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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中国大品种

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华安认
为，“中科发”系列水稻具有成为超级品种的潜力，建
议将其培育为大品牌。

“超级品种就是丰产性、强抗性、优质性、广适性
4 种特性综合水平较高的品种。”谢华安希望，种业
和米业相互配合打出品牌，优质优价，提高效益，同
时为今后提升品质打下基础。

不过，在李家洋看来，目前“中科发”系列水稻的
栽培方式仍有待提高，要在栽培管理与减肥减药的
绿色生产方式上多下功夫。

未来如何做到“定制化”，也是李家洋目前思考
的问题。他和团队正为糖尿病病人定制大米，已分析
确定了影响包括直链淀粉含量、糊化温度与胶稠度
在内的稻米品质主效基因及调控网络，鉴定了水稻
抗性淀粉合成的重要基因。“食用这类大米后将使血
糖维持在较平稳状态。”

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再到产品和产业化，道阻且
长。李家洋一路走来深有感触，“需要打通政产学研
商全链条。只有这样，新品种的繁育才会更快，农业
发展也才会更快。但怎么走，我们还需探索。”

美拟建先进核技术示范中心

近日，美国能源部（DOE）宣布启动建设国
家反应堆创新中心 （NRIC）。该中心将利用
DOE 国家实验室系统的优势，协助开发先进的
核能技术。在《核能创新能力法》授权下，NRIC
将为私营部门技术人员提供必要的支持，以测
试和展示其反应堆概念并评估其性能。此举将
有助于加速这些新核能系统的商业化。《核能
创新能力法》于 2018 年由特朗普总统签署，消
除了阻碍核能创新的一些金融和技术障碍。它
指示通过 DOE 和私营企业之间的伙伴关系，
促进先进反应堆研究示范设施的选址。

NRIC 将由美国爱达荷国家实验室领导，
以 DOE“加速核能创新门户”计划为基础。该计
划将工业界与国家实验室联系起来，以加速先
进核技术的开发和商业化。NRIC 将与工业界、
其他联邦机构、国家实验室和大学合作，对相
关概念进行测试和演示。美国众议院能源和水

资源发展委员会在 2020 财年预算中为 NRIC
拨款 500 万美元，计划在未来 5 年内展示小型
模块化反应堆和微型反应堆的概念。

美国能源部长里克·佩里表示，NRIC 将使
先进反应堆的示范和部署成为可能，这些反应
堆将决定核能的未来。 （刘文浩）

未来10年风电耗铜将超550万吨

根 据 全 球 知 名 能 源 咨 询 公 司 Wood
Mackenzie 的一项最新分析，2018 年至 2028 年
全球将安装超过 650 吉瓦（GW）的新陆上风电
和 130GW 的新海上风电，这将消耗超过 550
万吨的铜。Wood Mackenzie 研究人员指出，风
能技术是最耗铜的发电方式，预计未来 10 年该
领域将消耗最多的铜。政府已着手从依赖碳排
放密集型电力转向更多可再生能源。因此，风
能和太阳能已成为一种流行的技术选择。铜因
其低电阻率、高导电性、良好的延展性和耐久

性等特点而得到广泛使用。因此，随着全球对
风能需求的增加，铜的消耗量将不断扩大，预
计未来十年将大幅增长。

研究显示，预计全球风能技术 2018 年至
2022 年期间每年平均需要 45 万吨铜，然后在
2028 年之前每年增加至 60 万吨。到 2028 年，
预计中国新增陆上风电产能增长最快，每年消
耗 11 万吨铜；其次是美国，每年平均消耗 3.5
万吨铜。 （王立伟）

沙特成立工业与矿产资源部

近日，沙特阿拉伯宣布将目前的能源部拆
分，成立独立的工业与矿产资源部，此举反映
出沙特阿拉伯试图推动其经济结构由单一的
石油经济向多元化经济转变的战略布局。

早在 2016 年，沙特出台的《2030 发展愿
景》就确定了其未来发展目标是降低国家经济
发展对原油贸易的依赖，加强其他经济及投资

举措，增加同其他国家之间非石油产业商品及消
费品的贸易，同时，扩大政府在医疗健康、教育、
基础设施建设、娱乐、旅游以及军事方面的投资。

新部门的成立无疑是对其发展愿景目标
的响应。按照计划，沙特阿拉伯工业与矿产资
源部将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正式组建完成。沙特
阿拉伯工业与矿产资源部的目标是将沙特矿
产资源产业 GDP 总值由目前的 213 亿美元扩
大至 693 亿美元。

沙特阿拉伯工业与矿产资源部将鼓励国
际领先企业投资开发资源，以推动实现沙特阿
拉伯 2030 年发展愿景目标。按照目标，沙特阿
拉伯海外直接投资 GDP 占比将由目前的 3.8%
增至 5.7%，同时，私营企业 GDP 贡献将由目前
的 40%扩大至 65%。

为推动经济结构转型，2019 年 8 月，沙特政
府已经宣布将其总额为 280 亿美元的沙特企业
发展基金资助范围扩大至能源、物流及采矿业，
同时允许海外投资者申请该基金资助。（张树良）

中科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供稿

环球科技参考

鼻窦炎导致嗅觉缺损原因查明
嗅觉干细胞功能从神经再生转向免疫防御

图片来源：Andrew Lane

本报讯 通过对小鼠和人体组织开展的实
验，美国科学家最近发现，负责嗅觉的鼻部神
经干细胞会发生转化，使慢性鼻窦炎的长期炎
症持续存在。研究人员认为，这项研究的结果
表明干细胞改变其身份以参加免疫反应的能
力可能是一种保护机制，用于保持炎症消退后
嗅觉组织的再生。

在发表于 9 月刊《细胞—干细胞》的这篇
论文中，科学家表示这项研究也可能会推动寻
找更好的治疗方法，以治疗慢性鼻窦炎通常伴
随的嗅觉缺损。

除了鼻塞外，慢性鼻窦炎的特征包括颅骨
和鼻腔组织持续发炎，导致充血、黏液稠密和
面部疼痛。大多数患者会发生某种程度的嗅觉
缺损。一定比例的患者还会出现令人担忧的嗅
觉丧失，但是尚不清楚鼻窦炎如何影响嗅觉。

对于许多患者而言，单独的黏液和组织肿
胀阻塞无法解释为何会失去嗅觉。“失去这种
感觉是一种真正的残疾。”约翰斯·霍普金斯大
学医学院耳鼻喉科头颈外科教授 Andrew Lane
表示，“人们无法感知到警告他们即将面临危
险的气味，例如烟雾、气体泄漏或食物腐烂。由于

感知到的大部分食物风味来自嗅觉，这些人群失
去了品尝能力，影响了他们对生活的整体享受。”

Lane 是一名耳鼻喉科专家，他在临床实践
中专注于鼻窦疾病患者的治疗。他表示，采用
类固醇类药物减轻炎症的标准治疗方法并非
总是有效，并伴有副作用（如骨质虚弱、视力改
变、体重增加和易受感染）。鼻腔喷雾剂和冲洗
液中的局部类固醇可以改善鼻窦充血和其他
症状，但通常不能恢复嗅觉。

Lane 表示，黏膜衬里中负责嗅觉的神经元
被称为嗅觉神经元，它们通常具有显著的再生
能力，即使这些神经元受到严重损伤也是如
此。在之前的研究中，Lane 和该校分子生物学
家 Randall Reed 创建了小鼠模型并对其开展
研究，结果显示，因慢性鼻窦炎和鼻部发炎损
伤的嗅觉神经元无法从被称为水平基底细胞
的嗅觉干细胞中再生。

为了搞清为何这种具有干细胞再生能力的
基底细胞在慢性鼻窦炎病例中无法再生嗅觉神经
元，Lane 和博士后研究员 MengfeiChen 对慢性鼻
窦炎患者的组织样本和培育的嗅觉炎症模型小鼠

（一种人类慢性鼻窦炎模型）进行了研究。

他们在实验早期对小鼠嗅觉组织进行取
样，然后使小鼠出现广泛的炎症，并在 6 到 8 周
后再次采集样本。

研究人员使用特定标志物分离嗅觉水平
基底细胞。研究发现，在炎症后期，基底细胞增
大且数量也会增加，但其再生能力关闭了，这
意味着基底细胞不会形成新的神经元。

与小鼠模型类似，在慢性鼻窦炎患者的嗅
觉组织样本中，科学家发现基底细胞的数量和
大小均有所增加，并产生炎症细胞因子。

“我们现在了解到，干细胞不仅会被动接
收指示其重新生成新神经元的信号，实际上还
会转换其身份参与免疫反应。”Lane 表示，“我
们的研究还表明，只要炎症持续存在，这些细
胞就会处于干细胞状态，并且不会恢复嗅觉神
经元再生。”

对于这种不发生切换的状态，一种可能的
在进化上的解释为这是一种关键的保护功能。

“这些细胞靠近大脑，而大脑是一个重要的防御
场所。”Lane 说，“身体不希望任何可能导致鼻窦
发炎的感染物质进入大脑。因此，这些基底细胞
很可能作为最后一道防线进化并参与免疫反应，

而不仅仅用于创造更多的嗅觉细胞。”
研究人员指出，更深入地了解炎症如何影

响嗅觉组织和嗅觉感知神经元缺失应当有助
于发现非类固醇类药物的治疗方法，以恢复慢
性鼻窦炎患者的嗅觉。

除了开发保护神经元免受损伤或让其在炎
症后再生的新药物，该研究还可以帮助科学家理
解为什么目前已上市的新的炎症治疗方法（如
Dupilimab 可以阻断哮喘和鼻窦息肉中的蛋白质
通路）能够恢复这些疾病患者的嗅觉。（赵熙熙）

相关论文信息：

一个会写科学新闻的机器人

“小柯”秀

《柳叶刀》

联合治疗益于Ⅱ型糖尿病患者

瑞士诺华制药公司 Stefano Del Prato 课题组比
较了早期联合使用维格列汀和二甲双胍与二甲双胍
单药治疗新诊断的Ⅱ型糖尿病的血糖耐久性。该研
究 9 月 19 日在线发表于《柳叶刀》杂志。

2012 年 3 月 30 日至 2014 年 4 月 10 日，研究人
员在 34 个国家的 254 个中心进行一项随机、双盲、平
行组研究。研究组招募了 2001 名参与者，年龄为 18~70
岁，入组前两年内诊断出Ⅱ型糖尿病。患者按 11 随机
分配，998 例接受二甲双胍 + 维格列汀的早期联合治
疗，1003 例接受二甲双胍 + 安慰剂的标准治疗。

共有 1598 例（79.9%）患者完成了为期 5 年的
研究，早期联合治疗组 811 例（81.3%），单一治疗
组 787 例（78.5%）。联合治疗组首次治疗失败 429
例（43.6%），显著低于单一治疗组（614 例，62.1%）。两
种治疗方法均安全，患者耐受性良好，没有意外或不
良事件，也没有与治疗相关的死亡事件。

研究者认为，维格列汀联合二甲双胍对新确诊
的Ⅱ型糖尿病患者进行早期干预可获得更大更持久
的长期益处。

相关论文信息：

《英国医学杂志》

亚急性脑卒中患者
不宜进行有氧体重支撑训练

德国柏林大学医学院 Agnes Floel 课题组近日评
估了亚急性脑卒中患者的健康训练效果。9 月 18 日
出版的《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这一成果。

2013 年至 2017 年，研究组在德国的 7 个住院康
复点招募了 200 名患亚急性脑卒中的成年人，采用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对脑卒中的
严重程度进行评估，在标准治疗的基础上，将其随机
分组，其中 105 例参加有氧健身训练，包括有氧、体
重支撑、跑步机体能锻炼等，95 例进行放松训练。两
组患者每次均训练 25 分钟，每周 5 次，持续 4 周。采
用 Barthel 指数对两组患者的身体状况进行评分，
0~100 分，分数越高表明残疾程度越轻。

3 个月后，有氧健身组患者的 10 米内最大步行
速度与 Barthel 指数评分与放松组相比，均无显著性
差异，但严重不良事件发生率却显著高于放松组，事
故率比率为 1.81。

因此，该研究结果不支持亚急性脑卒中患者采
用有氧体重支撑等健康训练来改善日常生活质量和
最大行走速度。

相关论文信息：

科学家对32种癌症新药
进行风险评估

日前，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Huseyin Naci 课
题组取得一项新成果。他们对 2014~2016 年欧洲药
物管理局（EMA）支持批准癌症药物的随机对照试验
的设计特征、偏倚风险和报告进行了一项横断面分
析。该项研究已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发表。

2014~2016 年间，EMA 在 54 项关键研究的基础
上批准了 32 种新癌症药物。其中 41 项（76%）为随机
对照试验（39 项已发表），13 项（24%）为非随机研究
或单臂研究。只有 10 项随机对照试验（26％）将总生
存率作为主要终点，其余试验则评估无进展生存期
和有效率等替代指标。

总体而言，19 项随机对照试验（49％）被判定为其
主要结果存在偏倚高风险。缺失结果数据（10 项）和缺
失结果衡量方法（7 项）是导致偏倚高风险的主要因素。
将总生存率作为主要终点的随机对照试验偏倚高风险
所占比率显著低于评估替代疗效终点的试验。

若分开考虑监管文件和科学文献中提供的信息，
则 8 项随机对照试验的偏倚风险差别较大，这反映了两
种信息来源报告的不足之处。在对 10 种药物进行偏倚
风险评估时，监管机构确定了一些研究领域外的额外缺
陷，包括临床获益的程度、不恰当的参照对象和非首选
的研究终点，科学出版物没有披露这些局限。

综上所述，2014~2016 年间，EMA 批准新癌症
药物最关键的研究基础是随机对照试验。然而，根
据他们的设计、操作或分析，几乎一半的研究被判
定为偏倚高风险，由于癌症试验的复杂性，其中一
些或许不可避免。监管文件和科学文献的报告中
存在漏洞。期刊出版物不承认监管文件中现有证据
的主要局限性。

相关论文信息：

科学此刻姻 姻

戴帽子
治谢顶

一项日前发表于《美国化学会纳米》的研
究显示，一种电子贴片可让无毛小鼠长出毛
发。同时，当戴上一顶特别设计的棒球帽后，男
性的秃顶也可能会逆转。

目前，不想秃头的男性可以使用米诺地尔
洗剂、非那雄胺药片或头发移植手术治疗脱
发。不过，米诺地尔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有效，非
那雄胺会降低性欲和生育能力，而手术痛苦且
昂贵。

用电脉冲刺激头皮也能恢复头发生长。然
而，这并不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治疗方法，因为
它需要每天与机器或电池组“接触”几个小时。

为克服这一障碍，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
校的 Xudong Wang 和同事开发了一种无线贴
片。这种贴片可以贴在头皮上，利用来自人体
随机运动的能量产生电脉冲。

这种 1 毫米厚的塑料贴片含有不同电荷
的材料层。当它们接触并再次分离时，这些材
料层就会产生电流———这种现象被称为摩擦
电效应。

当柔性贴片贴在小鼠背上时，它们的运动

导致贴片弯曲和伸展，从而激活了摩擦电效
应。与米诺地尔洗剂和生理盐水相比，由此产
生的电脉冲能刺激被剃光毛发小鼠的毛发更
快再生。

接下来，Wang 团队在因毛发生长因子遗
传缺陷而未长出毛发的小鼠身上测试了这种
贴片。9 天后，贴片下的皮肤长出了两毫米长的
毛发，而用米诺地尔和盐水处理的相邻皮肤区
域只长出了 1 毫米长的毛发。贴片处理区域的
毛发密度也比米诺地尔和生理盐水处理区域
的毛发密度高 3 倍。

科学家在显微镜下对小鼠皮肤进行研究

后发现，这种贴片似乎通过刺激自然化学物质
的释放促进毛发生长，如角质形成细胞生长因
子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Wang 还对自己的父亲进行了测试。他的
父亲在过去几年里一直秃顶。“这帮助他在 1
个月后长出了很多新头发。”Wang 说。

Wang 团队现在已经设计出一种棒球帽，
并且正在寻求批准在男性身上进行临床试验。
它可以将整个头皮包裹在摩擦电材料中，以刺
激头发生长。 （宗华）

相关论文信息：

这顶帽子的原型布满了能发出少量电能的贴片。 图片来源：Alex Holloway

本报讯 当一颗恒星吞噬一颗行星时，后者
会对恒星产生奇怪的影响，包括导致其解体。
了解这些影响可以帮助人们弄清楚不同种类
的行星系统是如何形成的。相关成果日前发表
于 。

宇宙中的很多行星可能最终坠入它们的
恒星。这要么是因为它们离恒星太近，要么是
因为恒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膨胀。科学家已经
发现了一些证据，比如遗留下来的碎片云和充
满无法自持元素的恒星。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 Alexander
Stephan 和同事计算了行星如何影响吞噬它们
的恒星。研究发现，一颗坠入恒星的行星可以
使恒星在数百年到数千年的时间里保持明亮。
当行星释放能量时，恒星会旋转得更快。

“行星和恒星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无法
‘杀死’恒星，但肯定会把事情搞砸。”Stephan 介
绍说，通常当一颗恒星吞噬一颗行星时，它会
开始快速旋转，以至于开始分裂，并将其外层
抛向太空。在那里，它们形成了一个由尘埃和

气体组成的奇怪的扁平星云。
这种变亮和奇怪的星云可作为一种信号，

帮助人类寻找正在吞噬行星的恒星，或者那些
刚刚吞噬了行星的恒星。这还可以帮助科学家
弄清楚太空中不寻常的物体发生了什么———
比如因被一团碎片包围而看上去行为很奇怪
的虎斑星。

它还可以帮助人类了解宇宙中的其他行
星系统。“当我们观察行星时，只能看到幸存
者———我们无法直接看到被摧毁的行星。”
Stephan 表示，“如果我们能确定并找到这些
恒星，那么就能在一群行星被‘吃掉’前，知道
系外行星在形成时的各种情况。” （徐徐）

相关论文信息：

“吃掉”行星 恒星解体

那些靠近恒星运行的行星最终可能会被
“吃掉”。 图片来源：NASA/ESA/G. Bacon

更多内容详见科学网小柯机器人频道：

电子烟可能加重哮喘

据新华社电 电子烟商家为了吸引年轻人，
推出奶油味、水果味等香型。一个国际研究团队
近日在英国《科学报告》杂志上发表报告说，不
论电子烟里是否含有尼古丁，一些香型的电子
烟会有损呼吸道，加重哮喘等呼吸道疾病。

美国佛蒙特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让小鼠
在一段时间内，每天两次吸入各种香型的电子烟
烟雾，之后再让小鼠暴露在有致敏物的空气中，并
与没有吸入电子香烟的小鼠开展对照研究。

结果发现，不同香型对呼吸道产生的损害
不一样，比如黑甘草味会加重呼吸道炎症，肉桂
味会增加呼吸道敏感度，而香蕉布丁味会导致
更严重的组织疤痕。研究人员没有具体分析香
味添加剂中哪种成分导致这些损害。不过先前
有研究证实，电子烟中一些奶油类和肉桂类添
加剂存在毒性，而薄荷味添加剂则致癌物超标。

研究人员建议，有哮喘等呼吸道疾病的人
群尤其要提高对电子烟的警惕，而卫生部门也
需考虑到健康风险，对电子烟加以监管。

电子烟与普通香烟外观和味道相似，主要
通过将尼古丁溶液加热蒸发，为吸烟者提供与
吸普通香烟类似的感受，但电子烟添加物的安
全性也令人担忧。许多厂家声称，电子烟是传统
香烟的安全替代品，有助戒烟，但世界卫生组织
曾发布报告说，没有充足证据支持这一结论。

最热 5年即将过去

据新华社电 联合国 9 月 22 日发布的一份
报告显示，2015 年至 2019 年有望成为有记录
以来的最热 5 年。

这份名为《科学联合》的报告由世界气象组
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以及联合国政府间气候
变化专门委员会等多家机构提供的简短摘要组
成，将提交给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这份报告凸
显各方商定的应对全球变暖的目标与现实之间
存在“明显且日益拉大的”差距。

根据报告，2015 年至 2019 年有望成为有
记录以来的最热 5 年，可能比工业化前（1850—
1900）平均气温高出 1.1 摄氏度。频繁发生的热
浪、大火以及热带气旋、洪水和干旱等破坏性事件
对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造成了重大影响。

1979 年至 2018 年期间，北极夏季海冰范
围以每 10 年约 12%的速度减少。从 1979 年到
2017 年，南极冰盖每年流失的冰量至少增加了
6 倍。2015 年至 2019 年间的冰川质量损失是有
记录以来最高的 5 年。

报告说，大气中二氧化碳、甲烷和一氧化二
氮的含量已经达到新高。尽管全球排放增速低
于全球经济增速，但仍无迹象表明全球排放已
经达到峰值。

报告强调，如果不立即提高国家自主贡献
的目标并采取行动，全球升温超过 1.5 摄氏度

“将无法避免”。如果到 2030 年还不能解决排放
问题，将气温升幅控制在低于 2 摄氏度的目标
也将“遥不可及”。 （王建刚）

（上接第 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