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 11月 22 日 星期三 Tel：（010）62580617

国际 INTERNATIONAL

主编：赵路 编辑：闫洁 校对：何工劳 E-mail押lzhao＠stimes.cn

2

科学家对首颗星际小行星可能的样子有了
一些了解。 图片来源：ESO

伦敦议会大厦 图片来源：iStock.com

本报讯 在去年承诺对科学进行重大投资
后，英国政府正计划再次大幅增加支出。该国
政府 11 月 20 日发布一项声明说，政府将与产
业界合作加强研发能力，目标是到 2027 年让研
发支出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2.4%。

1 年前，该国首相特雷莎·梅宣布了一项促
进研发的政府预算，该预算将在 4 年内投入 47
亿英镑。相关资金将逐年增加，到 2020 年将比
2016 年的水平增加 20 亿英镑，这相当于增长
了 21%。该资金的目标是应用研究，是旨在刺激
英国经济的产业战略的一部分。

英国财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将于本周三
宣布，到 2021 年，研发经费再增加 3 亿英镑。同
时，梅在这份声明中说，英国的产业发展战略将
助推英国在未来的产业发展中成为领头羊，确
保英国抓住从人工智能、大数据到清洁能源、
自动驾驶这些产业的发展机会。

“这让人们相信，政府的计划是在未来 10
年不断增加公共研发投资，以达到与我们的国

际竞争对手同等的水平。”伦敦科学与工程项
目主任 Sarah Main 说，“我们似乎已经扭转了局
面。政府正将其长期雄心与具体投资相匹配。”

在今年 6 月举行的英国大选中，执政的保
守党承诺，到 2027 年，总体研发资金将达到该
国 GDP 的 2.4%，即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的平
均水平，并最终上升至 3%。而英国目前的研发
投资水平仅为 GDP 的 1.7%。

Main 说，新预算是恪守竞选承诺的一个标
志。“他们把这些承诺变成了实实在在的金钱。”
尽管如此，Main 指出，2027 年达到 GDP2.4%的
目标仍然会让英国落在更慷慨的研发资助者的
后面。美国将其 GDP 的 2.8%投入研发，而德国
则为 2.9%。

GDP2.4%的目标是用于研发的，而不仅仅
是政府投入的资金。因此，实现这一目标将取
决于英国退欧后在研发方面的强劲商业投资。
研究人员一直将开放的移民政策列为保持英国
对外国人才和投资的吸引力的关键，两者无论

哪一方在退欧后出现下跌，该国的研发可能都
会受到影响。

新投资的绝大部分似乎都将面临战略上的
挑战。在去年增加的第一轮投资中，有 2.7 亿英
镑用于电动汽车电池、药品制造技术和机器人
技术；2.7 亿英镑将作为奖学金。英国政府从来
没有把这么多钱投入到有目的的研究中，Main
指出，目前还不清楚有针对性的资助将对更广
泛的研究群体产生怎样的影响。对于在目标领
域之外工作的科学家来说，获得一笔拨款可能
不会变得更容易。

定于 11 月 27 日发布的一份关于工业战略
的白皮书可能包含更多关于该计划的细节。该
白皮书将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清洁能源、健康以
及未来交通系统这 4 个领域列为英国有优势并
应该大力发展的产业。

英国商务大臣克拉克说，通过这个产业战
略，政府将不遗余力地打造一个由知识和创新
引领的经济，而在研发方面投入的提升对整个

国家来说都是“标志性的时刻”。
此外，英国将投入大量资金提升交通系统

的效率并引入更多先进技术。英国广播公司援
引哈蒙德的话说，政府的目标是到 2021 年让完
全无人驾驶的车辆投入使用。

目前对于英国研究人员来说，还有很多其
他问题需要解决。例如，制药行业希望确保未来
的监管体系不会妨碍临床试验的进行。同时，英
国将退出欧洲原子能机构，这是一个管理民用
核安全与研究的条约，包括欧共体联合聚变中
心（JET）和国际热核实验反应堆在内。尽管英
国政府已表示，将在脱欧后继续向 JET 提供资
金，但这可能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合作关系。

（赵熙熙）

英国将加大研发投入
到 2027 年占国内生产总值 2.4%

动态

研究揭示小苍蝇
如何在咸水湖中“潜水”

本报讯 一种奇怪的苍蝇能在有着完美形状的气
泡内“潜水”。如今，人们或许知道了它是如何做到的。

人们在很久以前便知道，碱苍蝇能在美国加州超
级咸和强碱性的莫诺湖面下生存，并且以水下藻类为
食。每只苍蝇的气泡都同身体上的皮肤很好地拟合在
一起：它不会遮住苍蝇的眼睛，从而使其看清楚东西。

作家马克·吐温观察过碱苍蝇。他在 1872 年的
著作《艰难历程》中写道：“你把它们放在水下多久都
可以，只要你愿意———它们不会介意的，它们只会引
以为豪。”

来自加州理工学院的 Michael Dickinson 和 Floris
van Breugel 将碱苍蝇和 6 个其他苍蝇物种放入一盆
含有不同盐浓度的水中。当被放入含有高浓度碳酸
钠盐的溶液时，碱苍蝇在保持干燥并从水中逃走方
面表现得比其他苍蝇物种出色很多。而研究发现，莫
诺湖富含碳酸钠盐。

“就是那时，我们发现了一些关于莫诺湖的非常
奇怪的事情———它非常‘湿’。”Dickinson 介绍说。昆
虫通常利用细毛和蜡保持干燥，但这并不足以让莫
诺湖水远离它们的皮肤。

Dickinson 和 van Breugel 利用电子显微镜研究
了碱苍蝇，发现它们的细毛特别多，而这可能帮助它
们抵御湖水。同时，碱苍蝇表面基于碳氢化合物的蜡
可能创建了阻挡电流通过的障碍，从而使它们带有
正电荷的皮肤同含有很多带负电荷粒子的莫诺湖水
隔绝。相关成果日前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不过，来自英国牛津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 Zoe
Simmons 指出，当碳酸钠浓度特别高时，此项研究中
的碱苍蝇表面开始变湿。这表明如果很多盐分在非
常短的时间内被加到莫诺湖中，该物种可能面临着
被污染的风险。 （徐徐）

巴西科学家测试抗可卡因疫苗

新华社电 巴西科学家目前正在测试一种疫苗，能
够通过阻止可卡因进入大脑，帮助治疗可卡因上瘾者。

可卡因是目前全球查禁的主要毒品类型。可卡
因毒品成瘾者在戒毒后复吸率仍较高，目前尚无有
效的防复吸药物或手段。

人体免疫系统会因为可卡因分子太小而无法识
别它们，从而无法产生相应的抗体。据巴西环球网 11
月 20 日报道，巴西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研究人员
在实验室中首先制造出与可卡因相似的分子，再将
它转化为人体免疫系统可识别的分子。免疫系统之
后就被激活，开始产生对抗可卡因的抗体。

当真正的可卡因分子进入人体，这种抗体就与
其捆绑在一起，而且不会脱离。这些抗体将阻止可卡
因进入人脑，而可卡因正是通过刺激人脑使人兴奋
进而导致人上瘾的。

研究人员目前正在猴子身上进行这种疫苗的动
物实验，此前他们已经在啮齿类动物身上进行过实
验并取得良好效果。

研究人员弗雷德里克·加西亚介绍说，“与使用
蛋白质的疫苗不同，我们使用的是有机分子，其优势
是很容易在实验室中制造出来，不需要冷冻储存，因
此也更加稳定。”

目前，这种疫苗尚未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加西亚
预计，该疫苗从临床测试成功到进入市场可能还需
要 2 年至 3 年时间。 （赵焱陈威华）

失重使宇航员出现空间感知错觉

新华社电 载人航天科技的发展为长期驻留太
空提供日臻完善的外部条件，但宇航员的部分生理
机能尚未完全适应太空环境。俄罗斯一项新研究显
示，人体对失重的反应会引发空间感知错觉，可能影
响宇航员的工作能力。

俄科学院医学生物学课题研究所的专家在该单
位网站上发布研究报告说，他们对 47 名俄宇航员进
行了代号为“虚拟”的人体感知试验，涵盖宇航员乘
飞船升空前、在国际空间站内常驻和着陆后恢复地
面活动能力等阶段。这些宇航员的年龄为 35 至 50
岁，在空间站累计生活了 125 至 215 天。试验结果显
示，受失重影响宇航员会在定向、动态感觉和感知自
我的“本体感受”三方面出现错觉。

具体来说，定向试验要求宇航员仔细观察周围
环境，然后在关灯后触摸其附近的一件物体。结果发
现一些宇航员完全失去方向感，无法判断身体需朝
哪个方向运动和前进多久可触摸到目标物，连摸墙
壁都难以做到。

在动态感觉测试中，一些宇航员在感知自身旋
转和沿直线行进时出现失误。他们无法按自己的想
法准确控制身体，出现异常滚动、飘飞。

在本体感受方面，一些宇航员在身体静止时会
错误地认为身体在向前后左右倾斜，腿部在升起；双
手明明举在空中，却感觉是垂在身体两侧；平躺在睡
袋里，却觉得是弯腰驼背地坐着。

此外，研究人员还发现约 72%的宇航员在注视
移动的目标时出现失误，例如宇航员在观察缓慢下
降的目标时，其视线焦点与移动目标所处位置的吻
合程度明显比升空前表现差。这种失误可表现为没
抓到想要的物品，在飘飞行进时意外撞到舱壁。

研究员叶基莫夫斯基说，如果上述错觉仅出现在
进入太空后的头三天内，可视为人体对失重的正常适
应过程。如果之后依旧时常出现这些错觉，那就是航天
运动病的表现，会影响宇航员在太空中的工作能力，科
研人员需针对这些病症研究防治方法。 （栾海）

一项在澳大利亚开展的田间试验表明，转
基因香蕉树能抵抗引发巴拿马病的致命真菌。
巴拿马病摧毁了亚洲、非洲和澳大利亚的香蕉
作物，并且是美洲蕉农的主要威胁。一些农民
可能会在 5 年后获得这种转基因香蕉树，但消
费者是否买账仍不得而知。

上世纪 50 年代，一种寄居在土壤中的真菌
摧毁了拉丁美洲当时最流行的香蕉品种———
大麦克香蕉作物。随后，它被另一个抗病品
种———“卡文迪什”代替。如今，后者占据了全
球超过 40%的香蕉产量。上世纪 90 年代，“卡文
迪什”的对手在亚洲东南部出现：一种被称为
热带枯萎病 4 号（TR4）的相关真菌。杀菌剂无
法控制 TR4；虽然对水靴和农具进行消毒能起
到一定作用，但这远远不够。

来自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的生物技
术专家 James Dale 和同事利用一种不受 TR4
影响的野生香蕉克隆出名为 RGA2 的抗病基
因。随后，他们将其插入“卡文迪什”，并且创建

了 6 个拥有不同数量 RGA2 拷贝的品系。研究
人员还利用 Ced9 创建了“卡文迪什”品系。
Ced9 是一种抗线虫基因，能够抵抗多种杀死植
物的真菌。

2012 年，Dale 团队在一片距离达尔文市东
南部约 40 公里处的农田中种植了这些转基因
香蕉以及基因未经任何修饰的对照组。巴拿马
病在 20 年前到达这里。为加倍确认这些植物均
暴露于 TR4，研究人员在每棵植株附近埋下受
感染物质。在 3 年的试验中，67%~100%的对照
香蕉植株死亡或者拥有枯萎的黄色叶子以及腐
烂的树根。不过，若干得到改造的品系表现良

好。约 80%的植株未出现症状，同时两个品系
（一个被插入 RGA2，另一个被插入 Ced9）完全
未受到伤害。研究人员在日前出版的《自然—通
讯》杂志上报告了这一成果。两种抗病基因并未
减小香蕉束。

“这种抗病性非常出众，并且让我们有了乐
观的理由。”并未参与此项研究的佛罗里达大学
植物病理学家 Randy Ploetz 表示。不过，隶属于
非营利性农业生物多样性机构———国际生物多
样性中心的植物病理学家 Agustin Molina 对转
基因香蕉的吸引力持怀疑态度：“问题在于目前
的市场并不接受它。” （宗华）

转基因香蕉
对抗致命真菌

科学此刻姻 姻

科学家揭示首颗星际小行星“尊容”
本报讯 科学家现在知道了最近的星际访

客——— 一颗从外太空快速穿过太阳系的小行
星可能看上去是什么样子了。研究发现，它非常
古怪。

在本月初科学家发现了被命名为 Oumua-
mua 的小行星后不久，全世界的望远镜都投入
到更加仔细研究这个天体的行动中。它们不得
不加快脚步，考虑到该天体目前正以每小时 9.5
万公里的速度移动并且离太阳越来越远。尽管
这颗小行星正在迅速变暗淡，但地面望远镜还
是获得了一些关于其外表的关键信息。

研究人员首先注意到它的亮度。这也是证实
Oumuamua 非常古怪的第一个线索。每隔 7.3 个
小时，它会先变亮，然后急剧变暗———亮度减弱
为之前的 1/10。这表明该天体可能是极为扁长

的。科学家现在知道，Oumuamua 的形状和雪茄
差不多，长度为 400 米，而宽度可能仅为长度的
1/10。相关成果日前发表于《自然》杂志。

这一长宽比大于在太阳系观察到的任何小
行星或彗星，并且可能为理解其他行星系统是
如何形成的提供了新线索。尽管这颗小行星的
形状确实使其看上去很特别，但它的颜色———
深红色要更加常见。和外太阳系的天体一样，科
学家怀疑这是因为 Oumuamua 缺少大量的水
或者冰。同时，百万年来宇宙射线的撞击使它的
颜色变暗、变红。

在该天体再次陷入黑暗前，天文学家将继续
观测它。任何进一步的研究都至关重要，因为星
际小行星非常暗并且很难被观测到，尽管它们可
能每隔 1 年便会穿过内太阳系。 （徐徐）

蓝鲸俯冲进食改变偏侧性

本报讯“右撇子”蓝鲸表现出了“左右
手”都很灵活的行为。这让研究这种巨型生物
进食习惯的科学家感到震惊。

和很多其他动物一样，蓝鲸表现出偏侧
性———通常偏向右边。不过，一项利用安装在
蓝鲸后背上的摄影机开展的研究证实，当它
们进食时，会转换偏侧性。相关成果日前发表
于《当代生物学》杂志。

在 6 年的时间里，科学家将装有摄影机、
水听器和运动传感器的标签附着到 63 头生
活在美国南加州海岸的蓝鲸背上。这些标签
在若干小时后会脱离蓝鲸后背并且浮到水
面。这样一来，它们可以被追回，其中的数据
则被研究人员下载。

蓝鲸以令人惊叹的“特技”———靠近海洋
表面的猛扑式进食出名。当它们向上跃起然
后俯冲扑到微小的甲壳类动物 （磷虾） 群中
时，会执行 360 度桶滚。视频证据显示，它们
几乎总是向左边翻滚。

这和它们在海洋更深处通常表现出的进
食方式形成鲜明对比。在海水深处，它们会执
行 90 度右旋侧翻。俄勒冈州立大学海洋哺乳
动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Ari Friedlaender 介绍
说，猛扑式进食时向左边翻滚可使蓝鲸占主导
地位的右眼更加有效地瞄准较小的磷虾群。

“我们被这些发现完全震惊了。不过，当
考虑到蓝鲸攻击较小猎物群时采用的手段，
这种行为貌似真的很高效并且同驱动其常规
觅食行为的机制相一致。”Friedlaender 表示。
这是动物改变偏侧性以适应所执行任务情景
的首个已知例子。 （徐徐）

日研究人员用 iPS 细胞
培养出肺泡

新华社电 日本研究人员最新利用人类诱
导多能干细胞（iPS 细胞）培养出肺泡，这将有
助于肺病新药研发或肺病的再生医疗应用。

据《日本经济新闻》11 月 20 日报道，京都
大学一个研究小组向人类 iPS 细胞添加特殊
的蛋白质和低分子化合物等，成功培养出了
肺部气体交换的主要部位———肺泡。肺泡属
于肺的功能单位，负责向血液输送氧气并接
收二氧化碳。

iPS 细胞是利用皮肤细胞等体细胞，经诱
导因子处理后转化而成的细胞，其功能和胚
胎干细胞类似，能分化成各种组织和器官。

诺贝尔奖得主京都大学教授山中伸弥等
人于 2007 年 11 月在美国《细胞》杂志上发表
了有关制成 iPS 细胞的论文。10 年来，有关
iPS 细胞的研究日盛，在药物研发和再生医疗
方面都被寄予厚望，其中一些研究已经进入
临床阶段。 （华义）

新研究有助尽早识别
埃博拉出血热重症者

新华社电 曾在西非导致严重疫情的埃博
拉出血热致死率很高，但也有些患者幸存下
来。日本科研人员主导的一项国际合作研究
发现了埃博拉出血热死亡患者血液中的一些
生物标记，将有助于快速识别并医治重症患
者。

日本东京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教授河冈
义裕等人在美国学术刊物《细胞宿主与寄生
体》新一期上报告说，他们所在的国际研究小
组曾于 2013 年到 2016 年在埃博拉出血热流
行的西非国家塞拉利昂进行了调查，对 20 名
患者和 10 名健康人的血液进行了采样，这 20
名患者中有 9 人最终死亡，11 人幸存。

对比分析发现，死亡患者体内免疫系统
出现异常反应并引起组织功能障碍。和康复
患者相比，死亡患者血液中胰酶的量高出约
30 倍，而一般情况下胰酶主要存在于胰脏里。
此外，死亡患者血液中一种蛋白质的量只有
康复患者的四分之一到一半。研究人员认为，
这些血液中的生物标记有助尽早区分出重症
患者。

研究小组认为，这项研究揭示了埃博拉
出血热重症化的部分机制，有助于今后发生
埃博拉出血热疫情时制定更有效的公共卫生
对策。 （华义）

在澳大利亚农田试验中，转基因香蕉并未死于巴拿马病。 图片来源：昆士兰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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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南农学院里，卢永根认识了原中山大学

农学院院长丁颖教授。在 20世纪 30年代我国的
水稻育种领域便有“南丁（颖）北赵（连芳）”之称。
卢永根的学生、华农农学院教授刘向东回忆，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两校
农学院合并为华南农学院（今华农前身），丁颖任
院长，卢永根是首届学生。

1953 年 8 月，卢永根大学毕业，党组织安
排他留校任教。丁颖是卢永根的恩师，是他学术
上的领路人；在卢永根的鼓励和支持下，1956
年，丁颖以 68 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在当
时广州地区高级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极大反响。

“这些特殊经历，使卢老坚定信念、坚定信
仰，保持了共产党员的良好习惯。”华农农学院
副院长孔琴说，在卢永根的要求下，作物遗传育
种系党支部有一个严格规定，所有党员每月按
时缴交现金党费、过组织生活。

今年 3 月，“卢永根院士病房临时党支部”
成立，每月支部成员把党和国家重要方针政策、
华农科研最新动态带到他的病床前。党的十九
大召开后的第 3 天，“卢永根院士病房临时党支
部”开展了“学习讨论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大报
告”专题组织生活会。

“听完习总书记的报告，我热血沸腾、备受
鼓舞。”卢永根说，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无论

是一帆风顺的日子，还是身处逆境的时刻，我始
终坚信，要把一生献给祖国！

践行诺言
“卢永根精神”令人敬仰

卢永根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
近 5 年，卢永根带领研究团队共选育出作物新
品种 33 个，累计推广面积达 1000 万亩以上。他
常把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的名言挂在嘴边：“科学
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

改革开放后，卢永根到美国探望病重的母
亲，以公派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
学戴维斯分校留学。在美期间，美国的亲人竭力
说服他留下来，但被他坚决地拒绝了。众人百思
不得其解，询问他不选择国外优越的工作环境、
生活条件的原因，卢永根坚定地说，“因为我是
中国人，祖国需要我！”

这就是一位农业科学家的赤诚之心、家国
情怀。借助国外学习的知识和经验，卢永根倡导

“拿来主义”，大刀阔斧改革，推动了华农的跨越
式发展。从 1983 年开始，卢永根担任了 13 年华
农校长。13 年间，他为学校各项事业发展鞠躬
尽瘁，打开了华农人才培养的新格局。

华农原校办主任卢吉回忆，卢老担任校长
期间，顶住压力，破格晋升“华农八大金刚”。

1987 年，华农的人事改革成为全国关注焦点：
破格晋升 8 名中青年学术骨干，其中 5 人更是
直接由助教破格晋升为副教授，以破解人才断
层困局，破除论资排辈风气。

如今，这些当年破格晋升的青年才俊，包括
全国政协副主席罗富和、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温
思美、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抗击非典和禽流
感战役中的科研英雄辛朝安、华农原校长骆世
明、省教育厅原副厅长张泰岭等，分别成长为政
界、学界的优秀人才。

“在那些不为人见的日日夜夜，他逐步为学
校长远发展铺就了道路。”当年被破格晋升的
华农原校长骆世明深有感触地说，在担任校
长期间，卢老坚持不坐进口小车，在住房、电
话等待遇上不搞特殊，干干净净做人、清清白
白从政。

卢永根一生搞过科研、做过教授、当过校
长，并遵循“先党员，后校长；先校长，后教授”的
处事原则。在他办公桌上的一个笔记本扉页上，
写着他用来自勉的四个“一点”：多干一点；少拿
一点；腰板硬一点；说话响一点。

“这就是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科学家和教育
家应有的品质、责任和担当！”华南农业大学校
长陈晓阳感慨地说，卢老的治校和治学理念已
经融入华南农业大学的精神，而他本人，也成为
华南农业大学最宝贵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