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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微生物可以搭上野火烟尘的顺风车，在
数千公里之外沉积下来。

图片来源：Darryl Dyck

动态

真菌细菌被山火越烧越“旺”
了解火灾后微生物群落有助预测生态系统如何恢复

本报讯 森林大火正变得越来越大，烧得越
来越旺，同时也越来越难以预测，并最终对动
植物物种造成毁灭性打击。如今，研究人员正
在分析这些大火是如何影响最小的森林生物
的（包括细菌和真菌）———他们发现，一些微生
物在一场猛烈的火灾后往往会茁壮成长。

日前发表在预印本服务器 bioRxiv 上的一
项研究报告称，在加拿大西北领地和阿尔伯塔
省北方针叶林发生的几场严重森林火灾后，几
种细菌和真菌的种群数量都有所增加。这类研
究，以及其他关于火灾特征(如烟雾)如何影响
微生物分布的研究，让科学家对森林火灾如何
改变微生物群落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这
可以帮助他们预测一场大火过后生态系统将
如何恢复。

“火灾通常不会破坏一个微生物群落———
它们会改变其组成。”美国东兰辛密歇根州立
大学生态系统生态学家 Jessica Miesel 表示。有
些细菌和真菌与植物具有一种共生关系，这通
常决定了一个地区的植物可以获得哪些营养
物质。如果一场火灾破坏了某些微生物群落，
那么依赖它们的植物可能无法在该生态系统

中重建自身。
研究人员调查了森林火灾对加拿大两个

省北方针叶林的细菌和真菌群落的影响。2014
年，研究小组从 62 个地点收集了土壤样本，其
中 50 个地点曾在 1 年前的火灾中受损。研究
人员发现，与火灾前相比，马西菌属和节杆菌
属中的几种细菌，以及青霉属和黑星孢属中的
一些真菌在火灾后变得更加丰富———尤其是
在那些燃烧强度较大的地方。

这项研究的合著者、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
分校土壤生态学家 Thea Whitman 说：“我们于
是开始分析有关火灾反应的生态驱动力。”

微生物通过分解有机物和为植物吸收养
分做准备从而帮助维持生态系统的健康。一些
种类的细菌能够分解氮和碳，而一些真菌物种
生活在植物的根部，能够帮助它们的宿主吸收
周围土壤中的营养和水分。

Whitman 怀疑，一种细菌或真菌能够迅速
繁殖，开发可利用的营养物质并在高温下生
存，这是它在火灾后“大难不死”的原因之一。
有些微生物则能更好地分解因火灾而发生化
学变化的有机物，而另一些微生物则可能利用

新开辟的生态位。
微生物利用火来开拓新领地的一种方式

是搭上烟柱中的尘埃小颗粒的“顺风车”。在去
年 11 月发表的一项研究中，莫斯科市爱达荷
大学火灾生态学家 Leda Kobziar 和她的团队从
佛罗里达州的 3 处人为燃烧现场，以及爱达荷
州森林和实验室中焚烧的植被上采集了烟雾
样本。研究人员发现，烟雾中的微生物与周围
空气中的微生物是不同的。

Kobziar 指出，微生物肯定是在森林大火的
烟雾中被捕捉和传播的。她怀疑，在某些情况
下，附着在羽状物中的富含营养的细菌可能有
助于刺激遥远地区的植物生长。

但是如果植物病原体的孢子（例如导致橡
树突然死亡的真菌样生物体疫霉菌）被大火吞
噬，并被运送到树木健康生长的地区，则这种
传播方式可能是有害的。Kobziar 说，消防员和
其他急救人员也可能吸入潜在的有害微生物
和过敏原。

在有关森林火灾影响的讨论中，微生物常
常被忽视。但在一场火灾过后，这些微小的生
物往往定义了周围的景观。Miesel 说：“土壤环

境的一系列变化会对不同种类的微生物产生
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当整个生态系统化为灰
烬后，微生物决定了生态恢复的第一步。

（赵熙熙）
相关论文信息：

科学家利用“基因剪刀”
应对抗生素耐药性

据新华社电 致病菌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已成
为日益严峻的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美国研究人员
近日报告说，他们利用“基因剪刀”开发出一个新系
统，可以确定某种特定抗生素能靶向作用于致病菌
的哪些基因，有望用于改进现有抗生素效果或开发
新型抗生素。

被誉为“基因剪刀”的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
能精确定位并切断 DNA（脱氧核糖核酸）上的基
因位点，可以关闭某个基因或引入新的基因片段。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等机构研究人
员近日在英国《自然—微生物学》杂志上报告说，
CRISPRi 是“基因剪刀”的弱化版，不能切断 DNA
链，但能附着在 DNA 的某个位置，阻止基因转录
所需蛋白质分子靠近，以达到降低基因表达、减少
该基因编码蛋白质数量的效果。他们开发出的这
个新系统被命名为“移动 CRISPRi”，可适用于研
究不同菌种。

研究人员发现，利用这种基因编辑技术，减少
被某种抗生素作为“靶子”的蛋白质数量时，细菌
会变得对这种抗生素更敏感，这证明了特定抗生
素和某些基因之间的关联。通过这种方式，研究人
员一次可以筛查出数千种可能成为抗生素潜在目
标的基因，可帮助科学家理解抗生素的工作机制
并改进药物效果。

研究人员用“移动 CRISPRi”研究了从奶酪皮
中分离出的干酪弧菌，以弄清这种细菌怎样聚居
到 奶 酪 上 并 影 响 风 味 。 研 究 人 员 说 ，“ 移 动
CRISPRi”可用于研究任何数量的科学家此前不了
解的致病菌或有益菌。

柔性微型机器人
可在体内“游泳”

据新华社电 瑞士和英国研究人员日前在美国
《科学进展》杂志上发表报告说，他们开发出一款
柔性微型机器人。“像活体微生物”一般，这款机器
人可在有黏性或快速流动的液体中“游泳”，未来
有望将药物送达体内的病灶组织。

论文通讯作者、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的
布拉德利·内尔松说，自然界有许多随环境变化而
变形的微生物，他们由此受到启发，开发了这款机
器人。

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洛桑联邦理工大
学和英国剑桥大学研究人员联合研发的这款机器
人由凝胶状纳米复合材料构成，凝胶内有磁性纳
米粒子，可被电磁场控制，也可以自行在体内运
动，不需要传感器或制动器即可变形。

据悉，这款机器人可在有黏性或快速流动的
液体中移动，并不会引起身体的排斥反应。在通过
狭窄的血管等曲折的系统时，它的速度、方向和可
控性都不受影响。

参与研究的洛桑联邦理工大学的塞尔曼·萨
卡尔告诉新华社记者，这款机器人长度约 1 毫米，
借助其他技术，它还可以变得更小。

研究人员说，这款机器人造价不高，目前研究团
队正在改善其在人体体液内的运动表现。 （周舟）

澳科考船赴南极海域研究蓝鲸

据新华社电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
织的一艘科考船 1 月 19 日起航，前往南极海域开启
蓝鲸研究之旅。

据《澳大利亚人报》报道，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 28 位科学家乘科考船从澳大利亚的“南极门
户”城市霍巴特出发，在随后的 7 周时间里，他们将
去了解世界上最大的动物蓝鲸和体积微小的磷虾之
间的关系。

蓝鲸长度可达 30 米，重量超过 100 吨。而蓝鲸
的主要猎物之一磷虾通常不到 5 厘米长。研究人员
希望探究磷虾群的形状对于蓝鲸的分布和行为有什
么影响，还将验证“蓝鲸参与深海养殖”理论。该理论
认为，蓝鲸的粪便促进了海藻的生长，这为磷虾提供
了更多食物，有利于磷虾的生存，因此蓝鲸也为自身
创造了更多食物。

“了解鲸鱼和磷虾之间的关系以及鲸鱼在维护
生态系统健康方面的作用，是了解南大洋生态的关
键。”本次科考的首席科学家迈克·道布尔说。

航行期间，研究人员将使用多波束回升探测器
获得磷虾群大小、形状和密度的详细三维模型，还将
使用无人机对蓝鲸进行拍摄、测量和个体识别，并尝
试收集它们的粪便和呼气时释放的气体样本。

智能化、省力化
成日本机器人技术新趋势

据新华社电 第三届日本机器人开发应用展 1 月
16 日至 18 日在东京举行，工业机器人、物流机器人、
服务机器人等多种机器人齐聚于此，智能化、省力化
的机器人技术成为新趋势。

在这次展会上，很多企业展示了它们基于一
些硬件机器人设备研发出的配套应用程序。例如，
日本“MUJN”公司研发的 3D 智能识别系统，安装
在安川电机公司的大型机械臂上，可以让机器人
快速识别、抓取各种箱型货物，在物流领域可以大
显身手。日本电装公司展出了可以进行科学实验
操作的多种机械臂。

展会上还可以看到各种外骨骼助力机器人。
日东电工公司展出了一种绑在腿上的“座椅”，人
穿戴好后即可站立行走，也可以弯曲膝盖坐下减
轻身体负担。据介绍，这种产品是为长时间站立的
手术医生研发的，也可以应用于其他需要长期站
立的工作场景。

前来参加展会的北京璞华逻博特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总裁唐德权对记者表示，今年参展企业明显增
多，其中外骨骼助力机器人产品非常醒目，这在一定
程度上表明日本市场对降低体力劳动负荷类产品的
需求正在增长。

本机器人开发应用展从 2017 年起每年举行一
届。今年的展会吸引了不二越、电装、库卡等约 220
家日本国内外企业参加。 （华义）

科学此刻姻 姻

快速拍照
看清大脑

假 设 你 想 近 距 离 观 察 一 只 苍 蝇 的 大
脑———非常近距离地观察，可以借助一种叫做
扩张显微镜的新技术。科学家正在做的就是：
标记感兴趣的神经元，并追踪其最细的卷须，
从而绘制它们之间的联系。

但是，研究人员需要将一种凝胶注入一片
脑组织，使其膨胀以放大细节，这一过程大大
增加了对该组织成像的时间。

当显微镜从上到下扫描，从而对这种厚样
本的一些部分进行成像时，它会“烧毁”附着在
蛋白质上的荧光标记———这些标记有助于识
别神经元，从而使样本的更深部分完全变暗。

在一项新研究中，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解
决方案：将这种膨胀过程与一种称为点阵光学
显微镜的仪器结合起来。这种技术可以通过高
速反复穿过薄薄的光片减少细胞损伤。

由于这种显微镜可以在光线较弱的任何
区域停留更长时间，因此荧光不太可能被烧
毁，图像的某些模糊部分也能浮现———这意味
着可以出现尖锐、复杂的细节，比如老鼠神经
元上的棘状突起。

这个研究小组近日在《科学》报告说，通过
一次捕获整个平面而不是一组点，这个显微镜
在 62.5 小时内完成了对整个苍蝇大脑的扫描，
这一速度大约是迄今为止在这种高分辨率成

像中最快显微镜速度的 1/7。
通过复杂的计算工具将成千上万的 3D 切

片拼接在一起，研究人员可以捕捉大脑的大片
区域，然后以高分辨率放大。这种方法有助于科
学家更容易地研究大脑中相互作用的神经元回
路如何驱动某些行为，以及该回路如何在许多
个体、不同性别或整个发育过程中发生变化。

（唐一尘）
相关论文信息：

苍蝇大脑图像 图片来源：《科学》

布鲁塞尔国际车展
关注城市交通新变革

据新华社电 作为欧洲大陆每年系列重要
国际车展的首展，第 97 届布鲁塞尔国际汽车展
览会 1 月 18 日正式向媒体开放，城市交通新变
革成为车展的关注重点。

车展专门开辟了一个展厅，展示共享汽车
等共享型出行工具、解决城市“最后一公里”出
行问题的各类代步手段、为智能化出行提供助
力的新型金融和保险服务等。

此外，还有一个以“梦想未来”为主题的展
览，展示自动驾驶技术、智慧城市、物联网等新
技术。

车展还迎来了捷豹、保时捷等多个品牌 15
款新车的欧洲或全球首秀，而宝马、奔驰等知名
车企还带来了 12 款概念车。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汽油车、柴油车、电
动车、混合动力车等相互竞逐的舞台上，自行车
也成了主角之一。

车展期间，布鲁塞尔大区政府将发起一场
“为布鲁塞尔而骑行”的运动，鼓励更多民众加
入骑车出行的行列。

本届车展还展出了比利时市场上主流的汽
车产品、两轮车以及小型货车等。展会于 1 月 19
日至 27 日正式对公众开放。 （潘革平郑江华）

美航天局表示就嫦娥四号
任务与中方展开合作

据新华社电 美国航天局 1 月 18 日发布公
报表示，正就嫦娥四号任务与中方展开合作，预
计将于 31 日利用美国“月球勘测轨道器”对嫦
娥四号着陆点进行成像。

美航天局说，过去一个月，其与中国国家航
天局讨论了对嫦娥四号着陆时掀起烟尘的迹象
进行观测的可能性。

北京时间 1 月 3 日 10 时 26 分，嫦娥四号
探测器自主着陆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
内的冯·卡门撞击坑内，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月
背软着陆。美航天局说，“由于一些原因”，“月球
勘测轨道器”上搭载的设备未能调整好轨道、以
最优位置在嫦娥四号着陆过程中进行成像。据
介绍，航天器着陆时扬起的月尘可以为未来的
登月任务提供信息，例如为后续航天器的着陆
方式研究提供参考信息。

不过，美航天局表示，预计将于 31 日利用
其“月球勘测轨道器”对嫦娥四号着陆点进行成
像。中美两家航天机构达成协议，合作产生的任
何重要发现都将于 2 月在维也纳召开的联合国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
会会议上分享。

美航天局在公告中强调，与中国的合作“透
明、互惠、互利”，符合美国政府和国会的规定，
并表示美国计划重回月球，与国际伙伴持续展
开合作至关重要。 （周舟）

月球环形山揭示小行星“爱地球”

本报讯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随着太
阳系变得越来越古老和稳定，小行星和彗星与

地球和其他行星相撞的频率也一直在稳步下
降。但是一项新研究显示，在过去的 3 亿年里，

“天外来客”撞击地球的次数增加了 2.5 倍。
地球表面布满了过去 10 亿年形成的撞击

坑，但古老陨石坑比年轻的陨石坑要稀少，这
被归因于板块构造、火山活动和侵蚀作用造成
的地壳运动。通过观察月球，科学家可以探索
这两个天体的过去。虽然月球所受的作用力与
地球不同，但却面临同样的“轰击”。

研究人员利用美国宇航局月球勘测轨道
飞行器上的热照相机检查了月球环形山中的
大量储热岩石。这些岩石最终会被陨石的微小
撞击磨成尘土。通过观察之前已确定年代的陨
石坑，这些岩石被确定为可靠的年代测定对
象———岩石越完整，陨石坑越年轻。

在这项新研究中，研究小组发现了数量惊
人的年轻陨石坑，似乎与地球上的陨石坑数量
相匹配。这意味着，在现代地质历史上，地球保
存陨石坑特征的能力比以前认为的要好得多，
而且近代陨石坑数量增加与小行星或彗星撞
击次数的增加是一致的。相关论文近日发表于

《科学》。
但是，科学家仍然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了

这种上升。研究人员说，大约 3 亿年前，可能
有几颗体积较大的小行星相撞或以其他方式
解体，它们的碎片从小行星带缓慢移出，最终
撞击了地球。这可能包括发生在 6600 万年前
的巨大撞击，有研究称那次撞击杀死了大部
分恐龙。 （鲁亦）

相关论文信息：

月球环形山揭示小行星对地球的碰撞。
图片来源：NASA

据新华社电 流星雨“可遇不可求”？科技或
许可以让你更“任性”。日本一家企业研发的

“人造流星”卫星 1 月 18 日升空，预计明年春
天可带来首场“人造流星雨”，亮度、持续时间
和安全性设计等方面有不少科技含量。

这颗卫星名为“ALE-1”，由日本创业公司
ALE 研发，长宽均为 60 厘米，高约 80 厘米，重
约 68 千克。它能够携带约 400 个直径约 1 厘
米、重数克的金属小球，在轨道上一次释放 5
至 20 个，它们高速进入大气层时会燃烧起来，
形成与自然界中流星雨一样的效果。

据这家公司介绍，这种“人造流星雨”更加
“人性化”，不仅发光时间更长———每颗“人造
流星”可发光 3 至 10 秒，而且亮度也更高———

与负一等星相当，在城市里也能实现“肉眼可
见”。此外，今后还有望制造出“彩色流星雨”，
目前已经在地面成功测试了蓝色、绿色和橙
色，今后还将继续开发更多颜色。

卫星在安全性方面也有考量。该公司称
“人造流星”将在 6 万至 8 万米的高空燃烧殆
尽，这比飞机万米左右的飞行高度要高得多，
不会影响飞行安全，更不会危害到地面。选择
释放金属小球的轨道也和其他卫星轨道不冲
突，撞击风险极低。

关于发射成本问题，该公司市场部负责人
梶原浩纪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此次

“ALE-1”卫星免费搭乘了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
发机构发射的一枚火箭，与另外 6 颗卫星一同

进入太空。公司计划今年夏天和一家公司签约
发射第二颗卫星，不过没有公开具体价格。

梶原浩纪说，在商业服务形态方面，公司
打算先与合作伙伴、赞助商等一起举办大型观
赏活动，今后可能会逐步面向客户开展可预约
订制的“人造流星雨”服务，具体收费标准尚在
研究中。

ALE 公司称，根据卫星的运行轨道，这种
“人造流星雨”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按需求“上
演”，在地面直径 200 公里范围的指定区域内
都能观赏到，预计 2020 年春天在日本广岛附近
上空制造第一场“人造流星雨”。

除观赏外，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冈岛礼奈表
示，“人造流星”项目还有助于研究高层大气物

理现象以及陨石相关机制等。
39 岁的冈岛礼奈毕业于东京大学天文学专

业，求学期间她就萌发了“人造流星”的奇想，
2011 年她创立了 ALE 公司，并将公司打造成日
本太空领域创业企业的一颗新星，获得了日本宇
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的大力支持。目前已有约 20
家日本企业成为该公司的合作伙伴。

据介绍，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此次
独立承担了总计约 55 亿日元（约合 3.4 亿元人
民币）的发射费用，免费让 ALE 这样的创业公
司和大学研发的卫星“搭便车”。

在现场观看发射成功后，冈岛礼奈对媒体
表示，她的感动无以言表，不过接下来才是“真
正的开始”。 （华义）

“私人订制”流星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