌等长度比值数据，研究
人员发现肿肋龙类存在吻部逐渐加长而
舌骨相对下颌的长度逐渐减小的演化趋
势。这说明在肿肋龙类的演化历史中，
它们对于小鱼等猎物的侧向抓捕能力在
逐步增加，但同时抓捕之后吞食的效率
在逐渐减弱。

论文通讯作者尚庆华研究员介绍，肿
肋龙科和贵州龙科亲缘关系较近，在分类
上同属于肿肋龙超科。不过，罗平龙的吻

端很长，超过头长的一半，与短吻的贵州
龙差异较大，代表了两者在摄食和运动上
不同的生态适应，尖嘴长吻可能是为了帮
助抓住猎物并在追逐快速游动的猎物时减
少阻力而进化出来。“奇异罗平龙的发现
为我们了解肿肋龙类的早期演化提供了重
要的化石证据。”

三叠纪时期，罗平县处于浅海环境，
在该地区发现的中三叠世化石库被称为罗
平生物群。云南罗平生物群和贵州盘县、
兴义和关岭生物群一起，构成了国际闻名
的滇黔中-晚三叠世海洋生物王国。这里
曾经是无脊椎动物、鱼类和各种海生爬行
动物的共同家园，是了解二叠纪末期生物
大绝灭之后海洋生态复苏的重要窗口，同
时也留下许多未解之谜有待进一步去发现
和破解。

云南发现2.44亿年前“奇异罗平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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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疾病为何成过度治疗的重灾区
—— 健康辟谣系列科普报道之三

□ 科普时报记者 罗朝淑

本来只是想通过网络平台预约接
种宫颈癌疫苗，结果却被告知患有

“宫颈糜烂”。在花了3万多元检查和
治疗费后，说好的疫苗却不见踪影。
焦虑的秦女士（化名）去了正规医院
就诊后才发现，原来这不过是一场利
用“宫颈糜烂”来忽悠人的骗局。

现实生活中，遭遇秦女士这种
骗局的女性不止一个。在社交平台
上，有不少网友分享自己被诊断为

“宫颈糜烂”后，花了很多冤枉钱进
行治疗的遭遇。

“宫颈糜烂”不是病

事实上，让秦女士如此焦虑的

“宫颈糜烂”，早已不再被认为是一
种疾病。

“‘宫颈糜烂’曾经是宫颈炎
症的代名词，但后来随着阴道镜技
术的发展，人们对这个疾病也有了
新的认知。目前，在临床上，‘宫颈
糜烂’只是一种‘宫颈柱状上皮异
位’的表现，不再被认为是一种疾
病。”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
武汉儿童医院·武汉市妇幼保健院妇
产科主任医师周燕在接受科普时报
记者采访时说。

“ 很 多 女 性 一 听 到 ‘ 宫 颈 糜
烂’这 4 个字，就会紧张担心甚至
产生羞耻感。这往往也成为骗子用
来蛊惑人心的最佳工具。有些不良
医疗机构利用女性的这种心理，夸
大宫颈糜烂的后果，告诉患者这个
疾病易导致不孕不育，影响胎儿生

长发育，有可能发展成为宫颈癌
等，甚至故意误导女性，让她们觉
得难以启齿，被迫接受过度治疗，
造成医疗资源的极大浪费。”周燕
说，生活中不乏这样的案例，上述
秦女士的遭遇就是其中比较有代表
性的。

为什么宫颈糜烂不是病？周燕
介绍，宫颈主要由内侧的柱状上皮
细胞和外侧的鳞状上皮细胞构成，
柱状上皮看起来薄且嫩红，形似充
血，很多年轻女性尤其是青春期和
妊娠期的女性，因为雌激素分泌水
平较高，导致柱状上皮“侵占”了
外侧鳞状上皮的“领土”，肉眼看上
去，宫颈呈现红色颗粒状，形成一
种假性“糜烂”。“这种‘糜烂’并
不是真正由上皮脱落形成的糜烂，
因此无需治疗，随着雌激素水平的

周期性回落，柱状上皮又会回缩到
宫颈管里，所谓的‘糜烂’也就不
见了。”周燕说。

除了“宫颈糜烂”的骗局，在
妇科领域，一些不法机构利用盆腔
炎、盆腔积液等概念来忽悠女性的
骗局也屡见不鲜。

“面对妇科疾病，女性朋友们不
要盲目恐慌，要提高自身辨别能
力，拒绝过度治疗，以免给自己的
身体造成不必要的伤害。不过需要
注意的是，如果女性频繁做人流，
不注意清洁或者过度清洁，以及持
续性感染高致病性HPV等，都可能
会导致宫颈炎症，甚至出现宫颈病
变。”周燕提醒，已婚女性可以每一
两年在正规医疗机构进行一次妇科
检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下转第2版）

让很多女性难以启齿的“宫颈糜烂”早已不是病，却成为不法机构过度医疗、牟利赚钱
的幌子；号称能让女性青春永驻的“卵巢保养术”，反而让女性“保养”出肠梗阻等问题——

对于中国文物而言，二十世纪是个困苦的时节。
前五十年有侵略者的掠夺，有贯穿整个民国时代的盗
墓风潮；后五十年有十年浩劫，又有八九十年代再一
波文物倒卖的潜流。这些劫难给文物造成了暴烈的破
坏，也给关爱文物的人们带来许多心碎和遗憾。但
是，除了这些常驻于史书和回忆录的“大事”，还有
一位沉默的“杀手”，以缓慢到近乎隐形的速度毁坏
了更大规模的文物，却很少引起大众的注意——它就
是时间。

水和氧气是地球生命的基础，却也是地下文物最
大的敌人。水是绝佳的溶解剂，是氧化剂的拍档，还
能滋养作为分解者的细菌。氧气——它的名字已经说
明了一切——本身就是见缝插针无孔不入的最常见氧
化剂。文物，无论是常埋地底还是初次见光，或者已
经被放进了博物馆，都要时时刻刻面对它们的威胁。
就算剂量再小，机会再少，胜出的也往往是它们，因
为时间站在它们这边。

因此，当人们打开封闭已久的地宫时，往往只能
找到一些朽烂不堪的残片和模糊不清的纹理。即使是
最专业的考古人员，也可能见证文物的面貌在初次示
人后的须臾之内，如指间流沙一般永远消逝。时间是
个残酷的对手，它运用最简单的手段，就能让人们在
衰朽面前疲于奔命，却往往无可奈何。这衰朽或急或
缓，但终究不可逆转，对人的生命来说如此，对文物
的生命来说亦然。

何以对抗时间的洪流？技术看上去是唯一答案。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8集微纪录片《重生技》，讲述了
文物修复与保护中现代技术应用的故事。腐朽、霉变、
虫蛀、失水，这些看似不可逆的进程困扰着文物，不禁
让人联想到生命体的疾病与死亡。

山西太原东山明代藩王墓M3墓穴，昔日王妃的
丝绸华服成了残片；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古象牙已
经化成一段龟裂的朽木；故宫养心殿的“寿”字贴
落，正在遭受蛀虫的“围攻”；明代太监赵谅棺椁上
的壁画，因细菌对木质的威胁正面临剥落的危险……
面对这些“绝症”，当代文物工作者化身“救死扶
伤”的医生，尝试使用现代技术手段“疗愈”文物。

丝素蛋白可以修复丝绸华服；大蒜素成了阻止象
牙因霉菌老化的神奇“羊胎素”；借助透光摄影与材
质鉴定技术，“寿”字贴落得以修复；聚乙二醇浸泡
后，漆皮不再畏惧细菌的挑战……技术挽救了文物，
实现了化腐朽为神奇。纪录片把文物修复的故事讲成
了一台台手术，从“病人”讲起，深入到“病理”，
再介绍化腐朽为神奇的“治疗”，每个细节都可谓激
动人心。

但是，正如医疗隐喻揭示的那样，文物修复绝不是一劳永逸的工
作。文物们只是暂时逃过了时间的侵袭，这个永恒的对手还会继续无休
止地追捕它们。从这个角度来说，技术的作用也是短暂的。归根结底，
文物保护靠的不是几场神奇的“手术”，而是一代代文物工作者的坚守和
传承。正如片中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的吴顺清和吴昊父子一样，他们几十
年如一日对木漆器保护的研究才是“手术”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重生技》片名的关键字是“技”，但落点还是人。与其说是“文
物+技术”的组合在对抗时间，不如说是人在靠信念、智慧和坚守对抗
时间。通过文物这件载体，人类及其文明“长生不老”的夙愿得以表
达。当然，这些努力在时间面前或许依旧微不足道，但其成果对人类
自身来说已经弥足珍贵，这就是人们称之为“意义”的东西。

星空星空““课堂课堂””
日前，由国家海洋博物馆、国家国防科技工

业局新闻宣传中心联合主办的“探索·星辰大海─
─航天科技主题成果巡回展”在位于天津的国家
海洋博物馆开幕。

展览面积2000平方米，含6大主题展区，共
展出珍贵航天展品100余件，科普影像资料20余
段，同时设置5个环境艺术空间以及3个沉浸式体
验项目，配套公益讲解、科普讲座等活动。随着
寒假到来，该展览吸引青少年前来“一站式”探
索星辰与大海的奥秘。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 摄

近来，新冠病毒奥密克戎XBB毒
株引发关注。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陈
操在 1 月 8 日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新闻发布会上介绍，XBB进化分支的
免疫逃逸能力是明显增加的。

当前国际上流行的 BQ.1 和 XBB
新变种具有很强的免疫逃逸能力，一
些国家已出现病毒不同变异株同时流
行的趋势。为了更好地建立免疫屏
障，加强对免疫逃逸问题的应对，国
内多个新冠疫苗研发团队以“预防变
异株感染，提高疫苗广谱交叉保护能
力”为目标开启了多价疫苗的研发。
我国新冠病毒的二价变异株重组S三
聚体蛋白疫苗近日已经获批紧急使
用，多款多价疫苗正在开展临床试
验。

那么，什么是多价疫苗，与单价
疫苗有什么区别？多价新冠疫苗预防
效果更好吗？

多价疫苗的“价”是什么

多价疫苗在新冠病毒疫苗之前就

有，最让人耳熟能详的人乳头瘤病毒
疫苗 （HPV 疫苗），已经上市了多款
多价疫苗，分别为二价、四价、九
价。HPV不同价的疫苗可以预防不同
血清型的 HPV 病毒。例如，预防
16、18 型 HPV 的疫苗是 HPV 二价疫
苗，预防 6、11、16、18 型的疫苗是
四价疫苗。

可见，疫苗的“价”与病毒的血
清型直接相关。

神州细胞集团重组新冠病毒二价
S三聚体蛋白项目首席科学家、科研
攻关负责人谢良志对科普时报记者解
释，传统的多价疫苗指的是包含多个
差异大、没有交叉免疫保护的、不同
血清型的疫苗，疫苗的“价数”对应
的是不同的“血清型”。

什么是“血清型”呢？在病毒的
分型中，有一种根据同一种病毒内不
同抗原性进行分型的方法。鉴定抗原
性的方法就是通过血清学反应试验来
测量，即用动物或人血清中的特异性
抗体识别病毒，不同的血清能识别不

同型别的病毒，以此将病毒分为不同
的“血清型”。

多价疫苗是针对不同“血清型”
病毒设计的疫苗，而单价疫苗只针对
某一种“血清型”病毒。多价重组蛋
白疫苗就是将多个不同血清型的抗原
按一定比例混合而制成的。

多价新冠疫苗预防效果如何

多价新冠疫苗借用了传统“多价
疫苗”的概念，是把多个不同变异株
（而不是多个血清型） 的抗原混合到
一起而研制出“多价疫苗”。这样的
设计，让新冠多价疫苗产生了“1+
1＞2”的效果。

谢良志介绍：“现在流行的主流
新冠变异株都是从最初的原始毒株经
过多代次的氨基酸突变产生的。阿尔
法、贝塔、德尔塔、奥密克戎之间在
一些关键位置上有氨基酸的突变，已
经出现比较大的差异，尤其是最近出
现的奥密克戎 BQ.1 和 XBB 变异株与
原始毒株相比已经面目全非，但它们

之间的同源性仍然很高，产生的免疫
反 应 具 有 一 定 的 互 相 交 叉 保 护 作
用。”具体而言，A+B的中和位点可
能覆盖到C的变异位点。

多项研究表明，把多个变异株的
抗原组合到一个疫苗里做成多价疫
苗，比原始毒株或单价变异株的疫苗
具有更丰富的突变表位，可以产生针
对突变株更高的中和抗体效价，因此
具有对不同变异株更广谱的交叉保护
作用。

据介绍，目前获批紧急使用的二
价新冠变异株疫苗 SCTV01C，包括
了阿尔法和贝塔两个变异株，研究证
明其可产生针对奥密克戎BA.5和BF.7
等变异株强烈的广谱交叉中和抗体。

“我们还在研制四价新冠疫苗，
包含了阿尔法、贝塔、德尔塔、奥密
克戎四个变异株，与单价和二价疫苗
相比，包括了更新、更丰富的关键突
变表位。”谢良志介绍，针对目前流
行和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变异株的广谱
交叉保护能力有望进一步提高。

多价新冠疫苗预防效果更好吗
□ 科普时报记者 张佳星

不不守护健康 向谣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