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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无法控制的地狱般的野火已经烧
毁了约 50 万公顷的土地，超过 10 万人流离失
所，这也使得今年成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最严
重的火灾之年。在这些灰烬中，生态系统通常
都会反弹，然而一项新的研究表明，这已不再是
绝对的事情。由于气候变化，曾经野火肆虐的
地区可能永远无法恢复，那里的整个生态群落
被彻底摧毁了。

野火是许多环境中的自然组成部分。它们
是大自然清除森林地表上死去的生物的一种方
式。这使得重要的营养物质得以返回土壤，从
而为植物和动物提供了一个新的健康的开始。
野火同时也在一些植物的繁殖中起着重要的作
用。例如，一些松果中的种子被树脂密封起来，
而野火会使后者熔化并释放出种子，进而开始
新的生长。

但是只有当为具体的目标服务时，野火才
会起作用。如果它们燃烧的时间太长，或者地
面干旱得太久，生态系统便无法恢复了。考虑
到气候变化可能导致更多的火灾和更长的干
旱，研究人员已经开始思考森林将会如何应对
这种情况，以及它们是否能在成为新一茬树木
的道路上取得良好的开端。

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柯林斯堡科罗拉多

州立大学生态学家 Camille Stevens-Rumann
和同事研究了美国落基山脉针叶森林的约
1500 处地点，这些地方在 1988 年到 2011 年间
曾发生过 52 次山火。这些地区的海拔高度从
700 米跨越到 2800 米，组成了各种类型的干
湿松树林。

研究人员在 2010 年至 2014 年间从这些地
点收集了种子，并结合之前公布的数据，分析了
这些地块的幼苗存活和密度状况。通过将这些
数据与未被烧毁的地点的幼苗数据进行比较，
研究人员确定了森林的再生能力。此外，他们
还将这些数据与气候温度和水分信息结合起
来，以了解它们如何对树木再生造成影响。

研究人员发现，树木在发生于本世纪初的
火灾后的再生情况与发生于上世纪后期的火灾
后的再生情况出现了巨大的差别。该研究小组
在 12 月出版的《生态学快报》上报告指出，2000
年以后，没有出现树木再生情况的地区的比例
几乎翻了一番，从 19%上升到 32%，这与气温升
高和更加干旱的情况相吻合。

研究表明，尽管在 2000 年之前被烧毁的森
林需要更长的时间生长，但是在头 5 年出现的
树苗可以很好地说明未来的生长趋势。

“从本质上说，要么你有大量的幼苗并持续

生长，要么你什么也没有并且很少有一个地方
被填满。”Stevens-Rumann 说。最炎热和最干旱
地区的森林通常最容易受到影响。因此发生在
这些地区的火灾可能导致景观和生态系统发生
变化，例如，从森林变成草原或灌木丛。

这可能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大火向大气
中排放了更多的碳，加剧了气候变化，而大火也
使树木大量减少，这些树木通常能够从大气中
吸收碳。

“如果我们通过增加的火情失去森林，并且
树木再生很有限，便可能导致大气中存在更多
的碳。”并未参与该项研究的莫斯科市爱达荷
大学气候学家 John Abatzoglou 说。他说，这反
过来可能会进一步改变气候，重塑景观。

位于更潮湿、更高海拔地区的一些森林可
能不会重新生长老树种，转而可能会生长适合
于更炎热、更干燥天气的新树种。这可能是未
来森林管理的一条思路，Stevens-Rumann 说。
她说，管理人员可能会希望种植适应当前和未
来气候———而不是过去的气候的物种。

但并不是所有的森林都面临着完全毁灭的
危险。正如 Stevens-Rumann 所承认的那样，她
和同事研究了 23 年的时间跨度，这与一片森林
的寿命相比是非常短暂的。

Stevens-Rumann 指出：“即使在我们选取
的一些地点中，我们研究的一些森林也恢复得
很好。”她说，虽然一些森林可能会重新生长，但
至少我们可以说，它将会花费更长的时间。

加利福尼亚州森林消防部门公布的最新统
计数据显示，12 月 4 日在加州南部文图拉县燃
起的“托马斯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 1106.4 平
方公里，成为该州有历史记录以来最大的山火。
根据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托马斯山火”燃烧
18 天以来，已经烧毁了 1063 栋建筑物，导致 2 人
死亡。虽然“托马斯山火”的过火面积已经超过
2003 年加州“锡达山火”创下的 1105.8 平方公里
过火面积纪录，但幸运的是，它所造成的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远小于“锡达山火”。加州州长布
朗 9 日在视察文图拉县灾区后表示，近期加州
南部反常的干燥天气是造成山火频发的主要原
因之一。加州可能遭遇越来越多极端天气，这是
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新常态”。 （赵熙熙）

动态

表观遗传学研究揭示
恶性儿童白血病患者差异

本报讯《自然—通讯》近日发表的两项独立研究
鉴定出了幼年型粒—单核细胞白血病的 3 种新亚组

（JMML），它们可以预测病人结局，包括最有可能发
生疾病自行消退的病人。

幼年型粒—单核细胞白血病（JMML）是一种恶
性儿童癌症，治疗手段有限。目前的 JMML 临床和遗
传标记没有解释与该疾病相关的不同临床结果。
DNA 甲基化在该疾病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两项独立
研究表明，这一表观遗传标记或有助于解释不同
JMML 病人的结果差异。

海德堡德国癌症研究中心的 Christoph Plass、
Daniel Lipka 及同事分析了 167 例 JMML 样本的
DNA 甲基化模式和突变情况，发现了 3 个甲基化水
平不一样（高、中、低）的亚组。甲基化水平高的病人，
临床结果差；甲基化水平低的病人，预后良好；所有 3
组的突变情况都不一样，表明在 JMML 病人中，
DNA 甲基化机制的激活与突变模式存在关联。美国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 Elliot Stieglitz 和 Mignon Loh
及同事研究了 39 名病人的 DNA 甲基化，独立鉴定
出 3 个 DNA 甲基化亚组，其中高甲基化水平与不良
临床结果相关，而低甲基化水平与良好预后相关；他
们在另外 40 名病人身上验证了这一点。

该研究为根据 DNA 甲基化划分不同 JMML 患
者奠定了基础，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 JMML 的基
础生物学机制。 （晋楠）

智利总统选举引发
科学政策争论

本报讯 智利新当选总统塞巴斯蒂安·皮涅拉准
备重塑该国科学政策。他提出的在科学、教育和业界
之间形成更加紧密关系的计划激发了科学家的热
情。后者希望该计划将增加对其工作的支持，但也对
研究重点可能发生变化表示担忧。

在最近的选举周期中（以 12 月 17 日的决胜选
举告终），皮涅拉在竞选时提出建立一个将高等教
育、科学、技术和创新结合起来的平台。这同他在
2010~2014 年就任总统时追寻的政策相一致。当时皮
涅拉试图创建一个囊括这些领域的部门，但并未成
功。当米歇尔·巴奇莱特接替他时，前者用创建科学
技术部的提议替代了他的提案。目前，这一提议正摆
在该国国会面前。

一些科学家担心，如果巴奇莱特并未在皮涅拉于
明年 3 月 11 日就任总统前签署上述提议并使其变成
法律，后者可能撤销该提议并用自己的提案取代它。
科学家表示，尽管两项提议的主题存在关联，但他们
担心，科学和技术政策以及资助可能在一个合并的大
部门中变得相形见绌。“在一个包括高等教育的部门
中，科学最终会处于次要地位。”科学和技术研究国家
委员会理事会主席 Mario Hamuy 认为。

皮涅拉的竞选顾问、圣地亚哥发展大学创新中
心主任 Hernan Cheyre 表示，如果立法机构并未在皮
涅拉就任前批准该提案，新政府将不会拒绝当下正
摆在国会面前的法律。但它将寻求把“创新”加到新
部门的使命中，以便将研究同私营部门的需求更加
紧密地联系起来。同时，将高等教育包括进该部门也
是未来的目标。

无论关于科学部门的提案遇到何种情况，皮涅
拉将不得不解决日益增多的在科学和其他领域获得
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年轻人缺少工作机会的问题。

在智利，每 1000 名就业者中仅有 1 人是研究人
员。而在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中，这一比
例为 8/1000。政府奖学金项目旨在增加智利的研究
人员数量。到今年年中，5300 多名研究生受到资助。
大约 1/3 的奖学金获得者在国外学习，但在智利，并
未有足够的研究工作吸引所有想要回来的研究生。

（宗华）

短期低水平空气污染
增加老人死亡风险

据新华社电 基于美国人群开展的一项新研究显
示，即使短期暴露在空气污染中，也可能增加老年人
的死亡风险，哪怕空气污染处于美国环境保护局认
定的安全范围。

哈佛大学研究人员在新一期《美国医学会杂志》
上发表了相关报告。他们分析了 2000 年至 2012 年美
国绝大部分地区“联邦医疗保险”覆盖的人群，其间约
2200 万人死亡，然后将死亡数据与细颗粒物 PM2.5
和臭氧浓度相关联。“联邦医疗保险”的覆盖对象为年
龄 65 岁或以上的老年人、部分残疾人和重病患者。

研究显示，日均 PM2.5 浓度每增加 10 微克每立
方米，老年人死亡风险提升 1.05%；日均臭氧浓度每增
加 10ppb（1ppb 为 10 亿分之一），老年人死亡风险提
升0.51%。哈佛大学研究人员今年 6 月发表的一项研
究已表明，长期暴露在低水平的空气污染中与早死
风险增加有关联。

目前，美国环境保护局规定的标准是年均 PM2.5
浓度安全上限为 12 微克每立方米，而 24 小时平均浓
度安全上限为 35 微克每立方米；臭氧没有相关的年均
标准，但 8 小时平均浓度安全上限为 70ppb。（林小春）

安哥拉首颗卫星发射成功

据新华社电 据安哥拉媒体 12 月 27 日报道，安
哥拉当地时间 26 日晚，俄罗斯用一枚“天顶—2SB”
运载火箭将安哥拉第一颗卫星从哈萨克斯坦境内拜
科努尔发射场发射升空，送入预定轨道。

据报道，这颗名为 AngoSat-1 的通信卫星在俄
罗斯制造，主要控制和任务中心设在安哥拉罗安达
省北部。本次发射所使用的火箭中一些重要部分是
在乌克兰制造的。

安哥拉和俄罗斯政府 2009 年就这一卫星项目达
成合作协议，该项目自 2012 年开始实施，旨在改善安
哥拉的通信服务和电视广播服务质量，同时降低价格。

这颗卫星的覆盖范围不仅包括非洲大陆，还包
括部分欧洲地区。未来，安哥拉还计划利用这颗卫星
与国际电信运营商合作，参与国际卫星市场竞争。

（吴长伟）

野火烧得尽 春风吹不生
研究表明生态系统在火灾后或难恢复

发生在科罗拉多州的野火是自然生态系统的
一部分。 图片来源：istock.com/milehightraveler

用磁铁
抗抑郁

科学此刻姻 姻

一名患者在 美国马萨诸塞州麦克林医院接受经颅磁刺激疗法治疗抑郁症。 图片来源：BostonGlobe

新组合疗法可提升
黑色素瘤治疗效果

据新华社电 许多专用药物或许能在不同
疾病治疗上发挥意想不到的功效。英国东英吉
利大学发布的一项最新动物实验研究就显示，
一种关节炎药物如果和癌症药物组合使用，能
有效提升对黑色素瘤的治疗效果。

黑色素瘤是由于皮肤上的色素细胞发生病
变而引起的一种癌症，常见于皮肤，亦见于黏膜、
眼脉络膜等部位。它是一种恶性癌症，一旦肿瘤扩
散就难以治疗，目前没有有效的治疗药物。

东英吉利大学学者领衔的团队在实验室中
观察到，一种用于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药物
来氟米特能够在黑色素瘤的癌细胞生长早期阶
段就对其产生抑制作用，并最终迫使这些癌细
胞凋亡。

进一步研究显示，如果来氟米特与癌症药物
司美替尼组合使用治疗黑色素瘤，疗效会更强。

据团队刊登在期刊《肿瘤学目标》上的报
告，他们在小鼠身上开展的实验也初步证实，上
述两种药物组合使用能够在 12 天时间里使肿
瘤完全停止生长，这比两种药物中任何一种单
独使用所获得的疗效都要强。

报告主要作者、东英吉利大学学者格兰特·
惠勒说，通过组合疗法，能够从多个角度来治疗
黑色素瘤，这也意味着肿瘤没那么容易对其中
一种药物产生耐药性，并且这两种药物组合后
的疗效提升也非常明显。不过，团队也表示，这
种组合疗法在开始临床试验前还需要更深入的
研究来验证其效果。 （张家伟）

新研究尝试用
寄生虫卵治疗免疫疾病

据新华社电 寄生虫听起来让人避之不及，
却有可能变成治疗工具。日本一项新研究正尝
试让人吞下寄生虫卵，通过调节免疫系统来治
疗干藓等免疫疾病。

据日本《朝日新闻》等媒体日前报道，东
京慈惠会医科大学研究人员正在进行一项临
床试验，让受试者吞下猪鞭虫的卵，这种虫卵
将在肠道寄生，约两周后和粪便一起排出体
外。猪鞭虫是一种主要寄生在猪体内的线状
寄生虫，会引起猪腹泻等。此前欧美有临床研
究发现人吞下猪鞭虫卵后粪便变得较软，没
有严重的副作用。

这项研究旨在利用寄生虫引发特定的免疫
反应、调节免疫系统，从而治疗干藓、溃疡性大
肠炎等与免疫系统相关的疾病。

据介绍，干藓和溃疡性大肠炎等免疫疾病
通常难以治愈，而且用药成本较高。寄生虫疗法
如果成功，有望大大降低治疗成本。研究人员计
划在明年评估这一疗法的安全性以及疗效等。

（华义）

雨林鼠捕捉飞蛾做“夜宵”

本报讯 厄瓜多尔乔科省雨林的黑暗中隐

藏着许多出人意料的事情，正如图中这只幼年
安第斯负鼠，它正在从夜晚的空中抓取飞蛾做

“点心”。
如果飞蛾没有被这只贪婪的雨林鼠吞噬

的，那么对于爬虫摄影师 Lucas Bustamante 来
说，这是个不幸的时刻。Bustamante 打开手电筒
后看到了这只负鼠，手电筒的光同时引来了飞
行的昆虫，从而为拍摄这一场景制造了完美的
条件。

这顿夜宴非常疯狂，Bustamante 被飞蛾鳞
翅残骸“洗礼”。“飞蛾的鳞翅在我的四周乱飞。”
他回忆说。

当他遇到这个场景时并没有在寻找哺乳动
物，而是在搜寻蛙类、蜥蜴和蛇。Bustamante 试

图用拍摄的图片在全世界敲响保护两栖类动物
和爬行动物的警钟，它们中有很多已经濒临灭
绝。Bustamante 与厄瓜多尔以及全球的环保组
织合作，希望展示丰富的自然奇迹。

Bustamante 希望，物种灭绝能够在类似乔
科省雨林 （跨越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和巴拿
马）的栖息地被避免，那里的物种受到伐木、
淘金以及毒品种植的威胁。乔科省雨林是生
命的宝库，那里拥有密集度最高的地方特色
物种，甚至还有很多此前从未被发现过的物
种。 Bustamante 希望能够捕捉到更多它们的
图片。 （冯维维）

图片来源：Lucas Bustamante/naturepl.com

2017 年，抑郁发生率和抗抑郁药物的使用率
皆居高不下，其中约 1/3 的患者在接受治疗后却
未见效，对他们来说，经颅磁刺激（TMS）———用
强有力的磁铁非入侵性地刺激大脑细胞的疗
法———或许是一种可行的选择。

实际上，TMS 并非新疗法，美国食药监局在
2008 年就批准了该疗法。其中新颖的地方是有关
该疗法安全性和高效性的证据越来越多。据世界
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有 3.5 亿人受抑郁症折磨，
使其成为世界范围内导致伤残的主要原因之一。
多达 30%的抑郁症患者不愿接受治疗，并表现出
自杀的倾向，导致整体生活质量变差。

抑郁症困扰着 63 岁的退休护士 Brenda
Griffith。Griffith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被精神病
医生 James Beeghly 诊断患有该病，此后她尝试了
几乎每一种抗抑郁症药物处方。

抗抑郁症药物是相关治疗中最为普遍的疗
法。然而，Griffith 却存在难治性抑郁症，这是指患
者在经过两种或更多抗抑郁症治疗之后仍然存
在相关症状。

作为另一种选择，Griffith 曾使用电痉挛治疗
法（ECT），这一侵入性疗法使电流通过大脑治疗
更严重的抑郁症。“ECT 挽救了我的生命，但却没

能让我恢复正常，我不得不放弃护理工作。”她
说。为此，她选择了 TMS。

在经颅磁刺激疗法中，一个小电磁线圈被放
置在患者头部的精确位置。对抑郁症患者来说，
这个位置是大脑的左额叶皮层，抑郁症患者那里
通常活跃度较低。与 ECT 相比，TMS 的特点是非
侵入性。当 TMS 刚开始应用于临床时，很多人因
为安全性问题对该疗法犹豫不决。但最近的研究
表明该疗法并无明显安全隐忧。“非侵入性指不
需要做任何手术。”爱荷华州立大学 TMS 专家
Aaron Boes 说，“实际上，TMS 的安全性资料非常
多，患者并未出现明显的认知负效应，且癫痫风
险低于 0.1%。”

据悉，标准的经颅磁刺激疗法通常需要 4~6
周，每周每天接受 40 分钟的治疗。在治疗过程中，
患者可以阅读或是与其他人说话。此外，患者可
以自己前往或在治疗后独自离开，而不需要其他
人陪护。在接受 TMS 治疗 3 周后，Griffith 的症状
开始改善。“TMS 让 Brenda 变得更好，让她更像
原来的她。”Beeghly 说。

据统计，58%的经过 TMS 治疗的患者产生了
积极反应，其抑郁程度降低了 50%以上，37%的患
者症状得到完全缓解。“TMS 能够形成较为持久
的疗效，但它并非治愈性的疗法。它通常能够持
续 9 个月左右，然后需要持续性治疗。”Boes 说。

（冯维维）

挪威海产品养殖巨头萨尔玛集团负责人
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国设计制
造的世界首座半潜式智能海上渔场“海洋渔场
1 号”在挪威运转良好，首批在该渔场养殖的三
文鱼有望在明年秋季上市出售。

9 人养鱼 150 万条

萨尔玛集团投资者关系主管吕纳尔·西韦
特森介绍说，“海洋渔场 1 号”由中船重工武昌
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武船）总承包建
造。平台呈圆形，直径 110 米，总高 68 米，水下
部分 45 米。整个设施由 8 根缆索连接海底固
定，可抗 12 级台风。

在“海洋渔场 １ 号”的正中央，有一座 5 层
楼房，其中包括总控制室和人员住宿区等设
施。渔场外围立着 12 根巨型钢柱，钢柱之间有

渔网把渔场团团围住。作为现代化海上养殖装
备，这座渔场安装有各类传感器 2 万余个、监控
设备 100 多个，在鱼苗投放、喂食、实时监控、渔
网清洗等方面，系统都实现了智能化和自动
化。

这一渔场最多可容纳 9 人在深远海作业和
生活，一个养殖季可实现养鱼 150 万条，出产三
文鱼约 8000 吨，产值在一亿美元以上。西韦特
森说，“海洋渔场 1 号”今年 9 月运抵这里，在完
成固定安装之后已经投入 110 万条小三文鱼。
目前这些三文鱼生长良好，预计在明年秋天长
到 5 公斤以上就能上市出售。

中国制造脱颖而出

位于挪威中部的特伦德拉格地区是世界
最重要的三文鱼养殖区域之一。在该地区的海

岸和峡湾区域，建造了很多传统的三文鱼养殖
场。但近海密集养殖存在鱼病多发和拓展空间
有限等不利因素，因此远海养殖技术发展前景
广阔。

“海洋渔场 1 号”试验项目是萨尔玛集团战
略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得到挪威政府支持，旨
在把鱼类养殖从近海引入到远海。2014 年，多家
世界知名企业同时投标，萨尔玛集团最终将项目
交给了报价并不低的武船集团。集团创始人古斯
塔夫·魏佐说：“我们开始谈判的时候，我就能感
受到他们的信心，他们的积极态度，他们想做这
个项目，他们完成了，他们极其专注。”

“海洋渔场 1 号”项目渔场主体结构的制造
和重要系统组装全部在中国完成，中方用时
380 多天就在各方面均达到甚至超过客户的目
标。标志着中国制造填补了深海养殖高端装备
的空白。

海上养殖前景广阔

西韦特森表示，“海洋渔场 1 号”是海上养
殖的“划时代”装备，对挪威、中国都是如此。

“这是一个世界首创项目，我们的目标当然是
希望未来建造更多这样的渔场。”

业内人士指出，像“海洋渔场 1 号”这样
的大型装备式、智能化、自动化将是这一装
备制造的主导方向。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海
洋渔场 １ 号”只是一个开始。随着各国渔业
养殖模式的升级换代，这样的设备市场潜力
巨大。

据估算，北欧及北美海域共需 500 台套，
约 300 亿美元。从国内市场看，仅考虑南海海
洋资源情况，可形成约 3600 亿元渔业装备市
场。
（新华社记者梁有昶、张淑惠、冯媛媛、王欢）

中国智能渔场助力挪威三文鱼养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