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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汉诺威 IT 展亮点扫描

本报讯 一个最新的数学模型显示，将近
2/3 的导致癌症的基因突变是由细胞复制脱氧
核糖核酸（DNA）时发生的随机错误引发的，而
不是遗传基因或环境因素。

这一发现是关于环境因素或内在因素对癌
症的发病有多大影响的一项长期争论的最新论
据。这项研究还表明，许多癌症的突变是不遗传
的，同时许多突变也是不能被避免的，例如选择
不同的生活方式。

这项研究的联合作者、美国马里兰州巴尔
的摩市 Sidney Kimmel 综合癌症中心遗传学家
Bert Vogelstein 表示，这一发现可能改变人们“同
癌症作斗争的方式”。科学家在 3 月 23 日出版
的美国《科学》杂志上报告了这一研究成果。

Vogelstein 说：“正常细胞每次分裂时，都会
发生几个错误或者说突变。这些突变大多数时
候不会造成伤害，因为它们发生在垃圾 DNA
上、与癌症无关的基因上或者不重要的区域。这
是通常情况，按我们的说法这就是好运气。”他

表示：“但它们偶然发生在癌症驱动基因上，这
就是坏运气。”

Vogelstein 等人 2015 年 1 月在《科学》杂志
上发表文章称，人类组织的癌症风险差异可以
用干细胞分裂时出现的错误也即所谓“坏运气”
来进行解释，2/3 的癌症基因突变是“坏运气”的
结果，另 1/3 归因于遗传和环境因素。如今，该
校研究人员经进一步分析再次报告说，多数癌
症发病确实是因为运气不好。

这一结论当时曾引起极大争议。许多科学
家批评说，该研究完全基于美国癌症患者，没有
纳入乳腺癌与前列腺癌两种常见癌症，且严重
低估癌症预防的作用，是一种“危险的误导”。

最新研究中，Vogelstein 等人基于 423 个国
际癌症数据库，利用数学模型分析了全球近 70
个国家人群干细胞分裂与癌症风险之间的关
系。这些国家的人口总计达 48 亿，约占全球总
人口的 2/3。

结果显示，癌症风险和干细胞分裂之间存

在强相关性。这种关联具有普遍性，并非仅适用
于美国。

例如，胰腺癌 77%的突变可归因于 DNA 复
制随机错误，18%为吸烟等环境因素，只有 5%是
遗传因素；前列腺癌、脑癌或骨癌 95%的突变是
由 DNA 复制随机错误造成；肺癌的情况则大不
一样，65%的突变归因于环境因素，其中主要是
吸烟，35%是 DNA 复制随机错误，而遗传因素没
有影响。

总体而言，在 Vogelstein 等人研究的癌症
中，66%的突变由 DNA 复制随机错误造成，29%
可归因于生活方式或环境因素，剩下的 5%源于
遗传因素。

Vogelstein 表示：“成百上千万人过着几近完
美的生活方式，不吸烟、晒太阳前擦防晒霜、饮
食健康、经常锻炼，做了我们认为可以防癌的一
切事情，但他们还是患上癌症，我们希望这项研
究能为这些患者带来安慰。”他说：“他们需要知
道不管他们做了什么，癌症还是可能会发生。”

《科学》杂志配发的一篇评论文章说，预计有
关癌症“坏运气”理论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但最
新研究凸显“从数学角度认识癌症的明确需求”。
还有专家认为，这项研究并不意味着否认通过改
善环境和生活方式预防癌症的重要性。英国癌症
研究会就认为，43%的癌症病例可以预防。

巴塞尔市瑞士联邦理工学院专门研究癌症数
学模型的 Robert Noble 表示：“这项研究重新点燃
了癌症在多大程度上与环境因素有关的争论。”

Noble 认为，总而言之，这些争论最终的结
果只有一个，就是推动该领域开发出关于癌症
起因的更好的模型。“这场辩论已经进行了很
久。”他说，“这是非常有帮助的。” （赵熙熙）

癌症突变或因DNA随机错误
研究表明许多突变不遗传且无法避免

动态

新研究称多数癌症发病确因“运气不好”。
图片来源：《科学》

轮胎损伤表明火星漫游器
遭遇“中年危机”

本报讯 很不幸，美国宇航局（NASA）的科学
家不能派遣一名机修工到火星上修理“好奇号”
漫游者。3 月 19 日，NASA 拍摄的一幅图像被传
到网络上，表明“好奇号”左边中间的一个轮子的
履带齿片损坏了。

据该机构报道，过去 8 周，“好奇号”的履带
上已经出现了两处损伤。此前，漫游者穿过具有
锋利岩石的地域时被刺破了较薄的铝制轮子，但
由于履带承载着漫游者的重量，它们的损坏将会
更加严重。

不过，尽管损坏的履带预兆着漫游者生命终
结的开始，但它并不会那么快停止运行。用类似
轮子进行的地面测试表明，当一个轮子上的 3 个
齿片损坏时，意味着其达到了使用寿命的 60%。

漫游者还有一些地方也在老化。其钻头问题
表明“好奇号”的主要化学载荷仪器可能不能执
行关键的实验任务。 （冯维维）

宇航员太空行走
为安对接装置做准备

据新华社电 国际空间站上两名宇航员 3 月
24 日出舱太空行走，为安装一个新的对接装置做
准备工作，以便在未来接待美国商业载人飞船。

美国宇航员沙恩·金布罗和欧洲宇航员托马
斯·佩斯凯当天在舱外工作约 6 个半小时，主要
任务是为转移安装一个叫“加压对接适配器 -3”
的设备做准备。这个设备将在未来连接空间站舱
段和“国际对接适配器”，后者是研制中的美国商
业载人飞船所使用的对接装置，也就是未来“太
空的士”的“停车场”。

美国航天局在一份声明中说，两名宇航员 24
日成功断开了“加压对接适配器 -3”上现有的电
缆连接。26 日，地面人员将遥控操作空间站机械
臂把这个设备从“宁静”号节点舱搬运至“和谐”
号节点舱面对太空的一侧，未来将有一个“国际
对接适配器”安装在这个设备上。

空间站上将使用两个“国际对接适配器”为
美国商业载人飞船提供对接服务，其中一个已于
去年安装完毕，另一个仍在等待美国太空探索技
术公司的“龙”货运飞船送货。

在当天的太空行走中，两人还为空间站机械
臂仪器加了润滑剂，检查了一个疑似出现轻微氨
泄漏的散热器阀门，并更换了空间站日本舱段的
摄像头。

此次美国航天局一共准备三次太空行走，第
二次预定于 3 月 30 日完成，第三次计划于 4 月 6
日实施。 （林小春）

壳聚糖有望防止食物中毒

据新华社电 产气荚膜梭菌食物中毒是美国
第二大常见的细菌性食源性疾病，每年影响上百
万人。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发现，从甲壳类动物中提
取的一种名为壳聚糖的天然碳水化合物有望成为
对付产气荚膜梭菌食物中毒的有效“武器”。

产气荚膜梭菌存在于土壤、腐烂的植物以及
脊椎动物的肠道内。没有充分烹煮或保存不当的
肉类可能导致产气荚膜梭菌繁殖，人吃了这些肉
类会中毒，出现腹痛、腹泻等症状。

来自美国、沙特及泰国等国的研究人员在英
国《食品微生物学》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分别观察
了实验室培养基中的产气荚膜梭菌和 ３７ 摄氏
度环境下放置几小时、受到产气荚膜梭菌污染的
熟鸡肉，记录产气荚膜梭菌在两种环境中的生命
周期。

结果发现，产气荚膜梭菌能产生一种顽固
的、处于代谢休眠状态的孢子，许多食物加工方
法都无法将其杀灭。但从虾等甲壳类动物中提取
的壳聚糖不但能阻止产气荚膜梭菌在熟鸡肉中
的生长，还能抑制孢子的萌发和生长。 （马丹）

科学家宣布挽救
马克·吐温“跳蛙”获巨大进展

本报讯《卡拉维拉斯县驰名的跳蛙》是以
美国加州两栖动物为原型的一篇小短文，因马
克·吐温曾用其映射自己的成名过程，使这种
跳蛙在美国文学中变得闻名。但《华盛顿邮报》
报道称，由于栖息地破坏和入侵性物种，这些
以跳得高（跳高高度超过 6 米）而著称的加州
红腿跳蛙，已经在其位于南加州的自然栖息地
中大幅消失。

现在，经过连续多年将这种跳蛙重新引入洛
杉矶外的莫尼卡山脉，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称，
在当地的溪流中已发现 9 处红腿跳蛙卵，这是数
十年来表明该物种数量正在当地逐渐恢复的首
个证据。 （晋楠）

来自年轻人的血液具有治愈衰老的疗效，
那么人们是否可以不通过捐助者获得年轻血液
呢？一种新发现的可让造血干细胞保持年轻的
蛋白或许可以提供帮助。

年轻血液重新焕发青春的结论来自一项将
年轻小鼠和年老小鼠缝合在一起共享循环系统
的实验。结果，年老小鼠的健康水平提升了，而
年轻小鼠的健康水平退化了。其他动物实验也
表明年轻或年老血液具有类似效应。

这在人体中亦可发挥作用。年轻血液被尝
试用于治疗阿尔茨海默氏症等疾病。年老小鼠
在被注射入年轻人血液后也表现出认知、记忆
和生理活动水平的提高。

但这些研究均依赖年轻人捐助血液，如果
要成为治疗与衰老相关疾病的疗法，将很难获
得足够的捐献血液满足需求。

不过，人们血液中的干细胞可以提供另一
个选择。人体的红色和白色血细胞是由干细胞
生成的，后者来源于骨髓中的“母体”干细胞。随
着年龄的增长，母体干细胞的数量会下降。世界

上最长寿的女性在 115 岁去世时，她的血液中
仅剩下两个母体干细胞。

母体干细胞的减少会导致人们的红血细胞
和 B、T 淋巴细胞衰减子等白血细胞减少。这会
导致贫血、活力减退以及免疫系统弱化。“通常
老年人体内的免疫系统不能更好地抵抗感染。”
德国乌尔姆大学的 Hartmut Geiger 说。

Geiger 的团队检查了小鼠的骨髓，发现年
老小鼠体内的一种名为骨调素的蛋白更少。为
了了解这些蛋白是否会对造血干细胞产生影
响，该团队给小鼠体内注射了缺乏骨调素的干

细胞，发现那些细胞迅速变老。
当培养皿中的衰老干细胞被混合入骨调素

和一种激活它的蛋白之后，它们开始像年轻的
干细胞那样生成白血细胞。这表明，骨调素让干
细胞的行为更加年轻化。“如果我们可以将此用
于治疗，那么就可以让衰老血液再次年轻。”
Geiger says。

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的 Hanadie Yousef 说：
“这令人非常激动。”但她表示，仍需要进一步研
究从而了解该方法是否可以重新激活整个血液
系统。 （冯维维）

科学此刻姻 姻

新鲜的年轻细胞。 图片来源：Dennis Kunkle Microscop

衰老血液
再次年轻

科学家怀疑引力波把黑洞踢出星系
本报讯 天文学家刚刚发现了一个质量相当

于 10 亿个太阳质量的黑洞正在朝银河系飞奔
而来。但科学家现在并不担心其与银河系接触：
它距离地球约 60 亿光年，并且以最低相当于 1%
的光速在运行。相反，他们很好奇这个黑洞是如
何被其母星系 3C186 扫地出门的。

大多数黑洞都非常安静，在其星系中央贪
得无厌地吞噬着经过的恒星。但偶尔，当两个星
系合并时，它们中央的黑洞就开始像跳芭蕾双
人舞那样围绕着彼此旋转，最终导致毁灭性的
合并。

目前徘徊前行的黑洞可能就是一次类似合
并的结果。基于由围绕黑洞的发光气体散发的

光谱线的波长，可发现该天体在以每小时约 750
万公里的速度运行，这一速度使它可以在 3 分
钟内从地球到达月球。

科学家在即将发表于新一期《天文与天文
物理》期刊的文章中表示，如果这一推测是真
的，那么距今 12 亿年前两个黑洞合并时的巨大
反作用力可能形成了引力波涟漪。

研究人员推测，如果即将碰撞的黑洞并没
有同样的质量和旋转速率，引力波传向一个方
向的力量可能会比另一些方向更强，使形成的
天体产生能量相当于 1 亿超新星同时爆发的震
荡。除此之外，科学家还提出另一些逃离的黑
洞，不过目前它们尚未被确定。 （晋楠）

为期 5 天的 2017 年德国汉诺威消费电子、
信息及通信博览会（简称汉诺威 IT 展）日前落
下帷幕。本届展会上，物联网、人工智能和网络
安全继续成为关注焦点。

物联网方兴未艾

当前，智能手环等可穿戴设备仍然是物联
网应用的一个重要内容。瑞士公司“技术解决方
案”在本次展会上首次推出了一款针对阿尔卑
斯山区牧民的放牧追踪设备“高山追踪者”。

“高山追踪者”利用基于物联网的低功耗广
域互联网技术，解决了此前同类设备重量大、续
航时间短、辐射范围小等技术难点，除能锁定牛
羊位置，还可根据运动轨迹判断它们是否遭受
野兽威胁。

致力于将家中所有电器连接上网，并以智
能手机作为枢纽统一控制的“智能家居”概念
出现已久。本次展会上，将物联网应用扩大至
更广范围、更高层面的“智慧城市”概念则更
加吸引眼球。

中国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在本次展会上

展示了其为解决城市拥堵、安防、浪费等问题提
出的方案，原理是利用 5Ｇ 技术，快速稳定收集
城市摄像头、路灯和垃圾桶等终端产生的数据，
并汇集至城市运营中心进行分析，方便城市管
理者调度。

物联网技术还成为本次展会伙伴国日本力
推的“社会 5.０”战略的核心，用以解决其面临
的人口老龄化、自然灾害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人工智能引争议

出席今年展会的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说，
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一样，是当今正
在同步发生的三场革命之一。

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展示了一款
装有沃森系统的智能机器人佩珀，当游客问“我
们在哪里”，佩珀会伴随手势回答，“在汉诺威 IT
展展馆”。

沃森是 IBM开发的一款能够运行最先进认
知应用程序的平台，能“听懂”人类的提问，并通
过机器学习等进行回答。IBM沃森项目德国负
责人沃尔夫冈·希尔德斯海姆说，佩珀可直接放

在酒店前台提供服务，而沃森系统还能应用在
金融、制造等诸多领域。

展会期间，关于人工智能未来是否会对人
类就业甚至生存构成威胁的疑问被多次提及。
来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人工智能领域
教授托比·沃尔什对媒体表示，已经和上千名同
行签署联名公开信，呼吁联合国出台针对被称
为“杀手机器人”的自动型武器的禁令。

日本机器人制造商法努克公司首席执行官
稻叶善治则认为，未来“人机共存”的局面必将
出现，但由于人类会因机器人提高生产率而变
得更加长寿和富裕，缩短的工作时间将为休闲
娱乐创造更多机会，所以不必太过忧虑机器人
可能会导致大规模失业。

网络安全需重视

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局局长霍尔格·明希在
本次展会上介绍说，最新数据显示，2015 年，德
国共发生 4.5 万余起网络犯罪案件，造成 4000
多万欧元的经济损失。

芬兰软件公司“F 安全”首席技术官米科·许

珀宁说，人们安全意识薄弱是数据泄密的重要
原因之一，“黑客有时根本不用‘黑’，直接使用
默认密码就获得了管理员权限，很多用户根本
不为安全操心”。

他警告，随着物联网发展的深入，情况可
能会恶化，“黑客会通过最薄弱的一环入侵整
个系统，比如‘智能家居’中一台保护不到位
的咖啡机”。他呼吁设备制造商应承担起相应
责任。

英国网络安全公司 Sophos 公关经理约尔
格·申德勒持相同观点，认为未来仅凭防火墙和
杀毒软件不能完全确保用户的网络安全，因此
Sophos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在两者难以覆盖的领
域发力。在 Sophos展示的一款解决方案中，当用
户计算机遭到攻击，杀毒软件一检测到，便会立
即切断网络。

德国电子生产商罗德与施瓦茨展示了与日
本索尼公司合作的一款智能手机，手机中应用
程序分公用和私用两类。公用部分应用程序的
开启和操作需经过严格的身份认证，且相关数
据将由用户所在的企业掌握，以确保移动办公
的方便和安全。 （新华社记者张毅荣）

图为哈勃望远镜观测到的 3C186 星系，图
中的亮点为新发现的黑洞。

图片来源：NASA、ESA、M. Chiaberge

图片来源：NASA/JPL-CALTECH/MSSS

新国标带来产业升级

“建议你买三轮电动车，四轮可能很快就不
合法了。”在北京某品牌低速电动车门店，销售人
员好心提醒记者。

低速电动汽车一般是指速度低于 70 公里 /
小时的简易四轮纯电动汽车，其在外形、结构、性
能上均与燃油汽车类似，由于性价比较高，在没
有政府补贴的前提下，在我国三、四线城市以及
城郊和乡镇农村等地区普及迅速。

以占据国内低速电动车市场半壁江山的山
东省为例，2015 年，全省低速电动车产量已达
34.7 万辆，同比增幅 85.6%，远高于同期全国纯电
动乘用车 14.28 万辆的产量。保守估计，我国低速
电动车市场容量将超 1000 万辆，市场规模高达
2000 亿元。

然而，低速电动车目前尚未进入工信部下发
的《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也不能获得公安
部发放的牌照。也就是说，低速电动车的生产并
没有国家的“准生证”。

现在，这样的“灰色地带”可能也持续不了多
长时间了。2016 年，根据国务院“升级一批，规范
一批，淘汰一批”的要求，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正式立项《四轮低速电动乘用车技术条件》，年底
的两个月间，标准工作组密集召开了 3 次会议，
释放出新国标即将出台的信号。

虽然标准尚在讨论中，但业界普遍认为，新
国标将全面提升此类产品的市场准入门槛，以此
推动低速电动车产业的升级发展。这也佐证了赛
迪智库装备工业研究所所长左世全的观点，即只
有产业升级才能全面迎接智能化的未来。

不过，从草根中成长起来的低速电动车产
业，正是以其中低端的市场定位吸引了大量消费
者。北京理工大学电动车辆国家工程实验室副教
授孙立清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标准提升应侧
重安全和质量，同时也要进行经济性测算。

另一位业内人士则认为，低速电动车的合法化
和产业化归根结底是利益博弈，因此，标准不可能
在短期能出台，还需要配套解决一系列问题。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许多地方政府对于低速
电动车采取了更为理性的堵疏结合的管理思路，由
此也增加了制定并完善相关标准及法律法规的紧
迫性。标准及法规，成为低速电动车能否规范生产、
上牌照、办保险以及安全上路的关键环节。

（上接第 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