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主编：赵路 校对：傅克伟
E-mail押lzhao＠stimes.cn

2016 年 5月 25日 星期三
Tel：（010）62580617

国际
INTERNATIONAL

www.sciencenet.cn

Monocercomonoides 图片来源：Naoji Yubuki

本报讯 大约 34 亿年前，巨大的流星曾猛烈
撞击覆盖着火星北半球的冰冷海洋。一项最新
研究显示，这一碰撞激起的巨浪淹没了海岸线
周围的陆地。

以行星灾难的规模来看，这样的海啸使得
地球上发生的海啸相形见绌。美国亚利桑那州
图森市行星科学研究所火星研究人员 Alexis
Rodriguez 表示：“想象一下高达 120 米的海浪
向你迎面扑来的场景。”他说：“那将是非常壮
观的。”

Rodriguez 与他的同事绘制了两次这样的
海啸的遗迹。他们在《科学报告》上描述了这
一发现。

来自美国、中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以及
西班牙的研究人员利用卫星等观测手段，对
火星北部平原上一些地区的地貌特征和热成
像图像进行了分析。

研究人员最终发现了大量沉积物，这很
可能是古代发生的两次大型海啸留下的痕
迹，这两次海啸引发的到岸波浪高度最高可
能达到 120 米，波浪往内陆地区一直推进了
数百公里。

如果这一观点经得起进一步考证，则将有

助于解决长期存在的关于火星是否曾拥有一个
古老北部海洋的争论。

作为证据，一些科学家指出，他们称之为海
岸线的遗迹，就像一个浴缸中的水在耗尽后留
下的环形痕迹一样。但是所谓的海岸线并不是
想象中的那般随处可见。

Rodriguez 说，每隔 300 万年左右发生的大
海啸会抹去一部分海岸线。

研究人员之前提出火星曾发生过海啸。一
项 2010 年的研究通过计算认为，高能海浪应该
在所谓的火星海岸线上留下痕迹。而一篇 2014
年的论文则推测了这样的海浪在移动过程中有
多快及多高———其从撞击点向外扩散的速度可
达每秒钟 20 米，并且在到达海岸时高度可能为
120 米。

在 2011 年访问日本东海岸后（由一场 9 级
地震引发的海啸刚刚袭击了该地区），Rodriguez
开始思考火星海啸。他的研究团队包括一些顶
级的火星地质专家。

研究人员将目光聚焦于火星上被称为阿拉
伯高地的一处高地。利用环绕火星运行的几架
探测器进行的成像研究，Rodriguez 的团队确定
了两个特殊的地质结构，它们很可能是在两次

不同的海啸期间形成的。
研究人员指出，这两次海啸或许是由陨石

撞击所引起，从陨石坑的规模和年份来推算，
前后两次海啸间隔了数百万年。这个时期距
今大约 34 亿年，那时的火星被认为更加潮湿
和温暖。

此前就有人提出，34 亿年前有巨大的洪
水在火星北部形成了一个海洋。然而，由于火
星表面上缺乏明确的海岸线特征，难以验证
这一假说。

新研究结果提供了一种解释，如果火星曾
发生海啸，那么海啸过程中会带来大量沉积物，
随着海啸次数增多会逐渐把本来明显的海岸线
掩盖。

Rodriguez 说，这项研究能为火星海洋假说
找到一些新证据，因为只有曾经存在过海洋，才
可能发生海啸。

最早提出火星北部海洋假设的加利福尼亚
州帕萨迪纳市喷气推进实验室行星科学家
Timothy Parker 认为，这项新研究与之前关于相
关火星特征如何形成的想法相一致。他说：“虽
然在我的研究中并没有专门讨论过海啸，但隐
含的规模却是一定的。”

Rodriguez 现在正在火星的其他地方寻找古
代海啸的痕迹，以及有助于他更好地理解这一
地质过程的类似的地球构造。 （赵熙熙）

动态

火星或曾发生海啸
为火星海洋假说找到新证据

困不困 神经定

本报讯 感觉将要打呵欠？媒体报道称，科学家
日前鉴别出让人在过长时间清醒后发困的神经元。
使用大脑结构与人类类似的果蝇，研究人员发现，
当位于大脑椭球体中的一组神经元被激活后，果蝇
会睡觉。

另外，科学家还使用毒素使这些神经元失活，结
果这些果蝇每晚的睡眠仅为平均数，甚至失眠。相
关成果日前刊登于《细胞》期刊。这些神经元似乎能
延缓一个人在被剥夺睡眠太久后，开始感到的睡意

“压力”。科学家设想，未来或能为睡眠障碍患者提供
深度脑刺激手术，修补这些睡眠神经元。 （张章）

母亲影响孩子对食物选择

本报讯 当决定吃什么时，儿童会考虑到母亲
会希望他们吃什么。这篇近日发表于《自然—通讯》
的论文，指出了儿童在做与食物相关的选择时，大
脑中会激活的特定区域。

儿童期的食物选择可以建立起与健康相关的
终身行为模式。然而，儿童的决策行为，包括食物选
择背后的神经机制仍不清楚。

美国堪萨斯大学医学中心 Amanda Bruce 团队
通过行为测试和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数据，研究了
25 位 8 岁到 14 岁的儿童在选择食物时的行为和
大脑活动。他们给儿童看 60 多种食物的图片，包括
苹果、西兰花、薯条和棉花糖，让孩子们评估这些食
品的健康属性。他们问了一部分孩子喜欢某种食物
的程度（他们的个人选择），并让另一部分孩子猜母
亲给他们选择某种食物的可能性。

研究人员把这些结果并入一个行为模型后显
示，解释儿童食物选择的最好方法是组合他们自己
的口味加上他们推测的母亲对其选择的期望。功能
性核磁共振成像数据进一步显示，儿童自己的食物
选择会让大脑中负责奖励价值相关的区域———腹
内侧前额叶皮层（vmPFC）激活，而猜测他们母亲
的食物选择会让负责自我控制的大脑区域———左
背侧前额叶皮层（dlPFC）激活。

此外，研究人员发现，当孩子做出食物选择时，
dlPFC 对 vmPFC 的脑活动有抑制影响。结果显示，
在神经元水平，大人的喜好对正在发育的儿童决策
有调节作用。 （红枫）

报告称贫困国家可能
更早遭受气候变化实质影响

新华社电 一个国际团队日前在英国《环境研
究通讯》杂志上发表报告说，贫困国家可能最先遭
受气候变化引起的极端高温天气影响，尽管这些国
家累计排放的二氧化碳远远低于富裕国家。

来自新西兰、英国和瑞士的研究人员利用气候
模型，评估了 20 世纪以来全球累计二氧化碳排放
量攀升对极端高温天气事件发生概率的影响，以及
这些事件如何影响不同地区的人群。结果显示，气
候变化影响的地区间差异比较大，那些离赤道较近
的地区会遭受更多极端高温天气侵袭，而许多贫困
国家恰恰位于这一区域。

据研究人员介绍，即便把未来对全球人口和收
入的预测也考虑进去，这一估算结果仍然成立。一
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富裕国家本身在应对气候变
化的能力上要强于贫困国家。报告作者、英国雷丁
大学的爱德华·霍金斯说，随着全球累计二氧化碳
排放量不断上升，极端天气对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
所带来影响的差异会更加明显。 （张家伟）

新证据显示火星可能曾发生海啸。
图片来源：Alexis Rodriguez

如果有可能的话，清扫房屋外墙的常春藤
非常困难，即便它已经枯死了也是如此。在这种
绿叶蔓藤“松开”墙壁之前，墙上的砖块和石灰
可能已经被剥落。

130 年前，英国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就
发现，常春藤的黏附力多亏其根茎分泌的一种
稀薄的黄色胶状物。从那时到现在，人们都不清
楚这些黏合剂是如何工作的。

日前，在经过 8 年调查后，科学家在美国
《国家科学院院刊》上报告了蔓藤胶水的作用机
理。这种胶水的秘密成分是糖衣蛋白质小球。这
些纳米小球高度一致，这让它们能蔓延到常春
藤表面的各个角落发挥作用。

一旦这种黏合剂的水分消失，糖衣纳米球
会聚集，然后，在钙和果胶等其他材料的帮助
下，这种胶水会变硬。研究人员认为，模仿这种
方法将能产生一些新强力黏合剂，甚至可以用
于组织工程学，将细胞黏合到支架上以制造人

造器官。
另外，研究人员表示，这种纳米球还能构建更

安全的靶向给药系统。与当前使用的将化学疗法
药物摆渡到细胞中的纳米材料不同，常春藤纳米
粒子不包含可能有毒的金属成分。 （唐凤）

日本发布
东亚地震火山信息图

新华社电 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近日发
布了一份东亚地区地震火山灾害信息图，涵盖
东亚地区 1850 年以来主要的地震信息和 1400
年以来主要火山喷发情况，成为研究东亚地区
地震火山的重要资料。

这份信息图由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地质调查
综合中心与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机构合作
完成，合作者中包括，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
所。目前，该信息图可在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网站
上下载。

这份信息图除重点收集了东亚地区的主要地
震灾害和火山喷发情况外，还分别标注了伴随地
震和火山喷发而发生的海啸的范围和高度，东亚
各地地质年代、活断层位置以及各次灾难中的死
难者人数等。

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说，这份地质图可以
让人一目了然地了解东亚历史上的地震火山等
灾难信息，并在制定防灾计划时加以利用，同时
也有助于旅游者和到海外投资的企业掌握当地
有关情况，提高风险意识。 （华义）

美洲原住民描绘
牡蛎可持续捕捞蓝图

本报讯 近日，刊登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
刊》上的新研究显示，史前美洲原住民可能为
可持续的牡蛎捕捞提供了一张蓝图。牡蛎能
过滤浮游植物和建造抗侵蚀礁石，以保护其
他生物。

然而，过渡捕捞、污染和气候变化威胁着
牡蛎生存。研究估计，美国切萨皮克湾的牡蛎
种群已经随着时间推移而明显减少。

美国史密森尼学会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
Torben Rick 及同事比较了跨越 3500 年的切
萨皮克湾考古地点的牡蛎演变情况，包括美洲
原住民时期、殖民地时期以及现代的牡蛎礁石
和捕捞活动。

作者评估了牡蛎尺寸的变化，作为捕捞效
应的一个替代指标，结果发现在 3500 年前到
400 年前美洲原住民的几个捕捞时期里，切萨
皮克湾的牡蛎没有显著衰退。

这项发现提示，尽管在全新世出现了若干
次气候与海平面变化，但美洲原住民捕捞牡蛎
的速度让其恢复力维持了数千年。历史、考古学
和古生物学数据可以为牡蛎渔场保护提供信
息。 （张章）

常春藤拥有最黏胶水成分。 图片来源：M.&T.Hinnosaar/Flickr

糖衣小球
变身最黏胶水

科学此刻姻 姻

科学家发现没有线粒体的真核细菌
本报讯 线粒体是细胞内膜结合部分，通常

有细胞动力室之称。线粒体一直被认为是植物、
真菌、动物和单细胞原生生物等真核生物的基
本组分。但研究人员近日在《当代生物学》期刊
上挑战了这一理论。他们发现了一种不包含线
粒体的真核生物。

“在低氧环境中，真核生物通常有简化的线
粒体。人们认为线粒体的某些功能非常重要，对
维持细胞器的生命必不可少。”加拿大英属哥伦
比亚大学 Anna Karnkowska 说，“但我们发现了
一种根本没有线粒体的真核细菌。”

在这项研究中，Karnkowska 等人发现，真核
生物 Monocercomonoides 根本没有线粒体。这种
细菌寄居于南美栗鼠内脏，80 多年前已经被识
别出。它与人类病原菌贾第鞭毛虫和毛滴虫有
亲属关系，仅生活在低氧环境中。研究人员排序
了 Monocercomonoides 的基因，结果发现没有线
粒体。

而这种真核生物没有线粒体可能是因为其
拥有胞质硫调动系统（SUF），该系统取代了线粒
体的功能。“这种生物的进化超越了生物学家划
定的界限。”Karnkowska 说。

研究人员还指出，为了提供细胞日常能量
供给，Monocercomonoides 使用标准的厌氧呼
吸。另外，这种微生物并没有线粒体集合铁—硫
磺簇，但它仍能将这些元素集合在一起，是因为
在进化历程中，该微生物能够调用细胞器外部
胞液的铁和硫磺。集合铁—硫磺簇是线粒体最
重要的功能，铁—硫磺簇甚至可以调控基因在
蛋白质的表达方式。

该研究组将进一步研究这些生物体的功
能，并更好地鉴别 Monocercomonoides 及其亲
属，以便在更宏观的进化背景下了解这些生物。

“通过这项研究，我们意识到真核生物的多样
性，当前科学界对真核生物的认知较少。”
Karnkowska 说。 （唐凤）

（上接第 1版）
新中国成立以后，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当

时，为了能迅速发展国家经济、特别是在短时
间内促进工业快速发展，我们急需大批技术专
家和各种专业人才。国内很多高校都成了“工
程师的摇篮”，事实证明，我们培养出的“又红
又专”的人才，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求，更为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
以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国家建设越
来越需要高水平、多样化的创新人才，也越来
越需要社会的未来合格公民。我国高校顺应社
会的需要，不同的大学对自己的人才培养提出
了不同的目标和要求。清华提出了“厚基础、
重实践、求创新”的人才培养目标，北大开始
致力于培养“能够引领未来发展的人才”，上
海交大则把“培养一批创新型的领袖人才”作
为人才培养的定位。川大在 2004 年确立了新
的人才培养目标，就是要培养具有“深厚人文
底蕴、扎实专业知识、强烈创新意识、宽广国
际视野的国家栋梁和社会精英”。

面向未来，要全面实现现代化，要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

制机制改革的重要批示中特别强调：“要加快构
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这就为高
校在新时期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定位指明了方
向、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站
在全球的视角，站在中国未来将从世界大国成
为世界强国的高度，努力培养更多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一流人才。从 2012 年起，四川大学就提
出并构建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培养体系，
也就是一个体现川大精英教育、个性化教育、全
面发展教育的“323+X”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更
加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创新创业能
力、协作精神与社会担当能力，努力培养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创新人才。

那么，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具体体现在
哪里？这就体现在我们培养的人才，不仅要有知
识，更要有文化；不仅要有智慧，更要有担当、有
胸怀；不仅要关注中国，更要关注世界、关心全
人类；不仅要参与、融入国际事务，更要影响、引
领国际事务，真正为国家、为世界、为人类的进
步做出贡献。我们认为，面向未来，中国大学要
培养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人才，关键就
是要认识和做好两个方面。

一方面，中国的大学要有这个自信。去年，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给我们
的一个重要启示和激励就是，中国完全不仅可
以产生世界一流水平的科技成果，更能够培养
出具有国际竞争力、能够引领人类发展进步的
杰出人才。所以，我们推进“双一流”建设，我们
培养一流人才，应当立足国际一流水平，但更应
体现中国特色，真正实现从“跟跑者”、“并行者”
向未来“领跑者”的转变。

另一方面，我们要走好高端国际化教育这
条路，真正培养能参与、影响和引领国际事务的
一流人才，培养能为全球未来发展、为人类文明
进步做出突出贡献的未来领袖。近几年来，四川
大学在这方面进行了努力探索。2008 年汶川地
震以后，川大与香港理工大学共建了全球第一
个“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引进了联合国教科
文原助理总干事卡隆基教授担任院长，致力于
为国际机构培养防灾减灾、重大灾害危机处理
的国际高端专业人才。川大与匹兹堡大学共建
了“川大—匹兹堡学院”，引进了匹大在世界前
沿学科领域的办学理念和优质教育资源，作为
学校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人才
的高层次、高水平改革实验区。同时，川大正与
成都市校共建一个“3+3”国际创新创业学院（研

究院），汇聚川大、牛津、匹兹堡大学“三校”和成
都、牛津郡、匹兹堡“三地”的创新优势资源，面
向全球吸引和培养具有未来领导力和国际竞争
力的创新创业人才。此外，中国要成为真正的世
界强国，就要去关注、了解和研究国际事务，川
大专门拿出经费，列出课题指南，鼓励和支持广
大教师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别研究，
开展全球政治经济、反贫困及全球变化科学等
方面的研究。特别是从 2012 年起，川大每年拿
出 1500 万元在 6~7 月举办“国际课程周”，邀请
了牛津、哈佛、耶鲁等世界一流大学的 400 多位
外籍教授来校开设全英文课程，每年受益学生
超过 3 万人次，提高学生国际交往的知识、能力
和视野。

所以，高校推进“双一流”建设，不仅要在
水平上达到国际一流，更要有一种立足中国、
胸怀世界、关注人类的视角和情怀，更要有一
种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卓越贡献的担
当和气魄。从一定意义上讲，当国内高校真正
伴随中国走向世界，能够不断涌现改变人类生
活的颠覆性成果、不断培养引领世界未来发展
的顶尖人才之日，就是我国世界一流大学真正
建成之时。

（上接第 1版）
寿子琪表示，时间紧、任务重，科学中心建设

需要一种干劲，需要一股闯劲。

待闯四关 夯实动力

建设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寿子琪表示，
上海需要闯过“四道关”。

重大科研基础设施是国家科学中心的根基，
因此第一关将是“设施关”。未来，上海需要集中布
局、科学规划，加快上海光源二期、蛋白质科学设
施、软 Ｘ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等大设施建设；积极
争取超强超短激光、活细胞成像平台、海底长期观
测网等新一批大设施落户上海，打造高度集聚的
世界级大设施集群。

作为创新体系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创新
功能型平台无异于“串”起大科学基础设施、创新
链各环节的一根“项链”，因此“平台关”将是第二
道关卡。推进创新功能型平台建设，通过平台布
局，实现功能新、体制机制新、团队新。从而集聚和
组织全社会创新资源，推进研发创新和服务；转变
财政科技投入方式，更多采用新型研发组织形式；
使用具有国际视野和全新思维方式的团队，特别
是引进和培养一流领军人才。

协同创新网络是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建设的重要支撑，因此第三关将是“协同关”。尤其
是，在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版图”中，一
批海内外国家实验室、研究型大学、高新企业等都是
科学中心协同创新网络的有机构成，并将以大科学
计划、重大技术协同攻关、平台建设以及促进重大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等任务为纽带，共生、共享、共荣，形
成科学中心建设与发展的良好创新生态。

上海要闯的第四关将是“引领关”。能否主导
发起和组织开展国家大科学计划，是衡量国家科学
中心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其核心是形成三种能力。
其中包括：前瞻布局能力，对关系全局的科学问题进
行系统研究和科学部署；持续创新能力，实现科学研
究的“沉淀”和优势持续积累；创新治理能力，构建以
权益为基础的治理结构，建立以利益平衡为手段的
动态调整机制，使得参与各方主体的利益得到最优
化的配置，使得大科学计划的实施形成最大“合力”。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高度与视角

构建世界先进水平
“国之利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