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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你今天是否觉得既渺小又犹豫
呢？小小的白鳍企鹅（Eudyptula）终
其一生都是这样度过的。
这种栖息于澳大利亚的鸟类是

所有企鹅中最小的一种，其身高只
有约 30 公分，它的羽毛因发生突变
而泛着靓丽的淡蓝色，而它的常用
名也由此而来：小蓝企鹅。
利用高能显微镜，研究人员如

今发现，这些小蓝企鹅翅膀羽毛中
的纳米级纤维为它们带来了不同寻
常的蓝色。
与构成人类发丝的物质类似，

这些纳米纤维由角蛋白组成，它们
捆绑在一起，就像一束束未曾煮过
的意大利细面条。
美国俄亥俄州阿克隆大学的生

物学家 Liliana D’Alba和同事在最近
的《生物学快报》网络版上报告了这
一研究成果。
小蓝企鹅的颜色源自太阳光中

的蓝光照射到纳米纤维时对光线的
散射，而此时所有其他波长的光线
则都顺利地通过了羽毛。

研究人员指出，这是赋予羽毛
以蓝色的一种新的机制。

生物学家之前在其他鸟类的蓝
色羽毛中也曾发现过类似的纳米纤
维，例如产于澳大利亚的鸸鹋，但后
者的纤维是由胶原蛋白构成的。
如此华美的羽毛给小蓝企鹅带

来了何种优势尚不得而知，但它们
肯定与自己大多数穿着相同黑白
“晚礼服”的亲戚们不太一样。

（群芳 译自 www.science.com，
2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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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 索 船体附着生物生长加速、体型变大

全球变暖增加航运成本

天文学家发现涡状星系
具有尘埃漩涡

本报讯 就像是正在跳舞的火龙，
在哈勃望远镜拍摄的这张 M51 涡状
星系的红外图像中（如上图），两条尘
埃旋臂盘绕在星系的中央。

在美国天文学学会年会上公布的
这一图像，是在哈勃望远镜的近红外
照相机和多目标光谱仪（NICMOS）拍
摄的图像中减去已知的星光后获得
的，所剩的仅仅是温暖尘埃发出的红
外光。在图像中，数不尽的小亮斑点是
新生的小恒星簇，由于它们发出的光
被周围的尘埃所掩盖，因此之前从未
被观测到。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一距离
地球 3700万光年的涡状星系中没有
发现大型的离散尘埃云。这种大的云
团曾被认为是光学图像的基础。此类
图像将帮助天文学家理清星系中的气
体和尘埃是如何以及在何处塌缩成新
恒星的。 （群芳）

日本发现对帕拉米韦
抗药的新型流感病毒

新华社电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
2月 圆圆日报告说，该所研究人员日前
从一名使用过抗流感药物帕拉米韦的
儿童体内，检测出了对这种药物具有
抗药性的新型流感病毒。

帕拉米韦是一种较新的抗流感药
物，去年 员月开始在日本上市销售。这
是日本国内首次检测出对帕拉米韦具
有抗药性的流感病毒。研究人员说，由
于目前只发现了一例抗药病例，没必
要为此担忧，不过今后有必要密切关
注这类抗药病毒出现的频率。

据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介绍，
上述抗药病毒源自一名 缘 岁儿童体
内。这名儿童此前未接种过抗流感疫
苗，今年 员月因发高烧和肺炎住院，被
确诊患有流感之后用帕拉米韦进行输
液治疗，症状改善后出院。

研究人员分析了从这名儿童体内
采集的病毒样本，发现了对帕拉米韦
抗药的流感病毒变异基因，另一种抗
流感药物达菲也难以对付这种病毒。
不过，其他两种抗流感药物———瑞乐
沙和日本新研发的 陨晕粤灾陨砸等药对这
种抗药病毒有效。流感患者使用药物
治疗后，会有一定比例的患者体内产
生抗药病毒。通常来说这些病毒的感
染性和传播能力很弱，不过近年来有
研究发现，对达菲抗药的个别甲型
匀员晕员流感病毒的传染性并未减弱，引
起了科学界的关注。 （蓝建中）

爱思唯尔入主上海大通

本报讯 科学技术及医药信息出
版商和服务提供商爱思唯尔公司日前
宣布已成功收购上海大通医药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大通是中国国内的药品
使用监控软件商，收购大通公司使得
爱思唯尔公司进一步加强在中国医院
临床决策支持系统领域的地位，通过
改善药品使用安全和减少处方错误，
帮助中国医院提高医疗质量。

收购后，爱思唯尔准备引进其全
球领先的临床决策支持系统的内容和
技术，和大通为本地量身制作的产品
服务相结合，更好服务中国的医院和
药房。 （王丹红）

日本在小鼠体内培育出
人体间充质干细胞

新华社电 日本的一个研究小组 2
月 圆员日宣布，他们开发出的一种新方
法，可将人体诱导多功能干细胞（蚤孕杂
细胞）移植到小鼠体内，较便捷地培育
出能发育为人体骨骼、软骨和肌肉的
间充质干细胞。

此前，利用 蚤孕杂细胞培育各种细
胞时，一般都是在含有化学物质的培
养液中进行。近畿大学医学系教授福
田宽二领导的研究小组，将人体的 蚤孕杂
细胞移植到经过处理且不会出现排异
反应的小鼠体内。一至两个月过后，研
究者从小鼠体内取出由 蚤孕杂细胞发育
而成的直径约 圆厘米的细胞团块，从
中成功分离出了间充质干细胞。

研究小组指出，这种间充质干细
胞能发育成人体骨骼等数种组织的细
胞，利用这种培养法还有望获得通常
很难培育出的胰腺细胞。
普通的间充质干细胞出自未成熟

的胚胎结缔组织，是可以分化形成多
种组织细胞的多功能干细胞，许多国
家都在尝试把人体间充质干细胞用于
再生医疗。 （蓝建中）

“双高”中年人患
老年痴呆症风险高

新华社电法国科研人员 2月 圆员日
通过美国神经病学学会发布的一份报
告指出，存在高胆固醇、高血压等心血
管疾病隐忧的中年人不仅容易患心脏
病，而且他们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也相
应较高。
这项研究由法国国家卫生和医学

研究院完成。在研究中，平均年龄 缘缘岁
的 猿源愿远名男性和 员猿源员名女性在 员园 年
内接受了 猿次认知测试，记录了他们的
推理和记忆能力、说话流利程度及词汇
量。科研人员还根据受试者的胆固醇水
平和其他因素，推测其未来 员园年患心
血管疾病的风险数值。
研究人员发现，与患心血管疾病风

险较低的人群相比，患病风险较高人
群的认知能力相对较低，后者总体认
知能力下降的速度也较快。例如，研究
对象的未来 员园 年患心血管病风险数
值每升高 员园豫，其中的男性记忆测试
分数会相应下降 圆援愿豫，女性的分数则
下降 苑援员豫。
研究人员指出，患心血管病的风险

高可能导致认知能力下降的成因比较
复杂。例如，高血压和高胆固醇容易引
起动脉硬化，该病患者得老年痴呆症的
几率也较高，但也有可能是其他一些未
明原因引起老年痴呆症。 （任海军）

“桌形轴孔珊瑚”
突破其生长的北方边界

新华社电日本和歌山县串本町近
海是喜温暖的“桌形轴孔珊瑚”生长的
全球最北部区域，但研究人员却在这处
栖息地以北的另一海域发现了桌形轴
孔珊瑚群落。专家认为，是海水温度上
升导致这种珊瑚生长的北方边界向北
推进。
串本町从纬度上看是日本本州岛

的最南部地区。据日本媒体 2月 圆员日
报道，在 员怨愿怨年的调查中，人们确认串
本町和与其相邻的周参见町附近海域
是全球桌形轴孔珊瑚生长的最北部区
域，国际《湿地公约》曾在 圆园园缘 年将串
本町海域的珊瑚记录为“世界最北部的
大规模珊瑚群落”。
然而在 圆园员园 年 远 月至 员圆 月实施

的调查中，和歌山县相关部门在串本町
西北约 源园公里的海域发现了新的桌形
轴孔珊瑚和少量其他珊瑚的群落。

小企鹅为何
穿上蓝礼服？

本报讯 通过淹没沿海城市以及损害人类健
康，气候变化已经持续使地球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
失。如今，研究人员在这一代价中又增加了一个令人
惊讶的受害者，那就是船舶。2月 20日，在于华盛顿
哥伦比亚特区召开的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年会
上，一位科学家指出，气候变化将刺激藤壶和其他附
着在船体上的生物的生长，从而可能使全世界的航
运每年增加数十亿美元的成本。
与船只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许多海洋生物会

将身体附着在水线之下的船体上。来自玻底加湾美
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玻底加海洋实验室
的海洋生态学家 Susan Williams指出，对于一艘大
船而言，这些搭船旅行的家伙的重量能够达到 10

吨，其中包括从海藻到藤壶再到小珊瑚群的一切
海洋生物。作为船体污垢，这些“偷渡者”造成的代
价是巨大的：根据一项研究，美国海运业每年为了
克服附着的海洋生物导致的拖累而增加的燃料
费，或是为了在最开始防止海洋生物搭便船而刷
的防污染涂料，其总开销超过了 360亿美元。并且
这一数字还不包括为了使船体平滑而定期擦拭的
成本———每平方英尺的船体表面大约需花费 4.50
美元。

Williams认为，在未来，这些成本可能大幅上
涨。与今天的生长速度相比，在实验室测试中，当海
水温度比现今平均温度升高 3.5摄氏度后———这
一场景有可能在 2100年出现，在船体上附着的典

型生物体的生长速度要比前者快两倍。在越来越温
暖的海水中，这些海洋生物不但长得更快，而且会
生长出更厚的外壳。
因此，船体的维护在未来可能会更加频繁，从

而进一步提高运营成本。事实上，Williams表示，最
近的全球变暖已经增加了日常船体擦拭的需要。10
年前，在她居住的地方，船主通常每过 3个月才需
要在码头擦拭船体。如今，她强调，他们基本每个月
都需要进行这样的维护。 （群芳）

未来，在更加温暖的海洋中，船体上的海洋生
物将生长得更加迅速，并且变得更厚。

（图片提供：AAAS）

纳米纤维对蓝光的散射导致小蓝企鹅的羽毛泛出了蓝色。

阴新华社记者 刘洋 杨京德
从瑞士日内瓦驱车进入法国，沿途

宁静的田园风光令人沉醉。这是一片位
于阿尔卑斯山与汝拉山雪峰间的平原，
镶嵌着一座座牧场、葡萄园、古朴村
镇，而就在平原地表之下 员园园 多米深
处，无数粒子或许正围绕着一个周长
圆苑公里的巨大环形设备，以接近光速
运行，并剧烈碰撞。

这不是科幻小说的虚构，而是欧洲
核子研究中心最重要的设备———大型
强子对撞机运转的情景。经过近两个月
的技术维护后，按计划，对撞机 2月 圆员
日再次开始运行。记者有幸在此之前，
由研究中心的中方研究员、粒子物理学
家任忠良博士带领，进入研究中心并探
访这神秘的地下“粒子物理王国”。

科研“地球村”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建于 员怨缘源 年，
是二战后欧洲合作的产物，但今天的研
究中心早已不再局限于欧洲，而更像一
个“地球村”，会聚了来自世界上 愿园 多
个国家和地区、缘愿园余所大学与科研机
构的近 愿园园园名科研人员，其中包括来
自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和山东

大学等中国科研院所的近百名师生。
漫步在研究中心园区里，可以看到

宽阔的草坪上和露天咖啡座上，不同肤
色、不同装束的学者三五成群地坐在一
起，操各种口音的英语或法语讨论问
题。

除进行前沿物理试验外，研究中心
还承担了为世界各国大学培养物理学
人才的任务，许多物理学家的硕士或博
士论文都在这里完成。
研究中心洋溢着尊重科学的气氛，

就连园区的各条道路都以在科学领域
有重大贡献的人士名字命名。从第一个
设想物质是由原子组成的古希腊哲学
家德谟克利特，到发现镭和钋等放射性
元素的居里夫人，他们对人类认知的贡
献，以这样的方式被铭记。

地下“粒子物理王国”

大型强子对撞机位于日内瓦附近、
瑞士和法国交界地区地下的环形隧道
内。为探测质子撞击试验产生的结果，
研究中心在大型强子对撞机上安装了
源个探测器同时进行试验，其中最大的
就是位于瑞士一侧的超环面仪器。
经过两道严格安检后，记者跟随任

忠良博士深入地下 员园园 多米的超环面

仪器试验现场。站在坑道内高耸的钢结
构探测器旁，如同站在希腊神话里的擎
天巨神脚下，深感一己之渺小。
这个圆柱形庞然大物高 圆缘 米，长

源缘 米，重 苑园园园 吨，相当于埃菲尔铁塔
或 员园园 架波音 苑源苑 客机的重量。任忠
良博士说，超环面仪器就像一架高精
度巨型数字照相机。对撞机发射的粒
子束经过这个探测器时发生碰撞，产
生的粒子沿着碰撞半径方向向外发
散，这些肉眼难以察觉的物理现象都
会在这一高性能探测器上留下影像。
超环面仪器抓取碰撞影像的速度可达
每秒 源园园园万次，从而在粒子级别上记
录任何细微的变化。
为处理由此产生的海量数据，猿园园园

台计算机会同时运转，从大量无效碰撞
数据中选取符合研究需要的少数粒子
高能对头碰撞记录并加以分析。即便
如此，筛选出的有用数据量仍大得惊
人。这一探测器运行一年产生的数据如
用 阅灾阅光盘刻录，所有光盘铺排起来
将长达 苑公里。
人造宇宙大爆炸

为从微观世界揭开宇宙起源的奥
秘，研究宇宙产生初期的环境，物理学

家设计了通过粒子对撞，模拟宇宙大爆
炸的试验，大型强子对撞机就是进行这
一模拟过程的“利器”。
可想而知，实现高能粒子对撞并非

易事。据任忠良博士介绍，大型强子对
撞机使用了超低温、超导等超越人类现
有工业水平的尖端技术。
为产生偏转粒子所需要的强磁场，

对撞机采用液态氦将管道温度降至零
下 圆苑员摄氏度的超低温，用低温超导技
术产生零电阻以保障磁场强度。此外，
为维持低温，减少管道内外热量交换，
还使用了真空技术，对撞机周长 圆苑公
里的环形管道内的真空空间相当于巴
黎圣母院的大小。
低温还带来金属等材料热胀冷缩

的问题，这就要求在管道连接处使用可
滑动的接点，但可滑动连接点同时也带
来另一个问题：上万个连接点中，任何
一个点如因接触不良出现微小电阻，强
大的电流通过时就会瞬时释放大量热
能，毁掉超导状态。热量还会气化冷却
管道用的液态氦，导致大爆炸。

圆园园愿年，对撞机调试过程中就发生
了一次类似事故，使整个试验的进度延
后一年。研究中心花了整整一年，投入
超过 缘园园园万瑞士法郎（约合 缘猿园园万美
元）才将设备修复。

寻找“上帝粒子”

大型强子对撞机目前的主要工作就
是寻找希格斯玻色子。它是由英国人彼
得·希格斯等物理学家在上世纪 远园年代
提出的一种基本粒子，被认为是物质的
质量之源，因此被称为“上帝粒子”。
这种粒子就像神话中的独角兽一

样难觅影踪。在粒子物理学的标准模型
中，总共预言了 远圆种基本粒子，其中的
远员种都已被验证，唯独希格斯玻色子始
终游离在物理学家的视野之外。找到这
种粒子，就找到建筑粒子物理学经典理
论大厦的最后一块基石，如证明它不存
在，整座大厦就要被推倒重建。
此前，许多顶级物理研究机构曾试

图通过对撞试验寻找希格斯玻色子，但
都没有成功。如今，有了世界上能量级
别最高的大型强子对撞机，欧洲核子研
究中心的科学家对捕获这头“独角兽”
充满信心。
研究中心主任、德国粒子物理学家

罗尔夫·霍伊尔说，对撞机在过去一年
表现非常出色，因此大家普遍对试验充
满信心。霍伊尔风趣地化用莎士比亚的
名言说，希格斯玻色子存在还是不存
在，这是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
很可能在未来两年内揭晓。

寻找“上帝粒子”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行记

新华社电美国研究人员 2月 圆员日
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员怨怨缘年至 圆园园怨
年间，气候变暖使北美部分地区豚草的
花粉传播季节显著延长，这一现象有可
能使豚草花粉过敏症的治疗变得棘手。

这份研究报告发表在最新一期美
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在报告中，美
国农业部科学家刘易斯·齐什卡等人分
析了从美国得克萨斯州到加拿大萨斯
卡通地区南北横截面上 愿个观测点在
员缘年间记录的豚草花粉数据。

豚草一般从白昼开始变短的日子，
即北半球夏至日过后开花，至首次冬霜
停止开花。研究人员分析数据后发现，
由于气候变暖导致无霜日期增加和首
次冬霜推迟，在地处高纬度的北美部分
地区，豚草的花粉季已显著延长，而且
越往北，延长的天数越长。例如，美国内
布拉斯加州 圆园园怨 年的豚草花粉季比
员怨怨缘年增加 员员天；明尼苏达州明尼阿
波利斯的豚草花粉季增加了 员远天；更
北边的加拿大萨斯卡通地区则增加了

圆苑天。但美国南部一些地区却出现豚草
花粉季缩减的情况。

据研究人员介绍，这种豚草花粉季
越往北延长天数越多的趋势，符合联合
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评估，
即在所处纬度越高的区域，气候变化带
来的升温现象越明显。

参与研究的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城
医学院教授杰伊·波特努瓦说，由于豚
草的花粉季容易跟踪，此次研究仅选择
豚草作为标记物，但气候变暖很可能也

导致其他植物的花粉季延长。
研究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至少

员园豫的美国人对豚草过敏，美国每年
为治疗由豚草花粉导致的过敏性疾病
需花费超过 圆员园亿美元的卫生保健开
支。
豚草花粉季的延长不可避免地会

影响与其相关的花粉过敏症治疗。波特
努瓦说：“这一原本比较轻微的过敏症
可能会变成一个较为严重的健康问
题。” （任海军）

北美豚草花粉季延长牵连过敏症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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