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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候选新闻条目
（按发布时间顺序排列）

多国科学家 7 月 12 日宣布，他们首次发
现了宇宙高能中微子的来源。这项突破性进
展将为认识宇宙提供一种新方法，推动多信
使天文学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由于中微子能
自由穿过人体、行星和宇宙空间，难以捕捉和
探测，科学家也将它称为宇宙中的“隐身人”。
长期以来，天文学家主要利用 X 射线、可见
光、无线电波等电磁波来研究天文现象。2016
年，科学家宣布第一次直接探测到引力波的
存在，开启了观测宇宙的一个新窗口。

宇宙高能“幽灵粒子”
来源首度现踪

美国科学家 2 月借助“微引力透镜”效
应，首次发现了银河系外行星存在的迹象。
这批行星数量约有 2000 颗，远在 38 亿光年
之外，质量介于月球和木星之间。他们在美
国《天体物理学杂志通讯》上发表报告说，该
天体是一个星系的核心区域，中央有一个超
大质量黑洞；这些行星不隶属于任何恒星，
很久以前脱离了母星的引力束缚，成为星际
流浪儿。光谱中的这些微小偏移也可能来自
类星体自身活动或其他小星系。

科学家首次发现
银河系外行星存在的迹象

美国布罗德研究所华裔专家张锋带领
团队开发出“基因试纸”，在实验室中成功
检测出一些病毒感染及肺癌患者的肿瘤标
记物。2 月 15 日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
的论文显示，只需将“基因试纸”浸入处理
过的样品，一条线就会显示出是否检测到
靶分子。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发明人之
一张锋说，这种工具可用于检测病毒、肿瘤
DNA（脱氧核糖核酸）等核酸物质。基因试
纸最多可一次检测 4 个标靶，从而节约了
样品用量。

研究人员用基因剪刀技术
开发“基因试纸”

月球黑暗、寒冷的极地地区，一直被推测
含有水冰。美国夏威夷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 8
月 21 日宣布，他们首次发现了月球两极表面
存在水冰的确切证据，这有可能为未来人类月
球探测甚至定居提供便利。研究人员在美国

《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研究报告说，他们分
析了印度“月船 １ 号”探测器携带的月球矿物
质绘图仪所得到的数据，发现了固态水———冰
的近红外吸收光谱的特征，直接证明了那是月
球上的水冰。而此前观察结果仅间接发现了月
球南极存在水冰的迹象。

月球存在水冰
获确切证实

经过 13 年努力，来自 20 个国家 73 个研
究机构的 200 多名科学家终于绘制完成完整
的小麦基因组图谱。国际小麦基因组测序协会
8 月 16 日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说，
他们以一种叫做“中国春”的小麦遗传研究模
式品种为材料，研究整合了 21 条小麦染色体
参考序列，获得 107891 个基因的精确位置、超
过 400 万个分子标记以及影响基因表达的序
列信息。科学家相信，小麦基因组图谱的绘制
完成，可帮助培育出抗旱、抗病和高产优质的
小麦品种。国际小麦基因组测序协会指出，全
球人口到 2050 年预计将达到 96 亿，小麦产量
需每年增长 1.6％才能满足未来需求。

历经 13 年小麦基因组
图谱绘制完成

科学家发现非洲之外最古老现代人化石

一个国际科研小组 1 月 25 日说，他们在
以色列一处史前洞穴遗址发现了非洲之外最
古老的现代人类化石，将人类首次走出非洲的
时间推前了至少 5 万多年。发表在美国《科学》
杂志上的研究显示，这块化石属于现代人类的
上颌骨，上面带着几颗牙齿，被发现于以色列
迦密山的史前洞穴米斯利亚洞穴。据 3 种独立
的测年法测定，这块化石的年龄距今 20 万年
至 17.5 万年间。

超微型“砧台”可用于“锻造”分子

美国能源部 SLAC 国家加速器实验室和斯坦
福大学研究人员 2 月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报
告说，他们利用金刚石产生巨大压强，再用结构牢
固的碳硼烷分子作为“砧台”，把压强传递给比较

“松软”的分子，使后者的化学键断裂。研究人员说，
这项成果有助于研究压强对材料性质的影响，进而
开发新型材料。如果能用机械压缩的方式简化一
些重要的化学反应，也将为化工合成开辟新路，如
降低合成氮肥的成本等。

日本开展 IPS 细胞治疗心脏病
与帕金森病临床研究

日本厚生劳动省 5 月 16 日批准了大阪大学

利用异体诱导多能干细胞（IPS 细胞）治疗心脏病
的临床研究计划。大阪大学研究小组招募了 3 名
参与临床试验的心脏病患者，随后在年内进行
了首例试验，并在移植后的 1 年内跟踪观察移
植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此外，日本京都大学 11
月 9 日宣布，该校研究人员已经开展了利用
IPS 细胞治疗帕金森病的临床试验。研究人员
向一名患者脑部移植了由 IPS 细胞培养的神
经祖细胞。据介绍，这是全球首例利用 IPS 细
胞治疗人类帕金森病的移植手术。目前患者恢
复情况良好，但手术效果和安全性还需长期观
察。按计划，这次开展的临床试验将为 7 名患者
进行移植。

胚胎首次细胞分裂研究
获“改变教科书”发现

长期以来，科学家认为在哺乳动物胚胎的首
次细胞分裂过程中，只有一个纺锤体负责将胚胎
染色体分配到两个细胞中。但欧洲研究人员利用
小鼠开展的最新实验观察发现，这个过程中实际
上有两个纺锤体，分别负责来自父亲和母亲的染
色体。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研究人员 7 月 12
日在美国《科学》杂志上表示，最新发现意味着在
胚胎首次细胞分裂过程中，父母的基因信息被分
别保存。研究人员强调，这是“改变教科书”的研
究结果，有望解释哺乳动物早期发育阶段的头几
次细胞分裂为何容易发生错误，甚至有可能改变

一些国家对生命开始时间的定义。

天文学家测定迄今最精确宇宙膨胀速度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报告说，其用天文望远
镜确定星系距离，对宇宙膨胀速度进行了迄今
最精确的测量。宇宙膨胀速度通常被称为哈勃
常数。研究人员 7 月在美国《天体物理学杂志》
上发表论文说，最新测得的哈勃常数值为 73.5
公里 /（秒·百万秒差距），即一个星系与地球的
距离每增加百万秒差距，其远离地球的速度就
增加 73.5 公里 / 秒。研究人员利用美国航天局
的哈勃太空望远镜和欧洲航天局的盖亚太空望
远镜，观测银河系内的 50 颗造父变星，将这个标
尺“打磨”得更为精确。在此基础上得到的哈勃常
数仅有 2.2％的不确定性，这是迄今有关哈勃常
数最低的不确定性。

人类首个“触日”探测器升空

有史以来飞得最快的航天器———美国“帕克”
太阳探测器 8 月 12 日升空，正式开启人类历史上
首次穿越日冕“触摸”太阳的逐日之旅，这也成为迄
今最“热”的太空探测任务。作为第一个直接从位于
太阳大气最外层的日冕中穿越的探测器，“帕克”将
使人类近距离测量太阳外层空间的电场和磁场，研
究日冕物质抛射的物理机制，从而更准确地预测太
阳风暴对人类生活可能造成的影响。

“上帝粒子”常见衰变被“捕获”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8 月 28 日宣布，在发现
“上帝粒子”———希格斯玻色子 6 年后，研究人员
终于观测到它衰变为被称为底夸克的基本粒子。
这一“常见衰变”的捕获被研究人员看作是探索
希格斯玻色子的里程碑。根据粒子物理学标准模
型预测，约 60％的时间内希格斯玻色子都会衰
变成一对底夸克，也就是 6 种夸克中第二重的夸
克。新的观测结果支持了标准模型对这一“常见
衰变”的预测。研究人员说，如果观测结果与标准
模型的预测不符，则会动摇标准模型的基础并指
出新的物理学方向。

新研究用电刺激助截瘫患者行走

瑞士研究人员发明了一种帮助截瘫患者恢复
行走能力的新方法，即利用无线植入物对脊髓精
确释放电刺激，促进腿部肌肉活动，可让患者借助
拐杖等工具自己行走。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洛
桑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 10 月在新一期英国《自
然》和《自然—神经学》杂志上发表两篇论文，介绍
了这种名为 STIMO 的方法。研究人员说，这种方
法还有助于改善患者神经系统控制腿部肌肉的能
力，在外部电刺激停止后，患者神经系统中相关功
能仍然有持续存在的迹象。研究人员认为，今后可
在此基础上为截瘫患者量身定制治疗方案，尽可
能帮助患者恢复行走能力。

地球生物基因组计划正式启动

科学家于 11 月 1 日在英国伦敦正式启动了
一个庞大的全球性项目———地球生物基因组计
划（EBP），准备在 10 年内对地球上所有 150 万
种已知真核生物的基因组进行测序、编目和分
类，预计耗资 47 亿美元。科学家称，地球生物基
因组计划是继人类基因组计划（HGP）之后的“下
一个生物学登月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历时 13
年，耗资 30 亿美元（按现在的价格约为 50 亿美
元），于 2003 年完成了对人类 DNA 图谱的绘
制。新计划拟收集生物的数据量有望达到“百亿
亿级”，超过推特或整个天文学的数据量。

美批准一款靶向不同肿瘤的抗癌新药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通过加速审批通道
批准了一款抗癌新药，用于治疗恶性实体瘤。这
是该机构第二次批准基于不同肿瘤的共同“生物
标记物”而非肿瘤病灶的抗癌药，成为抗癌药开
发的一种新范式。该机构 11 月 26 日发布公报
说，新获批的药物 Vitrakvi 可用于治疗“神经酪
氨酸激酶受体”（NTRK）基因与无关基因发生异
常融合并导致蛋白变异的实体瘤，这是第一款靶
向这种变异的抗癌药。这种 NTRK 基因融合实
体瘤不局限于特定细胞或组织，它是可能发生在
身体任何部位的癌症，包括乳腺癌、结直肠癌、肺
癌和甲状腺癌等。 渊本版图片来源于网络冤

美国航天局“洞察”号无人探测器于美
国东部时间 11 月 26 日 14 时 54 分许在火星
成功着陆，执行人类首次探究火星“内心深
处”的任务。美国航天局的直播画面显示，

“洞察”号进入火星大气层后，约 7 分钟完成
了进入、下降和着陆，此后顺利降落在火星
艾利希平原。随后，“洞察”号通过与其同行
的迷你卫星于 15 时许传回了火星的照片。
美国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首席工程师罗
伯·曼宁表示，这张照片意义重大，标志着

“洞察”号已经正式开始工作。

“洞察”号无人探测器
成功登陆火星

11 月 21 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
人员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称，他
们创造并试飞了第一架不需要任何活动部
件的飞机。这架 2.45 千克的实验飞机不依靠
任何旋转涡轮叶片的推动，在直接使用电动
力推进的情况下自主飞行了 60 米。研究人
员认为，如果这种技术实现在大尺寸上的运
用，那么未来将能够生产出更安全、更安静、
更易于维护的飞机。最重要的是，这种技术
可以完全不释放燃烧后的排放物，因为整个
飞行过程完全由电池作为能源。

首架离子驱动飞机
研制成功

美国科学家 3 月在最新出版的《科学》
杂志上介绍了一种能在原子层面“无缝缝
制”两种超薄晶体的新技术。这将为制造高
质量新型电子产品提供可能。在电子学领
域，两种不同的半导体接触形成的界面区
域“异质结”是太阳能电池、LED（发光二极
管）或计算机芯片的重要构件。两种材料的
接触界面越平坦，电子流动越容易，产品性
能越优越。这种材料将有助于开发出柔性
LED、几个原子厚度的二维电路以及拉伸
后可以变色的纤维等。

美科学家在原子层面
“无缝缝制”两种晶体

美国研究人员利用一种新方法，成功使
先天失明的小鼠复明，为治疗视网膜色素变
性等致盲疾病带来了新希望。这项研究成果
8 月 15 日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上。研究人
员在小鼠实验中利用基因转移的方法，促使

“米勒胶质细胞”分裂并发育为可感光的视
杆细胞。新发育的视杆细胞在结构上与天然
视杆细胞没有差别，且形成了突触结构，使
其能与视网膜内其他神经细胞交流。

新方法
使先天失明小鼠复明

美国《科学》杂志 6 月刊登的一项新研
究说，蓝藻可利用近红外光进行光合作用，
其机制与之前了解的光合作用不同。这一
发现有望为寻找外星生命和改良作物带来
新思路。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认
为，这一发现可以用来搜寻外星生命，在一
些存在近红外光的地方也可能有进行光合
作用的生命；该发现还可用来指导设计新
作物，让作物能利用更广谱的光。

科研人员发现
新型光合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