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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提出莱姆病快速诊断法

本报讯 一项新测试可区分莱姆病和另一种
有着几乎相同症状的蜱媒传染病。这会使医生更
加快速地治疗这种疾病，从而防止其令人不断衰
弱的症状发作。相关成果日前发表于《科学—转
化医学》杂志。

莱姆病由伯氏疏螺旋体细菌引起。当扁虱吸
食受感染小鼠的血液时会染上这种细菌，并通过
叮咬将其传给人类。此前测试曾试图辨别人体对
抗细菌时产生的抗体，但它们在感染初期是不可
靠的。同时，目前并未有针对南方蜱相关性皮疹
样疾病（STARI）的诊断测试。

当人体被感染时，新陈代谢发生紊乱，血液
中的化学物质也因此受到影响。来自美国科罗拉
多州立大学的 John Belisle 和同事想知道，莱姆病
和 STARI 能否通过衡量每种疾病引发的血液中
特定代谢产物的丰度变化得以区分。

为此，他们从确诊患有莱姆病或 STARI 的
病人中选取了 220 份血液样本，并将它们同健
康对照组的血液样本进行了比对。患病的样本
是在皮肤损伤出现的 6 天内收集的。该团队辨
认出 STARI 和莱姆病之间存在的多处差别，包
括脂肪酸水平的不同，并且训练算法识别这些
差异。当在一组新样本上接受测试时，该算法能
分别以 85%和 92%的准确度诊断出莱姆病和
STARI。

“我们正试图将其发展成临床测试。”Belisle
表示，“我们希望在一年内完成此项工作，随后便
是临床试验。”

不过，一名来自英国慈善机构———“对抗莱姆
病”的代表指出，此项测试可能仅同在美国引发疾
病的特定菌株相关。“由于在欧洲出现的莱姆病同
美国并不相同，因此这项研究可能并不适用于会产
生不同代谢物的欧洲莱姆病。” （宗华）

科学家发现
控制红细胞成熟关键机制

据新华社电 美国和加拿大科学家日前发现，
在红细胞发育过程中，有一种酶充当着“拆迁规
划员”的角色，负责把不需要的蛋白质打上标记
以便拆除，使细胞变成高度专门化的成熟红细
胞。该发现将有助医学界开发治疗血液疾病和癌
症的新方法。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
美国《科学》杂志上报告说，这种名叫 UBE 的酶
是红细胞完成分化的关键因素，缺少这种酶会导
致贫血。

红细胞是哺乳动物体内最简洁的细胞之一，
主要由血红蛋白组成，其余部分极度精简，以便
尽量高效地运输氧气。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分化
成半成熟的网织红细胞，后者即将发育成熟时，
一种称为蛋白酶体的巨大分子会把其中不需要
的蛋白质拆除。

网织红细胞里的 UBE2O 酶含量很高，大
规模蛋白质分析显示，这种酶以小分子蛋白质
泛素为标签，给待拆目标打上标记。蛋白酶体寻
找泛素标签并与之结合，开展拆除工作。这种

“泛素－蛋白酶体系统”是生物体清理蛋白质的
主要机制，新研究首次证实它影响着红细胞分
化，并确认 UBE2O 酶在其中起着核心作用。

实验表明，如果相关基因发生突变导致
UBE2O 酶水平低下，网织红细胞里的无用蛋白
质会大量保留下来，无法实现特化，拥有这种基
因突变的实验鼠会表现出贫血症状。

新型“金属玻璃”催化剂
可高效处理污水

据新华社电 澳大利亚伊迪斯考恩大学日前
发表新闻公报说，该校科学家使用纳米技术制造
出一种新型“金属玻璃”催化剂，可以环保、高效
地处理污水。

“金属玻璃”又称非晶合金，具有与玻璃类
似的原子堆积结构，比晶体材料拥有更高的催
化活性。

负责这项研究的伊迪斯考恩大学工程学院
副教授张来昌在接受记者采访中说，与目前常
见的采用铁盐、铁离子等作催化剂处理工业废
水的方式相比，“使用金属玻璃催化剂不会造成
二次污染，并且其催化效率高，可重复使用超过
20 次。由于金属玻璃已可以大规模生产，市场
价格低廉，运行维护成本也较低”。

张来昌的团队使用纳米技术改变了铁的原
子结构，制成了原子堆积结构为“长程无序、短程
有序”的新型铁基金属玻璃条。在实验室条件下，
这种新型材料可以吸附染料和重金属废液中的
杂质等物质，在几分钟内就可将污水净化。

这项研究成果近日刊登在美国《先进功能材
料》科学杂志上。

张来昌说，已有不少国际企业，包括中国企
业对这一技术表现出了兴趣，不过目前相关研究
都是基于实验室模拟条件下完成的，真正大规模
投入使用还需进行最终测试。“我相信此项研究
会给工业污水处理带来益处。” （何嘉悦）

本报讯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政府日
前解散了一个政府顾问委员会，该委员会旨在
帮助美国应对不断变化的气候。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于 2015 年成
立了该委员会，旨在帮助企业、州和地方政府使
用下一代国家气候评估工具。这份由法律授权
的报告将于 2018 年发布，它将阐述最新的气候
变化科学，并描述全球气候变暖在如今以及未
来几十年将如何对美国产生影响。

该顾问委员会的期限于 8 月 20 日到期，特
朗普政府的官员于上周晚些时候通知其成员将
不会再续签。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的气候学家、
该委员会联合主席 Richard Moss 说:“这真的让
我很担心，也很难过。”他表示：“这是另外一码
事，这只是政治足球比赛的一部分。”

随着与即将到来的气候评估有关的重要最
后期限的临近，特朗普政府决定关闭该咨询委
员会。8 月 18 日，美国 13 家联邦机构发表了关
于气候科学状况报告的最后意见，这是明年将
要进行的主要气候评估的技术前奏。

学术界和政府机构的科学家对特朗普政府

（尤其是美国环境保护署）中的气候怀疑论者可
能会试图干预该文件表示了担忧。但是美国政
府多部门全球变化研究计划执行董事 Michael
Kuperberg 在一封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该报告

（初步定于今年 11 月发布）“有望实现这一目
标”。

Richard Wright 是一名退休工程师，目前供
职于由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组织的一个气候小
组。他对特朗普政府解散气候咨询委员会的决
定感到惋惜。Wright 认为，这个委员会已经形成
了一个有价值的机制，让联邦科学家和外部专
业人士团结起来，一起完成诸如管理水资源、制
定建设标准和建立通信网络等任务。

“我们发现，这个委员会是沟通气候与天气
学界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Wright 说，“如果
没有它，那将是一种遗憾。”

Moss 表示，委员会成员希望在联邦咨询委
员会的程序之外推进他们的工作。他说：“我们
相信完成这项任务的重要性，我们将找到一种
方法来完成这项任务。”

解散顾问委员会的做法并不是特朗普政府

第一次对科学顾问表现出不屑一顾。今年 5 月
和 6 月，美国环境保护署因为解雇了数十位在
其科学顾问委员会任职的科学家而受到抨击，
这些科学家为该机构的研究部门提供建议。与
此同时，特朗普至今也没有选择一名总统科学
顾问来领导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在该办公
室，许多职位仍然空缺。

在此之前，特朗普 6 月 1 日宣布退出《巴黎
协定》。美国这一决定给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带来
不确定性，受到广泛批评并引发民众抗议。《巴
黎协定》于 2015 年达成，2016 年 11 月生效，是
继《京都议定书》后第二份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
协议，为 2020 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
安排。

特朗普表示，《巴黎协定》给美国带来“苛刻
财政和经济负担”，美国从即日起停止落实这份
他认为“不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包括停止落实
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和停止为联合国“绿色气候
基金”提供资金。

特朗普曾称气候变化是骗局，他就任总统
后不久便要求评估修改奥巴马政府的《清洁电

力计划》。特朗普政府提出的 2018 财年联邦政
府预算也提议停止向一些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
项目拨款，并大幅削减环保预算。 （赵熙熙）

美解散气候科学顾问委员会
该委员会旨在帮助企业和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动态

新发现有望让沸石催化剂
更好处理汽车尾气

据新华社电 沸石催化剂常用于化工和
汽车工业，比如用于处理汽车尾气。美国一项
新研究说，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前所未知的
沸石催化剂起作用的机制，有望在此基础上
开发出更好处理汽车尾气的方法。

美国珀杜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新
一期《科学》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利用粒子加
速器产生的高能 Ｘ 射线，还有超级计算机，
分析了沸石催化剂工作的机制。在沸石这种
多孔材料中，大量直径仅 １ 纳米的小孔里
填有铜原子，这些铜原子是催化反应的活性
部位。

新研究发现，沸石中铜原子彼此之间的
联系在整个催化反应中起关键作用，如果调
整铜原子在沸石内的分布，有可能加快反应
过程，降低反应所需的温度。

目前汽车工业所用的一些处理尾气的
催化剂在 200 摄氏度下有效工作，但随着汽
车技术的发展，尾气温度将会下降，研究人
员因此希望开发出可在 150 摄氏度条件下
有效工作的催化剂。

和年幼黑猩猩相比，成年黑猩猩为烦恼中
的同伴提供慰藉的可能性更小。此项发现引发
了关于移情能力如何在人类近亲以及人类当中
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改变的研究。相关成果日
前发表于《自然—通讯》杂志。

当黑猩猩变得不安时，比如在输掉一场战
斗后，同伴通常会和它坐在一起并且通过亲吻、
梳毛或者拥抱，为其提供慰藉。同样的情况适用
于年幼的孩子。到两岁时，儿童也会对哭泣的家
庭成员作出类似反应，以安慰他们。

人们知道，黑猩猩有不同的个性：随着时间
的推移在行为上保持一致的个体差异。不过，它
们的移情趋向是否也是个性的一部分及其是否
会随时间而改变，目前仍不清楚。

来自美国埃默里大学的 Christine Webb 和
同事对同样位于佐治亚州的耶基斯国家灵长动
物研究中心的 44 只黑猩猩，开展了长达 8 年的
观察。他们发现，个体差异在整个生命过程中保
持一致：和“同龄人”相比，在年幼时为同伴提供
更多慰藉的黑猩猩，也会在以后的生活中更多
地安慰同伴。Webb 表示，这是黑猩猩在移情方

面也存在“个性”的首个证据。
研究还发现，和成年黑猩猩相比，年幼黑猩

猩会为同伴提供更多安慰，而婴儿期的黑猩猩
会安慰所有年龄段的大多数黑猩猩。

来自埃默里大学的研究共同作者 Frans de
Waal 介绍说，这并非意味着年长黑猩猩比年幼者
拥有更少的同情心。“我认为，它们在如何表达同
情心方面变得更有选择性。”de Waal 解释说，“它
们关注的是亲近的个体，比如后代或者朋友，而年
幼黑猩猩会对一切激起情感的事情作出反应。”

研究人员在倭黑猩猩和大猩猩中发现了类
似模式。相比之下，人类从童年到青春期会变得
更有同情心。有证据表明，移情作用会持续增加
直到中年，然后开始减退。不过，这来自人们报
告自身行为的问卷调查。“我并不信任他们。”de
Waal 表示。

来自荷兰莱顿大学的 Mariska Kret 表示，这
些研究可能存在问题。在成年人和儿童中测试
移情作用会更好。“年长者可能给予更少安慰，
但当他们这样做时，会做得更好。” （宗华）

科学此刻姻 姻

黑猩猩
越老心越硬

替代医学令癌症患者死亡几率翻番

本报讯 一项日前发表于美国《国立癌症研
究所杂志》的研究发现，选择替代医学而非传统

疗法治疗的癌症患者更有可能死于这种疾病。
来自耶鲁大学医学院的 Skyler Johnson 和同

事在研究来自美国国家癌症数据库的治疗方法
和生存记录时发现上述问题。该团队辨别出 281
名患有乳腺癌、前列腺癌、肺癌和结直肠癌的
人。他们均回避了诸如化疗、放射疗法和手术等
传统方法，转而选择了未经证实的治疗方法。

Johnson 并不清楚这些人采用了何种替代
医学，但发现自己的患者中有很多选择了各种
五花八门的治疗方法。“它们可能是草药、植物
性治疗药物、顺势疗法、特殊饮食或者能量水
晶。尤其是能量水晶，基本上就是石头。但人们
相信，它们有治愈癌症的威力。”Johnson 表示。

随后，该团队将这些人的健康结果同在年
龄、种族和疾病方面情况类似但接受了传统疗
法的 560 名其他患者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选

择替代医学的患者在确诊后 5 年内死亡的几率
高出 2.5 倍。Johnson 表示，这一数据可能被低估
了，因为诸如前列腺癌等癌症发展成对生命有
威胁的疾病所需的时间比这要长。

对于乳腺癌患者来说，选择替代医学的人
在 5 年内死亡的几率高出 5.68 倍。在接受传统
疗法的肺癌患者中，有 41%的人至少存活 5 年
以上，而未选择此类疗法的患者仅有 20%的人
存活了 5 年。

选择替代医学的结直肠癌患者中，仅有
33%的人在下一个 5 年中生存下来，而采用传统
疗法的人有 79%达到了上述目标。Johnson 解释
说，一些选择替代疗法的患者之所以生存下来，
可能是因为很多人通常一旦发现疾病恶化，最
终便会接受传统疗法。而这种二次治疗并未在
数据库中被记录下来。 （徐徐）

黑猩猩之间的慰藉。 图片来源：Windzepher/Getty

图片来源：Kent Wood/Science Photo Library

顺势疗法并未有太大作用。
图片来源：Peter Macdiarmid/Getty Images

美国已于 6 月 1 日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特
朗普曾说，《巴黎协定》对美国不公平。

图片来源：Brendan Smialowski/AFP/Getty

（上接第 1版）
项目进展和时间一起飞速向前。2004 年，

冷却存储环总装。2008 年，项目竣工验收，工
程建设任务全面优质完成，诸多技术取得重
大突破。2008 年到 2010 年间，实现全离子加
速。2011 年，实现重离子的一万秒均匀慢引
出。2008 年至 2014 年间，在高精度等时性原子
核质量测量方面陆续取得成果，引起国际同
行重视。

利用大科学装置的优势，近代物理所开展
了重离子冷却储存环高电荷态原子物理实验，
利用慢引出束流开展外靶核物理实验，进一步
巩固了我国在重离子领域的科研地位。

科研人员还建造了新的终端，用重离子加
速器提供的重离子，开展航天元器件单粒子效
应加速器实验，对型号任务、核高基项目中的元
器件单粒子效应进行考核和评估，年均供束时
间 700 小时。

同时，他们还利用现有平台开展材料研究、

重离子诱变育种研究及治疗肿瘤临床试验等。
从 2006 年到 2013 年，共治疗了 103 例浅层和
110 例深层肿瘤患者。

至此，我国重离子科学研究基地已然建成。

2011 至今：
跨越发展开拓未来

特色鲜明的近代物理所，在“创新 2020”
战略中，明确了“重离子科学与核技术研究”
的定位。

时至今日，近代物理所仍然没有忘记建所
之初的特点———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当
前，我们参与先导专项‘未来先进核裂变能—
ADS 嬗变系统’，协同相关单位，着力攻克 ADS
关键技术，建造核废料安全处理处置预研装置，
致力于引领世界 ADS 研究，打造国际先进核裂
变能技术研发中心。”肖国青说。

今年 6 月，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和

高 能 物 理 研 究 所 联 合 研 制 的 ADS 先 导 专
项———25 兆电子伏特连续波超导质子直线加速
器通过达标测试，再次创造了同类加速器国际
最高纪录。

“同时，我们依托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充分
发挥重离子束流不可替代的优势，解决重离子
物理前沿和重离子束应用领域重大科技问题，
致力于形成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重离子科学
研究中心。”肖国青说。

他表示，近代物理所有 3 个突破方向：一是
在先导专项领域，突破 ADS 关键技术，建立预
研装置，协同相关单位，研制小型器、靶、堆系
统；二是在基础研究领域，完成原子核质量精确
测量，在天体核合成过程和原子核壳层结构演
化等研究方向上取得创新成果；三是在应用研
究领域，实现重离子束的应用，充分利用重离子
的特点开展应用研究，为国防、区域经济发展和
改善生态环境做贡献。

未来，近代物理所还将重点培育先进离子

加速器关键技术、重金属散裂靶技术、先进核能
装置材料研究、极端条件下的重离子物理、空间
辐射效应地面模拟等 5 个学科方向。

在谈及近代物理所的当下和未来时，肖国
青时常提起近代物理所的“元老”：“我们的历史
是他们用心血和汗水创造的，我们也相信，明天
会更好。”

60 年过去了，当年 22 岁的小伙子魏宝文已
经进入耄耋之年，近代物理所却依然生机盎然。

“我的成长，是汇入国家发展和历史发展的洪流
里的。”魏宝文常向年轻人感慨，这个研究所又
何尝不在与国家历史同进退？

至今，魏宝文还记得，1958 年的那个初秋，
他和自己的前辈一样，背着行囊，下了火车，经
过兰州大学、兰州饭店，到了那个贫瘠却让他的
梦想扎下根的地方。今天，像当年的魏宝文一样
的年轻人，仍在陆陆续续带着行囊与梦想，走着
魏宝文曾走过的那些路，为近代物理所续写新
时代的新篇章。

刘延东考察中科院

国家天文台阿里基地

国家领导人对中科院的关怀和对基础科
学研究的重视让科学家们备受鼓舞。“基于中
科院国家天文台阿里基地，我们有望发展多
个具有中国引领特色的国际大科学计划。我
们今后努力的目标，就是建设世界屋脊科技
高地。”国家天文台副台长薛随建在接受《中
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在汇报工作和参观建设工地时，延东副
总理不断强调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关心
引力波研究的进展，并对我们的工作和国际
合作提出了要求。我们有信心在各方面的大
力支持下，按计划完成既定建设任务，争取早
日获得重大科学成果。”陪同参观的中国科学
院高能物理所所长王贻芳告诉《中国科学报》
记者。

“我们感受到国家领导人对基础研究的
重视，对阿里计划的关怀和大力支持。我们一
定加倍努力，做出更大的成绩。”引力波项目
首席科学家张新民说。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阿里基地是面向光
学红外天文和国家空天安全需求而建立的
观测运行平台。2016 年，该基地进一步规划
部署了台址评价监测仪器设施，中科大的量
子卫星隐形传态阿里实验舱实现常规运行。
2017 年，由中科院高能所牵头的阿里原初引
力波探测计划在此启动。

（上接第 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