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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揭示英国首次“脱欧”历程

本报讯 一项新研究提出，不列颠群岛从欧
洲大陆的地理分离可能是一个分两阶段发生的过
程。新证据表明，多佛尔海峡（英国与法国之间的
狭窄海峡）是由极端洪水导致的冰山湖崩决侵蚀
产生的。研究多佛尔海峡的产生原因有助于理解
不列颠群岛的形成如何影响人类在那里的定居以
及对欧洲西北部的排洪造成了何种影响。相关成
果 4 月 4 日发表于《自然—通讯》。

不列颠岛曾经由一道从英格兰东南部延伸到
法国西北部的白垩岩脊与欧洲大陆相连。以往的
理论认为，冰川湖外溢对多佛尔海峡的形成有所
贡献，但由于缺乏理论推测的溃堤点的高分辨率
数据，对这一假设的检验受到限制。

伦敦帝国学院地球科学与工程系的 Sanjeev
Gupta 及同事呈现了新证据，表明至少有两次大型
侵蚀与多佛尔海峡的形成有关。他们的分析认为，
湖泊溢出造成了约 45 万年前的初次侵蚀，瀑布切
穿了白垩岩，导致湖泊周围的岩坝崩溃，将湖水释
放到英吉利海峡中。 数据显示，要使多佛尔海峡
完全形成，还需要另一次极端洪水事件；这一事件
的发生时间并不明确，但作者认为大约在 16 万年
前，这一推测是根据沿海沉积物中海洋软体动物
类群提出的。 （晋楠）

美国约 10％染寨卡病毒孕妇
面临缺陷宝宝问题

据新华社电 4 月 4 日，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
心发布报告说，在确诊感染寨卡病毒的美国孕妇中，
大约十分之一面临胎儿或婴儿出生缺陷问题。

2016 年美国确诊感染寨卡病毒的 250 名孕妇
中，24 人的胎儿或婴儿存在与寨卡病毒感染相关
的出生缺陷，比例达 10％。而问题最严重的是怀
孕头三个月感染寨卡病毒的孕妇，有 15％面临胎
儿或婴儿出生缺陷问题。

美国疾控中心认为，这一发现证实了孕期感
染寨卡病毒的严重后果，凸显相关地区孕妇采取
预防措施的必要性。此外，受实验室检测技术以及
很多寨卡病毒感染者并未出现明显症状等限制，
目前寨卡病毒感染的确诊工作仍非常复杂。

报告还指出，2016 年美国寨卡孕妇登记数据
库共接到 44 个州总计 1297 名孕妇报告可能感染
寨卡病毒，其中大多数都是在寨卡流行地区旅行
期间感染的。这些女性中，有近 1000 人的孩子已
于去年年底前出生，其中 51 人的胎儿或婴儿存在
与寨卡病毒感染相关的出生缺陷。

“寨卡病毒很可怕，有可能给家庭造成潜在破
坏性影响。”美疾控中心代理主任安妮·舒沙特说，

“寨卡继续对全美孕妇构成威胁。随着天气转暖和
新的蚊虫季节到来，采取预防措施对保护母婴健
康至关重要。”

2015 年以来，寨卡病毒在巴西等美洲国家持
续传播。这种病毒主要由蚊子叮咬传播，也可通过
性传播。人感染寨卡病毒后可能出现发热、皮疹、
关节痛等类似登革热的症状。目前，全球尚无获批
上市的寨卡疫苗。

绝大多数寨卡病毒感染者症状温和，但孕妇
感染寨卡病毒可能破坏胎儿或婴儿大脑，导致新
生儿小头畸形等缺陷。此外，寨卡病毒还可能导致
新生儿视力与听力等问题。有些婴儿出生时看似
很健康，但不能排除存在潜在的大脑缺陷或其他
健康问题。 （林小春）

蝙蝠身上发现新型冠状病毒

据新华社电 美国和乌干达研究人员 4 月 4
日说，他们在乌干达蝙蝠身上找到了与中东呼吸
综合征病毒类似的一种新型冠状病毒，为此类病
毒源自蝙蝠的观点提供进一步支持。但科学家强
调，与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不同，这种新病毒可能
不容易传播至人身上。

研究人员当天在美国《微生物学》网络杂志
上 报 告 说 ， 这 种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被 命 名 为
PDF-2180，是科学家从乌干达南部捕获的一只
蝙蝠身上发现的。

基因组测序结果显示，这种病毒与引发中东呼
吸综合征的冠状病毒一致度达 87％，与南非发现的
另一种源自蝙蝠的冠状病毒 NeoCoV 一致度达
91％。 （林小春）

本报讯 生活在海拔数千米的高度绝不是
一件容易事。那里的空气中含有较少的氧气，有
更多来自太阳的有害紫外线（UV）辐射，并且一
年四季的食物供应变化也很大。但这并不能阻
止近 500 万人在中国的青藏高原上生活，这里
的平均海拔高度到达了 4000 米。

如今，来自中国和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分
析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中国藏族人群基因
组样本，进而发现了 7 种新的基因，它们能够
帮助藏族人调整并适应高海拔地区，从而获
得更高的身体质量指数（BMI）并促进身体生
成维生素叶酸。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 4000 多米，空气中氧气
含量只有平原上的 40%左右，紫外线强度也比
平原地区高出约 30%，再加上气候寒冷干燥，食
物资源匮乏，因此被称为“生命禁区”。先前研究
发现，EPAS1 和 EGLN1 基因的变异会阻止藏
族人血液中的血红蛋白浓度升高，从而降低了
高原疾病发生的风险。

据新华社报道，为进一步探究藏族人适应
高原环境的原因，中国温州医科大学的瞿佳、吕
帆、金子兵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市昆士兰大学

的杨剑等人合作，对青藏高原地区的藏族人群
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遗传学研究。

研究人员在比较 3000 多个藏族个体和
2000 多个平原汉族个体的基因组后发现，
MTHFR、RAPIA、NEK7、ADH7、HLA-DQB1、
FGF10 与 HCAR2 这 7 个基因在藏族人适应高
原环境方面发挥了作用。

研究人员在 4 月 3 日出版的美国《国家科
学院院刊》上报告了这一研究成果。

例如，MTHFR 变异会提高藏族人体内的
叶酸含量。由于高紫外线会破坏叶酸，MTHFR
变异可能是藏族人适应高原地区高紫外线的结
果。研究人员表示，新发现的这些基因对理解高
原适应的遗传机制有重要意义。

研究还发现，藏族与彝族、纳西族及土族的
遗传关系最近，而这些民族的人群大部分分布
在青藏高原东侧，这进一步支持了藏族人群是
从东部内陆向西迁移的假说。

此外，研究借助大规模全基因组单核苷酸
多态性数据，推测藏族与汉族祖先“迁徙分开”
是在 4700 多年前，这和最近的考古证据也吻
合。

报告作者之一、昆士兰大学教授杨剑表示，
高原适应是一个复杂的生物学过程，参与的基
因应该很多。先前研究的样本量普遍较小，仅包
含几十个或上百个个体，因而只能检测到一两
个基因。本次研究采取了大样本的群体遗传学
试验，大大提高了检测功效，但今后研究还需更
大的样本量。

同样进行高海拔基因组研究的美国盐湖
城犹他大学遗传学家 Lynn Jorde 认为这项研
究的大规模尺度让人们能够相信最终的分析
结果。这样一个大数据集将帮助研究人员发
现更显著的变异并剔除假阳性结果。而这也
可以解释为什么以前的研究———包括 Jorde
的团队进行的几项工作———没有注意到这些
基因的存在。

但 Jorde 表示，除了遗传分析之外，研究
人员还应进行更多的工作从而让他和这一领
域的其他科学家相信，任何特定的基因真的
是一种进化适应的产物。“我认为统计结果虽
然非常重要，但迄今为止它只能够帮助我们
寻找自然选择的显著特征。”Jorde 说，“我们
需要后续的功能研究，例如在动物模型中或

至少在体外系统中，从而确定和验证这些自
然选择的生物学基础。” （赵熙熙）

动态 迄今最大规模基因组样本分析发现

突变让中国藏族人适应高原生活

中澳科学家揭示藏族人适应高原的基因秘密。
图片来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自然及子刊综览

《自然》

食物消耗地下水供应解析

据近日《自然》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就全
球绝大多数人口所在国家所消费的大部分进口
粮食作物而言，生产这些作物的地区过度利用
了地下水资源。鉴定正在耗尽地下水供应的国
家、作物和粮食贸易关系或有助于推动提高全
球粮食生产与地下水资源管理的可持续性。

在主要的粮食生产地区，蓄水层正在快速
减少，原因主要是人们抽水灌溉。这种情况既
影响本地的粮食生产可持续性，也通过国际粮
食贸易影响全球的粮食生产可持续性。关于国
际粮食贸易对地下水耗竭的详细影响，人们知
之不多，但是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 Carole Dalin
及同事采取了相关措施来尝试量化这一关系。
他们发现，大约 11%的非可持续性地下水抽取
与粮食贸易相关，而巴基斯坦、美国和印度的粮
食出口总量占全球粮食贸易所耗地下水抽取的
三分之二，这些国家的出口产品主要为水稻和

小麦作物。研究认为墨西哥、伊朗、中国和美国
的粮食和水危机风险居于高位，因为它们既生
产粮食，又进口那些利用正在快速消耗的蓄水
层进行灌溉而生产的粮食。

作者提出，有许多方法可以使灌溉用的
地下水消耗最小化，如种植更抗旱的作物或
规范地下水的抽取。此外，他们认为如果一个
国家进口的粮食作物利用的是被过度消耗的
蓄水层系统，那么这样的国家应该支持可持
续性灌溉做法。

《自然》

小脑有认知功能

近日，刊登于《自然》的论文称，研究人员运
用新技术，在实验中发现小脑中的神经细胞可
以对奖赏作出反应，并学会“期待奖赏”。

过去几十年里，人们对小脑功能的认识都
是基于感觉和运动系统这一框架，虽然也有一
些关于小脑可能具有其他更多功能的线索，但

并没有深入研究。
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训练小鼠不断推

动一个小杠杆。小鼠每推一下杠杆，可以在一秒
左右得到一点糖水，即所谓奖赏，如此循环。研
究人员在发现一些颗粒细胞在小鼠运动时被激
活的同时，还意外观察到小鼠颗粒细胞也对奖
赏产生反应，有些颗粒细胞在小鼠等待糖水时
也被激活。

这一研究发现意味着小脑还有更高级的功
能，这为将来探索小脑更多的功能迈出了第一步。

《自然》

科学家揭示蚊子如何飞行

近日《自然》在线发表的一篇论文介绍了令
蚊子得以飞行的独特空气动力学原理。

蚊子拥有一对长而细的翅膀，相对于其尺
寸而言，翅膀振动较快（振动频率约 800 Hz），
振幅小于任何其他昆虫类群。蚊子翅膀的拍动
角约为 40 度，不到蜜蜂的一半，让人不免猜测

蚊子究竟是如何实现飞行的。
英国哈特菲尔德皇家兽医学院的 Richard

Bomphrey 及同事表明，除了通过前缘涡产生升
力之外（大部分昆虫都采用这一机制：延翅膀前
缘生成低压气泡），蚊子还采用另外两种空气动
力学特性：后缘涡以及利用翅膀转动产生的一
种升力机制。其他昆虫在下拍和上拍的平动阶
段产生主要的重量支撑，而蚊子独特的翅膀形
状和运动意味着，它们的重量主要在每一个半
次拍动结束时翅膀转动的短暂期间得到支撑。
这样，反过来通过尾流捕捉在翅膀后缘产生涡
流（尾流捕捉指昆虫通过重新捕捉在前一次拍
动中损失的能量而获得额外升力的现象）。

至于蚊子为何演化成采用不同于其他昆虫
常用飞行模式的情况，人们所知不多。但是，高
频率拍翅所需的惯性动力较大，作者认为这一
点或通过其他选择性优势得到补偿———有可能
体现在声音通讯领域。

（张章 / 编译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na-
turechina.com/st）

是什么正在杀死美国加利福尼亚湾巨大的
石首鱼？有传言称，这种长寿鱼类是被下加利福
尼亚州的渔民和偷猎者捕捞殆尽的。近日，在美
国考古学会会议上发布的新数据表明，该鱼类
生存环境的改变可能更具毁灭性。

考古学家分析了 Rancho Punta Estrella 的
石首鱼鱼骨，这是位于下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处
遗址，分别在距今 1 万年前和 5000 年前是人类
的栖息地。他们发现了石首鱼内耳中的一种特
殊骨头———内耳石，它有助于重建其早期生存
环境。

像树轮一样，每过一年石首鱼内耳石就会
长出新的一层。每一层内耳石都会以氧同位素
的形式保存鱼类当年生活的水中的化学成分。

古石首鱼内耳石揭示，该物种一度曾在咸
水中度过早期生活，这种微咸的水经过一条河
流注入海洋。在其于 20 世纪被堵塞之前，科罗
拉多河流入加利福尼亚湾并形成一个大河口；
现在，那里的淡水已经变为涓涓细流。

古内耳石表明早期石首鱼在生命的前几年

曾生活在河口，它们比现代的同类成熟期早 5
年，体重可达目前 100 公斤的两倍。

这些结果表明，即便墨西哥政府停止今天
的盈利性石首鱼狩猎（一枚鱼鳔在黑市上可售
1.4 万美元），该物种在墨西哥湾彻底被改变的
环境中仍然难以生存。 （冯维维）

环境改变
石首鱼遭殃

科学此刻姻 姻

图片来源：Richard Hermann/Minden Pictures

研究揭示早期抗生素使用
对小鼠影响

本报讯 一项研究在小鼠模型中显示，生命
早期施用低剂量青霉素对肠道菌群、脑生理和
社会行为都有持续的影响。这项研究还表明，联
合施用一种益生菌（可能有某些特定健康益处
的细菌）可以预防这些改变。相关成果近日发表
于《自然—通讯》。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生命早期施用抗
生素可能会产生有害的长期影响。一些动物研
究表明，高剂量的抗生素会对行为和脑神经化
学造成长期影响。

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脑—体研究所的
John Bienenstock、Sophie Leclercq 及同事在围产
期（出生前 1 周）到断奶期（出生后 3 周）之间向
小鼠施用了低剂量青霉素，以检验小鼠是否也
会出现类似现象。作者发现，施用青霉素会导致
小鼠肠道菌群组成改变、血脑屏障完整性增强
和脑细胞因子（一种调节免疫反应的分子）增
加。研究者在 6 周大的小鼠中也观察到了同样
的改变。此外，施用青霉素还会导致成年小鼠的
社会行为减少，并在成年雄性小鼠中减少了类
焦虑行为，增加了攻击性。与益生菌鼠李糖乳杆
菌 JB-1 一同施用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其中一
些改变。

作者指出，由于一些分析中的样本量较
小，益生菌的预防效果还应通过进一步研究
验证。然而，这一发现表明，有必要进一步研
究早期抗生素使用对神经精神障碍发展的潜
在作用，以及通过益生菌减弱这些作用的可
能性。 （冯维维）

中小型农场对
维持全球食物供应非常关键

据新华社电一个国际团队 4 月 4 日在英国
《柳叶刀—星球健康》网络版发表报告说，全球过
半食物由中小型农场生产，这一比例在低收入国
家中更高，因此未来各国有必要保持对这些农场
的投资，以确保全球食物供应的质量和数量。

由澳大利亚学者领衔的国际团队对全球食
物供应进行了深入评估。据报告介绍，为满足不断
膨胀的全球人口对食物的需求，到 2050 年食物
供应需要增加 70％，但仅增加食物数量还不够，
食物的多样性，包括高营养价值的作物、牲畜以及
鱼类，也需要提高，以确保整体的食物供应安全。

评估结果显示，全球 51％至 77％的主要食
物种类，包括谷物、牲畜、水果、蔬菜等，都由中小
型农场生产。但这方面的情况地域差异性很大，比
如在美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面积超过 50 公顷
的大型农场生产了 75％至 100％的主要食物种
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南亚、东南亚以及中
国，面积小于 20 公顷的小型农场生产了 75％的
主要食物种类。 （张家伟）

新药或可逆转糖尿病

本报讯 无须注射胰岛素，不需要避开甜

食——— 一种日常药物可逆转小鼠糖尿病症状，

为糖尿病人将血糖水平保持在安全限度以内提
供了一种更加容易的方法。

2016 年，英国糖尿病患者人数超过 400 万，
10 年来增加了 65%。其中有 350 万人已经确诊，
但仍有 55 万人据认为存在Ⅱ型糖尿病，这种疾
病与超重有关，可能随着年龄增长而发生。

很多人在衰老时会产生Ⅱ型糖尿病，因为
他们的身体对胰岛素的反应变弱，胰岛素是控
制人体血液中有多少糖循环的荷尔蒙。一些人
可以通过坚持严格限制的饮食或利用药物去除
血液系统中的糖从而控制这一症状，但很多情
况下这些方法具有副作用，如体重增加或腹泻。
这些药物仅可以控制疾病，而不能逆转它。

现在，一种可恢复身体对胰岛素敏感性的
药物可以使其更容易控制发达国家的糖尿病高
潮，因为这些国家的肥胖率正在上升。美国加州

大学圣迭戈分校的 Stephanie Stanford 和团队发
现，给小鼠服用该药物可影响胰岛素信号，恢复
其控制血糖水平的能力。

这种药物可每天口服，在小鼠体内并未见
到任何负效应。“这可以形成治疗Ⅱ型糖尿病的
新策略。”Stanford 说，该团队认为药物会减少依
赖胰岛素注射的患者人数。“如果这种新药可以
像描述的那样起作用，它可以用于逆转胰岛素
耐受性，但我们首先要知道它是否安全。”英国
糖尿病协会的 Emily Burns 说。

据悉，该药物可通过限制一种叫作酪氨酸
磷酸酶（LMPTP）的低分子质量蛋白而起作用，
它似乎有助于细胞失去对胰岛素的敏感性。通
过限制 LMPTP，该药物可重新唤醒细胞表面的
胰岛素受体，特别是肝脏的胰岛素受体，它通常
在发现胰岛素后吸收血液中过多的糖。（晋楠）

Ⅱ型糖尿病需要注射胰岛素。
图片来源：Science Photo Library

至此，该团队历时 13 年，完成了预热燃烧
技术的机理研究、关键技术研究和中试研究，通
过创新并集成燃料自预热、高温改性、无着火直
接燃烧以及燃料氮析出调控等一系列关键技术，
终于攻克了超低挥发分碳基燃料着火稳燃、燃尽
和污染物排放控制三大难题。

产业应用 面向未来

预热燃烧技术的开发成功，打破了低阶煤分
级分质转化的关键技术瓶颈，为这一链条上的最
后一环———超低挥发分碳基燃料的高效清洁燃烧
利用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目前，团队正在加紧将这项技术向工业性示
范应用推进。依托实验研究成果并结合实际锅炉
工程经验，预热燃烧研发团队以挥发分接近于
0、热值不高于 3200kcal/kg 的气化残炭为设计燃
料，正在广西河池开展 100 吨 / 日气化残炭锅炉
工程示范项目。该示范工程目前已完成建设，预
计 2017 年下半年正式投入运行。

事实上，这项技术还可走得更远。国家“一
带一路”战略沿线有许多能源结构同样以煤为主
的国家，他们同样对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技术和
装备充满着渴望。

吕清刚呼吁：“采用预热燃烧技术实现超低
挥发分碳基燃料的高效清洁燃烧利用，将带来巨
大的经济效益和环保效益，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建议国家加大技术研发和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上接第 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