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早些时候，天文学家在金星轨道内发
现了一颗奇怪的小行星———它是预测存在的
靠近太阳的小行星群中的第一个成员。它的体
积还没有一座小山大，现在科学家又获得了它
的另一些特征：似乎富含橄榄石矿物，而橄榄
石是地球深层岩石的主要组成部分。一些天文
学家认为，这是太阳系初期形成的一些小行星
的线索，这些小行星从未得到正确的解释。

已知的近 100 万颗小行星大部分位于火
星外的一个小行星带，并受到木星引力的控
制。科学家仅在地球轨道内发现了 23颗阿提
拉小行星，因为与内行星的相互作用打乱了轨
道，这些小行星最终撞向其他行星或太阳。但
天文学家长期以来一直怀疑，在金星的轨道内
存在着数量更少、寿命更短的天体，它们被非
正式地称为“瓦提拉天体”。

它们很难被发现。像金星一样，这些小天
体会在黎明和黄昏出现在地平线附近，在耀眼
的阳光下几乎看不见。1月 4日，天文学家使用
美国加利福尼亚帕洛玛山天文台的小型巡天
望远镜发现了 2020 AV2，一颗宽 1.5公里、公转
周期 151天的小行星。

为了找出 2020 AV2是由什么构成的，罗马
尼亚科学院天文研究所的研究员 Marcel
Popescu和同事在加那利群岛用望远镜分离小
行星的反射光，揭示出吸收线，这是化学成分
的线索。Popescu和同事 6月 18日在英国《皇家

天文学会月报》上报告说，他们发现了橄榄石
的指纹，橄榄石是地球和其他行星地幔中的一
种主要矿物。Popescu说：“我们不能肯定地说
这是一颗以橄榄石为主的小行星，但橄榄石在
它的表面大量存在。”

Carlos de la Fuente Marcos 和 Raul de la
Fuente Marcos两兄弟是该论文的共同作者，他
们在西班牙马德里康普鲁滕斯大学研究该天
体的轨迹，并发现 2020 AV2很可能起源于主小
行星带。与木星的引力作用可能会把它以及一
些“邻居”抛向地球。在那里，与行星的“引力之
舞”可能在数百万年的时间里把它推向金星内
部的轨道。这条路径，加上它的小体积，给
Popescu提供了一个解决几十年来小行星“失
踪地幔”之谜的方法。

岩石行星刚形成不久就发生了地核、地幔
和地壳的分离，这种情况也被认为发生在 45.6
亿年前体积较小的行星“胚胎”中。短暂存在的
放射性铝 -26衰变产生的热量导致“胚胎”中
富含铁和镍的岩石下沉到核心中，富含橄榄石

的岩石上升到地幔中，最轻的矿物形成了薄的
地壳。随后的碰撞将这些胚胎粉碎成小行星。

尽管已经发现了大量富含金属的小行星，
但富含橄榄石的地幔小行星却很少。一种观点
认为，这是因为天文学家看不清足够小的天
体。富含橄榄石的小行星比它们坚硬的铁表亲
更容易被粉碎，这表明大部分丢失的地幔碎片
很小———科学家在 20世纪 90年代首次提出了
“碎片”模型。

Popescu 说，2020 AV2 可能是一个遥远的
代表，即一颗隐藏在金星轨道内的更小的、富
含橄榄石的天体，因为它们离地球更远，所以
很难被发现。他说：“一旦能够观测到更小的天
体，我们就有望找到它们。”

但也有其他研究人员对此持怀疑态度。因
此，Popescu想要再次观察这颗小行星，并寻找
另一种矿物———辉石的迹象，这将巩固它作为
一颗“地幔”小行星的身份。 （冯维维）

相关论文信息：

鱼类，尤其是鱼卵，易受海洋变暖的影响。
图片来源：joebela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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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细胞生物设计助力生物制造

据《自然—化学生物学》报道，美国西北大
学合成生物学家开发了一种新的快速原型系
统来加速生物系统设计，将生产可持续生物制
造产品的时间从几个月缩短到几周。

这个生物合成酶体外原型设计和快速优
化（iPROBE）平台，提供了一个快速而强大的
设计—构建—测试框架，可以快速发现细胞代
谢工程的最佳生物合成途径，识别最佳途径酶
和配比，推动生物制造产业化。

为了验证 iPROBE系统，研究人员设计了
产乙醇梭菌生产 3-羟基丁酸酯和丁醇的最佳
生物合成途径，改进后的菌株生产 3-羟基丁
酸酯的产量增加了 20 倍。研究团队应用
iPROBE优化柠檬烯的合成，在短短几周内，
iPROBE设计出了可以合成柠檬烯的数百种酶
组合物方式。

据介绍，该系统最多可以将生物合成途径
扩展至约 500种。苯乙烯的天然毒性导致了以
往生物合成研究的失败，研究团队使用
iPROBE成功设计出迄今为止合成效率最高的
苯乙烯生物合成途径。

研究者表示，利用 iPROBE设计特定产物
的生物合成途径，极大地扩展了生物制造的可

能性，为无细胞系统加速重要可持续化学品的
生物设计树立了新标杆。该研究有望推动社会
从依赖化石燃料的生产过程转向更具可持续
性、基于生物合成的生产方式，推动生物经济
的繁荣与发展。

相关论文信息：

研究人员创建 6种酵母杂交体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大湖生物
能源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近日在《自然—通
讯》报道了一种称为迭代杂交生产的新方法，
将 6个不同酵母菌种的性状整合到一个杂交
菌株中，杂交酵母菌可以携带更多用于特定功
能的工具，能够快速适应复杂环境，可用于基
于实验室的进化选择。

酵母细胞有两种交配型基因———a 和
alpha。正常情况下，具有一个交配基因的单
倍体细胞与表达另一个交配基因的单倍体
细胞结合，形成一个具有两套染色体的二倍
体细胞。此次研究中，研究小组使用一种酶，
可以将一种交配型基因转变为另一种。将二
倍体细胞中的 a 基因转变成 alpha 基因，创造
出拥有两套完整染色体的 alpha 型可交配细

胞，同理得到另一个两套完整染色体 a 型可
交配细胞。酵母细胞没有染色体计数机制，只
查看 a 和 alpha 是否同时存在。因此 alpha 型
二倍体可以与 a 型二倍体杂交，产生具有 4
套染色体的杂交体。

利用这种方法，研究人员成功地将 6 个
酵母物种的基因组整合到单个细胞中。研究
者还不确定是否有可能完成超过 6 个物种的
整合，因为随着基因组增加，细胞大小和染色
体的不稳定性都会随之增加。

研 究 者 表 示 ， 如 果 将 该 方 法 与
CRISPR—Cas9 系统等基因编辑工具相结
合，可以创建出具有特定所需性状的杂交酵
母，在遗传学、癌症生物学、生物发酵和生物
能源等方面具有巨大应用潜力。

相关论文信息：

合成生物学助力细胞精准调控

据《科学》报道，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
院等国际研究团队利用合成生物学方法工
程化改造人胰岛 β 细胞，实现了对胰岛素
合成和释放的精准调控。该研究展示了合成
生物学在远程控制细胞功能方面的潜力，这

也是生命科学领域首次直接以电信号为媒
介远程精准调控哺乳动物细胞基因表达和
功能释放，有望为个性化医疗创造更多新的
可能。

根据细胞通过电压依赖性离子通道实现
对电刺激作出反应，研究者将电压门控钙通
道与向内整流的钾离子通道进行组合，对胰
腺β细胞进行工程化改造，得到了对葡萄糖
敏感性缺陷同时具有囊泡胰岛素分泌功能的
单克隆胰腺 β细胞。

研究证明工程化 茁 细胞可使胰岛素积
聚在囊泡中，依赖于电刺激引发的膜去极化
从细胞内储存小泡中快速释放胰岛素，同时
不响应葡萄糖浓度的变化。而且工程细胞在
刺激开始的 10 分钟内即可达到分泌高峰，
实现电调控胰岛素快速释放的目标。

研究者将工程化 茁 细胞包裹在可以皮下
植入的电刺激装置中，在 I 型糖尿病小鼠模
型的治疗应用中，该体系可以重复使用数周。
利用无线供电元件诱发电刺激，主动调节工
程 茁细胞中所储备胰岛素的分泌，并且在数
分钟内即可抵消血糖浓度的波动。

相关论文信息：

（吴晓燕编译）

《细胞》

CD81控制米色脂肪合成机制

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Shingo Kajimura 研
究组取得一项新突破。他们的研究发现 CD81通过
FAK信号控制米色脂肪祖细胞的生长和能量平衡。
该研究 7月 1日发表于《细胞》。

研究人员采用了单细胞 RNA-seq技术，并确
定了具有细胞固有可塑性以产生米色脂肪的脂肪
细胞祖细胞（APC）的唯一亚群。米色 APC种群能
够增殖，并具有细胞表面蛋白（包括 PDGFRα、
Sca1和 CD81）标记。值得注意的是，CD81不仅是
米色 APC标记，而且是寒冷条件下，从头开始的米
色脂肪合成所必需的。 CD81 与 αV/β1 和
αV/β5整联蛋白形成复合物，并响应于虹膜素介
导整联蛋白 FAK信号的激活。

重要的是，CD81的丢失会导致饮食引起的肥
胖、胰岛素抵抗和脂肪组织发炎。这些结果表明，
CD81 充当外部输入的关键传感器，并控制米色
APC增殖和全身能量稳态。

脂肪组织通过刺激米色脂肪细胞的生物合成，
根据外界环境动态地重塑其细胞组成。然而，由于
脂肪组织的异质性，对这一过程的发育起源和调控
途径仍知之甚少。

相关论文信息：

压力大导致免疫力变差
可能是 IL-6在捣鬼

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 Andrew Wang课题组的最
新研究揭示了小鼠中压力引发白介素 6（IL-6）的起源
与功能。相关研究成果 6月 30日发表于《细胞》。

使用小鼠模型，研究人员发现 IL-6是只在急
性应激时可诱导的主要细胞因子。应激诱导型 IL-6
是由棕色脂肪细胞以β-3—肾上腺素受体依赖性
方式产生的。在压力期间，内分泌型 IL-6是通过肝
糖异生介导高血糖所必需的指导性信号，这对于
“战斗或逃跑”反应是必需的。这种适应的代价在
于，随后炎症导致的死亡率会增加。

这些发现表明，IL-6是真正的应激激素，从而协
调全身性免疫代谢重编程。这种大脑—棕色脂肪—肝
信号轴可能为棕色脂肪组织作为压力响应性内分泌
器官提供新见识，并为在炎症和神经精神疾病治疗中
靶向这一信号轴提供了机制性理解。

相关论文信息：

气候变暖让六成鱼类无法生存
本报讯 气候变化为鱼类带来的风险远比

此前认为的要大得多，研究人员近日在《科学》
发表的研究表明，鱼类胚胎和产卵的成年鱼更
容易受到海洋变暖的影响。

在全球变暖 5℃的最坏情况下，考虑到鱼
类生活的不同阶段，到 2100年，全世界多达
60%的鱼类将无法适应其地理范围内的温度。
就算人类实现了《巴黎协定》的严格目标，将全
球变暖控制在 1.5℃，但对于 10%的鱼类来说，
这一温度依然太高了。

此前，科学家认为只有 5%的鱼类难以应
对 5℃的全球变暖，但这是基于对成年鱼类的
单独分析。

研究小组成员、德国阿尔弗雷德·韦格纳研
究所亥姆霍兹极地与海洋研究中心的

Hans-Otto P觟rtner说：“可以说 1.5℃不是天堂，
会带来变化。但如果我们能够阻止气候变暖，
就可以限制这些变化。鱼类对人类摄取营养
非常重要，因此这项研究为保护我们的生态
系统和自然环境提供了有力依据。”

研究人员分析了关于 694 种淡水和海洋
鱼类耐热性的现有科学文献。

以前的分析很少关注鱼类生命阶段，但研
究小组此次考虑了产卵和非产卵的成鱼、幼鱼
和胚胎之间的差异。产卵者和胚胎所能应对的
最低和最高温度范围差要小得多，平均温度差
分别为 7.2℃和 8.4℃，而成鱼能应对的平均温
度差范围为 27.5℃。
“这为此前研究中基本上被忽略了的一个

生命阶段带来了曙光。”P觟rtner说。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 Jennifer Sunday没有
参与这项研究，但她在《科学》杂志的一篇评论
中表示，胚胎和生殖期的成鱼更易受到伤害是
“令人担忧的主要原因”。

胚胎和产卵期成鱼对海洋变暖的耐受力
较低的主要原因是它们需要更多的氧气。氧
在较冷的水中比在较热的水中更易溶解。

不幸的是，海洋变暖的速度远快于鱼类
的进化适应速度。

虽然鱼类可以迁徙到较冷的地区生活，
但合适的新产卵地点却很难一下找到。因此，
“尽可能减少气候变暖是值得为之努力的工
作。”P觟rtner说。 （徐锐）

相关论文信息：

小行星 2020 AV2 图片来源：《科学》

打补丁修心脏
本报讯 生物打印的“心脏修补片”或能修

复心脏病发作造成的损伤。
心肌梗死或心脏病发作会永久损害心肌

细胞。
研究人员对使用在实验室中由干细胞制

成的心肌细胞修复损伤很感兴趣，但将这些细
胞整合到心脏中已被证明具有挑战性。

美国华盛顿大学的 Lijie Grace Zhang和同
事使用生物打印技术制作了可伸缩的凝胶支
架，这些支架与心脏的曲率相匹配，并且可以

随着心脏的跳动扩张和收缩。在装载了由干细
胞制成的心肌细胞后，这些贴片被放置在心肌
梗死后存活下来的实验小鼠心脏上。

在近日发表于《科学进展》的研究中，作者
表示，4个月后，贴片仍然附着在啮齿动物跳动
的心脏上，并获得了血液供应。这些贴片还刺
激了心肌的形成，为修复心脏损伤提供了潜在
的治疗途径。 （晋楠）

相关论文信息：心肌细胞
图片来源：Steve Gschmeissner，SPL

世卫组织停止羟氯喹、
洛匹那韦 /利托那韦分支试验

据新华社电 世界卫生组织 7 月 4 日宣
布停止其“团结试验”项目中羟氯喹和洛匹那
韦 /利托那韦两个分支的试验，理由是这些
分支试验中的新冠住院患者病亡率几乎或完
全没有下降。

世卫组织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试验结果
显示，与标准护理分支相比，羟氯喹和洛匹那韦 /
利托那韦分支几乎或完全没有降低新冠住院患
者的病亡率。结合试验结果以及本周召开的第二
次新冠全球科研论坛对有关证据的评估，该组织
最终决定停止这两个分支的试验。

世卫组织强调，这一决定仅适用于针对新冠
住院患者的“团结试验”，并不影响其他对非住院
患者使用羟氯喹或洛匹那韦 /利托那韦的研究
评估，或作为新冠暴露前或暴露后预防的评估。

世卫组织表示，虽然这两个分支的试验结
果都未明确显示患者病亡率上升，但在“团结
试验”的附加项目———由法国主导的“发现试
验”中，临床实验室结果中仍出现一些相关的
“安全信号”。

“团结试验”项目由世卫组织于 3 月启
动，旨在通过对比多种新冠疗法为住院患者
寻找有效的治疗方法。“团结试验”项目目前
已招募到来自 39 个国家和地区的约 5500 名
患者参与。 （刘曲）

中芬合作研究揭示
燕麦及黑麦麸对健康的益处

据新华社电 一项中国和芬兰合作的研究
项目揭示了燕麦和黑麦麸纤维促进肠道中有
益微生物生长的机制。

芬兰研究人员 7月 3日说，在由东芬兰大
学、芬兰国家技术研究中心和香港大学生物科
学学院联合进行的这一项目中，小鼠被分别喂
食富含燕麦或黑麦麸的高脂饮食，最终结果表
明燕麦能够增强小鼠肠道中的乳酸杆菌属，黑
麦麸则提高了肠道中的双歧杆菌属水平。

动物肠道中数量庞大的微生物被称为肠
道菌群。此前人们已知膳食纤维会引起肠道菌
群功能的改变，从而调节肠道环境，但具体调
节与代谢路径和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尚未清楚。
据介绍，这项研究确定了补充燕麦和黑麦麸纤
维后肠道菌群产生的代谢产物的差异，以及如
何与宿主在代谢中产生不同的相互作用。

研究发现，燕麦会影响胆汁酸受体的功
能，黑麦麸会改变胆汁酸的产生过程，从而以
不同方式改善人体内胆固醇的代谢。两者都可
以减轻与脂肪肝等疾病相关的肝脏炎症，并抑
制体重增长。

东芬兰大学教授马尔尤卡·科莱麦宁在接
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这项研究或将促进提供
单独的燕麦或黑麦麸纤维成分产品的面世，而
摄入这两种纤维的好处还包括能增加人体内
其他有益物质。

在芬兰，燕麦和黑麦是深受人们喜爱的食
物。黑麦面包是芬兰传统特色食品。（朱昊晨）

北大荒农垦人挑上“金扁担”

陆向导的爷爷陆诗然，今年 89岁，最初看到这
一幕时目瞪口呆。“我 1959 年从山东来到七星农
场，一个作业连队上万亩地，只有一台拖拉机。一到
农忙，有个口号喊得特别响———‘早上两点半，晚上
看不见’，全靠人工抢时间。”

陆向导的父亲陆书民，曾是农场的拖拉机手，
对农业机械化的重要性感触很深，“2002 年遇上雪
灾，当时垦区机械化率只有 60%左右，稻子来不及
收割，损失不小。”

2004年起，国家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建三
江垦区的农业机械化水平逐年提高。“我们现有农
机总动力 259万千瓦，各类农机 38.3万台，综合机
械化率达 99.2%。”建三江分公司农业发展部副部长
秦泗君告诉记者。
“现在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一应俱全，田间

管理还用上了飞机。”陆向导精通各种农业机械，眼
下正忙着组织种植户开展农机驾驶、维修等技术培
训，“我们这辈人种地，再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一
身力气百身汗’，好日子还在后头！”

良种推广记
“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是农业科技人员一生的
追求，也是最大的幸福”

今年春播，七星农场职工朱岩做主，把家里 600
亩水田全种上了垦区自主培育的优质米品种“三江
六号”。头两年，父子俩为这事没少起争执。
“过去试种的优质米品种，抗倒伏性差，一倒伏

就减产，机器收割难。”父亲求稳，担心优质难高产、
卖不上优价。
“社会消费观念在转变，吃得饱更要吃得好，优

质米行情看涨。”儿子求变，眼光长远。最终，家里拿
出 100亩地试种“三江六号”。
“试种结果，产量高、抗性强，而且不愁销

路———每斤稻谷比国家保护价高出两角钱，一亩地
1200斤就多挣 240元。”朱岩算细账。

朱岩的底气，来自七星农场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三江六号”等优质米品种大面积推广前，要在
这里经过 3至 5年的试验性种植。

2015年，“三江六号”一经审定通过，推广中心
主任李晓辉就带领团队全程跟踪观察试验进程。
“选种，挑出一公斤颗粒饱满的种子，需要一个人瞪
大眼睛连挑三天；育苗，钻进大棚，棚内温度最高达
到 40度……”

有付出也有收获，试验结果令人兴奋：产量高，
亩产达 1200斤以上；抗性强，基本不倒伏；米质优，
食味值达到 83分。目前，七星农场共推广种植优质
米品种约 60万亩，其中 70%以上为“三江六号”。
“建三江垦区无法规模种植优质米品种的历史

从此终结。”李晓辉说，近 3年来推广中心共筛选新
品种 13个，推广面积 270万亩。

习近平总书记前年在建三江考察时，双手捧起
一碗大米，意味深长地说道：“中国粮食！中国饭
碗！”这一幕，李晓辉深受触动。碗里的大米，便是
“三江六号”，“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是农业科技
人员一生的追求，也是最大的幸福”。
（人民日报记者吴齐强 郝迎灿，本文转载自

2020年 7月 3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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