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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要览

封面故事:
南极洲冰层对海平面上升的贡献

本期《自然》的封面图片所示为 2016 年 1
月 9 日西南极“思韦茨冰川”端部的冰崖的一幅
由 “Landsat 8”卫星拍摄的自然色拼接图。
Robert DeConto 和 David Pollard 采用一个新改

进的、按“上新世”和“末次间冰期”的海平面估
计值作了校准的数值冰层模型，来预测今后五
个世纪南极洲由一系列不同的温室气体情景所
驱动的演变。该模拟显示，南极洲冰层对海平面
上升的贡献潜力是在从几乎没有贡献到在 2100
年之前贡献超过一米、在 2500 年之前贡献超过
15 米之间。令人吃惊的高端估计值来自不减少
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以前估计不足的两个机
制：由表面融水造成的冰裂和大冰崖的坍塌。低
端估计值表明，通过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控制气
候变化，能够极大减小人类社会受海平面上升
影响的风险。

能安装到无人机上测量地球潮汐的重力计

重力计能测出局部重力加速的微小变化，
其灵敏度高到足以能测量到地球的潮汐：由太
阳、地球和月球的相对相位的改变造成的地壳
弹性变形。现有重力计体积大、成本高，但现在
Giles Hammond 及同事开发出了具有一个新颖
的“反弹簧”设计的一种紧凑的、便宜的微机电
重力计。他们用它来测量重力加速，其灵敏度和
稳定性高到足以能检测到地球的潮汐。该装置
的小尺寸和低成本意味着，它可以安装到用于
进行测量和勘探工作的一架无人机上、用来监
测火山，或内置到多像素密度对比成像阵列中。

偶极子—偶极子相互作用

跨越几个发色团的激子耦合在很多能量转

移和光学过程中都极为重要。这种耦合仅仅通
过考虑分子间相干偶极子—偶极子相互作用就
可以理解，但在复杂系统中要做到这一点却有
挑战性；而且，这样的相互作用无法通过传统光
学手段直接观察。现在 Zhen-Chao Dong 及同
事显示，由来自一台扫描隧道显微镜尖端的电
子隧道效应引起的高度局域化的激发所诱导的
发光，可被用来描绘以明确方式排列的少数几个
锌—酞菁分子中的激子耦合的空间分布，以及用
来描绘它是怎样依赖于单个分子的跃迁偶极子
的相对取向和相对相位的。该方法预计将会为了
解光捕获结构和分子光源提供详细信息。

树木对气候变暖的适应怎样限制CO2输出

一个不断变暖的世界中植物呼吸的增加，
预计可能会通过向大气中释放更多的 CO2 而进
一步加快变暖，但植物长期适应高温的程度却
没有得到很好量化。Peter Reich 等人测定了在
森林条件下十个北美树种的叶子呼吸对五年长
的一段时间的气候变暖（变暖幅度为 3.4 ℃）的
适应情况。他们发现，这种适应将对非适应树种
所预期的叶子呼吸增加量的 80%消除了。这个
结果表明，陆地植物由气候变暖造成的呼吸速
度的加快（和与之相关的大气中 CO2 浓度的增
加）可能没有所预测的那么大。

风险感知的神经关联

有些人喜欢寻找风险，有些人喜欢避免风

险，甚至喜欢避免风险的人有时也会作出高风
险的选择；我们不知道这一差异的神经基础是
什么。Karl Deisseroth 及同事通过大鼠研究显示，
在作一个决定的过程中，伏隔核中表达“2- 型
多巴胺受体”（D2R）的细胞的活性的增加，反映
了以前决定的结果是“loss”，同时也预测随后的
选择是安全的。活性增加之大小的个体差异与
风险喜好相关联。通过人工增加 D2R 神经元在
决策期间的活性，作者可以将寻找风险的大鼠
转变成避免风险的大鼠。这些结果表明，风险喜
好的状态和特征差异是由表达 D2R 的伏隔核
神经元控制的。

动物行为的遥控

这项研究描述了一项新技术，它使得神经
元能够利用无线电波或磁场在自由行动的动
物身上被远程激活或抑制。Jeffrey Friedman 及
同事利用系在一个热敏蛋白上的铁结合蛋白
来激活或抑制小鼠“下丘脑腹内侧核”中的神
经元。能感应葡萄糖的神经元的激活会增加血
糖和胰高血糖素含量、抑制血浆胰岛素和增加
进食。

这些神经元的抑制会降低血糖、增加血浆
胰岛素和抑制对低血糖的反应。除了在基础研
究中使得细胞活性能够被遥控外，这一方法作
为替代深度脑刺激的一种微创方法还具有潜在
的治疗意义。

（田天 / 编译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
naturechina.com/st）

人类花费了相当长时间才到达南美洲。
但是他们一到达那里，就像野草一样逐渐蔓
延开来。

在一项新研究中，研究人员记录了 1147 个
考古站点，碳同位素年代定位可将其定位到距
今 1.4 万年（在已知最早到南美洲定居的时间前
后）~2000 年左右。通过测绘那些古遗迹，科学家
能够了解人类早期曾在何时以及何地居住。

研究发现，人口密度在距今 1.3 万年 ~9000
年期间迅速、稳步增长，并且随着人们逐渐走向
这片没有人烟的大陆的各个角落，他们开始学
着利用这片土地上的资源。

但是在大约 9000 年前，南美洲人群增长逐

渐趋平，研究人员在 4 月 6 日发表于《自然》的
研究中报告称。

研究表示，这是很多入侵物种到达一个新
栖息地后都会经历的一种模式：它们会迅速扩
张，但随后会最大限度地利用其资源，然后增长
速度再逐渐趋平。

然而，南美洲定居者发现了一种规避这一

自然限制的方法。在大约 5000 年前，人类数量
开始再次扩张，这一次，人口数量增长甚至更加
迅速。

那么是什么改变了呢？南美洲的人群从狩
猎采摘转变成了农耕模式。农业以及安静的生
活方式给当时的人们提供了更多时间和资源，
让他们更容易生很多小孩。 （红枫）

人类进入南美
如同物种入侵

科学此刻姻 姻

图片来源：Wood Ronsaville Harlin, Inc.

抹香鲸前额或成撞击利器
本报讯 自从一头抹香鲸在 1982 年用头撞

沉一艘捕鲸船至今，科学家就认为，这种哺乳动
物独特的攻击性前额可能适合用作“破城撞
槌”，如雄性之间为了争夺雌性发动的战争的利
器。但并非所有人都同意这种观点，特别是因为
这一部位对于鲸鱼之间的交流非常重要。

在一项新研究中，研究人员通过进行虚拟
撞击测试验证了这一观点，他们利用已发表数
据建立的抹香鲸颅骨模型模拟了撞击效果，记
录了撞击在头颅哪些地方会产生最大的机械压
力。为了了解抹香鲸颅骨内部结构，研究人员还
在一些模型中去除了分隔被称为“无用之物”的

大型盛油腔的垂直组织。
这一模拟表明，那些没有用的间隔物会在

颅腔内辅助传播冲击力，而在去除那些所谓的
无用组织之后，会使颅腔的整体压力增加 45%。
此外，这种间隔物在头部最前方厚度最大，而这
一区域也是撞击力最强烈的部分，研究人员在 4
月 5 日发表于同行评议开放期刊 PeerJ 的研究
中说。

研究人员仅仅观察到一次雄性抹香鲸用头
撞击的行为。作者表示，考虑到它们也拥有能够
撞击的头颅，那些战争可能也在水面下进行。

（红枫）图片来源：《科学》

研究人员希望利用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
防止艾滋病病毒进入 T 细胞。

图片来源：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本报讯 研究人员日前发现，艾滋病病毒
（HIV）竟然能够挫败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尝
试消灭它的努力。并且这种编辑过程———包括
剪断病毒基因组———有可能引入新的突变，从
而帮助艾滋病病毒抵抗攻击。

在过去 3 年中，至少有 6 篇论文曾探讨过
利用流行的 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对抗
艾滋病病毒，然而最新的发现对这种方法的可
行性提出了质疑。尽管如此，参与此项研究的科
学家表示，这项发现只是一个小挫折，并不会从
整体上影响这一治疗思路。

一些研究人员打算编辑由被艾滋病病毒感
染的免疫细胞（被称为 T 辅助细胞）生成的基
因，从而让病毒无路可走。而其他人则采用了
一种不同的方法：装备了 T 细胞的基因编辑
工具，从而能够寻找并摧毁感染它们的任何艾
滋病病毒。

并未参与这项最新研究的美国北卡罗来纳
州达拉莫市杜克大学病毒学家 Bryan Cullen 表

示，这种方法在组织培养中看起来简单而高效。
当艾滋病病毒感染一个 T 细胞后，其基因

组会嵌入细胞的脱氧核糖核酸（DNA）并劫持后
者的 DNA 复制机制，从而炮制出大量的病毒拷
贝。但是装配了一个名为 Cas9 的 DNA 剪切酶
的 T 细胞与定制的核糖核酸（RNA）片段一道，
能够指导这种酶发现艾滋病病毒基因组的一个
特定序列，进而切断它并最终使入侵者的基因
组失效。

科学家发现，细菌在遭遇病毒侵染后，可以
获得病毒的部分 DNA 片段并整合进基因组形
成记忆。当细菌再次遭到这种入侵时，便会转
录出相应的 RNA，利用其中的“定位信息”引
导 Cas 蛋白复合物定位和切割，摧毁入侵病毒
的 DNA。

在这项最新研究中，由加拿大蒙特利尔市
麦基尔大学病毒学家梁臣（音译）率领的一个研
究团队用艾滋病病毒感染了携带这种工具的 T
细胞，研究人员随后发现艾滋病病毒确实失效

了，这一机制似乎起到了作用。
然而在两周之后，梁臣的团队注意到，T

细胞排出的病毒粒子拷贝逃脱了 CRISPR 的
攻击。DNA 测序显示，病毒已经在被 CRISPR
的 Cas9 酶剪切的序列很近的地方衍生出了新
的突变。

研究人员的实验证实，艾滋病病毒能从基
因剪刀下较快逃逸。对逃逸的艾滋病病毒的基
因组测序表明，这种病毒已改变被 CRISPR 技
术识别的 DNA 标靶序列。

梁臣指出，艾滋病病毒逃逸或者说出现“抗
性”并不算意外，意外的是进一步分析显示，艾
滋病病毒的这种改变大多不是由科学界通常认
为的病毒逆转录酶造成的，而是在 Cas9 剪刀酶
切断艾滋病病毒的 DNA 后，宿主细胞在试图修
复因剪切而断裂的 DNA 时发生的。“换言之，该
疗法在抑制艾滋病病毒增殖的同时，又在帮助
这种病毒逃逸。”

研究人员对利用基因剪刀治疗艾滋病提出

两种改进方案，一是同时攻击多个艾滋病病毒
的基因组位点，增加病毒逃逸的难度；二是使用
Cas9 之外的剪刀酶。 （赵熙熙）

艾滋病病毒不惧“基因剪刀”
或引入新突变帮助病毒抵抗攻击

动态

星系荒凉地带发现巨型黑洞

本报讯《科学美国人》报道称，近日发现的一
个迄今为止最大的黑洞让科学家不得不重新思考
黑洞如何以及在哪里形成。根据 4 月 6 日发表于

《自然》的研究成果，这个新发现黑洞的质量是太
阳的 170 亿倍，位于一个“荒凉”的小星系的中心，
黑洞本身就占据该星系整个质量的 2%（大约相当
于常规黑洞质量的 10 倍左右）。

科学通常会在密集的星系中寻找黑洞，这项新
发现或将能够大规模扩大有望找到的黑洞名单，它
还意味着宇宙中的黑洞比此前认为的更多。（红枫）

科学家提出
台式粒子加速器改进技术

本报讯 帮助科学家发现希格斯玻色子的大
型强子对撞机（LHC）是一台被埋在瑞士—法国交
界处地下的巨大设备。它需要 27 公里的路径为粒
子加速，从而使后者在相互撞击前接近光的速度。
然而，还有另一种被称为激光尾场加速器的粒子
加速器。它仅需要像 LHC 一样的传统加速器所
需距离的一小部分。

如今，来自印度和韩国的研究人员提出了一
种改进激光尾场加速器束流质量的新方法。这种
加速器有时又被称为台式加速器，因为它们能装
在标准的试验台上。由于激光尾场加速器仅占传
统加速器大小和耗资的一部分，因此它们能为更
多实验室和高校带来高能物理学试验，并且为医
学治疗产生带电粒子。而提高束流质量能改善此
类设备的效能。

研究人员日前在美国物理联合会出版社所属
《应用物理学杂志》的一篇论文中描述了他们的方法。

传统粒子加速器利用电场或无线电波为带电粒
子束加速。激光尾场加速器则按照一种大不相同的
原理运行。此类加速器中的激光通过弥散等离子体
发送脉冲。等离子体是一种含有阳离子和自由电子
的物质状态。激光脉冲在等离子体中激发电波。反过
来，电波创造了也被称为激光尾场的电场，而后者能
捕获电子并将它们加速到千兆电子伏的能级。相比
之下，作为全世界最强大的粒子加速器，LHC 能将粒
子加速到兆兆电子伏（是千兆电子伏的 1000 倍）。

印度和韩国研究团队发明的这项技术，能在
激光脉冲产生后增加所捕获电子的数量，并因此
改善激光尾场加速器的束流质量。

团队成员、德里大学物理学家 Devki Nandan
Gupta 表示，此项发现能改善未来加速器所用的
技术。 （宗华）

美化学文摘社发布
最新专利检索解决方案

本报讯 美国化学文摘社日前发布了最新的
专利工作流程解决方案 PatentPak，能够极大节省
用户花费在分析专利查找重要化学信息上的时间。

“由于专利文献在数量和长度上不断增长，复
杂性不断增强，专利审查员、分析师以及知识产权
专业律师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翻阅专利全文，才能
找到自己需要的几句话。”美国化学文摘社副总裁
Craig Stephens 说，“这种新的检索工具通过让用
户即时获取所需关键化学信息的精确位置，能够
极大地节省时间，提高工作效率，帮助研究人员在
保护新发明中获得竞争优势。”

这种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专利检索工具可以
快速识别并定位专利文献中的关键化学信息，帮
助用户快速追踪化学信息在专利文献中的具体位
置，即时安全地访问全球主要专利局提供的专利
全文，并支持用户使用自己熟知的语言访问同族
专利。目前 PatentPak 提供全球 31 个主要专利局
的近 900 万件专利全文，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加。
阿拉巴马大学科学图书馆与工程学图书馆管理员
Vincent F. Scalfani 说，新的检索工具可以让包括
本科生在内的初级研究人员更加快速、便捷地获
取专利文献。“PatentPak 消除了发现及检索化学
专利的许多障碍，简化了信息检索过程。”（丁佳）

科学家破解
抑郁症治疗药物作用机制

本报讯 人类 5- 羟色胺转运体（SERT）是很
多抗抑郁药物的作用靶点。神经递质 5- 羟色胺

（又名血清素）影响包括睡眠、饥饿、情绪和攻击等
神经过程。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通过阻止 5-
羟色胺的再摄取，可用于治疗抑郁症和焦虑症。

一项新研究描述了两种最广泛使用的 5- 羟色
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的作用机理，并对其分子结
构进行了解析，相关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自然》。

虽然 SSRIs 使用极为广泛，但它们抑制人类
5- 羟色胺转运体的分子机制并没有完全被了解。

美国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 Eric Gouaux 和
Jonathan Coleman 等人使用 X 射线晶体学，获取了
SERT 与两种不同抗抑郁药物艾司西酞普兰和帕罗
西汀结合后的结构。研究人员证实抗抑郁药物把
SERT 锁定在一种“向外打开”的结构中，直接阻断
5- 羟色胺和 SERT 膜蛋白结合。他们表示，这项研
究给设计靶向针对 5- 羟色胺结合位点的小分子提
供了平台，这可能开发出新的 SSRI。

“给 SERT 这样的蛋白提供可视化的详细分
子结构可以提供开发更有选择性和有效治疗例如
抑郁症这样疾病的药物。”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医
学院医学与神经科学研究所的 Marc Caron 和 Ulrik
Gether 在同期发表的评论文章中表示。 （红枫）

自然出版集团与
浦江创新论坛达成合作

本报讯 施普林格·自然旗下的自然出版集
团（NPG）与中国上海浦江创新论坛中心 4 月 8
日签署协议，将作为首席学术合作机构支持
2016 年 9 月于上海召开的浦江创新论坛。

根据协议，自然出版集团将参与组织浦江
创新论坛，并通过《自然》杂志及网站在全球宣
传推广浦江创新论坛的品牌，吸引国际科学界
和商界对论坛的关注和参与，提升上海科技创
新的全球影响力。

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刘珺
说：“我曾多次出席浦江创新论坛，目睹并感受
到该论坛正日益成为上海和中国与世界对话、
激发创新思维和灵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平台。
我们十分高兴能通过此次与浦江创新论坛的
合作，进一步为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
创中心的发展战略贡献力量。”

自然出版集团还将与上海浦江创新论坛
中心探讨如何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浦江新智库
的建设，将世界级前沿科学研究成果带到上
海，促进提升上海乃至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

浦江创新论坛创设于 2008 年，由中国科技
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是一个高层次、
开放式、国际化的科技创新论坛。2016 浦江创新
论坛将于 9 月 24 日 ~25 日召开，主题为“双轮驱
动：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 （冯丽妃）

科学家强调
食物病毒应同样得到重视

本报讯 埃博拉、寨卡，这些都是占据新闻头
条和人们注意力的病毒。但是美国《大西洋月
报》报道称，其他病毒得到的重视却不够高，比
如从 2009 年开始导致罗非鱼死亡的一种病
毒。在以色列和厄瓜多尔等国，渔民发现他们
的池塘被这种神秘的病毒摧毁，其中一些人损
失了 30%的产量。

一项新发表于开放获取期刊《分子生物技
术》的研究表示，这种病毒对于科学家来说非常
陌生，现在仍不知道它们和其他哪些病毒相关
联。

由于人类饲养动物作为食物，它们为新发疾
病的暴发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如近距离、环境压
力以及大量类似的基因。因此，研究人员表示，这
些威胁食物的病毒可能会不断蔓延，应引起人们
警惕。 （鲁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