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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比特虫遭遇鱼类劲敌

本报讯 博比特虫是一种可怕的“伏击”捕食
者。它会将自己埋在太平洋铺满沙子的海底，并且
利用像蠕虫一样的触角引诱猎物。如果有鱼游动到
非常靠近博比特虫的地方，它会被后者的咽腔抓住
并被拖进其洞穴中。

不过，据生命科学网日前报道，科学家如今
观测到某些种类的鱼会迫使这种像蠕虫一样的
威胁物撤退到沙子中。相似眶棘鲈会像鸟群一样
围攻捕食者———博比特虫的隐藏地，并且从嘴中
喷射水流，从而迫使后者躲避到洞穴的更深处。

研究人员在日前出版的《科学报告》杂志上公
布了这一发现。他们表示，这种行为表明，很多鱼类
可能比此前认为的更加聪明。 （徐徐）

日本研究人员发现
防止 iPS 细胞癌变的方法

新华社电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日前发布公报
称，该校研究人员发现一种防止诱导多能干细胞

（iPS细胞）在再生医疗应用中发生癌变的方法，
且已在脊髓损伤的实验鼠身上确认效果。这一研
究有助于提高 iPS细胞在再生医疗领域应用的安
全性。

iPS细胞是体细胞经过诱导因子处理后转化
而成的干细胞，其功能与胚胎干细胞类似，具有
发育成多种组织细胞的潜力，在再生医疗应用中
备受期待。

例如，iPS 细胞可分化为神经干细胞，进而分
化成各种神经细胞，可用于治疗脊髓损伤。但在
利用 iPS细胞进行再生移植的过程中，容易发生细
胞过度增殖，导致癌变。

庆应义塾大学医学部教授冈野荣之等人发
现，Notch 信号与细胞的多样分化和自我复制能
力有密切关系，因此他们在为脊髓损伤的实验鼠
移植由 iPS细胞分化的神经干细胞前，利用一种
名为 γ—分泌酶抑制剂的药物来抑制 Notch 信
号，成功预防了移植细胞的癌变，帮助实验鼠重
构了脊髓神经回路，并实现了运动机能的恢复和
维持。

同时，移植前没有经过上述药物处理的对照组
实验鼠，在移植后发生了细胞异常增殖，一度恢复
的运动机能又再次下降。

研究人员认为，这一发现对于实现来自 iPS细
胞的神经干细胞移植临床应用具有重要意义，也有
助于提高其他来自 iPS细胞的细胞移植的安全性。
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美国专业期刊《干细胞报
告》网页版上。 （华义）

本报讯近日发表于《自然》杂志的 3 篇文章分
析了来自澳大利亚土著的基因组数据，其中一项
研究对 83 名土著居民进行了基因测序，这是到目
前为止关于土著居民基因组多样性最大规模的调
查。加上另外两篇研究，它们有助于绘制人类走出
非洲、到达澳大利亚的迁徙图，解决了一个关于现
代智人如何在全球分布开来的重要问题。

关于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研究起步较早。
1938 年，人类学家 Norman Tindale 和 Joseph
Birdsell 进行了长达 18 个月、行程 2.9 万公里的
探险，调查澳大利亚土著群体。他们对数千名土
著居民进行拍照、身体测量和头发收集，当时对
作为研究对象的群体几乎没有任何保护，而澳
大利亚政府直到 1967 年才认可了土著居民的
公民身份。

西方博物馆中有着类似探险活动中收集的
大量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手工制品以及头发、
颅骨和其他组织。然而，研究人员数十年来的类
似行为使其在土著社区之间造成了强烈的不信

任感。现在，新一代的遗传学家正在设法修复关
系。他们非常渴望能够填补关于人类史前的空
缺，并让土著居民参与基因组研究。

事实上，土著社区与遗传学家之间的紧张
关系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人类遗传多样性计
划”，该项目在上世纪 90 年代对全世界的原住
民群体进行了调查。然而，因为担心科学家会利
用收集自土著群体的血液建立专利细胞系，土
著居民抵制任何样本采集。

20 年后，首个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基因组的
发表论文几乎被搁置不用，因为研究人员在对
20 世纪 20 年代收集的头发样本进行测序之前，
未能得到任何土著群体的允许。在一个团队成
员威胁撤出项目之后，领衔作者、丹麦哥本哈根
国家自然历史博馆进化遗传学家 Eske Willerslev
前往澳大利亚，寻求曾被收集头发的土著居民
的谅解。

“我非常后悔在开始进行研究之前没有接
触他们。”Willerslev 说。不过，他很幸运地获得了

土著居民的支持，并使文章在 2011 年发表。
在近日发表的文章中，Willerslev 和团队对

澳大利亚土著的基因组进行了测序，以跟踪人
类在约 5 万年前到达澳大利亚并在澳洲大陆的
迁徙过程。Willerslev 表示，他与 Goldfields Land
和 Sea Council 土著群体（2011 年基因组研究中
他们曾咨询过的群体）的会面为与其他社群的
沟通做了铺垫。

“现在，研究人员在进行与土著居民和社区
相关的研究时，对于相关规则与合作条款的意识
度越来越高。”南澳大利亚大学公共卫生研究专
家、澳大利亚土著居民 Alex Brown 说。他和
Willerslev 正在研究土著居民的Ⅱ型糖尿病水平，
这个群体该疾病水平比其他澳大利亚人更高。

其他的遗传学家也在尝试与土著社群之间
搭建合作之桥。土著遗产计划旨在对 Tindale、
Birdsell 与其他人采集的 5000 多个头发样本进
行 DNA 测序，不过在该项目开展任何测序工作
之前，正在寻找那些样本采集对象的后代的许

可。他们的参与度不止如此。“我们还会问他们
希望了解哪些内容，而不是回避问题，这是现在
大多数关于土著群体研究的做法。”该项目负责
人、阿德莱德大学遗传学家 Alan Cooper 说。在
目前他们联系过的 150 个家庭中，仅有一个家
庭拒绝参与项目。 （冯维维编译）

澳土著居民基因测序人数创纪录
遗传学家设法修补与土著社区之间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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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澳千禧计划 CAMPsite
项目亮相北京国际设计周

本报讯 中澳千禧计划 CAMPsite 项目于 9
月 23—25 日在北京国际设计周亮相。此次活动
主题以中澳双边年轻人在东西方文化下的沟通
和交流为主旋律，邀请了澳大利亚商务部参赞、
澳大利亚大使馆领事、业界专家与企业家分享各
领域中澳交流的现状并对未来作了展望。

中澳千禧计划是一个高科技碰撞、高感受
体验的社区项目，它通过解决当今全球面临的
社会及企业问题作为引导方式，连接中澳两国
充满活力的年轻领导人。CAMP 超越国界，旨在
锻造持久的跨文化连接，激活着眼于未来的解
决方案，使千禧世代人才在全球网络里更加多
元化。

作为辅助中澳两国青年领袖成长的项目，
CAMP 每天设置一个独立的主题。首日的中澳
青年领袖见面会邀请活跃在中澳两国关系建设
前沿的青年领袖，寻求相互协作、创新和与企业
协作的机会。他们还探讨了在搭建平台时所遇
到的经验与困难，以寻求更高效的方式携手各
组织共同搭建平台，以更好地服务于社区和企
业，让青年人才最大化地发挥社会价值。其后两
日的活动还邀请澳大利亚海归以及在华工作的
澳大利亚人分享两国的企业文化，并探讨了中澳
关系的未来走向和市场动向。CAMP 还借此机
会举办了 CAMP2017 启动会。 （冯丽妃）

日本福岛县 10 个水库底部
泥沙蓄积高浓度铯

新华社电 日本环境省一项调查显示，福岛
第一核电站周边 10 个水库底部的泥沙蓄积了高
浓度放射性铯，但环境省同时强调这些水库的饮
用水和农业用水符合标准。

据日本《每日新闻》9 月 25 日报道，在 2011 年
3 月福岛核事故后，日本环境省从当年 9 月起对
73 个水库进行了长期监测，结果发现有 10 个水库
底部泥沙表层的放射性物质浓度超过日本指定废
弃物标准（每千克超过 8000 贝克勒尔）。

这 10 个水库全部在福岛县境内，而且全部位
于福岛第一核电站周边 50 公里范围内。其中放射
性浓度最高的是位于饭馆村的岩部水库，底部泥
沙的放射性浓度为每千克 6.44 万贝克勒尔。

日本环境省推测这些放射性物质都是从周
边受污染的森林中经由河流汇入水库的。《每日
新闻》称这些水库事实上成为放射性物质的“浓
缩储藏设施”。而日本环境省强调，这些放射性
物质主要蓄积在水库底部泥沙中，水库中水的放
射性铯含量只有每升 1 至 2 贝克勒尔，低于日本
饮用水的放射性物质标准（每升 10 贝克勒尔），
因此并不打算对这些水库底部进行清理，而是继
续监测。

但有专家指出，需要考虑将来的风险，日本
政府应当调查并公布水库蓄积的放射性铯的全
貌。 （华义）

研究揭示 200 万年
全球平均表面温度

本报讯 本周《自然》发表的一篇论文重构了
过去 200 万年的全球平均表面温度。这是迄今为
止时间跨度最长的地球表面气候重构研究。研
究人员认为，目前的大气层温室气体水平可能使
未来地球温度上升 3℃至 7℃。

一直以来，人们对于地球气候系统动力学和
敏感度的认识极大地依赖于对过去气候的重构。
但之前的全球平均表面温度重构仅针对孤立的
时间窗口，如过去两万年，跨越冰期的不间断重
构一直没有过。

美国加利福尼斯坦福大学的 Carolyn Snyder
使用源自 59 个海洋沉积岩心的逾两万个海洋表
面温度重构结果，以 1000 年为间隔，重构了过去
200 万年的全球平均表面温度。她发现，一开始
温度逐渐下降，直到 120 万年前左右这种降温趋
势停滞，表明全球变冷并非导致中更新世过渡

（125 万—70 万年前）的唯一原因。当时地球气候
从 4.1 万年左右的冰河周期向 10 万年左右的周
期转变。

最后，Snyder 等人认为，结合大气层二氧化
碳的记录，此次重构预估未来全球平均表面温度
将上升 3℃至 7℃，即使大气层二氧化碳浓度稳
定在目前水平。 （张章）

一种名为非洲昏睡病的致命疾病困扰了医生
几十年。它会从村庄无影无踪地消失，却又在数周
或几个月后不明原因地重新出现。受到挫败的卫
生官员想知道，当并未有村民或者动物（该疾病的
唯一携带者）在引发昏睡病的虫媒寄生虫测试中
呈阳性时，这种疾病是如何存活下来的。如今，科
学家或许最终找到了答案：他们发现，该疾病一直
躲藏在人们的视线之中，即生活在人类的皮肤中，
甚至通过皮肤传播。

非洲昏睡病由一种类似蠕虫且仅通过采采蝇
传播的微小寄生虫引发。这种寄生虫会闯入大脑，
导致感染者出现头痛、颤抖、意识混乱和瘫痪。同
时，感染者的睡眠周期被扰乱，导致其有时清醒，
有时处于睡眠状态。该疾病的名称也由此得来。

几年前，当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寄生虫学家
Annette MacLeod 研究这种寄生虫在小鼠体内的
表现时，她注意到在显微镜下能看见其往小鼠皮
肤中“挖洞”。和直接接触血流的蚊子不同，采采蝇

会咬破肉，从而为“穴居”在皮肤上的寄生虫提供
感染这种蝇类的机会。

MacLeod 分析了昏睡病寄生虫的样本，并在
为数不多的人群中发现了它们，尽管这些人当时
并未表现出任何症状。进一步的试验表明，皮肤中
拥有这种寄生虫但寄生虫在血液中的水平检测不
到的小鼠，能轻而易举地将该疾病传染给采采蝇。
这些结果表明，人类皮肤可能是这种感染的一个

“未被赏识”的宿主。MacLeod 和同事在日前出版
的 eLife 杂志上报告了这一发现。

MacLeod 介绍说，未表现出症状且血液中几
乎没有这种寄生虫的人，仍可能携带该疾病并将
其传染给其他人，如果他们被采采蝇叮咬过的话。
她同时表示，这种疾病在人类之间通过皮肤传播
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可能比较罕见，因为它不得
不进入破损的皮肤。 （宗华）

非洲昏睡病
藏在皮肤内

科学此刻姻 姻

研究发现，致命的非洲昏睡病隐藏在人类皮肤内。 图片来源：Wellcome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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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掠夺性”期刊的存在是世界性问

题，但在碰到中国的土壤之后，却大有如鱼得水
之势。

9 月 16 日，《中国科学》刊发《世界主要国家
SCI 论文的 OA 发表费用调查》一文指出，近年
来我国学者发表 OA 论文数量的爆发式增长，
2015 年相对 2011 年增加了 188.6%，首度超过美
国，跃居世界第一，但为此支付了 4.5 亿元论文
发表费。

该文作者之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杂志
社编审任胜利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我国作者
在声誉较差、影响力较低的 OA 期刊所发表的论
文数量相对更多。例如，出版地设在埃及的 Hin-
dawi 出版公司出版的系列期刊稿件录用率很高，
学术质量控制和学术声誉备受学界质疑，但我国
作者 2015 年却在其 11 种 SCI 收录期刊中发表
论文 10179 篇，占这些期刊发文总量的 44%，占
我国当年 SCI 收录 OA 论文总量的 23%。

除了期刊，中国学者还在养活这条产业链
上的其他环节。多位业内人士向记者反映：最近
几年，越来越多的期刊开始要求作者使用专业

公司进行论文润色。
虽然学术圈不乏正规的论文润色公司，但

任胜利指出，随着论文代写公司的壮大，造假正
在从“严重”向“猖狂”发展。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由于国内的科研
财务报账制度，版面费绝大部分都可以用科研
经费报销，“有的作者一年能发几十篇 SCI，我怀
疑中国是最大的造假市场”。

不过谭新杰指出，鉴于开放获取的分享特征
符合时代发展潮流，OA 仍将是出版行业大势所
趋。

铲除“吸血鬼”

要完全斩断论文造假公司和“掠夺性”期刊
这样联合“吸血”的行为，应该从何处入手？

有学者建议加强国内专业期刊的建设。对
此，谭新杰表示，国内期刊的发展也存在诸多问
题，首先需要端正态度好好管理，才能吸引更多
的作者投稿。

为了抵制“掠夺性”期刊，美国教授 Jeffrey
Beall 从 2009 年开始不断更新 OA 出版机构黑

名单。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也定期发布开
放期刊投稿分析报告。

任胜利建议鼓励更多机构对 OA 期刊进行
鉴别，并定期公布不推荐名单。他还建议在评价
体系中淡化对论文数量的要求，加强同行评议
在学术评价中的主体作用。

也有学者认为，学术不端行为发生的原因
不完全在于评价体系，我国应从职业道德教育、
科研学术规范、学术不端的处理措施等方面进
行必要改变。“国际上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对学
术不端问题的处理都十分坚决，我国也应更及
时、坚决、果断地按照国际学术规范进行处理。”
上述匿名人士告诉记者。

谭新杰也认为，如何让评价体系更为合理是
一个巨大的社会管理课题。“从根源上杜绝作假很
难，类似于法律再严也无法阻止犯罪。”他建议思
考如何利用技术手段遏制学术不端，比如广泛采
用可信赖的英文论文抄袭检测软件系统。

Plagiarism Watch 也对中国政府机构、大学
和研究者不使用防范抄袭的软件系统表示了诧
异，他们建议在中国普及使用查重软件。据悉，
目前的防抄袭软件大多为公益性质。

论文造假产业壮大谁之过

利用细菌孢子DNA发送秘密信息或成可能

本报讯 多亏了保护归档数据免受破坏和黑
客影响的新方法，“卑微”的细菌孢子正在让人
类更加靠近 DNA 信息存储时代。

对于将数据归档，DNA 或许是一项理想的
长期解决方案，因为它是如此的致密：1 克 DNA
能容纳 1000 亿张 DVD 储存的信息。和人类目
前使用的磁盘相比，它还拥有更好的持久性。

“磁带每隔 6 年便需要恢复一次。”来自英国爱
丁堡大学的 Brendan Largey 表示，“对于 DNA 来
说，你可以把它放在你喜欢的地方，而它将维持
上百年。”

迄今为止，大多数研究关注的是如何将越
来越多的数据塞进越来越小的 DNA 链。来自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的 Yaniv Erlich 和同事已将如
此多的信息塞进 DNA 片段，以至于他们宣称正
在接近理论上的最高限度。

不过，如果 DNA 要在同现有数字存储形式
的竞争中胜出，它还需要变得稳定。人们需要确
保 DNA 不会产生突变并且破坏归档数据。
Largey 所在的一个学生小组通过将数据储存在

被称为质粒的 DNA 环状物上，解决了这一问
题。针对每段信息的 DNA 序列同一个在被读取
时能检查并校正数据的额外序列绑定在一起。

DNA 档案还能防窥探。一个来自荷兰格罗
宁根大学的学生团队试图利用枯草杆菌的孢子
加密数据。他们的方法涉及邮寄一个信封，其中
含有编码其 DNA 中“钥匙”的孢子。接收者可利
用这个破译由孢子或传统电子通信技术发送的
未来信息。

为了额外的安全性，该团队将承载“钥匙”
的孢子同诱饵孢子混在一起。这使得黑客几乎
不可能辨别出关键孢子，即便他们截获了信封。

目标接受者需要做的所有事情是在抗生
素———环丙沙星的面前用光照一下孢子。承载

“钥匙”的孢子装有额外基因，从而使其在光的
特定波长抵御杀死普通孢子的抗生素。在这种
光线下，只有“钥匙”承载者能幸存下来。（徐徐）

图片来源：JOHN DURHAM

图片来源：David Maurice Sm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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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惠珊团队另辟蹊径，采用 RNAi 对这个狡猾

的植物“杀手”展开了攻击，设法研制新的陆地棉抗
病品系。

RNAi 是双链 RNA 产生的一小段 RNA，可
以对同源靶标 RNA 进行切割或抑制转译，郭惠珊
将其比作基因的“小剪刀”。东秀珠介绍说：“这种新
型基因沉默技术就像打靶，打到哪里，就不再让目
标靶基因发作。”

就是用这把“小剪刀”，研究人员利用 RNAi
技术，在早熟陆地棉中培育出了抗黄萎病的新品
系，经鉴定，其抗黄萎病性相对对照品种提高了
22.25%。相关成果今年 6 月发表于《分子植物》。

“通过 RNA 干扰技术，棉花可以让大丽轮枝
菌进入其体内，但不会让它通过棉花的维管束系统
正常扩展，不会让它走到棉花的每个细胞。”郭惠珊
课题组博士后高峰补充说。

在中科院先导专项 B 类评审会上，陈宜瑜院
士、匡廷云院士等认为，这项研究意义重大，有很大
的应有价值。

新品系自带“跨界”抗病疗效

那么，新棉花抗病品系是如何抵抗黄萎病的
呢？课题组进一步研究发现，抗病性较好的植物
会诱导积累一类植物内源小核糖核酸（miR-
NAs），它们能够跨越植物和病菌之间的界限，转
运到病菌细胞中，降解病菌的致病基因，从而达
到抗病的效果。这项发表于《自然—植物学》的研
究首次证明了，植物—真菌跨界小 RNA 诱导病
原靶基因沉默的抗病新途径的存在。它为 HIGS
技术在棉花抗黄萎病的有效应用提供了重要的
理论支持，也为将来宿主—病原菌互作研究开辟
了一个新领域。

“郭老师针对植物病理学进行的研究属于一个
重大的基础战略问题。”微生物所植物基因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钱韦说，中国用世界上 7%的土
地养活了世界上 30%的人口，其代价是我国农药施
用量也占全球的 30%。他认为，用农药杀灭病菌、昆
虫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

“植物病理学家都有一个梦想，发展绿色农
业。”钱韦认为，郭惠珊课题组此项研究的意义在
于，首次发现了“寄主把自己的小 RNA 打入真菌
体内，来控制真菌的生理活动”的方法。相当于利用
了植物已有的免疫系统，加入了 RNAi“小剪刀”，
提高了棉花的抗病能力。

“这是重大基础研究真正带动了重大技术障碍
的突破的范例。”钱韦说，“中国正在讨论基础研究
要不要投那么多？是不是白花钱？事实上并非如此，
好的基础研究就是最好的技术。”

不过，在郭惠珊看来，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
步。“这只是利用一个‘小剪刀’将棉花的抗黄萎病
水平提高了 22.5%，是‘0 到 1’的工作。”她表示，未
来还有从 1~100 的工作需要完成，她将与黄萎病

“死磕到底”。接下来，团队将建立各种各样的高效
RNAi“小剪刀”靶标库，筛选出更多更高效的抗黄
萎病棉花新品系，让更多新疆的棉农能够早摆脱黄
萎病带来的痛苦。

与棉花“癌症”“死磕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