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址院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一条乙 猿号 邮政编码院员园园19园 新闻热线院园员园原愿圆远员源缘83 82614597 广告发行院园员园原愿圆远员4586 82614588 传真院园员园原愿圆远员4586 广告经营许可证院京海工商广字第 8037 号 零售价院1援0园元 年价院228元 解放军报印刷厂印刷

A4 主编：赵路 校对：王心怡 2011年 12月 15日 星期四 Tel押（010）82619191-8120 E-mail押lzhao＠stimes.cn国际
WORLD

《自然—气候变化》

金融危机后
二氧化碳排放量快速增加

研究人员在 12月在线出版的《自
然—气候变化》上报告，对源自化石燃
料燃烧和水泥生产的全球二氧化碳排
放量的初步估计显示，在最近的全球金
融危机之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在
2010年达到了破纪录的新高，表明尽
管全球排放量在金融危机期间减少，但
之后以 5.9%的速度增加，达到每年 90
亿吨碳排放的高峰。
历史上，在多次金融危机时期，各

国总是通过低能耗生产来保持经济产
出，导致全球化石燃料排放量轨迹的重
大变化。Glen Peters和同事推测，尽管
早期的经济危机时间持久并引发二氧
化碳 排 放 量 的拓 展 性 降 低，但
2008~2009 年间的全球金融危机只引
发了国内总产值的短期急剧下降，全
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在 2010 年快速回
升。他们估计，这种排放量的快速增加
可能是因为能源价格的急速变化、政
府大力投资加速经济恢复的结果。
然而，在发达国家目前的排放水

平低于 2000~2007 年间的平均排放水
平时，研究人员认为，目前二氧化碳排
放量的快速增加可能是由于几个核心
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增长，包括中国和

印度在内。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国际
贸易大幅下降，因为新兴经济实体需
要支持国内生产并强化内部增长。在
以贸易为主的经济实体中，这种下降
很明显，但又被经济其他部分的活动
所抵消。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内部稳定
持续，外部贸易恢复到高水平。

2009年，首次出现发展中国家以
消耗为基础的排放量高于发达国家，
作者认为，这种趋势可能会持续。他们
得出结论认为，要逆转这种全球化石燃
料和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需要
同时对付所有潜在的排放量贡献者。

《自然—遗传学》
与多发性骨髓瘤相关的变异

多发性骨髓瘤是骨髓内浆细胞异
常增生并形成骨骼肿瘤的恶性肿瘤，
是恶性血液肿瘤中第二常见的疾病。
如今，研究人员鉴别出与多发性骨骼
瘤相关的遗传变异，新成果发表在 12
月在线出版的《自然—遗传学》期刊
上。

B细胞是一种免疫细胞，在骨髓
中成熟为浆细胞，具有分泌抗体、对抗
外来病毒和细菌的能力，当浆细胞发
生癌变时，会复制产生许多恶性浆细
胞即骨髓癌细胞，这些细胞会侵犯多
处骨头，形成癌块，造成多发性肿瘤，

这种疾病多发生于男性和 65 岁以上
的人群。

Richard Houlston和同事合作，对
1675 位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和 5903 位
健康人士实施了泛基因组相关性研
究，并结合了英国和德国的相关研究。
他们鉴别出与这种疾病相关的两个基
因组区域。新发现表明这些通道可能
与多发性骨髓瘤的易患性风险相关。

《自然—神经科学》
多发性硬化症新靶标

多发性硬化症是一种衰退性中枢
神经系统疾病，可引起感觉改变、视觉
障碍等症状，严重者可出现活动性障
碍和残疾。现在，研究人员发现，激活
中枢神经系统免疫细胞中的一种蛋白
质受体，可提高多发性硬化症模型小
鼠的临床表现，新成果发表在 12月在
线出版的《自然—神经科学》期刊上。

髓鞘是包围在神经纤维周围的一
种保护层。多发性硬化症源于免疫系
统中的细胞不恰当地靶向和破坏了髓
鞘。Marco Prinz和同事发现，激活一种
免疫细胞上的 RIG-I 样解旋酶受体，
能缓解多发性硬化症小鼠的炎症和髓
鞘的断裂，从而限制了通常出现的麻
痹。重要的是，研究人员发现这种治疗
只需要在疾病发生之时通过静脉注射

就有效。
新研究有助于科学家们深入认识

导致大脑和骨髓中髓鞘破坏的细胞事
件。研究人员在论文中还报告了一种潜
在的新型非侵入性治疗方法，可限制这
种衰竭性疾病导致的破坏。

《自然—地球科学》
独立研究证实

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暖

研究人员在 12月在线出版的《自
然—地球科学》期刊上报告，自从 20世
纪中期开始，在所观察到的气候变暖
中，至少有 74%的变暖极可能是因人类
活动引起，新研究用独立和互补方法证
实了早期有关气候变化的发现。

基于地球能量的平衡，Reto Knutti
和Markus Huber估计了人类活动对 20
世纪下半叶所观察到的气候变暖的作
用。他们发现，自从 1950年开始，温室
气体的排放导致气温升高了 0.85摄氏
度，同一时期，气溶胶将地球冷却大约
了 0.4摄氏度。

在早期有关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
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利用气候模型精确
模拟不同条件下的时空变暖模式，认为
人类活动导致气温升高。新结果并不是
基于这样的假设，因此实质性支持了这
种重要观点：人类活动是导致最近气温

升高的主要原因。

《自然—神经科学》
雷特氏综合征模式小鼠

雷特氏综合征是一种罕见的复杂
神经系统疾病，多发生于小女孩，患者
有快速退化及发展迟缓的现象。如今，
研究人员研制出一种经过基因工程改
造、携带一种常见于雷特氏患者的变异
基因的小鼠，即雷特氏综合征模型小
鼠，新成果发表在 12月在线出版的《自
然—神经科学》。

雷特氏综合征是自闭症类群中的
一种，与人类甲基化 CPG结合蛋白 2
（MECP2）基因的变异有关。尽管携带
雷特变异基因的孩子在生命的最初两
年发育正常，但之后他们便不能正常发
育语言和运动能力，并出现呼吸和认知
困难。

Zhaolan Zhou和同事合作，通过基
因工程让小鼠携带上单个变异甲基化
CPG结合蛋白 2基因。这种小鼠随后
出现了类似雷特氏症患者的发育迟缓、
运动和呼吸困难，以及不正常的神经生
物学反应、认知障碍和焦虑等行为，表
明这种小鼠可作为研究雷特氏疾病神
经基础的模式动物。
（王丹红 / 编译；更多信息请访

问 憎憎憎援灶葬贼怎则藻糟澡蚤灶葬援糟燥皂/泽贼）

自然子刊综览

欧洲核子中心：
寻找希格斯玻色子

明年见分晓

新华社电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12
月 员猿日说，利用大型强子对撞机寻找
希格斯玻色子的工作，可能在 圆园员圆年
年底得到答案。

物理学中的“标准模型”理论预测
了多种基本粒子，希格斯玻色子是其
中唯一一种仍未被确认的，因此又被
称为“上帝粒子”。不论最终是否发现
希格斯玻色子，对于物理学的意义都
非常重大。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目前通过两个
强子对撞实验项目———粤栽蕴粤杂 和
悦酝杂寻找希格斯玻色子。

粤栽蕴粤杂实验发言人法比奥拉·贾
诺蒂和 悦酝杂 实验发言人吉多·托内
利 员猿日分别表示，鉴于大型强子对撞
机今年良好的运行情况，获得足够数
据不需要太长时间，希格斯玻色子的
谜底有望在 圆园员圆年年底揭开。

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之前，许多
世界顶级物理研究机构均曾尝试通过
对撞试验寻找希格斯玻色子，但都没
有成功。 （杨京德刘洋）

日本开发出膝关节
损伤新疗法

据新华社电 东京医科齿科大学
的关矢一郎教授近日开发出治疗膝关
节半月板损伤的新方法，可让受损的
半月板再生，使患者更好地痊愈。

半月板是膝关节内的 悦 形纤维
软骨盘，可缓解冲击力。以往的治疗方
法是通过手术切削受损部位，然后用
线缝合，但这种方法很难使患者痊愈，
稍不留神伤病就会复发。

关矢一郎的新疗法通过内窥镜确
定膝关节的状态，从患者膝关节内层
的滑膜组织中取出干细胞，经过两周
培养后，再把增殖的滑膜干细胞注射
到半月板损伤处，让半月板再生。

东京医科齿科大学计划在该校附
属医院用新疗法对 圆园名患者进行临
床试验，然后再推广到其他医院，开展
范围更大的临床试验。 （何德功）

美“好奇”号火星车
开始监测太空射线

新华社电美国航天局 12月 员猿日宣布，
“好奇”号火星车当天开始监测太空射线，其
获得的数据将有助于人类未来登陆火星。
美航天局表示，“好奇”号带有一台“射

线评估探测器”，可以监测来自太阳、超新星
及其他天体的高能原子和亚原子粒子。这些
粒子组成的太空射线可能伤害宇航员。
以往飞船上的太空射线探测器一般安

装于飞船表面，而“射线评估探测器”位于
“好奇”号内部，受到特殊防护。“射线评估探
测器”首席科学家唐·哈斯勒解释说，这一设
备实际上充当了宇航员前往火星过程中的
替身。
美国航天局计划，“好奇”号于明年 愿月

远日在火星着陆，展开为期一个火星年（约
远愿苑个地球日）的探测。
“好奇”号于今年 员员月 圆远日发射升空，

主要任务是探索火星过去或现在是否存在
适宜生命的环境。 （任海军）

英国用基因疗法
治疗血友病取得初步成功

新华社电英国用基因疗法治疗乙型血
友病取得初步成功。小规模临床试验表明，
患者只需要接受一次注射，自我凝血的能力
就大幅改善，且没有发现副作用。
据介绍，乙型血友病是由于患者基因缺

陷，不能合成第九凝血因子引起，造成患者
不具备正常的凝血功能。目前对这种疾病的
治疗方法是定期注射第九凝血因子。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等机构的研究人员

在美国新一期《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报告
说，通过使用 愿型腺相关病毒作为载体，可
以将正确版本的相关基因运载进入人体细
胞内，细胞在获得正确的基因后就可以合成
第九凝血因子。
有 远名患者参与了本次试验。结果显

示，他们接受一次注射后，体内第九凝血因
子的含量从以前不足正常含量的 员豫上升到
圆豫至 员员豫之间。这样的浓度已经可以显著改
善病情，缓解受伤时血流不止的情况。
对这些患者的跟踪显示，由于是在基因

层面上进行治疗，他们体内第九凝血因子的
含量可以长期稳定达 员远个月，不需要再反
复注射第九凝血因子。此外也没有发现这种
基因疗法有明显的副作用。
研究人员阿米特·纳特瓦尼说，对于乙

型血友病患者来说，这是一种可以完全改变
其生活的疗法。研究人员接下来将进行更大
规模的试验，进一步验证这种疗法的有效
性，并探索能否用类似方式来治疗甲型血友
病。 （黄堃）

科学家首次证明动物也有移情作用
为研究其遗传及生理学基础提供了帮助

动态

本报讯（记者赵路）移情作用让我
们感受到其他人的痛苦并驱使我们帮
助他人缓解这种痛苦。然而移情作用
是一种人类独有的特质吗？几十年来，
研究人员一直在争论，是否非人类动
物也秉持着这种属性。如今，一项新的
研究表明，大鼠会解救身陷囹圄的同
伴。这一发现意味着，这些啮齿动物能
够用来确定人类移情作用的遗传和生
理学基础。

几年前，加拿大蒙特利尔市麦吉
尔大学的神经学家 Jeffrey Mogil 在《科
学》杂志上报告说，小鼠具有一种简单
的移情作用，被称为情绪感染。它们能
够意识到另一只小鼠的感觉。例如，当
一只小鼠的爪子被注射了能够导致疼

痛的化学物质后，这只小鼠和笼中其他
的同伴都会舔自己的爪子以减轻痛苦。

然而这项新研究的合作者、美国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大学的神经学家
Jean Decety表示，这只是移情作用的
第一步，但是还远远不够。真正的移情
作用需要一个个体在很大程度上理解
另一个个体正在经历的事情，就像一
位母亲理解孩子的感受一样。“只有这
样，她才会提供帮助。”Decety说道。

为了搞清大鼠是否具有真正的移
情作用并由此采取行动，Decety 和芝
加哥大学的同事、神经学家 Peggy
Mason与研究生 Inbal Bartal一道，在两
周的时间里，将几对不相干的大鼠放
置在一个塑料笼子中，从而让它们彼

此熟悉对方。接下来，研究人员将 30只
大鼠分别成对地放入笼子，其中一只大
鼠的行为不受约束，另一只则被关进笼
内的一根透明管子里。管子的出口处有
一个小门，但只能从外部推开。

试验结果显示，那些可自由活动
的大鼠普遍都会将被困同伴解救出
来，此后它们会奔跑“庆祝”———被释
放的大鼠在前面跑，“施救者”则显得
很激动地跟在后面跑。

在另一项试验中，研究者在被困
大鼠旁边放置巧克力，以引诱“施救
者”。但是在 30 只大鼠中，有 23 只仍
选择先搭救同伴，然后与它一起分享
巧克力。不过，采取这一行为的雌性大
鼠比例高于雄性大鼠，这说明雌鼠可

能比雄鼠更有同情心。研究人员日前
在《科学》杂志网络版上报告了这一研
究成果。

Decety表示，这一结果第一次证
明，啮齿动物能够采取行动回应同伴
的痛苦。研究人员之前在猴子和黑猩
猩中也曾观察到类似的行为。但是不
同于这些动物，用大鼠可以很容易地
在实验室进行研究，从而搞清哪些大
脑结构是移情作用和帮助行为的基
础，以及移情作用的获得是天生的还
是后天培养的。

亚特兰大市埃默里大学的动物行
为学家 Frans de Waal在一封电子邮件
中写道：“这项研究真的是开创性的。
它第一次表明啮齿动物不仅仅会受到

其他同伴情绪的影响，并且这种移情
作用还能激发利他主义。”

臭虫（小图所示）在夜晚爬上你的
床铺，并在你的皮肤上匍匐前进。

在将吸管插入你的身体开始大
快朵颐之前，臭虫还不得不小心翼翼
地穿过你的体毛森林。并且只要一步
不小心，便有可能粉身碎骨。

为了搞清这一问题，即人们如何
感知这么小的害虫，研究人员招募了
19位拥有不同体毛数量的志愿者，并
将每人一只胳膊上的体毛剃刮干净。

研究人员随后要求这些受试者
扭过脸去看着别处，同时将一些臭虫
放到他们的胳膊上。

这些受试者一感到有东西在他
们的身体上爬过便会马上按下一个
按钮。

结果显示，与体毛较少的人相比，
那些每平方英寸生有更多毛囊，并且
体毛长得更长的受试者———特别是
男性———往往能够比前者提早几秒
钟注意到在他们未经处理的胳膊上
的臭虫。

研究人员在 12月 13日的《生物学
快报》网络版上报告了这一研究成果。

而每个受试者都需要花很长时
间才能够在自己剃过毛的胳膊上发
现臭虫。

研究人员推测，这或许能够解释
人类为什么依然在他们的身体上生
有毛发———因为我们早已不再需要
用它们来保暖了。

臭虫是以吸人血和鸡、兔等动物

血液为生的寄生虫。若虫的腹部背面
或成虫的胸部腹面有一对半月形的
臭腺，能分泌一种有特殊臭味的物

质，使它臭名远扬。
（赵路 译自 www.science.com，12

月 14日）

姻美国科学促进会特供姻

科学此刻杂糟蚤藻灶糟藻 晕燥憎

男人长毛或为逮虱子

多毛男人是出色的臭虫捕手。 图片来源：Fotosearch；CDC

一只勇敢且移情的大鼠学会了释
放被囚禁的同伴。

图片来源：Image Science/AAAS

本报讯恒星多久便会吃掉它们的“孩子”？几乎不会，
这是递交到《天体物理学杂志》的一篇论文给出的答案。

由于供行星形成的、像煎饼一样的尘埃和气体原行
星盘（如图所示）的扭矩（或引力牵引）所致，行星通常都
会向内迁移，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搞清是什么让这些天
体最终停下了脚步。

在一项新研究中，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天体物理学
家 Christopher Bilinski和美国宇航局（NASA）太阳系外行
星科学研究所的 Peter Plavchan，对 126颗由地基观测发
现的已经证实的太阳系外行星，以及由 NASA的开普勒
太空望远镜发现的 649颗候选太阳系外行星进行了计算
机模拟。

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行星的迁徙实际上是被一个

间隙所停止的，这个间隙是由来自原行星盘的恒星物质
吸积所产生的。

在那里，驱使行星向内迁徙的原行星盘的扭矩消失
不见，而行星也稳定在一个大约 4天的轨道上（约相当于
一颗太阳大小的恒星半径的 10倍左右）。

基于他们的发现，研究人员断定，同类相食的行星是
极为罕见的。

开普勒太空望远镜是世界首个用于探测太阳系外类
地行星的飞行器，于 2009 年 3 月 6 日发射升空，它是
NASA发射的首颗探测类地行星的探测器。开普勒太空
望远镜对天鹅座和天琴座中大约 10万个恒星系统展开
观测，以寻找类地行星和生命存在的迹象。它将通过观测
行星的“凌日”现象搜寻太阳系外类地行星。 （赵熙熙）

科学家破解恒星“恻隐之心”

小行星，不用担心。
图片来源：NASA/JPL-Caltech/T. Pyle（SSC）

（上接 A1 版）今年的“7·23”温州高
铁事故引发国内高铁建设的反思热潮。
其实，早在之前的 2010 年 8 月，该所研
究员、中科院院士陆大道及其团队，就已
经把《关于避免我国交通建设过度超前
的建议》报送国务院，被有关部门高度重
视。
“高铁事故，虽然是偶然事故，但很可

能与这种大规模的快速、急剧扩张有关。
我们提交的报告，站在国家的角度，也许
并不能直接反映地方和部门的利益。但从
宏观总体来说，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刘
毅表示。

有待加大鼓励

事实上，地理所打造科学思想库的思
路也曾存在长期争议。
“大家认为中科院是搞自然科学的，一

评价就是看 SCI论文、看奖项，而关心国家
需求、社会需求方面的工作过去没有给予
应有的重视，我们正在这些方面努力调
整。”刘毅说。

中科院是国家自然科学研究的最高
学术机构，但能把科技成果直接服务于国
民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为国家的决
策提供参考依据，是科研活动的一个重要
的方面，是中科院定位与发展目标的一个
方面，也是未来“创新 2020”的重要工作和
使命。

刘毅表示，地理资源所未来还将继续
加强鼓励、引导机制建设。如将得到国家
或中央领导认可和重视、真正能发挥社会
作用的一些咨询报告，作为科技活动统计
和考核的重要依据。

地理资源所在“创新 2020”规划中明
确提出，要实现研究所为国家战略决策
服务的三个转变，即从自发、自由向有组
织、有计划的转变，从项目牵引向服务国
家重大需求的长期机制的转变，从一般
性分析向数据库和模拟系统支撑综合分
析的转变，以持续为国家决策提供科学
依据，更好地发挥科学思想库和战略国
家队作用。

面向未来，地理资源所的总体目标之
一，就是在国家区域发展、资源利用、环境
整治和生态建设等方面，成为重要的思想
库与人才库。

“我们在发挥
科学思想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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