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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有利麋鹿繁殖

本报讯 挪威斯匹次卑尔根岛的麋鹿数量调
查结果出人意料。自 1979 年开始研究麋鹿的科
学家表示，这群来自斯瓦尔巴特群岛的麋鹿数
量在过去几年呈现出井喷式增长。据美国《国家
地理》杂志报道，今年他们统计的麋鹿数量达到
1300 只，比 2013 年蹿升了 30%。近年来，北极地
区的温度连续上升，斯瓦尔巴特群岛鹿群似乎
很适应这种变化。科学家猜测，这是由于气温升
高，它们所食用的植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比
较丰富。 （鲁捷）

研究发现大象嗅觉基因最多

新华社电 大象的鼻子不仅长而灵活，还
含有数量相当于人类 5 倍的嗅觉基因。美国
《基因组研究》杂志 7 月 22 日刊登的一项新研
究显示，大象是迄今发现的拥有最多嗅觉基因
的动物，这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种大型动
物嗅觉范围超群。

对许多哺乳动物的生存而言，嗅觉能力至关
重要，它可以帮助发现食物、寻找配偶、躲避天敌。
为了解不同哺乳动物的嗅觉能力，日本东京大学
研究人员分析了 13 种哺乳动物的基因组，其中包
括非洲象、人、黑猩猩、马、牛、狗、兔子和老鼠等，结
果找到总共 １ 万多个嗅觉基因。

令人惊讶的是非洲象约有 2000 个嗅觉基
因，占此次发现嗅觉基因总数的约五分之一。狗
的嗅觉很灵敏，但其嗅觉基因数量只有大象的
一半，而人的嗅觉基因只及大象的五分之一。在
此前的研究中，嗅觉基因数量最多的“纪录保持
者”是老鼠，但也只有 1200 个左右。

参与研究的东京大学研究人员新村芳人
说，通常而言，人和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嗅觉基因
相对较少，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视觉能力在
进化过程中得到改善，因而对嗅觉的依赖减少。

研究人员强调，嗅觉基因数量与嗅觉灵敏
度之间并不存在十分清楚的联系，或许只能认
为，嗅觉基因越多，所能闻到的气味种类也越
多。以狗为例，狗嗅到的气味种类可能比不上大
象，但它的鼻子比大象更灵敏，可以在极低的气
味浓度条件下嗅到特定物质的气味。由此看来，
警犬不必担心被大象取代。

此外，研究还显示，每种动物的嗅觉基因库
可能都高度独立，因为只有 3 个嗅觉基因被所
研究的 13 种哺乳动物共享。

此前有研究发现，亚洲象能够区分极其相
似的气味分子。在非洲肯尼亚，当地大象能靠嗅
觉辨别人类对它们的威胁程度。例如当喜好打
猎的一个游牧部族的气味出现，它们会飞奔而
逃。但如果出现的是另一个以农耕为主的部族
的气味，它们就不会表现出害怕。 （林小春）

动物唾液让吃草更安全

本报讯 唾液或许惹人讨厌，但却是抵抗
细菌的强大武器。根据一项最新研究，生物学
家给北美驼鹿和欧洲驯鹿服用镇静剂后，收集
了它们的唾液样品，他们还种植了红色的牛毛
草，这种草是两种鹿平时都喜欢咀嚼的食物。
随后科学家做了两组实验，他们在试管中加入
唾液和大量 Epichlo festucae 真菌，这种真菌是
植物自身的一种保护性内生菌，它们可以让植
物产生一种有毒的化学物质以防止家畜等食
草动物对植物产生的破坏。他们同时研究了牧
草被食草动物切断并被浸泡在唾液中后的情
况。

根据发表在《生物学快报》上的一篇文章，
研究者把浸泡在水中的真菌样品和浸泡在驼
鹿、驯鹿唾液中的真菌样品相比较后，发现驼鹿
的 唾液 可以 让牧草 中的 化学 物 质降 低 41%
~70%，而那些没有浸泡过唾液的牧草所释放的
有毒物质则会加倍。研究结果表明，大型哺乳类
食草动物在演化进程中已经获得了抵抗植物攻
击的能力，它们的唾液或可以解毒，或可以控制
有毒的化学物质。 （鲁捷）

动态

上周，巴西印第安人事物管理部门（FUNAI）
公开宣布，在阿卡里州地理位置偏僻的一个长期
隐居的亚马逊原始部落，一些部落成员在与外部
世界联系后感染了流感。很多人类学家和医学研
究者非常担心，这些讲帕诺语的原始部落成员感
染病毒后，会把潜在的致命性病毒传染给部落里
其他没有任何免疫能力的成员。

今年 6 月末，这个部落的成员在巴西沿恩维
拉河上游的森林中出现时，他们正在袭击另一个
偏远部落的居民，后来他们碰到了 FUNAI 的一
个研究队伍，并和这个团队在一起生活了 3 周。
研究者猜测，这些部落成员新近接触过的人有可
能是逃跑的伐木工或可卡因贩子。根据 FUNAI
的公开声明，这些部落成员是在与他们的接触中
感染了流感。流感病毒对这些与世隔绝的部落来
说是致命的，因为他们对其没有任何免疫能力，
研究者希望可以避免病毒传播。因为此前一个接
一个的案例已经证明，与外界接触是导致原始部
落成员感染疾病如流感、麻疹，并因此致死的悲

剧源头。
根据 FUNAI 的声明，政府已派遣医疗团队

给这些新感染的部落成员进行了治疗，并对他们
进行流感免疫接种。但这些原始人很快就闪入森
林中的居住地。“我们只能寄希望于 FUNAI 团队
的治疗可以在这些感染者把疾病扩散给其他部
落成员之前起作用。”美国怀俄明州亚马逊上游
保护区执行主任 Chris Fagan 说，“现在只有时间
能告诉我们对他们的治疗是否及时，或许可以避
免一场灾难性的瘟疫。”

FUNAI在声明中强调，这些与外界接触的部
落成员表示，他们曾遭到一些外来者的猛烈攻击。

伊利诺伊州雨林保护联合会主席 Bauer-Goulden
指出，被感染者可能来自于希纳内河村落，该村落
位于一条可卡因贩子时常经过的路上，他怀疑是

“毒品贩子在逼迫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园”。
但现在，研究者最担心的还是疾病扩散，感

染者非常可能向部落里的其他成员传播新的病
原体。密苏里大学人类学家 Robert Walker 说：

“现状令人担忧！我们听到的只是一次外界接触，
那里有 3000~4000 个从未与外界接触过的原始
人，想一想这个地区有多少伐木工和走私贩，就
可以知道这种接触有多频繁。”

（冯丽妃 译自 www.science.com，7月 21日）

巴西原始部落成员
感染流感

姻美国科学促进会特供姻
科学此刻晕OW

本报讯 力图破解精神疾病复杂遗传机制的
科学家如今朝着这一目标迈出了重大一步。发表
在本周出版的《自然》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将 108
个遗传位点与精神分裂症联系起来，其中大多数
尚属首次。在此基础上，科学家通过大规模研究
发现了一百多种与精神疾病有关的基因变异。这
些变异可能增加精神分裂症和躁郁症的患病风
险。这一发现为开发更有针对性的精神疾病防治
方法带来了希望。就在同一天，还有另一个振奋
人心的消息传来———有人捐赠了 6.5 亿美元用
于提升精神疾病的研究。

慈善家 Ted Stanley 向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
市布罗德研究所的斯坦利精神病研究中心捐出
了这笔巨款。该研究所表示，这一礼物是迄今为
止对精神疾病研究的最大捐赠。该中心主任
Steven Hyman 表示：“这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确
保我们能够完成一些雄心勃勃的长期计划，同时
承担风险。”

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这篇论文是由精
神疾病基因组学联盟（PGC）完成的，该联盟由

80 多所研究机构组成，其中也包括布罗德研究
所。来自 PGC 的数百位研究人员采集了 15 万
人的样本，其中有 36989 人曾被确诊患有精神
分裂症。如此巨大的样本量使得他们识别出
128 种与精神疾病有关的基因变异，并确认这
些 变 异 出 现 在 108 个 遗 传 位 点 （基 因 座）
上———精 神 分 裂 症 患 者 的 脱 氧 核 糖 核 酸

（DNA）序列会在这里与健康人的 DNA 序列
产生差异。Hyman 说：“这篇论文在一定程度上
证明了基因组学是能够成功的。”

并未参与该项研究的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市
国立心理卫生研究所（NIMH）主任 Thomas Insel
对此表示赞同：“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历史上，这是
一个相当激动人心的时刻。”

许多遗传变异看起来都很普通，因此很多
人都会携带一些变异，但精神分裂症患者却有
着更多的变异，而每一种变异都为最终罹患疾
病的整体风险作出了少量的“贡献”。这就使得
在较小的样本量中很难发现这些变异，从而也
解释了为什么 PGC 的合作是如此重要。Insel

说：“如果你想要寻找共同的变异，你必须与一
大帮朋友一起工作。”

巨大的样本量还使得研究人员能够开发
出一种算法，以便计算每一种变异对于促成精
神分裂症的“危险评分”。Insel 说，这将最终能
够用于预测谁有可能罹患这种疾病，或进一步
证明一项靠不住的精神分裂症诊断。他强调，
NIMH 可能很快就会投入更多的资金对此开
展密集的遗传分析。

在 PGC 论文所发现的 108 个遗传位点中，
有 83 个位点之前从未被识别。领导这项研究的
英国卡迪夫大学精神病学家 Michael O’Donovan
指出，许多位点位于或靠近可能与精神分裂症及
其他精神疾病有关的基因。

研究发现，发生变异的这些基因主要与大脑
中的化学信息传递、免疫系统等有关。例如一种
会影响神经信号传输的“GRM3”基因变异，在人
群中发生的比例约为二百分之一，存在这种变异
的人患精神分裂症、躁郁症和酒精依赖等病的风
险比常人高 2 至 3 倍。

该论文作者、伦敦大学学院的 David Curtis
教授说，这些新发现将加深科学界对精神疾病
发病原因的理解，有利于探究遗传因素在其中
发挥何种作用，这将有助未来开发出新的防治
方法。

研究人员举例说，目前精神分裂症的治疗药
物只能通过影响大脑中的多巴胺发挥作用，但多
巴胺并不是与神经信号传输有关的唯一化学物
质，因此这种药物的治疗效果有限。如果能开发
出基因治疗药物，调节与相关神经信号分子结合
的受体，则有望大幅提高治疗效果。

研究人员发现，一些位点还与涉及免疫系统
的精神分裂症编码蛋白质有关，后者一直被怀疑
在触发这种疾病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角色。O’
Donovan 表示，尽管这种联系很有趣，但它的重
要性尚不清楚。

这篇论文的联合作者、纽约市西奈山医学院
精神病遗传学家 Pamela Sklar 认为：“这是一个极
好的证明，表明许多遗传因素都与精神分裂症有
关。”他说：“这对之前的工作是一个提示，但它已
经到达了新的水平。”

O’Donovan 表示，PGC 打算明年将精神分
裂症患者的样本量再扩大 1 倍，这将使得研究人
员能够发现更多的遗传变异。

研究人员同时打算扩大包括 DNA 在内的
来自全球的数据量。当前的样本主要来自于北欧
人。Hyman 说：“我们要确保全球健康公平，我们
并不要开发仅仅针对世界人口的一个子集的治
疗方法。” （赵熙熙）

百余精神病遗传位点被发现
为开发更有针对性的精神疾病防治方法带来希望

3 名最近与外界接触的巴西原始部落成员正手持武器行走，他们中有人在与外界接触中感染了
流感病毒。 图片来源：巴西印第安人事物管理部门（FUNAI）

神经系统暗藏治疗哮喘病“秘方”

步行姿态反映情绪

新华社电 通过步行姿态就能了解人的情
绪，这是日本一个研究小组得出的研究成果。利
用其原理，或许有助于开发出迅速察觉人类情绪
的机器人，从而为日常生活提供帮助。

东京农工大学和筑波大学的研究人员报告
说，他们让 4 名男女演员用肢体自然地表现喜、
怒、哀、惧等情绪，然后根据他们的步行方式，用
电脑制作出虚拟动态模型。

接下来，研究小组让 20 名学生观看虚拟模
型“走路”，观察他们如何辨别情绪。结果发现，依
据步行速度和走路时头部及躯体姿态的差异，学
生们识别情绪的准确率达到约 70%。由此可见，
人们走路时表现出的这些差异，会为他人较准确
地辨别步行者的情绪提供依据。

今后，研究小组准备积累更多的动作数据开
展研究。利用这类研究成果，或许可让机器人识
别人类情绪的功能得到显著发展，从而使其更好
地与人交流。 （蓝建中）

火山滑坡不容小觑

本报讯 火山爆发并非是唯一让人担心的
事，极度陡峭的锥形火山还会出现局部滑坡并
引发极具毁灭性的岩体崩落。新西兰的塔拉纳
基火山就在 25000 年前发生过迄今所知的最
大火山山体滑坡，现在研究者对于这些山体滑
坡的特征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他们发表在

《美国地质学会通报》上的研究成果认为，在滑
坡过程中，不同山体段的滑坡碎片都会产生不
同的速率。 （鲁捷）

“漂浮岛”让河流清理有道

本报讯 据《公司快报》报道，一种可以帮助
人们清理被污染的河流、湖泊与池塘的漂浮水处
理系统极具应用前景。这种“漂浮岛”就像水中的
小型自然生态系统，在岛上可以种植原生植物，
以保护自身的生物膜———即生长在水中植物根
部的各种微生物，它们可以帮助分解吸收污染
物。目前，这种自然感十足的系统已经在芬兰、菲
律宾、中国投入使用。 （鲁捷）

海洋微型塑料污染问题受关注

近日，在首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上，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UNEP）发布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2014 年年鉴》和《评估塑料的价值》报告指出，海
洋里大量的塑料垃圾日益威胁到海洋生物的生
存，保守估计每年给海洋生态系统造成的经济损
失高达 130 亿美元。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2014 年年鉴》特别关
注微塑料，即制造或生产塑料碎片时产生的直
径 5 毫米的塑料颗粒。微塑料极易被海洋生物
误认为食物而摄入体内。微塑料被越来越多的
直接用于消费品行业，如牙膏、发胶和洁面乳
中。这些微塑料在污水处理过程中难以过滤，最
终会直接排放到河流、湖泊和海洋之中。北大西
洋的很多地区都已发现聚集在微塑料上的微生
物群。这种微塑料可以传播有害微生物、病原体
和藻类等物种。

近日，《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发文
指出，西班牙国家研究委员会马拉斯皮纳海洋考

察队发现了地球海洋上已有五大塑料碎片聚集
地，与海洋表面的五大环流所在地重合。

目前，许多国家已经开始调查能有效、低
成本地减少塑料输入的潜在控制措施，但仅有
立法不太可能有效地减少海洋的塑料碎片。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2014 年年鉴》 报告指出，
关键是需要在其来源上减少塑料碎片的输入。
塑料披露项目鼓励企业和机构在运营中衡量
其每年的塑料使用或废弃物整合状况，同时需
要持续的宣传活动来阻止乱扔垃圾和说服人
们再使用或禁止塑料袋等行动，并引入再使用
或回收利用的财政激励措施（如对塑料包装的
征税）和执行立法来减少环境中塑料碎片的数
量，报告还建议把塑料碎片转化成各种产品或
者使用塑料作为燃料。 （廖琴）

未来 10 年食品安全形势将恶化

近日，美国农业部（USDA）发布了题为《国
际食品安全评估：2014-2024》的报告。基于来自

粮农组织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的粮
食产量数据和来自世界银行的宏观经济数据，从
粮食产量和粮食进口量角度出发，USDA 经济研
究局使用国际食品安全评估模型预测了 76 个低
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2013~2014 年间粮食安全
状况。

预测结果表明，到 2014 年，低收入和中等收
入国家饥饿人口的数量将从 2013 年的 5.39 亿
人下降为 4.9 亿人，降幅为 9%，饥饿人群的比重
将由 2013 年的 15.5%下降至 13.9%。到 2024 年，
预计食品安全形势将恶化，饥饿人群的比重由
2014 年的 13.9%上升为 14.6%。到 2014 年，撒哈
拉以南非洲粮食安全问题有所改善，但该区域未
来 10 年的食品安全形势将有所恶化，预计饥饿
人群比例将从 2014 年 29.2%上升到 2024 年的
31.2%。

2013 年至 2014 年，在经济持续增长、食品
价格逐渐下降等积极因素的持续推动下，拉丁美
洲及加勒比地区食品安全状况有望好转，饥饿人
口的占比将从 25.5%下降到 22%；到 2024 年，该

地区饥饿人口的占比将进一步降至 17%。较高的
作物产量及粮食进口量是该地区改善粮食安全
的主要途径。2013 年亚洲遭受饥饿的人口的占
比为 8.8%，随着粮食分配不均衡问题的缓解，预
计至 2024 年，亚洲食品不安全强度将进一步减
缓，粮食不安全人口的占比将降至 8.5%。

在影响因素方面，拉美地区、加勒比地区及北
非地区的大部分食品需要依靠进口获得，因此，国
际粮价、其自身的支付能力对于这些地区的粮食安
全而言至关重要。而对于主要依赖本地粮食供应的
亚洲及撒哈拉以南非洲而言，粮食生产性能是这些
区域粮食安全的主要影响因素。 （董利苹）

中国通过农产品贸易实现水资源跨区调配

中国人民大学仇焕广教授与美国普林斯顿
大学、日本国家环境研究所的合作者从虚拟水贸
易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农产品虚拟水贸易的路径
及其对用水效率的影响。该研究成果《中国通过
国内外粮食贸易实现水资源的跨区域调配》近日

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
农业水资源稀缺一直以来都是困扰中国农

业发展和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该研究利用一般
均衡福利模式和线性优化模型，对 2005 年中国
省际间主要粮食作物和主要畜产品的贸易进行
了模拟，并将该模拟结果与水文学模型计算的主
要农产品在不同地区生产的耗水量结合起来，构
建了中国省际间和国际农产品贸易的虚拟水贸
易网络。研究表明中国各省的农业用水效率存在
巨大的差异。

该研究发现中国的农产品虚拟水贸易中，有
80%来源于国内的省际间贸易，20%来源于国际
农产品贸易，其中大豆进口占了中国国际贸易虚
拟水流动的 93%。

该研究成果对如何在保持农业生产和粮食安
全的条件下节约农业用水、保持生态与农业可持续
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特别是对我国未来区域农
业生产布局调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该研究成果
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基金”项目
和英国“牛顿国际学者”的资助。 （唐霞）

环球科技参考
国家科学图书馆供稿

本报讯 气喘、咳嗽、呼吸困难等伴随哮喘病
发作而来的症状不仅是因为免疫系统出了故障，
研究人员发现，从脑部延伸到肺部的一种特别敏
感的神经束也可能是罪魁祸首之一。他们表示，

找到调节这些神经的药物可以为治疗不同种类
的哮喘病提供新途径。

哮喘病具有多种引发因素，如运动、低温、花
粉、灰尘等。发作时，患者的呼吸道会发炎，黏液
堵塞肺部，同时呼吸道周围肌肉缩紧。哮喘经常
被认为是一种与免疫系统相关的疾病，因为免疫
细胞一旦感知到使呼吸道发炎的诱发因素，就会
进入过度活跃的工作状态。但科学家一直认为，
当一束神经从人体颈部进入胸腔的时候，其中的
交感神经会发挥某种作用，它所含的细胞最终会
控制呼吸道周围的肌肉。

美国犹他大学神经学家 Dimitri Trinkner 和哥
伦比亚大学研究者 Charles Zuker 基于每个神经元
所表达的信息而非它们在体内的位置，选择性地关
闭了小鼠身上不同系统的神经元。然后他们给小鼠
注入可以引发类似哮喘症的卵清过敏蛋白。

随后，大多数小鼠都产生了免疫反应，并且

呼吸道紧缩。但被研究者关闭神经细胞的小鼠会
表达一种叫作瞬时受体电位香兰素 1 的（TR-
PV1）的物质，这时卵清过敏蛋白就会失去作用，
而且即便免疫系统增强了，也不能再让小鼠的呼
吸道收缩。研究者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上的文章称，当他们随后提高含 TRPV1 细胞的
活性后，那些具有发病倾向的小鼠的哮喘发作症
状会加重。研究同时揭示出发病过程中免疫系统
与神经系统具有相互作用。

杜克大学医学院神经学家 Sven-Eric Jordt
表示，该领域尚需更多研究证明同样的疾病感染
途径是否在人类哮喘病中一样重要。俄勒冈医科
大学肺部药理学研究专家 Allison Fryer 表示，如
果这些结论站得住脚，它们将会引领新一轮的哮
喘病药物研发。“人们以前把两种感染途径都作
为药物靶标，如今才真正明确了这种观点背后的
原理。” （冯丽妃）

针对肺部和气管神经元的药物可抑制哮喘或
防止疾病发作。 图片来源：DAVID MARCH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