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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会写科学新闻的机器人

“小柯”秀

《科学》：第 365 卷第 6454 期

海马尖波波纹参与视觉情景
回忆调控

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 Rafael Malach 课
题组的近期研究认为海马尖波波纹（SWR）与人
类的视觉情景记忆有关。相关论文发表在 8 月 16
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

海马尖波波纹构成大脑中最同步的激活事
件之一，并在离线记忆巩固中发挥关键作用。然
而，其在清醒、有意识的行为中的认知内容和功
能仍然不清楚。研究人员在人类中使用颅内记录
直接测试了这个问题，让他们对以前观看过的照
片进行情节自由地回忆。研究结果显示，在回忆
事件发生前 1 至 2 秒，海马纹波率出现内容选择
性增加。在回忆过程中，高阶视觉区域显示出与
回忆内容相关激活模式的明显 SWR 耦合重现。
最后，编码期间的 SWR 速率能够预测后续自由
回忆的表现。

这些结果揭示海马 SWR 在触发自发回忆
和在自由情景记忆检索期间协调皮层代表区恢
复中的作用。

相关论文信息：

科学家发现
感知痛觉的新细胞类型

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 Patrik Ernfors 研究小
组宣布他们发现了特异性皮肤施万细胞能够
引起痛觉感知。8 月 16 日，《科学》发表了这一
成果。

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专门的皮肤神经胶质
细胞类型，在皮肤的表皮下边界形成网状网络，
可传达有害的热和机械敏感性。研究人员发现其
与感觉神经元的直接兴奋性功能连接，并证明这
一先前未知的器官在感知伤害性刺激中具有重
要的生理作用。因此，这些与无髓鞘的伤害性神
经紧密相关的神经胶质细胞本质上是机械敏感
的并且将伤害性信息传递给神经。

据了解，生物体存活的基本先决条件是能够
检测和响应伤害性刺激。目前认为，有害刺激直
接激活皮肤中的伤害性感觉神经末梢。

相关论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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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探讨隐性卒中
与认知功能下降之间关系

由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等机构组成的研
究团队，对非心脏手术患者围手术期隐性卒中
进行了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相关论文于 8 月
15 日在线发表于《柳叶刀》。

这项前瞻性队列研究在 9 个国家的 12 个
学术中心进行，参与者年龄均在 65 岁及以上，
住院后择期行非心脏手术，术后进行脑 MRI
检查。由两名独立的神经放射学专家对 MRI
急性脑梗死进行评估，他们对患者的临床数据
并不知情。

研究组采用多变量回归探讨了隐性卒中
与认知功能下降之间的关系，认知下降定义为
随访一年后蒙特利尔认知评估较术前下降 2
分及以上。患者、医护人员和评审人员均对
MRI 结果不知情。

2014 年 3 月 24 日至 2017 年 7 月 21 日，
1114 例参与者中有 78 例发生围手术期隐性
卒中。随访一年后，69 例围手术期隐性卒中

患者中有 29 例 （42%） 发生认知功能下降；
932 例无围手术期隐性卒中患者中有 274 例

（29%）发生认知功能下降。隐性卒中增加了
围手术期谵妄、显性卒中和短暂性脑缺血发
作的风险。

围手术期隐性卒中与非心脏手术一年后认
知功能下降的风险正相关，对于 65 岁及以上非
心脏手术的患者，每 14 例中就有 1 例发生围手
术期隐性卒中。而围手术期隐性卒中的防治策
略仍有待研究。

据了解，在非心脏手术中，隐性卒中比显性
卒中更常见，并与认知能力下降有关。非心脏
手术后成人发生显性卒中率不到 1%，但研究组
对围手术期隐性卒中知之甚少。因此，他们主
要研究了围手术期隐性卒中（即无卒中症状的
患者非心脏手术后 MRI 检测到急性脑梗死）
与术后一年认知功能下降之间的关系。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更多内容详见科学网小柯机器人频道：

动态

给植物喷药也需讲究时候

据新华社电 英国一项研究发现，植物也有生物钟，
时段不同，它们对药物的敏感性也不同，因此喷药也需讲
究时候。研究人员认为，新发现将有助改进农业化学品的
使用，进而更好地保护环境、提高产能。

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和瑞士先正达公司的研究
人员日前在英国《自然·通讯》杂志上发表报告说，他
们发现，除草剂草甘膦引起的植物组织死亡或生长放
缓，取决于用药时间以及植物自身的生物钟。

研究显示，伴随植物昼夜节律的变化，草甘膦的
最小有效剂量也会发生改变。也就是说，在一天中的
特定时段，仅用较少的除草剂就能达到所需效果。这
不仅可以减少除草剂用量，还能为农民节省时间和金
钱，降低除草剂对环境的影响。

研究人员说，医学界早已发现，在治疗病患时，
将人体生理节律考虑在内能够达到更好的治疗效
果。最新研究表明，未来的农业实践中也可采用类
似方法。

报告通讯作者、布里斯托尔大学高级讲师安东
尼·多德说，将来或许可以利用植物的生物钟，改进一
些化学品在农业中的使用，相信这种将生物技术与精
细农业结合的方法将会带来更多经济和环境效益。

（张家伟）

逾 800 万人报名将名字送上火星

据新华社电 美国下一代火星车“火星 2020”将于明
年 7 月发射升空，次年 2 月登陆火星。目前已有 800 多万
人报名参与美国航天局的一项公众活动，将自己的名字
刻到硅芯片上，跟随“火星 2020”一起前往火星。

活动自今年 5 月下旬开始，至 9 月 30 日结束。活
动网站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报名人数已经超过 846
万。其中，来自土耳其、印度和美国的报名人数位列前
三。土耳其共有 250 多万人报名参与。中国有 23 万人
参与活动。

据美国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介绍，参与者在活
动网站上提交自己的名字、国籍，随后将会得到一张
电子“登机牌”，还可以获得“常旅客”积分。喷气推进
实验室将使用电子束将经过审核的名字蚀刻到硅芯
片上，随“火星 2020”一起登陆火星。

据介绍，每个芯片可以刻超过 100 万个名字，载
有所有名字的芯片将于 2020 年春天安置于“火星
2020”上，届时美国航天局将把照片展示在活动官网
及“火星 2020”任务网站上。

美国航天局负责科学任务的副局长托马斯·楚比
兴表示，在准备启动“火星 2020”这一历史性火星任务
之际，希望每个人都能参与这次探索之旅，它将揭开
火星很多未解之谜，甚至包括生命的起源。

在美国“洞察”号无人探测器 2018 年登陆火星之
前，也曾开展类似活动，当时共有 240 多万个名字被
刻到硅芯片上，随“洞察”号前往火星。 （谭晶晶）

世卫组织敦促
在国际会展中禁止烟草广告

据新华社电 世界卫生组织 8 月 15 日发表新闻
公报称，希望各国政府遵循《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
框架公约》规定，在国际博览会和会议上全面禁止烟
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世界卫生组织敦促各国政府确保国际博览会和
会议上的活动和日程不含烟草内容，并且活动和参与
者不由烟草公司赞助。

瑞士政府最近拒绝了美国烟草公司菲利普·莫里
斯国际公司对 2020 年迪拜世博会瑞士馆的赞助。世
卫组织欢迎瑞士政府的决定，并称允许世界上最大的
烟草生产商参加博览会，将违背迪拜世博会“沟通思
想，创造未来”的主题精神。政府必须积极努力减少吸
烟人数，改善健康状况和保护后代。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应防止烟
草控制方面的公共卫生政策受到烟草业商业利益影响。
世卫组织和国际展览局于 2011 年签署谅解备忘录，禁
止烟草公司、其代理人或附属机构赞助博览会。

世卫组织还敦促国际博览会和会议所有组织者
采取完全无烟政策，以防在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
工具等公共场所接触烟草烟雾，任何指定吸烟区都必
须设立于室外。 （王子辰）

用原子力显微镜拍摄的碳-18分子的三维图像
图片来源：IBM

化学家首次成功合成纯碳环
可用于研制电子和纳米器件新材料

本报讯 在大多数化学家都已然放弃尝试
很久之后，一个研究小组终于合成出第一个由
18 个原子组成的环状纯碳分子。

化学家从一个由碳和氧组成的三角形分
子入手———他们用电流操纵来制造这个碳 -18
环。对这种被称为环碳的分子性质进行的初步
研究表明，它具有半导体的功能，可以使类似
的直碳链成为分子级电子元件。

日本大阪大学化学家 Yoshito Tobe 说，这
是一项“绝对令人震惊的研究工作”，开辟了一
个新的研究领域。“许多科学家，包括我自己，
都试图捕获环碳并确定它们的分子结构，但却
都是徒劳的。”Tobe 说。

这项研究结果发表在 8 月 15 日出版的美
国《科学》杂志上。

纯碳有几种不同的形式，包括钻石、石墨
和“纳米管”。元素的原子可以与自身形成各种
构型的化学键，例如，每个原子都能以金字塔
形状与 4 个相邻的原子结合，就像钻石一样；

或者与 3 个相邻的原子结合，比如构成单原子
厚度石墨烯薄片的六角形模式。（在块状石墨、
碳纳米管和被称为富勒烯的球状分子中也发
现了这种三键结构）

然而碳也可以仅仅和附近的两个原子成
键。长期以来，诺贝尔奖得主、纽约州伊萨卡市
康奈尔大学化学家 Roald Hoffmann 等人认为，
这将导致纯碳原子链的形成。每个原子可以在
每一边形成一个双键———这意味着相邻的原
子共用两个电子，或者在一边形成一个三键，
在另一边形成一个单键。不同的研究团队已经
尝试基于这种模式合成环或链。

但 是 英 国 牛 津 大 学 化 学 家 Przemyslaw
Gawel 说，由于这种结构类型比石墨烯或金刚
石具有更强的化学反应性，因此其稳定性较
差，尤其是在弯曲时。

合成稳定的链和环通常需要包含碳以外
的元素。一些实验已经暗示在一个气体云中会
产生全碳环，但还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

Gawel 和他的合作者现在已经创造出了长
期寻找的环状分子碳 -18 并进行了成像。

通过使用标准的“湿”化学方法，他的合作
者、牛津大学化学家 Lorel Scriven，首次合成的
分子包括从环上脱落的有 4 个碳的正方形，同
时正方形上附着有氧原子。随后，研究小组将
他们的样本送到位于瑞士苏黎世的 IBM 实验
室。在那里，合作者将氧—碳分子放在一层氯化
钠上，并置于一个高真空室内。研究人员用电流

（借助原子力显微镜，也可以使用扫描调谐显微
镜）一次操作一个环，以去除多余的含氧部分。

经过反复试验，显微扫描显示了 18 个碳原
子的结构。“我从没想过会看到这个。”Scriven 说。

IBM 的研究人员表示，18 碳环有交替的三
键和单键。对于碳 -18 到底具有这种结构，还是
完全由双键构成，理论研究结果一直存在分歧。

研究人员认为，交替的化学键类型很有
趣，因为它们被认为赋予了碳链和碳环以半导
体的性质。研究结果表明，长而直的碳链也可

能是半导体，Gawel 说，这可能使它们在未来成
为分子大小的晶体管的有用组件。

目前，研究人员正在研究碳 -18 的基本性
质，他们一次只能生成一个分子。研究人员还
将继续尝试其他可能有更多产量的技术。“迄
今为止，这只是非常基础的研究。”Gawel 说。

Hoffmann 表示：“这项研究工作很漂亮。”
不过他补充说，碳 -18 在脱离盐表面后是否稳
定，以及它是否能比一次合成一个分子更有效，
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赵熙熙）

相关论文信息：

微塑料无处不在
北极雪也遭污染

据新华社电 微塑料在地球上已经无处不
在，不仅会出现在自然水体、饮用水甚至动物体
内，一项最新调查发现，微塑料还能进入大气循
环，并伴随降雪进入高山和极地地区。1 升北极雪
中，微塑料颗粒竟多达 1.44 万个。

微塑料通常是指直径小于 5 毫米的塑料颗
粒。德国和瑞士研究人员在新一期美国《科学进
展》杂志上发表论文介绍，他们在德国多地、瑞
士阿尔卑斯山区以及北极地区采集雪样，对融
雪进行过滤，再用红外显微镜检测滤液中残留
的塑料颗粒。

结果发现，微塑料在这些地区的雪样中均大
量存在。德国南部某乡村公路雪样中微塑料最多，
浓度达到每升 15.4 万个；北极雪样中的微塑料也
不少，可达每升 1.44 万个。

研究人员说，考虑到气象原因，相信欧洲地
区特别是北极地区的大部分微塑料来自大气循
环和降雪。虽然先前曾有研究发现空气中存在
微塑料，但这项研究表明，微塑料可以通过大气
循环飘到很远的地方，并经由降雪抵达地表。

“这种额外的传送路径也解释了以往研究中，
在北极海冰和深海中发现的微塑料为何如此之
多。”论文第一作者、德国亥姆霍兹极地与海洋中
心研究人员梅拉妮·贝格曼说。

虽然微塑料可能会威胁人类健康，但贝格曼
坦言，相关研究目前还很缺乏，已有研究也主要关
注人类通过食物链摄入的微塑料。因此，一旦确定
大气会传送大量微塑料，“自然会引出关于人类吸
入多少微塑料及其影响的问题”。 （张毅荣）

印度研发出
新型铁离子电池

据新华社电 印度研究人员日前宣布开发
出一种可充电的铁离子电池，它以低碳钢为阳
极，具备性价比高、可储存电量高等优势。

相关研究成果近期发表在英国皇家化学会
期刊《化学通讯》上。论文说，印度理工学院马德
拉斯分院研究团队研发的这种铁离子电池，以
低碳钢为阳极，五氧化二钒为阴极，电解液为含
高氯酸铁的醚基电解液。

研究显示，这种电池可进行 150 次循环充放
电，在 50 次循环充放电结束时还能保持 54%的电
量，显示出良好的稳定性。当在特定条件下制造这
种电池时，其能量密度可达每千克 220 瓦时，约为
锂离子电池的 60%。而在一般环境下制造出来的
这种电池能量密度接近锂离子电池的 40%。

研究人员说，如果以纯铁为阳极，铁离子不容
易从阳极移动到阴极并在充电时重回阳极，但低
碳钢中存在的少量碳促进了这一循环。他们认为，
铁离子电池在充电过程中更稳定，可防止电池短
路，且与常用的锂离子电池相比成本也更低。

该团队下一步重点是尝试不同的阴极材
料，以进一步提高铁离子电池的性能。

科学此刻姻 姻

免疫细胞或是
胆结石祸首

人们早就知道，胆结石由胆囊中的晶体生
长而来，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晶体是如何结合
在一起的。现在看来，免疫细胞是罪魁祸
首———这一发现可能带来新的治疗方法。相关
成果日前发表于《免疫学》杂志。

德国弗里德里希—亚历山大大学埃尔兰
根—纽伦堡分校的 Martin Herrmann 和同事，
在研究胆结石患者胆汁中的小结石时发现了
这一现象。

这些小石头的表面有明显的中性粒细胞
胞外诱捕网的迹象。后者是免疫细胞释放的
DNA 粘网，用来捕捉入侵的微生物。大团
DNA 的存在和中性粒细胞免疫细胞使用的
一种酶表明，这些细胞一直以胆结石为攻击
目标。

为测试这一结论，研究人员在实验室里将
胆固醇晶体与人类中性粒细胞混合。中性粒细
胞通过将 DNA 射向晶体作出反应。

当他们在中性粒细胞存在的情况下摇动并
旋转胆结石时，胆结石表面会迅速收集中性粒
细胞 DNA。这些黏糊糊的网把胆固醇和钙晶
体拉到一起形成更大的石头。

以这种方式形成的结石可能会被忽视，直
到有结石从胆囊进入小肠或停留在胆管，并引
起剧烈的疼痛。

这些发现可能促成针对胆结石的预防性治
疗。Herrmann 和同事发现，改变基因或使用药
物破坏这些诱捕网的形成，会使小鼠体内的胆
结石更少、更小。

研究人员测试的其中一种药物叫做美托洛
尔，目前用于治疗一些类型的心脏疾病。
Herrmann 表示，还需要进行人体试验，看看这
种药物是否也有助于预防胆结石。 （宗华）

相关论文信息：

科学家在人类胆结石表面发现了 DNA和一种酶。 图片来源：Munoz et al./Immunity

本报讯 运动服正在经历机器人升级。一种
穿起来像自行车短裤的新型机械护甲，可使步

行和跑步都更加节能。相关成果日前发表于
《科学》杂志。

美 国 内 布 拉 斯 加 大 学 奥 马 哈 分 校 的
Philippe Malcolm 和同事开发了这种柔性护甲。
它能将穿戴者走路时消耗的能量减少 9%、跑步
时消耗的能量减少 4%。

这种奇特的护甲并不是第一款减少运动
消耗能量的装备———其他的已经能使步行或
跑步更节能。但 Malcolm 团队表示，这是第一
款同时对步行和跑步都有所帮助的装备。这种
设备最终可能会被那些长时间站立的人使用，
比如救援人员、消防员和军人

这种装备重 5 公斤，包括两块包裹在大
腿周围且与一条织物腰带相连的布料。从腰
带上伸出的缆绳拉住大腿包裹物，以帮助臀部
伸展。

这种装备在人体躯干上安装了一个传感

器，用于检测穿戴者是在走路还是跑步，而大
腿上的传感器用来检测腿部位置的变化。在穿
戴者的前脚着地之前，装备后面的一个运动装
置会开始拉动缆绳，以辅助身体的自然髋部伸
展，并减少产生同样力量所消耗的能量。

在行走或跑步时，后腿向前移动，缆绳松
弛。“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几乎没有任何行动限
制。”Malcolm 说，他和团队成员让 9 名参与者
穿上这种装备并在跑步机上进行了测试。这些
参与者每人在 5 分钟内步行 450 米，同时在 5
分钟内跑了 750 米。无论步行还是跑步，测试
都分成装置打开和关闭两种情况。

节省的能量相对可观，下一阶段的研究将
需要更长时间的试验，以确定这种装备能否帮
助穿戴者跑得更快或更远。 （徐徐）

相关论文信息：

机器人短裤让跑步和行走更节能

机器人短裤可在人们步行或跑步时节省能量。
图片来源：哈佛大学

发展路径：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

提起中国科技期刊建设，不少人的感觉就是“分
散办刊”现象较为突出，传统科技期刊出版方式难以
适应现代的市场化、集群化运营。

对此，《意见》指出要实现科技期刊数字化转型，
推进集群化并加快向集团化转变，形成有效支撑现代
化经济体系建设、与创新型国家相适应的科技期刊发
展体系。

周浙昆对此感触颇深：“《植物多样性》改版英文刊
时，就想加盟到大型出版集团，使发表的文章更容易被读
者读到，但国内就找不到合适的大型出版集团。中国科技
期刊做大做强，一定要走集团化的路子。”

近年来，不少中国科技期刊建设依托国外数据库
商和国际学术出版平台“借船出海”，提升了期刊出版
效率和影响因子，但这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期
刊出版受制于国外，“造船出海”成为中国科技期刊发
展的必由之路。

“中科院长春光机所有 6 本期刊，对于研究所来
说，需要很多成本。目前我们缺的是一流的出版集团。
中国相当一部分科技期刊依托科研院所、大学等办
刊，出版的技术手段非常有限。我们呼吁能够有更大
的平台稳定支持中国科技期刊发展，在行业内起到辐
射带动作用。”白雨虹说。

周浙昆表示，在“造船出海”的过程中，也要注重
提升科技期刊的专业管理能力。“办一本好的科技期
刊，审稿人、编辑、作者三者缺一不可，但现在科技期
刊严重缺乏高水平的编辑和出版人才。”

对此，他建议，尽快建立国内大型出版集团，不断
扶持中国科技期刊建设，吸纳高水平的编辑和出版人
才，让认真审稿和投稿成为科学共同体的职责。

（上接第 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