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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创造新的温度纪录
科普时报讯 世界气象组织7月4日宣

布，热带太平洋7年来首次形成厄尔尼诺
条件，可能导致全球气温飙升、破坏性天
气和气候模式的出现。

据新华社报道，美国气象机构同日公
布的初步测量结果显示，7月3日是全球有
记录以来平均气温最高的一天，首次超过
17摄氏度。而随着北半球进入夏季，全球
平均气温在 7 月底或 8 月初通常会持续上
升，这一新纪录可能很快就会被打破。

其实，早在 6 月 8 日，美国国家海洋
和大气管理局就已宣布出现厄尔尼诺现
象，并指出它“可能会在某些地区创造新
的温度纪录”。

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发生的气候模
式，一般每2至7年发生一次，通常持续9
至12个月。它与热带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
海洋表面温度变暖有关，影响太平洋周边
地区的洋流和气流，进而给各地天气带来
变化，通常干旱少雨的地区可能发生洪
涝，而某些多雨的地区可能出现干旱。

今年5月，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一份
报告预测，受温室气体排放和厄尔尼诺现
象影响，2023至2027年这五年内至少有一
年会打破2016年创下的高温纪录，这一概
率达到98%。

结合世界多地的模型预测和专家评估
意见，世界气象组织认为 2023 年 7 月到 9

月间出现厄尔尼诺事件并持续到年底的可
能性为90%，且“至少为中等强度”。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彼得里·塔拉斯
表示，厄尔尼诺的出现将大大增加打破气
温纪录的可能性，在世界许多地方和海洋
中也可能会引发极端高温。此次世界气象
组织宣布厄尔尼诺出现，目的是动员各国
做好预警，提前应对，以减轻对人类健
康、生态系统和经济的影响。

按世界气象组织说法，厄尔尼诺现象
对全球气温的影响通常在它出现后一年内
显现出来，因此本次厄尔尼诺现象对气温
的影响可能在2024年最为明显。

（科文）

去年1月10日，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院成功完成
世界上首例活体患者植入转基因猪心脏手术，消息迅
速轰动全球。接受手术的是一名57岁的心脏病患者大
卫·贝内特，这个名字也很快遍布世界各大媒体版面。

然而，幸福并未持续太久。大约两个月后，大卫
就因病情恶化而去世。虽然生命没有延续很长，但这
种尝试仍为人类提供了器官移植的新思路。

6月30日，《柳叶刀》杂志发表了对这例手术的后
续研究，揭示世界首例转基因猪心移植“失败”的可
能原因。首例异种器官移植案例给我们留下什么经
验？对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启示？对此，科普时报
记者采访了我国异种移植领域的专家。

异种排斥反应可能影响了心脏长期存活

四川省人民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副所长潘登科长
期从事异种器官移植供体猪的研发。他告诉记者，猪
和人属于不同物种，因此猪器官移植到人体被称为异
种器官移植。“美国同行的这例手术让人的生命延续两
个月，看起来可能不够长，但首次人类同种移植的心
脏仅仅存活了18天，相比而言，两个月已经是巨大的
飞跃。”

在潘登科看来，这次移植心脏没有长期存活，还是
因为存在一定的排斥反应。《柳叶刀》的研究点明了发
生排斥反应的原因。其中的一个结论就是发现患者注射
了高剂量的免疫球蛋白，这可能是排斥反应的诱因，属
于操作层面的失误，在今后的实践中是可以避免的。

研究还发现，猪心携带的巨细胞病毒出现了增
殖，这也可能加剧了排斥反应的程度。“其实，从去年
开始，大家就更加注意对供体器官病毒的检测，以避
免后续出现类似的问题。”潘登科解释。

如何有效控制异种移植后器官与宿主的排斥反应
是这次案例给我们的启示。潘登科坦言，这些问题并
非一天两天就能攻克，需要长期不懈地探索。“现在有
了基因编辑等生物技术，还有免疫抑制剂，从理论上
讲，我们可以控制这些排斥反应。”

基因改造是解决异种排斥反应的有效手段

潘登科表示，一年前的猪心脏人体移植并没有出
现异种之间的超急性排斥反应。这是因为通过对猪的
基因改造，猪器官与人体超急性排斥反应的问题已经
解决，但如今仍存在着急性和慢性排斥反应。异种之
间的排斥反应又不同于同种，因此需要进行多个基因
的改造。

免疫抑制剂也能派上用场，可以解决受者免疫系
统对异种器官识别和攻击的问题。器官移植还需要解
决出血问题，一些特异性的药物对抑制出血十分有
效。潘登科认为，通过基因改造加上免疫治疗方案，
猪器官和人体可以达到人类同种器官移植后出现的排
斥反应程度。

除了对猪的基因进行改造，能不能直接在猪体内
长出人的器官？“如果通过基因改良把猪对人的免疫排
斥程度降低了，就有可能把人的干细胞植入猪的体
内，长出一个含有人细胞的器官，这样在移植人体后能更好地解决免疫排
斥。但人的干细胞注入到猪的体内长出人的器官，会涉及到技术和伦理问
题。”潘登科强调，目前来看，通过基因改造猪器官是能最快应用于临床的
解决方案。

潘登科对异种移植的未来发展持乐观态度。随着基因改造技术的不断
发展，可用于移植的猪器官将会实现工厂化、标准化、规模化生产。“从这
个角度讲，异种器官移植还是有巨大优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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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一种普遍存在于各种
无糖食品和饮料中的甜味剂阿斯巴
甜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世界卫生
组 织 旗 下 的 国 际 癌 症 研 究 机 构
（IARC）将在本月宣布它“可能致
癌”。不少人担心：阿斯巴甜是否安
全？添加代糖的甜食、果脯蜜饯还
能吃吗？代糖饮料还敢放心喝吗？

阿斯巴甜是什么

阿斯巴甜是 1965 年出现的一
种人工合成甜味剂，主要由 L-苯
丙氨酸和 L-天冬氨酸 （氨基酸是
蛋白质的组成成分）构成，可以像
蛋白质一样在体内被快速吸收，不
会积蓄在体内，而且天冬氨酸可被
人体直接利用。

阿斯巴甜的热量很低，是蔗糖的
1/200，但甜度是等量蔗糖的200倍。
因为热量低、甜度高的优势，阿斯巴
甜在很多饮料和食品中都有应用。比
如，无糖可乐、口香糖及很多无糖食
品中，都常见其身影。目前，我国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允许阿斯巴甜用于饮
料、乳制品、果冻、膨化食品、口香
糖等几十种食品中，允许每千克使用
量在0.3―4.0克之间，也有按生产需
要适量使用的。

阿斯巴甜只是甜味剂中的一
种。其他常用合成甜味剂还包括三
氯蔗糖、甜蜜素、安赛蜜等。糖的
替代物中，还有糖醇类甜味剂，包
括几十种糖醇，如木糖醇、麦芽糖
醇、赤藓糖醇等，它们是天然存在
的甜味物质，通过发酵或氢化的方
式来大量生产。还有一类比较“天
然”的甜味剂是甜叶菊苷、甘草苷
等天然草药中的甜味剂。所以，阿
斯巴甜“可能致癌”，并不波及所
有的甜味剂。

阿斯巴甜是否安全

从安全角度，目前国际上很多
健康组织和监管机构，包括美国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欧洲食品安全
局、世卫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食

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 （JEC-
FA），都对阿斯巴甜进行了广泛的
评估和研究，普遍认为它在合理范
围内使用是安全的（除了苯丙酮尿
症患者不能食用含有阿斯巴甜作为
甜味剂的食物外），并不会致癌。
尽管围绕阿斯巴甜对健康的影响，
数十年来争议不断，但相关研究难
以令人信服，因此各国管理机构至
今未禁止使用阿斯巴甜。

以JECFA明确的每日可接受摄
入量为例，成人每天每公斤体重可
最多摄入 40 毫克阿斯巴甜。以一
个体重 60 公斤的人计算，按最大
允许添加量计算，他每天要喝 12
罐甜饮料才可能带来健康损害。因
此，公众无需过于担心。

此外，从成分上看，阿斯巴甜
是由L-苯丙氨酸与L-天冬氨酸催
化制成的一个二肽，并含有一个甲
酯，且在体内迅速水解为天冬氨
酸、苯丙氨酸和甲醇这三种成分。
因为甜度非常高，它在食品中的实

际用量很小，所以在体内产生甲醇
的量也很小，达不到引起毒害的程
度。相比而言，很多人用水果加糖
来制作“水果酵素”，或者自制果
酒，产生的甲醇量要高得多。

如何看待IARC的致癌物
分类

被IARC列入可能致癌物的名
单，并不一定等于绝对不能吃，或
者“吃了就要得癌症”。按照IARC
的分类，1类是“确定的人类致癌
物”；2类包括2A类 （对人类很可
能致癌） 和 2B 类 （对人类可能致
癌）；3类是不太可能致癌的物质。

实 际 上 ， 多 种 食 物 中 含 有
IARC 所列出的 1 类致癌物，有些
食物本身就被列入 1 类或 2A、2B
类致癌物，但并未被禁止销售，很
多人还是会食用。比如，含酒精饮
料中的酒精被列入1类致癌物。但
是世界上多数人仍会经常或偶尔享
用含酒精饮料。 （下转第2版）

阿 斯 巴 甜 致 癌 ？ 代 糖 食 品 还 能 吃 吗
□□ 范志红 阮光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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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离地球 150 万公里的拉格
朗日 L2 点 （以下简称“L2 点”），
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将迎来“新
朋友”。

美国东部时间 7 月 1 日 11 时 12
分，欧洲航天局欧几里得空间望远
镜 （以下简称“欧几里得”） 搭乘

“猎鹰 9”火箭，从佛罗里达州卡纳
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升空，开启其探
索宇宙暗物质和暗能量的任务。

与一次任务只聚焦一部分天空
的韦布空间望远镜不同，欧几里得
是将同时覆盖银河系外的大片天
空，观测100亿光年范围内的数十亿
个星系，以创建迄今最大、最精确
的宇宙3D地图。

为什么还是L2点

物理学天空一直存在两朵“乌
云”，它们就是暗物质和暗能量。

欧几里得要“绘制”的宇宙3D
地图，包含着星系形状、位置和运
动状况等信息。这将揭示宇宙物质
分布以及宇宙演变过程，以帮助天
文学家推断宇宙暗能量和暗物质的
属性，增进人类对宇宙本质的了解。

任务如此艰巨，欧几里得不得

不被赋予更多“特异功能”。“欧几
里得的巡天方式是对着选定的一块
15000平方度的天区，进行拍照和无
缝光谱的观察，可以完整覆盖到这
片天空。”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
究员李然告诉科普时报记者，到达
L2点后，欧几里得将在执行科学任
务前经历两个月的调试期，包括打
开两个主要设备、校准数据，并确
认系统的热稳定性。

“欧几里得的近红外探测器对它
的巡天任务完成非常重要，发射到
L2点有助于它能够获得更低的观测
噪声。同时，它需要对天体图像进
行精确测量，L2 点的环境更加稳
定。”李然分析。

跟韦布有啥区别

L2 点已经有了韦布空间望远
镜，为何还要发射欧几里得？

由于需要在短时间内观测大量
星系，像欧几里得这些执行巡天计
划的望远镜通常拥有非常大的视
场，也就是一次可以对很大范围的
天空来曝光。

“从设计的角度来说，欧几里得
和韦布完全不同。”李然解释，韦布

属于通用型的精测望远镜，它的视
场很小，只能看到较小区域的天
空，但对单个星系的观测精度较
高；而欧几里得是巡天式望远镜，
需要在大区域面积上进行普查式观
测，对单个星系做很精细观测的要
求较低。

具体来看，欧几里得的主镜口
径仅为 1.2 米，相比于韦布空间望
远镜的 6.5 米小了很多，因此观测
暗弱天体的能力较小。但是，欧几
里得一次可观测的范围约 0.57 平方
度，而韦布空间望远镜一次只能观
测约 0.002 平方度，这个大视场决
定了我们将在一张照片中看到非常
多的星系。最终，欧几里得将通过
观测大面积的星系研究宇宙本身的
性质。

结果处于不断变化中

据欧几里得空间望远镜官网介
绍，科研人员将观测到的宇宙中的
物质在大面积上的分布结构与物理
模型进行对比，就可以推测出宇宙
膨胀的过程以及预测宇宙未来的
命运。

在未来6年的任务周期中，欧几

里得将使用两种仪器进行观测，即
可见光波段相机 （VIS）、近红外成
像光谱仪和亮度计 （NISP）。其中，
可见光波段相机包含6亿像素，能在
可见光波段观察星系形状的微小变
形和光度变化，反推出引起变形的
引力场的强度，从而获得暗物质的
分布信息。近红外成像光谱仪和亮
度计由4×4个红外探测器组成，包
含6500 万像素，可以对数百万个星
系进行高精度光谱红移测定。

李然认为，欧几里得有望对几
个重要暗能量参数的测量精度误差
低于10%，帮助天文学家在这样一个
精度上看到暗能量的演化。

“当然，也可能在这个精度上我
们依然看不到这种演化。”李然补充
道，这会进一步确认目前标准宇宙
学模型，可能会排除一些允许暗能
量有明显演化的理论模型。

宇宙经历了怎样的膨胀过程？
暗物质和暗能量的本质到底是什
么？未来，欧几里得预计将收集
100PB以上的数据，多台地面望远镜
的观测将对其形成补充和增强。探
测器获得的科学数据，将于 2025
年、2027年和2030年公开发布。

欧几里得：“凝视”100亿光年的暗物质
□□ 科普时报记者 史 诗

炎炎夏季，“烧烤模式”下的人们都渴望寻一处避暑纳凉
之地，乡野荷塘就是不错的选择。荷塘里，既有被称为“小
蜻蜓”的豆娘，还有大团扇春蜓，甚至也有少见的残锷线蛱
蝶在凉爽的荷叶上乘凉。

左图为大团扇春蜓，上图为残锷线蛱蝶。
文/图 陈敢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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