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2019年 9月 23日 星期一
编辑 /赵路、唐凤 校对 /何工劳 Tel：（010）62580617 E-mail押news＠stimes.cn2

《自然》及子刊综览

《自然》

出生方式与微生物组紊乱有关

《自然》9 月 19 日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剖
宫产婴儿的肠道菌群容易发生改变，且较易受
到潜在致病菌的定植。这一同类研究中已知规
模最大的研究证实了此前的研究结果，即在生
命最初几周内，分娩方式是决定肠道菌群的主
要因素。

新生儿从母体和周围环境中获得各种微
生物，并进行肠道菌群定植；这一过程受到破
坏被认为与童年时期或日后的疾病发展有关。
研究人员曾试图理解哪些因素会影响婴儿出
生后第一个月里（新生儿期）的肠道菌群组成，
但一直受制于样本量过小和菌群分辨率较差。

英国剑桥惠康桑格研究所的 Trevor Law-
ley 和同事对英国医院出生的 596 名足月婴儿
的肠道菌群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试图明确剖
宫产会如何影响新生儿期的肠道菌群组成。这
些婴儿中，314 名是阴道分娩，282 名为剖宫产。

分析显示，剖宫产的分娩方式与母体共生
菌传递受到破坏以及耐药条件致病菌的定植
率较高有关，而后者可能来源于环境。研究发
现，约 83%的剖宫产婴儿携带潜在的致病菌，而

这一比例在阴道分娩的婴儿中只有 49%左右。
此外，孕期使用抗生素是造成阴道分娩婴儿肠
道菌群组成最大差异的原因。

研究人员最后表示，生命早期肠道菌群紊
乱以及携带致病菌的临床后果还有待进一步
研究。

相关论文信息：

《自然》

深度学习协助预测厄尔尼诺

《自然》近日发表的一篇论文报道了一种可
以提前一年半预测厄尔尼诺事件的深度学习方
法，攻克了该领域内长期存在的一项挑战。

厄尔尼诺事件发生于太平洋东部和中部，
会引起极端气候，对当地生态系统造成严重损
害。预测这些事件一直困难重重，因为传统的
预测方法无法提供超过一年的准确预测。

韩 国 光 州 全 南 国 立 大 学 的 Yoo-Geun
Ham 及同事报道了能够预测厄尔尼诺事件的
深度学习方法，该模型利用 1871 年至 1973 年
的历史气候数据以及厄尔尼诺事件的模拟数
据进行训练，并通过 1984 年至 2017 年的数据

进行测试。与现行的气候预测方法相比，该深
度学习算法的预测准确性更高，预测时间最多
可提前一年半。

研究人员还能借此预测某一厄尔尼诺事
件是发生于太平洋中部还是东部，并且在其发
生之前鉴定海面温度变化。

研究人员认为上述方法提供的预测或许
也可用于未来的气候预测，帮助制定政策应对
厄尔尼诺的影响。

相关论文信息：

《自然—通讯》

抗热珊瑚在较低温条件下仍保持耐热性

根据《自然—通讯》近日发表的一项研究，
抗热珊瑚在较低温条件下仍可以保持健康和
耐热性。但是，这些珊瑚在适应了较高温条件
后，并不能提高自身的白化阈值。这表明来自
极端高温条件下的珊瑚或可用来帮助恢复因
白化而退化的低温珊瑚礁，但是它们适应快速
变暖环境的能力较为有限。

可以在温度变化巨大的条件下生存的珊
瑚礁燃起了人们的一丝希望：某些珊瑚或许能

够适应较高的海洋温度，但是它们的适应速度
能否赶上气候变化的速度仍不确定。

西澳大利亚大学的 Verena Schoepf 和同事
利用来自澳大利亚西北部金伯利地区的珊瑚
种群开展了热实验，这些珊瑚能够忍受极端
温度波动。他们将珊瑚移植到温度条件不同
的水箱里面：或是与珊瑚自然生境的温度类
似，或是在温度稳定或波动的情况下低 4℃
或是高 1℃。珊瑚适应了低温（为期 9 个月）
和高温（为期 6 个月）条件，但是一旦最高温
度超过了正常的季节性波动范围，珊瑚的健
康状况就开始降低。研究人员对珊瑚做了两
周的热应力测试，发现它们无法提高白化的
阈值温度。

这些发现表明，即使是能够适应极端环境
的珊瑚礁，其适应未来海洋变暖的能力仍较为
有限。但是，这类珊瑚能在暴露于较低温的条
件下仍保持耐热性，说明这类种群或可以提供
天然避难所，让珊瑚幼虫有可能定殖在温度更
低且白化敏感型区域。

相关论文信息：

（冯维维编译 /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
naturechina.com/st）

全球牲畜抗生素耐药性激增
耐药菌在肉类产量飙升的发展中国家正占据主导地位

本报讯 研究人员日前报告称，随着发展
中国家肉类产量的增加，印度等国家的家畜
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性正在增强，这是一
个令人担忧的趋势。

根据一项针对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牲畜
抗生素耐药性的研究，肯尼亚、乌拉圭和巴西
也出现了耐药性热点地区。自 2000 年以来，
这些地区的肉类产量急剧上升，这得益于更
集约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包括在动物身上使
用抗生素以促进生长和预防感染。

科学家在 9 月 19 日出版的美国 《科学》
杂志上报告了这一研究成果。

这项研究的共同作者、瑞士联邦理工学
院流行病学家 Thomas Van Boeckel 表示：“我
们首次有一些证据表明，（农场动物的） 抗生
素耐药性正在上升，这一迹象在中低收入国
家更加显著。”他说，各国政府应该采取行动
应对日益增长的威胁，并在全球范围内协调
它们的这一努力。

为了研究耐药性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进化的，Van Boeckel 和他的同事分析了在
发展中国家进行的 901 项流行病学研究，这
些研究集中于 4 种常见的细菌———沙门氏
菌、弯曲杆菌、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研究人
员利用这些信息绘制了多药物耐药性存在的
区域，以及开始出现多药物耐药性的区域。

他们的研究结果还表明，4 种在农场中最
常用于为家畜增加体重的抗菌药物———四环
素、磺胺类药物、喹诺酮类药物和青霉素，同
时也是产生最高抗生素耐药性的药物。

从 2000 年到 2018 年，细菌对药物产生
抗药性的比例在鸡和猪身上几乎增加了 3
倍，在牛身上则增加了两倍。

墨 西 哥 城 卢 萨 拉 基 金 会 微 生 物 学 家
Carlos Amabile-Cuevas 说，情况很严重，因为
一些存在耐药性热点地区的国家每年出口数
千吨肉类制品。卢萨拉基金会是一家专注于
抗生素耐药性研究的机构。大约 1/5 的鸡和

猪是在那些已经发现耐药性热点地区的国家
饲养的。

即使各国政府采取措施控制在农场动物
中使用抗生素，但如果它们进口的食品没有
采用同样的生产标准，那么这些努力很可能
会打折扣。“这个问题无关政治上的边界。”
Amabile-Cuevas 说。

Van Boeckel 表示，那些高收入国家自上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一直给牲畜使用抗生素，如
今它们应该为世界上一些抗生素耐药性正在
上升的地区采用更安全的农业生产方式提供
补贴。

“我们对自己造成的这个全球问题负有
很大责任。”Van Boeckel 说，“如果我们想帮
助自己，我们首先应该帮助别人。”

抗生素耐药性是耐药性的一种，指原来对
某抗生素敏感的生物（尤其是病原微生物），经
突变后，演变出对其高度耐受的特性。耐药性
突变既可发生在核染色体基因上，也可发生在

质粒上。这种质粒会在不同菌种或菌株间转
移，对传染病的防治危害极大。 （赵熙熙）

相关论文信息：

“团队”机器人研制成功

本报讯 对于那些渴望成为更大物体一部
分的“弱小无助”的机器人来说，这是个好消息：
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方法，可以创造出“由机器
人组成的机器人”，它们可以四处移动，即使单
个部件均不能自己移动。

为了创造这个机器人“部落”，研究人员设
计了几台智能手机大小的机器，并将其称作“智
能粒子”，它们可以上下摆动自己的小胳膊，但
不能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研究人员
把其中的 5 个“智能粒子”放在一个塑料环里。

这组机器人———研究人员称之为“超级智
能粒子”———可以在其中的“智能粒子”相互碰
撞时，自行向随机的方向移动。

然后，该研究小组创造了一种算法，允许
“超级智能粒子”作为一个群体向光源移动。每
个“智能粒子”都配有一个光传感器，当它变得
太亮时，就会停止移动。当靠近灯泡时，前面的
机器人停止移动，而后面的机器人在前面机器
人的阴影下，就会不停地拍打着手臂，互相碰
撞，最终推动整个团队向光前进。相关论文近日
刊登于《科学—机器人学》。

研究人员表示，理解“智能粒子”在没有中
央控制源的情况下一起运动的方式，可能有助
于科学家设计复杂的机器人系统———即使有一
个部件坏了，它仍然可以工作。将来有一天，它
也可以被用来制造一个由许多微小独立部件组
成的类人机器人。 （唐一尘）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10.
1126/scirobotics.aax4316

科学此刻姻 姻

野地让动植物
灭绝几率减半

这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论点：未开发
的土地，包括公园、荒野地区和国家森林，是
濒危或受威胁物种的关键避难所。但令人惊
讶的是，除了偶尔发生的轶事外，科学家几乎
没有证据支持这一说法。

现在，一项新研究表明，如果目前的全球
栖息地退化趋势继续下去，栖息在野外的维
管植物和无脊椎动物———从野花到蜜蜂———
存活的可能性是栖息在非荒野地区的同类的
两倍。

为了得出这个新数字，研究人员首先将
地球表面划分成数百万个 1 平方公里的网
格。除南极洲外，受保护或未受保护的荒野约
占 20%。其余的是受人类活动影响更严重的
土地，从农牧场到矿山，再到伐木场和城市。

然后，研究人员增添了已知的 40 万种植物和
无脊椎动物的栖息范围，并估计了每种物种
的灭绝风险。

他们发现，在未来几十年里，那些生活在
荒野地区的物种只有 2.1%的几率灭绝，而那
些生活在非荒野地区的物种有 5.6%的几率
灭绝。这一发现表明，野地确实起到了防止物
种灭绝的缓冲作用。

尽管一些最重要的栖息地已经受到保

护，但研究人员发现，还有很多栖息地没有受
到保护，包括玻利维亚的亚马孙河、加拿大不
列颠哥伦比亚省的部分地区、中非和澳大利
亚（如图）。

但研究人员表示，人们或许应优先考虑
未来的土地保护，以更好地保护世界生物多
样性。 （鲁亦）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图片来源：

本报讯 目前，全球对组织和器官移植的
需求远超供应，而组织工程可能提供一个潜在
解决方案。但人们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用
于定位细胞以开发组织特异性功能的支架往
往难以制作，或开发成本高得令人望而却步。
在近日发表于《生物技术趋势》的一篇综述中，
研究人员探讨了使用冰、纸和菠菜等日常材料

作为组织支架的尝试。
研究人员认为，这些非传统材料功能更强、

更可持续、更便宜，而且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使
用，适用于许多生物医学研究领域。

通讯作者、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的 Gulden
Camci-Unal 说：“一些组织工程技术成本可能
非常昂贵，需要漫长的优化程序生成这些三维
支架。而我们实际上是在‘求助’自然。”

组织工程技术使用支架帮助细胞以特定的
模式定位，从而使细胞以组织特有的方式发挥
功能。然而，要找到一种多孔、生物相容性好、
具有机械强度的理想支架并不容易。科学家正
在借用天然材料，以一种低成本、可持续的方式
进行研究。

“我们试图简化这个过程，并尝试使用现成
材料。”Camci-Unal 说。

例如，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的一个研究
小组正在研究不同植物独特的静脉系统，比
如菠菜。菠菜密集的静脉网络类似于人类心

脏的血管系统网络。通过清洗植物细胞并留
下植物壁基质，研究人员可以在菠菜骨架上
生长心脏组织。

其他研究人员还探索了各种各样的其他材
料。豆腐被用作富含蛋白质的支架，通过促进
细胞黏附帮助伤口愈合。利用富含钙的蛋壳强
化支架材料，可以促进骨骼愈合和神经组织再
生。甚至一些研究从折纸中得到灵感，构建三
维纸支架生长骨组织。

虽然科学家在对非传统生物材料的探索上
看到了希望，但也需要进一步研究。这些生物
材料提高了当前组织工程技术的功能、可扩展
性和可持续性，并可能为广泛的疾病提供一种
新方法，但仍有更多工作要做。

Camci-Unal 表示，在临床转化成为可能之
前，需要建立标准协议，并提高生物材料的有效
性和安全性。 （唐一尘）

相关论文信息：

蛋壳支架长出身体组织

《科学》

科学家发现在睡眠时
负责遗忘记忆的神经元

日本名古屋大学 Akihiro Yamanaka 课题组的一
项最新研究发现，快速眼动（REM）睡眠期活跃的产
生黑色素浓缩激素的神经元（MCH 神经元）参与遗
忘海马区依赖性记忆。9 月 20 日，《科学》发表了这
一成果。

研究人员发现下丘脑中 MCH 神经元有助于
REM 睡眠期的遗忘。下丘脑 MCH 神经元密集地
支配背侧海马。MCH 神经元的激活或抑制分别损
害或改善海马区依赖性记忆。

体外 MCH 神经末梢的激活通过增加抑制性输
入减少了海马锥体神经元的放电。唤醒活跃的和
REM 睡眠活跃的 MCH 神经元是随机分布在下丘
脑中的不同群体。对 MCH 神经元进行 REM 睡眠
期状态依赖性抑制会损害海马区依赖性记忆而不
影响睡眠结构或质量。因此，下丘脑中 REM 睡眠期
活跃的 MCH 神经元参与海马区中的主动遗忘。

据介绍，睡眠期间记忆调节的神经机制尚未完
全了解。

相关论文信息：

Hsp40 分子伴侣底物识别
和活性调控机制

9 月 19 日，美国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 Charalam-
pos G. Kalodimos 课题组在《科学》发表论文，揭示了
Hsp40 分子伴侣底物识别和活性调控的结构基础。

研究人员使用核磁共振光谱法来确定 Hsp40
与未折叠底物蛋白形成复合物后的溶液结构和动
态特征。底物与 Hsp40 结合结构域复合后各个结合
位点的原子结构揭示了识别模式。Hsp40 使用改变
底物折叠属性的多价结合机制以高度动态的方式
结合底物。

不同的 Hsp40 家族成员具有不同数量的底物
结合位点且序列选择性不同，这为活性调节和功能
修饰提供了额外的机制。Hsp70 与 Hsp40 的结合取
代了未折叠的底物。Hsp40 的活性在其与 Hsp70 结
合后被改变，从而进一步调节底物的结合与释放。

据介绍，Hsp70 和 Hsp40 分子伴侣蛋白在多种
生物过程中协同作用，包括蛋白质合成、膜转运和
折叠。

相关论文信息：

《细胞》

RNA颗粒利用溶酶体“搭便车”
RNA 颗粒使用 Annexin A11 蛋白作为分子拴

绳搭便车到溶酶体上进行长距离运输，这一成果由
美 国 霍 华 德 休 斯 医 学 研 究 所 Jennifer Lippin-
cott-Schwartz 组取得。该项研究成果发表在 9 月 19
日出版的《细胞》上。

研究人员发现一种 RNA 转运机制，其中 RNA
颗粒“搭便车”在移动的溶酶体上。体外生物物理模
拟、活细胞显微镜和无偏倚的邻近标记蛋白质组学
揭示了膜联蛋白 A11（ANXA11），一种 RNA 颗粒
相关的磷酸肌醇结合蛋白，作为 RNA 颗粒和溶酶体
之间的分子拴绳。ANXA11 具有 N—末端低复杂性结
构域，促进其相分离成无膜 RNA 颗粒，以及 C—末端
膜结合结构域，使其能够与溶酶体相互作用。

RNA 颗粒转运需要 ANXA11，并且 ANXA11
中的肌萎缩侧索硬化（ALS）相关突变通过破坏它们
与溶酶体的相互作用而损害 RNA 颗粒转运。

因此，ANXA11 通过将 RNA 颗粒束缚到活跃
转运的溶酶体来介导神经元 RNA 转运，从而执行
在 ALS 中被破坏的关键细胞功能。

据了解，长距离 RNA 转运使得在远离细胞核
的代谢活性位点处能够进行局部蛋白质合成。这个
过程确保蛋白质的恰当空间定位，对极化细胞如神
经元至关重要。

相关论文信息：

一个会写科学新闻的机器人

“小柯”秀

更多内容详见科学网小柯机器人频道：

给猪使用抗生素是为了促进生长和预防感染。
图片来源：Ryan Woo/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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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空间治理体系尚未健全，在治理能

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相对滞后。完善空间治
理体系，一是要坚定不移地走空间治理法制化道
路，国土是遍在的、最大的公共资源，法律是规范政
府、企业和个人进行区域经济布局最有力的准绳。
二是要提升空间治理的科学化水平，区域经济布局
对象、途径、效果非常复杂，是个开放变化着的巨系
统，必须依据系统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案。为此，要加
强理论创新、补空白，要建立人才体系、补短板，要
优化数据采集与应用机制、打基础。三是各级政府
要成为学习型的机构，领导干部要成为学习型的管
理者，了解中国基本地理国情，掌握区域经济布局
的基本原理，增强依法依规执政行政的自觉性。四
是逐步开门编制空间规划、制定区域经济布局政
策、实施监督评估，通过公开透明的民主化同依法
依规执政行政的互动，为优化区域发展格局和建设
美丽中国加油助力。

面向“十四五”，经济实现现代化需要科技创
新、文化创新、体制创新，需要更高的知识水平、智
慧化基础设施配套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区域发
展格局优化要处理好国内与国外、政府与市场、
中央与地方等一系列重大关系。抓住机遇，迎接
挑战，在深刻变化中奋力实现经济布局和区域发
展的新涅槃。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
长、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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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急不得

虽然“太极一号”科研团队在不到一年的时
间里，完成了从零到一的突破，但要真正实现到
空间去探测引力波，前方的道路还很长。

基于多年战略研究，中科院从 2008 年开始前
瞻论证我国空间引力波探测的可行性，提出我国
空间引力波探测“太极计划”，确定了“单星、双星、
三星”“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和路线图。

2018 年 8 月，中科院在空间科学先导专项
（二期）中立项实施“太极计划”单星工程任务，
启动了“三步走”中的第一步。

吴岳良告诉《中国科学报》，“三步走”的设
计同时考虑了关键技术的成熟度和国际竞争时
间表。“‘太极二号’将对绝大部分关键技术进行
较高指标的在轨搭载验证，而‘太极三号’将由
三颗相距几百万公里的卫星组成，真正开始去
探测各种引力波天体。”

“要最终在空间探测到引力波还任重道
远。”相里斌说，“但中科院将积极推动这项工
作，为探索浩瀚宇宙，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
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虽然按照规划，要到 2033 年左右，中国人
才有望最终开启“引力宇宙”，但中国科学家的
决心不容小觑。

以主体功能区战略打造
高品质国土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