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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年龄约为 138.2亿岁

普朗克空间望远镜日前绘制出迄今为
止最为详细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图，这些图
像披露了宇宙诞生后第一瞬间的景象，同时
将宇宙的年龄定格为 138.2 亿岁———这比
之前的推算略微“老”了一点。这些研究成
果还有力地支持这样一种假设，即在宇宙大
爆炸之后的 10-32秒钟内，宇宙以一种惊人
的速度在膨胀。自从宇宙微波背景于 1964
年首次被发现以来，两项空间实验———宇宙
背景探索者卫星和威尔金森微波各向异性
探测器（WMAP）———已经绘制了其中微小
的温度变化。这些数据使得宇宙学家能够计
算出宇宙大爆炸是在何时发生的，并估算宇
宙中看不见的暗物质的数量，同时测量正在
加速宇宙膨胀的“暗能量”。于 2009年发射
升空的普朗克空间望远镜的灵敏度是
WMAP 的 3倍。它的高频微波探测器被冷
却到仅仅比绝对零度高出 0.1 开氏度，从而
使其能够探测小到一百万分之一开氏度的
温度变化。

地球最终或将不再适宜居住

美国宇航局、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以及
法国波尔多大学的最新研究表明，地球正向
太阳系的“宜居带”边缘移动，其移动速度比
预先认为的还要快。同时，如果地球移出该宜
居区域，则会引起“潮湿温室效应”，并使大气
层产生剧烈的变化。在这样的环境下，地球平
流层将变得十分潮湿，并会随着地球表面变
暖而完全饱和。结果是，水分子离解，不断释
放氢至太空中。研究人员表示，目前公认的太
阳系中的宜居带始于约 0.95个天文单位（约
9300万英里），这个距离较为舒适，距离地球
运转轨道为 1个天文单位。所谓恒星宜居带，
即恒星周围的一定距离范围，区域内的行星
表面有液体水存在。该区域被认为是生命发
展的重要前提。

福岛核电站附近一种海螺消失

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和放射线医学综合研
究所的研究小组表示，在靠近福岛第一核电站
的太平洋沿岸 猿园公里范围内，一种名为疣荔
枝螺的小型海螺在 圆园员员 年日本大地震后不
见了踪影。去年 源月至 愿月，研究小组调查了
从千叶县到岩手县太平洋沿岸的 源猿个地点
的贝类等生物的生存状况。结果发现，在福岛
第一核电站半径 圆园公里范围内的警戒区内，
员园个调查地点中只有 圆处发现了疣荔枝螺。
而在核电站以南的广野町到以北的双叶町的
猿园公里范围内的近海 愿个地点，没有发现一
只疣荔枝螺。该区域内虽然有其他品种的贝类，
但是生物的种类呈现减少趋势，且个体体内放
射性物质浓度很高。

科学家绘制最完整穴居人基因图

德国马普学会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的科学
家首次绘制最完整的穴居人基因图谱，并发
布在网站上以便全球各地的研究人员免费下
载。该研究小组于 2010年首次绘制出穴居人
基因初稿，当时是基于克罗地亚一个洞穴中
发现的 3块穴居人骨骼研究分析获得的。之
后，研究小组使用先进的技术对脚趾 0.038克
样本提取 DNA进行分析，从而将最新绘制的
基因图谱的精确性提高了 50倍。该基因分析
结果结合其他穴居人部分基因序列，以及该
洞穴中发现较小手指骨骼的基因分析，表明
这个穴居人非常近似于生活在欧洲和俄罗斯
西部的穴居人。新研究还将进一步洞悉穴居
人和丹尼索瓦人的历史，改善人们对该基因
变化的认知，更好地掌握现代人类与穴居人

和丹尼索瓦人进化分离的基因特征。

切除子宫时不必切除卵巢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人员
表示，最新研究表明，切除子宫时不必切除卵
巢，因为即使同时切除子宫和卵巢，也不会降低
死亡率。该研究团体 圆愿年间追踪了 猿万名子宫
被切除的女性，这些人中有 员援苑万人的卵巢也被
切除。在同时切除子宫和卵巢的女性中，员远援愿豫
的人会因心血管疾病、肺癌、结肠癌等疾病死
亡。而仅切除子宫但保留卵巢的女性的死亡率
仅有 员猿援猿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死于卵巢癌的
仅有 源源人。研究人员表示，女性在做子宫切除
术前，应仔细评估自己是否有卵巢癌的家族史
或者出现基因变异，如果没有，则不要在切除子
宫的同时切除卵巢，保留卵巢会更有益于女性
的激素水平，从而保护身心更健康。

超级细菌可在人畜间传播

英国剑桥大学研究人员宣布，他们通过基
因测序技术分析发现，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
球菌这种超级细菌可能是通过牲畜传染给人
的。两年前该研究小组在丹麦的两例耐甲氧
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病例中发现了新菌
株，其基因组成与之前发现的菌株有很大区
别，以致传统的聚合酶链反应等手段无法检
测出来。研究人员此次通过基因测序技术，在
这两位患者所在农场的牛身上也检测到这种
菌株，并怀疑农场的牲畜很可能就是传染源。研
究人员表示，此前并不确定耐甲氧西林金黄色
葡萄球菌可在人畜间传播，但他们进行的基因
测序显示，在农场的牛身上发现的耐甲氧西林

金黄色葡萄球菌菌株与农场两例感染者完全一
致，且传播方向很可能是从牛到人，这预示着牲
畜有可能是这种抗生素耐药菌的传染源。

吸烟会导致严重 PM2.5污染

“推进禁烟学术网络”公布的调查结果显
示，吸烟产生的烟雾中含有大量细颗粒物
（PM2.5），严重污染可吸烟场所的室内空气。
推进禁烟学术网络成员、日本产业医科大学
的研究小组在 2012 年调查横滨市内咖啡馆
的吸烟区时发现，约 20分钟内 PM2.5平均值
就可达每立方米空气约 440微克，最高约 800
微克，已超过严重污染的程度。2010年，研究
小组还检测过日本国内的酒馆、餐馆、游戏厅
和咖啡馆等 22处可以吸烟的营业场所。结果
发现，30 分钟内上述场所每立方米空气的
PM2.5平均值达到 135毫克。

海水酸化可能致珊瑚本世纪末消失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的研究小组发表报告
说，海水酸化越严重，拥有坚硬骨骼并且能够制
造珊瑚礁的珊瑚就越少，而柔软的海鸡冠则会
增加。如果酸化过于严重，珊瑚在本世纪末就有
可能消失。这个研究小组对冲绳县硫黄鸟岛周
边海域进行了调查，这里由于火山活动而有大
量二氧化碳溶解到海水中。他们同时利用水槽
进行了饲养实验，确认水的酸性程度越高，珊瑚
越难以生存。研究小组发现，当海水 p匀值平均
为 愿援员的时候，珊瑚生长状态最好。当 p匀值为
苑援愿时，就变为以海鸡冠为主。如果 p匀值降至
苑援远以下，两者都无法生存。研究小组指出，海水
p匀值预计本世纪末将达 苑援愿左右，酸度比正常
状态下大幅升高，所以届时珊瑚有可能消失。海
水酸化后，会溶解由碳酸钙形成的珊瑚骨骼，而
珊瑚的近亲海鸡冠由于骨骼很小，且被肉质
覆盖，所以抵抗海水酸化的能力较强。不过，
由于海鸡冠没有珊瑚那种复杂的骨骼，很难
成为各种生物的栖身之所。 （张章整理）

空间

英国
整改医疗体系回应“夺命医院”报告

英国卫生部 猿月 圆远日宣布了一系列整改医
疗体系的措施，承诺将病人权益置于首位，以此回
应有关“夺命医院”的调查报告。该部门宣布了一
系列整改措施，其中包括：更新医院及护理机构的
评价体系，由独立的医疗机构检察官负责评价；规
定所有在医疗质量委员会注册的机构具有接受审
查的法定义务，保证其透明性等。不过有业内人士
认为，这些新举措“还远远不够”。近年来在经济不
景气的大背景下，英国一些医院将削减开支、降低
成本作为“业绩目标”，医疗服务质量屡受诟病。斯
塔福德郡医院 圆园园缘年至 圆园园怨年存在严重玩忽职
守行为，许多病人因得不到应有治疗而死亡。此后
又有十余家医院陷入类似丑闻。

加拿大
温哥华获颁“2013地球一小时首都”

世界自然基金会近日颁给加拿大温哥华
“圆园员猿地球一小时首都”的奖项，以表彰该市在建
设环保城市、应对气候变化上的努力。近年来，温
哥华在建设环保城市上作出了一系列努力。虽然
其人口和经济总量持续发展，但其车辆使用量却
在下降，同时市民出行选择步行、骑车和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人数则在稳定增长。温哥华已经提出在
圆园圆园年前成为世界上最环保城市的目标，其行动
计划包括改进新建筑的设计以减少碳排放等。今
年共有 远远座来自各国的城市参与评选，最后温哥
华击败其他城市成功夺得该奖。

美国
确定 2013财年预算

3月 21日，美国国会通过了本财年（截至 2013
年 9月 30日）下半年的联邦政府预算临时拨款议
案。这份总额约为 9840亿美元的临时拨款议案修改
了本月早些时候生效的“财政悬崖”解决方案中关于
预算削减更烦琐的措施，不过仍保留了本财年 850
亿美元政府削减支出的内容。该预算议案为美国国
家科学基金会、宇航局、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和国
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提供了详细的花销细则。

秘鲁
宣布亚马逊森林进入紧急状态

秘鲁已经宣布其位于北部亚马逊雨林中的一
部分森林进入环境紧急状态，因为阿根廷石油公司
Pluspetrol开采石油活动导致当地土地中铅、铬以及
钡等与石油有关的化合物污染水平超标。秘鲁近日
出台的新法首次规定了土壤污染物的可接受标准，
秘鲁环境部依据此法给 Pluspetrol公司 90天时间
清理受污染区。该部门还表示，他们还将在 Plus原
petrol公司其他开采石油的地方进行环境检测。

俄罗斯
“质子”火箭恢复发射

猿月 圆远日俄罗斯航天部门在哈萨克斯坦境内
的拜科努尔发射场用“质子”火箭将墨西哥的 杂葬贼原
酝藻曾原愿通信卫星发射升空。“质子”火箭于莫斯科
时间 圆远日 圆猿时 远分（北京时间 圆苑日 猿时 远分）
发射升空，所载卫星预计于莫斯科时间 圆苑日 愿时
员怨分（北京时间 圆苑日 员圆时 员怨分）与“微风原酝”轨
道加速器分离。本次发射原定于去年 员圆月 圆苑日
进行。但由于 员圆月初“质子”火箭发射“亚马尔原
源园圆”卫星失败，该火箭被暂停执行发射任务。杂葬贼原
酝藻曾原愿是美国劳拉空间系统公司为墨西哥卫星运
营商定制的高功率通信卫星。

加拿大两男子发明“懒人牙刷”
刷牙用舌头

据外媒报道，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的生
活每天都在发生改变。那么未来人类将会用什
么来刷牙呢？加拿大的两名男子埃尔塞里和法
雅德就给出了答案。他们发明了新一代牙刷。
人们在使用这种牙刷的时候不用动手，只需将
牙刷套在舌头上，轻轻一舔，就能把牙齿刷干
净。

这款牙刷是一种半圆形的橡胶套，其表面
的突起可以清理牙齿上的污垢。此外，这款牙
刷还自带牙膏涂层，省去了挤牙膏的麻烦。人
们在使用时只需把牙刷套在舌头上，在嘴里上
下舔一舔，就能把牙齿刷干净。而且这种牙刷
携带方便，使用后就可以丢弃。

发明者给这款新奇的小发明起了个十分
贴切的名字“T2T”（Tongue To Teeth），意思是
“舌头对牙齿”。埃尔塞里自夸道，“T2T”的一个
优点是卫生，因为它是一次性用品，用完就扔。
而普通牙刷的毛刷部分很容易在潮湿的环境
滋养微生物。更重要的是，它解放了双手。至
少，它可以让使用者一边洗脸一边刷牙。

26岁的埃尔塞里是一名金属工人。他说，
从他工作的麦克默里堡回家，需要开车 12个
小时。在这么长时间的车程中，刷牙就成了件
麻烦事。于是，在一次回家的路上，他突然想到
这个点子。埃尔塞里说：“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
发明用舌头刷牙的人，这是一种划时代的工业
设计，相信未来会得到普及。”

不过，埃尔塞里没有公布这款牙刷的价
格。目前，两人已在脸谱网和推特网为“T2T”建
立了主页，宣传他们的发明,等待有兴趣的投资

者。同时，他们还参加了创业类电视节目“龙穴”
加拿大版的面试，希望能在节目中募得 10万加
元投资。
埃尔塞里可能不是第一个想到用舌头刷

牙的人。早在 1981年，美国人詹姆斯·斯托夫就
已经设计出类似的产品并申报专利。“T2T”的
外形设计、功能与斯托夫的专利极为相似。斯
托夫在专利说明书中写道：“这种牙刷柔软的
橡胶材质，可以让舌头做出各种弯曲动作，强
化清洁能力。其次，借助舌尖轻柔的运动，还能
起到按摩牙龈、强化保护能力的效果。”

英国 17岁少年研发新闻应用
雅虎天价收购

据外媒报道，一位伦敦软件神童的“硅谷
梦”成真，雅虎斥资近 3000万美元收购了他制
作的新闻应用，这将使他迈进世界最年轻富翁
的行列。
作为门户网站，雅虎将移动技术作为扭转

厄运的重中之重。它将目光投向了英国少年尼
克·达洛伊西奥和他制作的 Summly，后者能够
为小屏幕设备自动生成新闻摘要。

据悉，达洛伊西奥在 12岁时自学编写软
件程序。Summly发布后，达洛伊西奥获得了苹
果的称赞，该应用跻身 2012年最佳 iPhone应
用之列。在阿洛伊西奥与雅虎公司的交易完成
后，Summly已从苹果软件商店撤下，此时它的
下载量已达近 100万次。
“尼克是一位优秀的产品思想家，”雅虎移

动与新兴产品高级副总裁亚当·卡恩说，“他的
确代表了他在思索的事物和‘移动’真正内涵
的跨世代转变。新一代不仅仅是以移动为先，

而且是以移动设备为唯一上网工具。这是一种
不同的视角。”
另外，报道称，赞助 Summly的有香港亿万

富翁李嘉诚的风投部门Horizons Ventures，以及
演员艾什顿·库彻和斯蒂芬·弗莱、Spotify的沙
基尔·汗和 Zynga的马克·平卡斯等技术与媒体
界名人。
卡恩称，Summly的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

理能力背后的设想和技术“均很出色”。
此外，达洛伊西奥表示，“我才 17岁我想留

在家人和朋友身边，继续上学”，“在可以预见的
未来里，我将留在伦敦”。

失聪母亲获人工耳蜗
首次听儿子声音感动落泪

据外媒报道，英国 26岁女子艾米天生失
聪，多年来过着寂静无声的生活。但她从没有放
弃，一直坚持学习进修，并取得了学士学位。去
年，艾米植入了人工耳蜗，并首次听到自己 6岁
的儿子唤她“妈妈”，这令她如获新生。
去年手术后，艾米在父亲与 6岁的儿子陪

同下复诊。医生要求他们聊天。艾米的父亲说：
“听得到我吗？”而艾米的儿子则多次高呼：“嗨！
妈妈！”人生中第一次听到父亲及儿子的声音，
艾米激动得流下眼泪。她说：“这感觉很奇怪，让
人难以形容。”
这感人的一幕被艾米的朋友拍下。这段视

频还被上传到网上，至今已吸引了逾 35万人次
点击观看。
据悉，手术后，艾米一直在练习发音和辨别

声音，现在她最喜欢做的事情是听音乐。
（张冬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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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 10年

十年前，一种新型传染病席卷中国。严重急性
呼吸综合征（又称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是一
种因感染 SARS冠状病毒引起的呼吸系统传染性
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以发热、头痛、干咳少痰等
为主要临床表现，严重者可出现呼吸窘迫。2002年
11月 ~2003年 8月 5日，29个国家报告临床诊断
病例数千例，死亡近千例。本期《科学》杂志刊登了
SARS系列报道———《战争故事》、《SARS：流行病学
年鉴》、《SARS敲响警钟》，描述了当世界面临这场
致命新病毒时发生了什么，以及拷问了人们现在是
否已经作好准备，打赢下一次病毒战争。 （唐凤）

《科学》，3月 15日刊

研究发现一种
冠状病毒感染细胞的受体

新型的致病性冠状病毒 hCoV-EMC（2012
年 9月首次被发现）对迄今被感染的少数人当中
大约一半人都是致命的。现在，Bart Haagmans及
其同事识别出了该病毒用来感染细胞的受体。与
相关病毒 SARS-CoV（它所利用的是“血管紧缩
素转化酶 -2”）形成对比的是，hCoV-EMC 的功
能受体是“二肽基肽酶 -4”（DPP4）———这是下呼
吸道中无纤毛细胞上所发现的一种外肽酶。这种
酶在各种不同物种中都是高度保守的，而且
hCoV-EMC还能将蝙蝠的 DPP4当作一个功能
受体，这为研究新病毒的宿主范围及流行病史提
供了一个可能的线索。这些发现对于干预策略的
制定也可能是重要的。本期封面所示为原始细支
气管上皮细胞在无纤毛细胞，而不是有纤毛细胞
上培养的 DPP4。

《自然》，3月 14日刊

身体的秘密

是什么让人类如此不凡？显而易见的答案是：
人类神奇的大脑。不过，人类的身体在这里却很少
被提及。实际上，要回答前述问题，不能不提到身
体。人类的身体是非凡的：无毛、直挺，以及拥有许
多与智力有关的独特结构，包括一个极大的头部。
也许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类的身体看上去孱弱无
力，但是，在动物奥林匹克赛事的某些项目中，人
类也有能力挑战金牌。而这些仅仅是开始，从那
些被人们忽视的角落开始，本期杂志的封面故事
向人们展示了自己从未发现的身体之谜。

《新科学家》，3月 16日刊

3月 23日，市民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康
诺特广场点燃蜡烛，参加“地球一小时”活
动。当天，印度首都新德里参与“地球一小
时”活动。“地球一小时”活动是世界自然基
金会于 2007年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发起的
一个全球活动，号召人们在“地球一小时”
活动当天晚上 8时 30分至 9时 30分关闭
不必要的电源。 新华社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