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发现运动
可显著减轻大脑缺氧负担

据新华社电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日前报
告，他们利用生物发光成像技术记录了小鼠大
脑皮层氧气水平的动态变化，发现运动可显著
减轻大脑的缺氧负担，这有助于加深理解不同
生活方式对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风险的影响。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近日发布公报说，该校
研究人员领衔的团队在利用生物发光成像技
术研究小鼠大脑活动时获得相关发现。生物发
光成像技术是指用荧光素酶基因标记生物的
细胞或 DNA（脱氧核糖核酸），并利用光学检
测仪器，让研究人员能够直接监测活体生物体
内的细胞活动等。

研究人员改进了生物发光成像技术，使其
能够监测小鼠大脑皮层中的氧气水平。结果发
现，在小鼠清醒状态下，它们大脑皮层的特定
微小区域会间歇性变暗，并可持续数秒，这意味
着该区域氧气供应被暂时切断，研究人员给这些
区域取名为“缺氧口袋”。分析显示，大脑特定微
小区域暂时缺氧是由局部毛细血管微循环受阻
引起。研究还发现，与休息时相比，小鼠运动状态
下大脑中被“缺氧口袋”覆盖的面积减少了 52%。
相关论文近日已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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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内容详见科学网小柯机器人频道：

一个会写科学新闻的机器人

“小柯”秀

科学此刻姻 姻

《地质学》

亚马孙河上游河岸强度变化
及其对系统尺度地貌动力学影响

4 月 9 日，英国埃克塞特大学 Muriel Z.M.
Br俟ckner团队在《地质学》杂志发表论文，揭示了巴
西亚马孙河上游河岸强度变化及其对系统尺度地
貌动力学的影响。

该研究团队首次对巴西亚马孙河约 100 公里
长的索利姆河段的河道强度进行了现场测量。研究
表明，河流右岸更新世阶地的黏性淤泥的河岸强
度，是构成左岸的全新世洪泛平原沉积物的 3倍。
图像分析表明，这些坚固的露头决定了河道 -沙洲
的动态演化，河道加宽和沙洲沉积受到抑制，从而
降低平台曲率，减少了对对岸的侵蚀。

研究人员对 1984年至 2021年间 1600公里长
的索利姆河段的平面分析表明，在与更新世阶地相
关的河道中，河岸侵蚀和沙洲沉积的速率较低。因
此，河岸强度的异质性是世界上最大的低地河流大
尺度地貌动力学的一级控制因素。

据了解，大型支流河流在不同强度的沉积物中
形成河道，这是侵蚀和沉积过程在地质时间尺度上
起作用的结果。虽然已知河岸强度变化会影响河道
形态动力学，但人们对其影响大型砂床河流迁移的
过程仍然知之甚少。

相关论文信息：

《自然 -地球科学》

地壳碳酸盐岩堆积
是地球氧化驱动力

美国耶鲁大学 Lewis J . Alcott团队的一项最新研
究揭示了地壳碳酸盐岩堆积是地球氧化的驱动力。相
关论文 4月 10日发表在《自然 -地球科学》。

据介绍，地球大气和海洋的氧化作用在地表环
境和生命的进化中起着关键作用。人们认为，在地
球历史上，氧气的增加是由限制光合作用的营养物
质磷酸盐的增加，以及来自地幔和地壳的耗氧输入
减少所驱动的。然而，很难评估这些过程是否可以
单独解释地球的氧化历史。

研究团队建立了一个全球氧、磷和碳长期循环
的理论框架，结合了大陆出现、地幔挥发物脱气以
及由此引起的地壳碳酸盐岩储层规模增加的潜在
轨迹。研究发现，框架可以充分模拟地球大气和海
洋中的氧化轨迹，同时合理重建行星温度、大气二
氧化碳浓度、磷埋藏记录和碳同位素比率。

重要的是，这只有在考虑到地壳中碳酸盐岩的
积累时，才使得通过风化和脱气不断增加的碳循
环率成为可能。这种碳酸盐岩堆积是地球耦合气
候、营养和氧气演化模型中缺失的一个因素，对
于重建地球历史和潜在的系外行星生物地球化
学非常重要。

相关论文信息：

《自然 -化学》

贫水溶剂的四聚体自组装
实现 CO2捕获化学

美国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 Jaelynne King团
队报道了贫水溶剂的四聚体自组装实现以氨基甲
酸酯酸酐为基础的 CO2捕获化学。相关研究成果 4
月 8日发表于《自然 -化学》。

碳捕获、利用和储存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项关
键但成本密集型技术。单组分贫水溶剂已成为燃烧
后 CO2捕获的有前途的材料，但对其作用机制知
之甚少。

研究人员对单组分贫水溶剂进行了实验和建模
相结合的研究，发现 CO2的捕获伴随着溶液中反胶
束状四聚团簇的自组装。这种自发聚集引起了具有高
度对比的机制和热力学特征的逐步协同捕获现象。明
确定义的超分子结构的出现显示出氢键内核，让人想
起酶活性位点，使得含 CO2的分子物种能够形成，如
氨基甲酸、氨基甲酸酐和烷氧基氨基甲酸酐。

该系统扩大了在碳捕获过程中观察到的加合
物和机制的范围。它为研发具有更高 CO2储存能
力的材料开辟了道路，并为未来用于 CO2的寡聚
或聚合成氨基甲酸酯提供了一种潜在的引发剂。

相关论文信息：

《免疫》

I型干扰素诱导表观遗传上独特的
记忆 B细胞亚群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 Kim L. Good-Jacobson
团队近期提出 I型干扰素在慢性病毒感染中诱导
表观遗传上独特的记忆 B细胞亚群。相关研究成果
4月 8日在线发表于《免疫》。

据介绍，记忆 B细胞（MBC）是抵抗传染病的
长期免疫的关键提供者，但在慢性病毒感染中，它们
不能产生有效的保护作用。慢性病毒感染如何破坏
MBC的发展以及这种变化是否可逆仍不可知。

通过急性和慢性淋巴细胞性脉络膜脑膜炎病
毒感染期间的 scATAC-seq和 scRNA-seq，研究人
员确定了慢性感染期间富含干扰素（IFN）刺激基因
（ISG）的记忆亚群，该亚群通常与慢性感染相关的
T-bet+亚群不同。在感染早期阻断 IFNAR-1可改
变慢性 MBC的染色质结构，降低 ISG诱导的转录
因子结合基序的可及性，并诱导优势 MBC 亚群发
生表型变化，使 ISG亚群减少、CD11c+CD80+细胞
增加。然而，时机至关重要，MBC在感染后 4周对
干预具有抵抗力。

总之，这一研究确定了在病毒感染期间指导
MBC识别的关键机制。

相关论文信息：

单体耦合光纤造出无芯片纺织电子产品

智能纺织品为将科技融入日常生活提供了
一个理想的平台。然而，目前的纺织电子系统通
常依赖于刚性硅组件，这限制了无缝集成、能源
效率和舒适性。由于缺乏动态能量转换载体，无
芯片电子系统仍然面临数字逻辑的挑战。

研究者提出了一种无芯片体耦合能量交互
机制，用于环境电磁能量收集和单光纤无线信
号传输。这种光纤本身可以实现无线视觉数字
交互，而不需要在纺织品上安装额外的芯片或
电池。

因为所有的电子组件都集成在一个微型
纤维中，这有利于可扩展的制造与现代编织
技术的兼容性，从而制造多功能和智能服装。
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可能解决硅基纺织系统问
题的策略。

相关论文信息：

伪纳米结构和困孔释放诱导 PbTe
具有较高热电性能

热电材料可以实现电与热的直接相互转
换。然而，由于强纠缠的电和热输运性质，开发
提高高热电性能的策略具有挑战性。

研究者展示了在 P型碲化铅材料中完成了

空位团簇的伪纳米结构和捕获空穴释放的动态
载流子调节，从而实现了声子和载流子传输的
同时调节。在 554开尔文的温差下，研究还在分
段模块中实现了 15.5%的能量转换效率。研究
展示了中温热电在一系列不同应用中的前景。

相关论文信息：

分子厚度二维全有机钙钛矿

近年来，具有三维结构的全有机钙钛矿的
出现拓宽了钙钛矿材料的潜在应用。然而，二维
形式的全有机钙钛矿的合成和利用在很大程度
上仍未被探索，因为设计原理尚未开发。

研究者合成了一种无金属的二维层状钙钛
矿，表示为 CL-v相，化学式为 A2B2X4，其中 A
表示比 B更大的阳离子，X表示阴离子。CL-v
相的介电常数在 4.8 ~ 5.5之间，证明了其作为
薄膜晶体管栅极介质的潜力。

相关论文信息：

脱羧偶联氧化还原活性酯和烯烃的
碳季铵化反应

季碳的合成通常需要许多步骤和复杂的条

件或苛刻的试剂，这些试剂作用于高度工程化
的底物。研究者报告了一种简单的催化剂和还
原剂组合，将两种类型的原料化学品———羧酸
和烯烃，通过自由基中间体的季铵化转化为四
取代碳。

铁卟啉催化剂通过电子转移或氢原子转移
激活每个底物，然后通过双分子均溶取代（SH2）
反应将碎片结合。这种交叉偶联减少了从简单
的化学原料中获得大量含季碳产品的合成负
担。

相关论文信息：

多样化农业带来的环境和社会效益

农业单一化的持续扩大是以牺牲农业形式
的多样化为代价的。例如这种以集中管理的单
一栽培形式进行的简化，对于确保世界处于安
全和公正的地球系统边界内构成了风险。

研究者评估了农业多样化如何同时影响社
会和环境结果。根据 11个国家 2655个农场的
24项研究，他们展示了专注于牲畜、作物、土
壤、非作物种植和水资源保护的 5种多样化战
略如何有益于社会（如人类福祉、产量和粮食安
全）和环境（如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和减
少环境外部性）的结果。

研究发现，与单一的管理策略相比，应用多

种多元化策略能产生更积极的结果。为了实现
这些利益，需要设计良好的政策来激励一致采
用多种多样化战略。

相关论文信息：

支气管收缩诱导的
过度细胞挤压损害气道上皮

哮喘被认为是一种炎症性疾病，其明确的
诊断特征是机械性支气管收缩。之前发现了一
个保守的过程，称为细胞挤压，当细胞变得过于
拥挤时，它会驱动稳态上皮细胞死亡。

新研究表明，支气管收缩引起的病理性拥
挤造成大量上皮细胞受到挤压，从而损害气道，
使小鼠和人类的气道产生炎症并分泌黏液。尽
管用沙丁胺醇急救治疗放松气道不会影响这些
反应，但在支气管收缩过程中抑制活细胞挤压
信号会阻止所有这些特征。

研究结果表明，支气管收缩通过过度拥挤
诱导的细胞挤压导致上皮损伤和炎症，阻断上
皮挤压而不是随后的下游炎症可以阻止前驱哮
喘炎症循环。

相关论文信息：

（冯维维编译）

治疗牙龈

避免心律失常

有种疾病被称为心房颤动，是一种常见的
心律失常，会增加中风甚至心力衰竭的风险。在
晚期病例中，可以通过导管消融术加以治疗。

现在，日本广岛大学助理教授 Shunsuke
Miyauchi和同事已经证明，牙龈疾病可能是心
房颤动的一个危险因素。而在进行房颤手术后
治疗牙龈疾病，可以降低心脏病复发的风险。4
月 10日，相关研究结果发表于《美国心脏协会
杂志》。

该团队招募了 288名患有牙龈疾病并接受
了消融治疗房颤的患者。其中，97人在 3个月
后接受了牙龈疾病的治疗。

在长达两年的随访期内，24%的参与者再
次出现房颤，但在消融术后接受牙龈疾病治疗
的患者中，再次出现房颤的可能性降低了 61%。

通常情况下，患者的牙龈疾病越严重，再次
发生房颤的风险就越高。

Miyauchi说，如果牙龈组织发炎甚至溃疡，

细菌和炎症免疫蛋白就会进入血液，这可能会
影响心脏。

研究人员还测量了受试者在接受消融术前
血液中的炎性蛋白水平，发现患有严重牙龈疾
病的受试者的炎性蛋白含量升高。Miyauchi说，
与牙龈疾病相关细菌的抗体水平越高，房颤复
发率就越高。
该团队鼓励房颤患者在必要时治疗牙龈疾

病。他们建议，患者可以通过每天至少两次用含

氟牙膏刷牙、每天使用牙线或牙缝棒，以及定期
看牙医来预防。

美国纽约大学格罗斯曼医学院的 Nieca
Goldberg指出，这项研究规模相对较小，只有 97
名参与者接受了牙龈疾病的治疗。“尽管如此，它
确实为未来这一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张晴丹）
相关论文信息：

定期检查牙齿可预防牙龈疾病。 图片来源：Alexander Shelegov/Getty Images

预言存在“上帝粒子”的
希格斯去世

本报讯 4月 10日，英国爱丁堡大学发布讣
告：著名物理学家彼得·希格斯于 4月 8日在家
中去世，享年 94岁。

希格斯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他因提
出被称为“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玻色子理论而闻
名，该理论有助于解释宇宙大爆炸后物质是如
何形成的。希格斯出生于 1929年 5月 29 日，
1954年在伦敦国王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于 1960
年加入爱丁堡大学担任讲师。1964年，35岁的
希格斯首次提出了“希格斯机制”，并预言了一
种新型粒子的存在，即后来被称为“希格斯玻色
子”的粒子，又称“上帝粒子”。

在预言希格斯玻色子近半个世纪后，直到
2012年，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的大型强
子对撞机（LHC）才证实了这种粒子的存在，希
格斯因此获得了 201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彼得·希格斯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的

远见和想象力丰富了我们对周围世界的了解。
他的开创性研究激励了成千上万的科学家，他
留下来的宝贵科学遗产将继续激励一代又一代
的研究者。”爱丁堡大学校长 Peter Mathieson表
示。 （张晴丹）

多摸摸有益身心健康

本报讯根据《自然 -人类行为》4月 8日
发表的一项系统性综述和荟萃分析，来自人类和
动物的身体触摸可以减少成人和儿童的疼痛、抑
郁感和焦虑。这项研究认为，触摸对许多生理和心
理健康结局都有益，这一点对健康个体和临床环
境中的个体皆成立，而且适用于所有年龄。

触摸对人类极为重要———这是新生儿发育
的首个感觉，也是我们和世界互动的最直接方
式。虽然此前研究表明，触摸在身心范围内都有
益处，但这些研究或聚焦在特定的健康结局上，
或没有考虑其他变量的影响，例如接触类型以
及是谁在进行接触。

德国波鸿鲁尔大学 Julian Packheiser和同事
对 212项研究进行了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共
涉及 12966人，以探索触摸的健康益处。

研究人员发现，现有证据有力地证明，成年
人接触他人或物品（包括机器人甚至有重量的
毯子）对健康有益。但与接触物品相比，人们接
触其他人时获得的心理益处更大。同样，Pack-
heiser和同事没有观察到触摸类型（如按摩或拥
抱）给成年人带来身心健康益处的差异。他们在
新生儿中也复现了这一结果。

触摸的频率似乎也很重要，更频繁的干预
会产生更多有益影响。触摸干预对改善临床和

非临床环境人群心理健康的效果相似。研究人
员还发现相对其他身体部位（如身躯），触摸头
部（例如面部或头皮）的健康结局更佳，而且单
向触摸比双向触摸更有益。

研究人员认为，未来的研究应在大型对照
试验中探索不同触摸干预的效果，从而确保这些
结果的可靠性。此外，进一步研究或可调查触摸干
预是否在不同文化中有同样的效果，因为当前大
多数研究都来自中高收入国家的文化背景。

（赵熙熙）
相关论文信息：

ChatGPT“入侵”同行评议
本报讯一项近日公布于 arXiv预印本的研

究发现，在同行评议报告中出现了人工智能文
本常用的流行形容词。这表明，研究人员正在转
向用 ChatGPT和其他人工智能工具评价他人
的工作。

据《自然》报道，作者研究了自 ChatGPT发
布以来，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在多大程度上修
改了提交给 4个主要计算机科学会议论文集的
同行评议报告。分析表明，高达 17%的同行评议
被聊天机器人进行了实质性修改，尽管尚不清
楚研究人员是使用这些工具从头开始创作评议
报告，还仅是编辑和修改了书面草稿。

德国柏林工程应用技术大学的 Debora
Weber-Wulff表示，鉴于聊天机器人经常产生
误导性或捏造的信息，让它为未发表的作品撰
写评议报告的做法“非常令人震惊”。她强调：
“人工智能系统会‘产生幻觉’，但我们不知道它
们何时会产生幻觉、何时不会产生幻觉。”

自 2022 年 11月发布以来，ChatGPT 已被
用于撰写大量科学论文，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被
列为作者。在曾于 2023年接受《自然》杂志的一
项调查的 1600多名科学家中，近 30%的人表示

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撰写过论文，并有约 15%
的人表示将其用于自己的文献评论和撰写经费
申请书。
在这项研究中，由美国斯坦福大学计算机

科学家梁伟欣（音）领导的团队开发了一种技
术，通过识别人工智能比人类更频繁使用的形
容词来搜索人工智能创作的文本。

研究人员比较了 ChatGPT 发布前后提交
给同一会议的 14.6万多篇同行评议报告中的
形容词使用情况。分析发现，自从聊天机器人
的使用成为主流以来，某些积极形容词的使
用频率显著增加，如“值得称赞的”“创新的”
“细致的”“复杂的”“值得注意的”和“多才多
艺的”。这项研究列出了使用频率最高的 100个
形容词。

研究发现，在那些对会议论文集评价较
低、在截止日期前提交的以及作者最不可能
回应或反驳的评议中，最有可能包含这些形
容词。因此，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同行评
议最有可能是聊天机器人撰写的。“似乎当人
们没有时间的时候，他们更倾向于使用 Chat-
GPT。”梁伟欣说。

该研究还调查了 2019年至 2023 年间，被
15种《自然》期刊接收并发表的约 1万篇稿件
的 2.5万多篇同行评议。结果发现，自 ChatGPT
发布以来，相同形容词的使用并没有出现激增。

施普林格·自然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出版商
要求同行评议人员不要将手稿上传到生成式人
工智能工具中，并指出这些工具仍有“相当大的局
限性”，此外，同行评议可能包含敏感或专有信息。

该发言人表示，施普林格·自然正在探索如
何为同行评议人员提供安全的人工智能工具以
指导评议。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 Andrew Gray 表示，
梁伟欣的研究发现在 ChatGPT发布后的评议
中流行语的增加是“非常惊人的”。他近期的一
项研究估计，2023年发表的至少 6万篇论文的
作者在某种程度上使用了聊天机器人，至少占
当年发表的所有学术研究的 1%。

Gray说，同行评议人员可能只是在编辑或
翻译时使用了聊天机器人，但由于缺乏透明度，
这很难判断。“有证据表明这些工具正在被使用，
但我们并不真正了解它们是如何被使用的。”
“我们不希望作出价值判断，也不希望声明

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审查论文一定是好是坏。”
梁伟欣说，“但我们确实认为，为了透明度和问
责制，估计最终文本中有多少可能是由人工智
能生成或修改的是很重要的。”

Weber-Wulff认为，在同行评议过程中，不
应该在任何程度上使用 ChatGPT这样的工具，
她担心，在那些没有发表的评议报告中，聊天机
器人的使用率可能会更高。“同行评议已经被人
工智能系统破坏了。”她说。

此外，Weber-Wulff补充说，使用聊天机器
人进行同行评议也可能涉及版权问题，因为这
些工具会访问机密、未发布的信息。 （王方）

相关论文信息：

研究人员使用聊天机器人协助完成同行评议。
图片来源：Rmedia7/Shuttersto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