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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疼”
别怪基因

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人在种植土豆等农作
物。 图片来源：HEMIS

不褪色染料与人体色素同源

本报讯 想知道油性雨点和肥皂泡的表面有什
么颜色吗？这些彩虹———也见于孔雀羽毛和蜂鸟
翅膀———被称为结构色彩，当光线被物体表面的
微观特征反射时就会出现。

但是，当科学家模仿这个天然调色板时，他们
得到的颜色却总是“不按常理出牌”：结构色彩是
自然的彩虹色，这意味着它们闪烁的色调不能用
来制造固定的颜料。例如黑色素，这种自然产生的
分子赋予人类头发和皮肤独特的颜色。

于是，研究人员在一个特殊的硅涂层中嵌入
了一个黑色素分子的合成版本，并通过调整硅的
浓度从而调整该颜色，然后将数百个这种小颗粒
淹没在水中。

随后，该研究团队向其中加入了油，将水析
出，从而使得小球聚集成微观的“上部小球”。 在
去除油的同时，这些上部小球可以变成粉末染料，
并能像传统颜料一样使用。

但与传统色素不同的是，它们不会在紫外线中
消失。研究人员近日将相关成果发表在《科学进展》
上。更重要的是，因为黑色素具有生物相容性，这些
颜料不仅可以用于衣物和颜料，而且有一天也许能
在化妆品和食品行业中“大显身手”。 （张章）

中国官员获得全球防治荒漠化
杰出贡献奖

本报讯 日前，《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
三次缔约方大会高级别会议闭幕，会议已完成各
项议程。大会明确了各有关方面在推进荒漠化防
治、实现 2030 年全球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中的重
要作用以及应当采取的具体行动。

闭幕式上，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
行秘书莫妮卡·巴布为中国国家林业局局长张建
龙颁发了“全球防治荒漠化杰出贡献奖”。她说，中
国防沙治沙取得的成果令人瞩目，为世界荒漠化
防治提供了中国经验、中国技术、中国模式，为全
球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作出了杰出贡献。

张建龙表示，该奖项是对中国政府提出的荒
漠化治理战略和政策的肯定，是对中国广大沙区
人民长期不懈开展荒漠化和沙化土地治理做出
的褒奖。

此外，《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
方大会还达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成果———《鄂尔多
斯宣言》。这份《宣言》重申各国对有效实施《联合国
防治荒漠化公约》的坚定承诺，加强防治荒漠化、土
地退化，修复和重建退化生态系统。肯定了《公约》
2018-2030 战略框架的重要意义，鼓励各国采取行
动，设定履约自愿目标，在 2030 年之前实现土地退
化零增长。 （彭科峰）

将全球升温
控制在1.5℃内依然可行

本报讯 9 月 18 日，《自然—地球科学》期刊
在线发表的一篇论文显示，尽管实现 《巴黎协
定》所定的将升温控制在 1.5℃的目标并非不可
能，但人们要下更大的减排决心。论文指出，根
据此目标设定的碳预算，可用的碳排放剩余限额
比此前预计的更多。

数据显示，人为造成的升温导致 2015 年全球
平均表面积温度比 19 世纪中期高出约 0.93℃。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的 Richard Millar 和同事
用一个简单的碳—气候模型（包括气候系统的关
键属性和当今气候状态） 评估在将升温控制在
1.5℃内的条件下所剩余的碳排放额度。除了要
继续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人们还致力于其
他温室气体的减排。研究人员计算后得出结论：
未来的碳净排放量可高达 250 到 540GtC，这与
在 2100 年之前将升温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之
上 1.5℃内的目标相符。他们认为用透明的研究
方法定期更新人为导致的升温状况将会帮助各
国调整缓解气候变化的政策。

此外，本周《自然—地球科学》在线发表的一
篇挪威奥斯陆国际气候与环境研究中心的 Gunnar
Myhre 及同事所著的通讯文章指出，和工业化前
水平相比，人为导致的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上升
造成的温室效应已在翻倍的路上走了一半。虽然
二氧化碳浓度本身还未达到相同水平，但随着全
球变暖加剧，1.5 倍的节点将成为全球变暖一个标
志性的节点。 （张章）

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吸烟
比病毒本身更要命

新华社电 《美国医学会杂志·内科学卷》9 月
18 日刊载的一项研究显示，如果艾滋病病毒携带
者在接受抗逆转录药物治疗时还吸烟，那么他们
死于肺癌的可能性比死于艾滋病的可能性会高出
10 倍左右。戒烟预防肺癌应成为护理艾滋病病毒
携带者的重中之重。

领导这项研究的美国马萨诸塞综合医院的克
里希纳·雷迪在一份声明中说：“对肺癌而言，吸烟
和艾滋病病毒是一个特别糟糕的组合。艾滋病病
毒携带者吸烟率特别高，而吸烟和艾滋病病毒都
会增加肺癌的风险。”

雷迪等人利用计算机模拟分析了美国艾滋病
病毒携带者的肺癌风险。他们发现，在用药依从性
良好但持续吸烟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中，近 25%
将死于肺癌，其中重度吸烟者死于肺癌的风险接
近 30%。

总体而言，那些接受抗逆转录药物治疗但吸
烟的人，死于肺癌的风险比死于艾滋病的风险高
出 6 至 13 倍不等，具体风险大小与吸烟强度和性
别相关。

对那些用药依从性不好的烟民来说，他们死
于艾滋病病毒本身的风险会更大，但新研究发现
其中仍有 15%死于肺癌。

不过，戒烟会让情况发生较大改善。在 40 岁
戒烟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中，只有约 6%死于肺
癌。 （林小春）

动态

新几内亚岛民最具遗传多样性
距今 2万年前至 1万年前演化而成

也许，妈妈的观点是正确的：少吃糖，不然
会长蛀牙。

研究人员首次调查了基因和口腔微生物组
对蛀牙形成的影响，并证实牙齿状况取决于饮
食和口腔卫生习惯。相关论文近日刊登于《细
胞—宿主和微生物》。

“限制糖的摄取以及口腔内的酸性物质一
直是牙科界的信条之一。”该研究高级作者、美
国克雷格·文特尔研究所所长 Karen Nelson 说，

“这一工作表明，依据环境变化而获得的特定细
菌易诱导蛀牙。”

自 20 世纪初以来，牙科医生和其他专家已
经知道，口腔内的链球菌与蛀牙的形成有关。现
在，随着微生物研究技术的发展，科学家开始专
注于研究这些特定的细菌。

为了弄清楚遗传和环境对蛀牙的影响，
Nelson 团队采用了一种流行的方法：同卵双胞
胎和异卵双胞胎研究。他们招募了 485 对年龄
在 5~11 岁的双胞胎，其中 280 对属于异卵双胞
胎、205 对属于同卵双胞胎，另外还有一组是三
胞胎。研究人员采集了他们的口腔微生物作为

样本。
“我们决定将重点放在孩子身上，是因为我

们假设了两件事———口腔微生物会随着年龄的
增长而迅速变化；双胞胎小孩可能拥有共同的
环境。这两点让我们有机会更好地控制环境影
响。”Nelson 说。

结果显示，相比于异卵双胞胎，同卵双胞胎
口腔微生物存在更大的相似性，这表明遗传对
于口腔微生物的分类起着关键作用。但与遗传

相关联的细菌群落并不是蛀牙形成的主要因
素。相反，研究人员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与基
因相关的微生物种类会减少，而与环境相关的
细菌种类会增加。

此外，某些细菌种类和糖摄取量之间存在
关联。当双胞胎中有一个更倾向于甜食时，其口
腔中与较少蛀牙有关的细菌丰度会相对较少。
而且喜欢吃糖的儿童口腔中与蛀牙有关的细菌
种类更多。 （唐一尘）

科学此刻姻 姻

蛀牙或与基因无关。 图片来源：stlawrencedentistry.com

本报讯 如果你沿着新几内亚岛蜿蜒曲折
的塞皮克河旅行，那么你很快就会发现，从河流
的一个拐弯到下一个拐弯，沿岸居民说着完全
不同的语言。一个研究小组上周在美国《科学》
杂志上报道说，这座岛屿上显著的语言多样性
反映了真实的基因差异。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研究小组得出的结论是，这种遗传变异可以追
溯到距今 2 万年前到 1 万年前，而不是 5 万年
前人类首次到达这里的时候。

1 万年前，新几内亚岛独立发展的农业并
没有抹去基因上的差异，就像在欧洲或亚洲部
分地区发生的一样。“利用农业，人们往往倾向
于获得在基因上均质化的社会。”研究团队成
员之一、英国康恩斯顿市威康基金会桑格研究
所研究生 Anders Bergstrom 说。在欧洲，来自阿
纳托利的农民取代了当地的狩猎—采集者，并
抹去了他们的大部分遗传贡献。领导该研究团
队的桑格研究所遗传学家 Chris Tyler-Smith 指

出，而这并不是在新几内亚岛所发生的一切，
“这真是一个巨大的惊喜”。

在这项研究中，科学家分析了 381 个巴布
亚新几内亚居民基因组中 170 万个脱氧核糖核
酸（DNA）标记中的变异，他们同时还比较了另
外 39 个人的完整基因组。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
是，新几内亚人在史前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与亚
洲人相互隔绝，并且该岛高地居民和低地居民
在距今 2 万年前到 1 万年前就彼此分开了。在
高地上，过去的 1 万年里，人们在开始耕种庄稼
后不久便分裂成 3 个截然不同的社会群体。而
在低地上，北部地区和南部地区出现了两个主
要人群。

Bergstrom 表示，对这种模式的最好解释
是，一旦人们开始种植作物，他们就会在整个岛
屿上连同技术一道传播他们的基因。但不久之
后，他们的后代显然停止了融合，并进化出了不
同的地方基因型。尽管研究人员长期以来一直

认为，新几内亚岛的山地地形使生活在高原地
区的人群与世隔绝，但这项新研究发现，在高
地地区和地势平坦的低海拔地区都形成了不同
的人群。Bergstrom 认为，对于妨碍人群融合来
说，文化因素，例如战争或群体内部婚姻，比地
理障碍更为重要。

但美国盐湖城犹他大学人类学家 Polly
Wiessner 发现，想要用农民的基因统治整个新
几内亚岛几乎是不可能的。她认为是贸易网
络，而不仅仅是农民，使石臼和石杵在狩猎—采
集者群体之间传播，用于捣碎芋头和其他庄稼
食物。他们在群体中结婚的做法扩大了两者之
间的遗传差异。Wiessner 说：“据我所知，没有证
据表明农民取代了狩猎—采集者。”

不管原因是什么，巴布亚新几内亚居民强
烈的遗传差异性表明，农民的扩散可能不足以
使整个地区的 DNA 均质化。另外，后来的移民
潮可能已经消除了欧洲人和亚洲人之间的差

异。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进化遗传学家
Simon Easteal 补充说:“巴布亚新几内亚居民没
有经历过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转变。”他说，
这项新的研究表明，“在人群中，与技术变革相
关的当地人类基因组多样性受到了普遍的侵
蚀，而这一过程至今仍在继续”。

新几内亚岛是太平洋第一大岛屿和世界第
二大岛，仅次于格陵兰岛。它是马来群岛东部岛
屿，位于澳大利亚北部、太平洋西部、赤道南侧。
新几内亚行政上分为两部分———西半部为印度
尼西亚的巴布亚和西巴布亚两省；东半部是巴布
亚新几内亚的主要部分，巴布亚新几内亚于 1975
年成为议会制的独立国家。 （赵熙熙）

本报讯 卡路里限制或有助于小鼠苗条和
长寿，但这样也意味着用于保暖的体脂随之减
少。不过，巴西研究人员发现，小鼠皮肤会通过

刺激毛发生长、增加血流量和改变细胞新陈代
谢以提高能量效率回应热量限制。近日，刊登于

《细胞—通讯》期刊的新研究显示，该动物可以
利用这种进化适应在有限的食物环境中保持温
暖和生存。

“皮毛和皮肤的变化很明显。”该论文高级
作者、巴西圣保罗 大学化 学系教 授 Alicia
Kowaltowski 说，“这些变化可能与皮肤干细胞
的增加有关，这有助于保护皮肤免受衰老的影
响。”

众所周知，限制饮食热量有许多健康益处，
例如增加寿命和抗击癌症等，但其对皮肤的影
响尚未见诸报端。为了了解更多相关信息，
Kowaltowski 团队和合作者让一组小鼠可以随
时进食并吃自己喜爱的东西，这就意味着这些
小鼠会超重，而另一组小鼠则只摄入前一组小
鼠摄入的 60%的卡路里，实验持续了 6 个月。

研究人员对比了这两组小鼠，结果显示，接
受热量限制的老鼠失去了大约一半的体重，并
且皮毛变得更厚、更长。他们还观察到，在细胞
水平上，这类饮食的作用之一是使毛囊干细胞
扩张，导致毛囊生长和保留率增加。

此外，与自由放养的老鼠相比，限制热量的
老鼠的皮肤里的血管数量是前者的三倍，这能
给皮肤带来更温暖的血液。而且，后者的皮肤细
胞在新陈代谢方面也表现出不同：随着时间的
推移，它们会消耗更少的能量作为热量。

研究人员随后将两组老鼠的毛刮掉，以确
认多余的毛发能帮助动物保暖。热量损失测量
结果显示，较厚的“皮大衣”有助于隔绝热量，而
如果没有这种适应，卡路里限制的小鼠会更加
嗜睡，并表现出新陈代谢紊乱。

该成果有助于科学家发现在衰老过程中保
持皮肤健康的靶点。 （唐一尘）

老鼠减肥皮毛反增

图片来源：Formi et al.

年轻人将肩负1000亿吨CO2负排放重担

近日，《地球系统动力学》期刊发表的《年轻
人的负担：CO2 负排放的需求》显示，若在 2021
年前全球以每年 2%的速度增加 CO2 排放量，
年轻人不仅需要承担持续高化石燃料排放带来
的气候变化及其后果，还需要承担昂贵的碳移
除技术开发成本，肩负起 1000 亿吨 CO2 负排
放的重担。

全球气温是与海平面高度相关的基本气候
指标，若要阻止海平面继续上升，就必须保持全
球气温接近工业化前水平。然而，温室气体辐射
强迫的增长速度在过去 10 年明显加快，2016 年
全球气温至少比 1880~1920 年的平均温度升高
了 1.3 ℃。全球气温已经升至全新世以来的最高
值，地球现在与艾木间冰期一样温暖，当时的海
平面比现在高出 6~9 米。并且，目前气候变暖仍
在进行中，这将威胁沿海地区数百万人的生计。

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谢菲尔德大
学、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人员
预测了不同情景下 CO2 排放将对年轻人造成的
影响以及若要将温度维持在艾木间冰期的水平

需要采取的措施。研究结果显示，若在 2021 年
前，全球以每年 2%的速度增加二氧化碳排放量

（2000~2015 年 CO2 排放年均增长速度 2.6%），
那么 2100 年，若要将温度维持在艾木间冰期的
水平，国际社会需要从大气层中移除 1000 多亿
吨碳。这只能用昂贵的技术解决方案实现，例
如，即便使用发展较成熟的碳捕获和封存技术，
其最低成本估计也高达 89 万 ~535 万美元，并
且该技术还存在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在这
种情况下，年轻人不仅需要承担持续高化石燃
料排放带来的气候变化及其后果，还需要承担
昂贵的碳移除技术开发成本。 （董利苹）

北极海冰损失影响大西洋海洋环流系统

近日，英国南安普敦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
的研究人员在《自然—气候变化》发表题为《北
极海冰减少削弱了大西洋经向翻转流》的文章
指出，在数十年的时间尺度上，北极海冰消退可
影响世界最大的海洋环流系统之一 ———大西
洋经向翻转环流（AMOC）。

自 1980 年以来，北极海冰范围平均面积每

年减少约 20%，与此同时，AMOC 以高达 0.4
Sv/ 年（流量单位，1 Sv=106m3/s）的速度在减缓。
尽管从海洋自然年代际变率来看，近期 AMOC
减速的归因仍然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但有关
AMOC 强度的间接证据支持以下假说：AMOC
正在作为气候变化的一部分而逐渐减弱。目前
学界没有就 AMOC 减速和增暖空洞的确切原
因及其特定的外部强迫的归因达成一致意见。
该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研究这些现象是否可以由
持续的北极气候变化驱动。

北极海冰在过去几十年的持续消退使海洋
表面热量和淡水通量出现异常，造成影响海洋
环流的正浮力异常。该研究使用最佳的通量扰
动框架和综合的气候模式模拟，估计 AMOC
在北极和全球范围内对浮力异常驱动因素的敏
感性，以及对更普遍的海冰消退的敏感性。研究
发现，在十年尺度上，副极地北大西洋淡水通量
异常对 AMOC 的影响最大，而在几十年尺度
上（大于 20 年），北极淡水通量异常变得更加重
要。正浮力异常传播到北大西洋，削弱了
AMOC 及其向东的热量输送。因此，北极海冰
消退或许可解释 AMOC 的减缓，以及副极地

北大西洋持续出现的增暖空洞。 （刘燕飞）

气候变暖将导致全球主要农作物减产

近日，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题为《四
种独立估计显示温度上升降低了全球主要作物
产量》的文章显示，全球平均气温每升高 1 ℃，
全球小麦、水稻、玉米和大豆 4 种主要农作物的
产量将分别降低 6.0%、3.2%、7.4%和 3.1%。

人类 2/3 的热量来自小麦、水稻、玉米和
大豆，但气候变化对这 4 种农作物的影响却
不清楚。来自中国北京大学、南京农业大学、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和中科院植物所等机构的
研究人员评估了气候变化对全球主要农作物
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所有分析方法均得出
同一结论，气温上升会对全球小麦、水稻、玉
米和大豆的产量产生负面影响。如不采取相
应措施，全球平均气温每升高 1 ℃，全球小
麦、水稻、玉米和大豆 4 种主要农作物的产量
将分别降低 6.0%、3.2%、7.4%和 3.1%。研究结
果还显示，气温上升对不同作物以及不同地
区的影响大不相同。 （董利苹）

中科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供稿

环球科技参考

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秉承服务国家、造福
人民的宗旨不动摇。十八大以来，中科院接连实
现了煤制油、甲醇制烯烃、中阶梯光栅、“渤海粮
仓”等一批重大成果产出，在转化应用方面取得
新突破。

问冷暖润人心
难忘“知遇情”前行前行再前行

领奖台上，他坐着，他站着。
那是 2015 年 1 月 9 日，人民大会堂，中科

院院士、中国“氢弹之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获得者于敏坐在轮椅上，接过了习近平弯腰递
过来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证书。习近平
与他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这一瞬间，深深地印刻在在场每一位科研
人员的心中，也浓缩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对中科院科研人员的深厚感情。

在“初出茅庐”的青年科技人才心中，习近
平则更像是一位“可爱的叔叔”。

2013 年 7 月从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博士毕
业的冯端，也是在国科大见到习近平的。“感觉
像是在做梦。”她这样回忆那次特殊的碰面，“总
书记亲切地与我交谈、拉家常，我一下子就放松
了下来。总书记的朴实、真诚，让我十分感动。”

2015 年 7 月 27 日，李克强出席国家科技
战略座谈会。一个小小的细节，让中科院院士赵
淳生印象深刻。

在那次会议上，李克强到场后与离其较
近的院士握了手。这时，赵淳生听到总理特别
向其他院士表示，这么多人不能一一握手，十
分抱歉。

除了走到科学家当中，李克强还曾把院士
请到了国务院。

那是在 2017 年 6 月 22 日，中科院院士白
春礼、潘建伟、周琪，中国工程院院士潘云鹤的
到来，把国务院第一会议室从“国家政策决策
场”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科学讲堂”。

那次会议，四位院士做“老师”，而听讲者，
则是李克强、国务院有关领导，以及各部门、部
分央企负责人。

在听讲后，李克强总结道：“现在各种新事
物、新技术、新业态层出不穷，我们必须不断加
强学习，在政策制定中灵活运用。要紧紧跟踪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脚步，千万不能沦
为新的‘科盲’!”

2014 年 11 月 10 日，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获得者、“两院”院士师昌绪逝世，忙于国事
的李克强委托工作人员打电话，对师昌绪的
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家人及亲属表示
慰问。

一次握手、一声问候、一句抱歉、一通电话，
这份关心，点亮了多少中科院人心中的明灯！从
中关村到奥运村，到怀柔，到全国各地，中科院
的脚步延伸到哪里，党的关怀就延伸到哪里。

礼遇之情，当孚所望，知遇之恩，衔环以报，
这份关心，也将成为中科院人力量的源泉。立足
当前，着眼未来，面向需求，追求卓越，这支共和
国的“科技国家队”，将如诞生之初那样，始终不
忘使命，始终与科学共进，始终与祖国同行。

（上接第 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