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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快讯
（选自 杂志，2021年 1月 22日出版）

太阳系形成过程中行星构造板块演化

地球化学和天文证据表明，行星的形成发
生在两个时空分离的储层中。这种二分法的起
源是未知的。

该研究使用数值模型，研究太阳原行星盘
演化如何影响原行星形成时间及其内部演化。
来自不同源区的水雪线迁移可以产生两种不
同的星子形成的爆发。这些储层具有不同的地
球物理演化模式，挥发物含量明显不同，这与
吸积年代学、热化学和内外太阳系的质量差异
有关。

该模拟表明，太阳系的成分分馏和同位素
分歧是由盘状动力学、非均匀吸积和形成原行
星内部演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引起的。

相关论文信息：

单原子催化模型中的一氧化碳吸附

理解单原子催化的局部环境如何影响稳
定性和反应性仍然是一个挑战。Fe3O4（001）是
模型载体。在室温下沉积时，所有金属在 Fe3O4

（001）上都占据相同的双配位吸附位点。

该研究对 Fe3O4（001）上的铜、银、金、镍、
钯、铂、铑和铱进行了深入研究。表面科学技术
表明，CO在单个金属位点上的吸附强度不同
于各自金属表面和支持的团簇。电荷转移到支
撑改变了金属原子的 d 轨道和金属 CO 键的
强度。

这些效应可以增强键（对于 Ag1-CO）或削
弱键（对于 Ni1-CO），但共诱导的结构畸变降
低了仅基于电子结构的吸附能。弛豫程度取决
于局部几何，可以通过与配位化学类似的方法
预测。

相关论文信息：

结构相变中有序参数的超快速纳米成像

想理解可以通过光进行开关的材料和设
备的微观过程，需要在纳米长度和飞秒时间尺
度上的动力学实验。

该研究引入超快暗场电子显微镜映射跨
越结构相变的有序参数，利用超短激光脉冲局
部激发 1T-TaS2薄膜，并利用超短电子脉冲对
样品瞬态成像。

暗场孔径阵列允许研究人员以飞秒的时

间分辨率和 5纳米的空间分辨率跟踪材料中
电荷—密度波畴的演化，解释弛豫路径和畴壁
动力学。选择性对比度增强的独特优势将激发
未来的超快透射电子显微镜束整形技术。

相关论文信息：

聚合物钝化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中
高填充因子的纳米级接触

聚合物钝化层插入钙钛矿电荷传输层界
面可以提高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开路电压。然
而，许多这样的聚合物层是不良导体，导致钝
化质量（电压）和串联电阻（填充系数）之间的
权衡。

该研究介绍了一种纳米模式的电子传输
层，它可以通过修改钝化层的空间分布，形成
经过钝化的界面，从而提供有效的钝化和出色
的电荷提取。

通过结合纳米图案化的电子传输层与无
掺杂剂的空穴传输层，研究人员制备了认证功
率转换效率为 21.6%的 1平方厘米的电池，其
在湿热暴露 1000 小时后仍保持约 91.7%的初
始效率。

相关论文信息：

眼镜蛇防御性毒液成分
趋同进化

趋同进化提供了对进化背后的选择性驱
动因素的理解。蛇毒具有直接的遗传基础和明
确的功能表型，为探索适应性的重复进化提供
了一个模型系统。

蛇主要利用毒液捕食，而且毒液组成往往
反映了饮食专一性，3种眼镜蛇已经独立进化
出了向敌人吐毒液的能力。

通过基因、蛋白质和功能分析，研究发现
这 3种毒液的共同特征是磷酸化酶 A2毒素的
上调，这增强了已经存在的毒液细胞毒素的作
用，从而激活哺乳动物的感觉神经元，并导致
疼痛增强。

这些重复的独立变化提供了一个有趣案
例，说明防御选择驱动了多个表型水平上的趋
同进化。

相关论文信息：

（李言编译）

本报讯美国生物医学工程师近日证明，人
体肌肉具有在运动时抵御慢性炎症损伤的先
天能力。这一发现利用实验室培育的人造人体
肌肉得以实现，展现了这种平台在此类研究中
的潜在实力。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于《科学
进展》。
“在运动过程中，人体会发生很多变化，很

难区分哪些组织和细胞做了什么。”杜克大学
教授 Nenad Bursac 说，“我们的工程肌肉平台
是模块化的，意味着可以混合和匹配各种类型
的细胞和组织成分。在此前提下，我们发现肌
肉细胞自行发挥抗炎作用。”

炎症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当身体受伤时，
最初的低水平炎症反应会清除“碎片”，帮助组
织重建。另一些时候，免疫系统反应过度，便会
产生一种炎症反应，造成损害。此外还有一些
疾病会导致慢性炎症，比如类风湿性关节炎和
肌肉衰减综合征。这些疾病会让肌肉萎缩，削
弱肌肉的收缩能力。

在能引起炎症的诸多分子中，有一种促炎

症分子———干扰素—γ，与各种类型的肌肉萎
缩和功能障碍有关。虽然先前对人和动物的研
究表明，运动有助于减轻炎症影响，但很难确
定肌肉细胞本身发挥了什么作用，更不用说它
们如何与干扰素—γ等特定的致病分子相互
作用了。

论文第一作者 Zhaowei Chen表示，“虽然
知道慢性炎症会导致肌肉萎缩，但我们想看看
工程肌肉是否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结果不仅
证实了干扰素—γ主要通过一种特定信号途
径发挥作用，还表明运动的肌肉细胞可以直接
对抗这种促炎症信号，而不依赖于其他类型细
胞或组织的存在。”

为了证明肌肉本身能够阻断干扰素—γ
的破坏力，研究人员转向实验室已开发了近 10
年的工程肌肉平台。一直以来，该实验室通过
向“配方”中添加免疫细胞和干细胞库等方法
不断改进它。

在目前研究中，科学家将功能齐全的工程
肌肉在相对高水平的干扰素—γ中浸泡 7天，

以模拟长期慢性炎症的影响。正如预期的那
样，肌肉变小了并失去了很多力量。

之后，研究人员再次使用干扰素—γ，但
这一次通过一对电极的刺激模拟肌肉运动。如
先前实验所示，研究人员期望这一过程能诱导
一些肌肉“生长”，但他们惊讶地发现，该过程
几乎完全消除了慢性炎症的影响。

研究人员随后证明，模拟运动抑制了肌
肉细胞中的一种特定分子途径，而用于治疗
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两种药物托法西替尼和
巴里西替尼阻断的是同一途径，二者具有相
同的抗炎作用。
“运动时，肌肉细胞本身直接对抗干扰

素—γ诱导的促炎症信号，这是我们没有预料
到的。”Bursac说，这些结果显示了实验室人体
肌肉在发现疾病新机制和潜在疗法方面的价
值。

他补充道，“有观点认为，最佳的运动水平
和运动方式可以对抗慢性炎症，同时不会对细
胞造成过大压力。也许通过工程肌肉平台，可

以帮助我们确认这些想法是否正确。”（王方）
相关论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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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此刻姻 姻

一个会写科学新闻的机器人

“小柯”秀

更多内容详见科学网小柯机器人频道：

伏特电鳗并不总是独来独往的捕猎者，它可以和多个同类合力捕获一大批猎物。 图片来源：L. Sousa

锻炼肌肉可对抗慢性炎症

电鳗也能
集体狩猎

近日，在发表于《生态学与进化》的研究
中，巴西、美国的科研人员在亚马孙河深处发
现，电鳗可以通过合作吃到一顿饭———这与狼
和虎鲸的做法没什么不同。

群居捕食是哺乳动物的一种常见策略，但
在鱼类中相对少见。多年的观察让科学家把电
鳗归类为单独的捕食者———它们能把鱼击昏
然后吃掉。

但巴西马瑙斯国家亚马孙研究所的 Dou-
glas Bastos、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国家自然历史博
物馆的 Carlos David de Santana 和合作者更新
了科学家的认识：他们拍摄了 100多条伏特电

集体狩猎鳗的场景。
研究人员发现，在黄昏和黎明前后，水中的

鳗鱼群开始绕圈游泳，从而把鱼群驱赶到浅水
区。接着是同步攻击———10条鳗鱼会同时放射
强大的电流攻击猎物，这会使鱼从水中跃出并落
在水面上。这些鱼很快就被捕食者吃掉了。

Santana说，这种行为可能很罕见，只有猎
物足够多的时候才会发生。这项成果为研究捕
食和逃跑策略相互作用的进化提供了一个新
的视角。 （晋楠）

相关论文信息：

猫为何喜欢猫薄荷

本报讯 大多数猫咪迷恋猫薄荷和银藤这
两种植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这类植物常常
会引起猫咪的兴奋反应，从而产生玩耍、喵叫
和打滚等行为，所以它们的干叶子被用于制作
世界各地的家猫玩具。

虽然这种反应是众所周知的，但其生物学
功能和潜在机制仍未确定。在 1月 20日发表
于《科学进展》的研究中，作者揭示了这种反应
的神经生理机制和功能结果。他们发现环烯醚
萜荆芥内酯醇是银藤的主要成分，能在猫和其
他猫科动物中引起这种强烈的反应。

荆芥内酯醇增加了猫的血浆β内啡肽水
平，而μ阿片受体的药物作用则抑制了经典的
摩擦反应。摩擦行为将荆芥内酯醇“传递”到被试
者的脸上和头上，从而可以驱赶白纹伊蚊。

因此，这种“自我涂油”的行为有助于保护
猫不被蚊子叮咬。猫通过μ阿片类系统对荆
芥内酯醇的特性反应，为非人类哺乳动物利用
植物代谢物进行化学害虫防御提供了一个重
要范例。 （冯维维）

相关论文信息：

欧盟峰会敦促
疫苗生产企业遵守合同

据新华社电 欧盟 27国领导人 1 月 21 日
晚举行视频会议。与会各方一致呼吁加快疫苗
配送和接种速度，敦促疫苗生产企业遵守交付
合同，并表示必要时应采取一切手段保证疫苗
及时供应。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当晚发表口头声
明说，与会各方认为，要按照人口比例向欧盟
各成员国同时提供疫苗，同时，要密切关注疫
苗接种进程，必要时应采取一切手段保证疫苗
及时供应。

与会各方在会议中讨论了新冠病毒不断
变异情况下加强检测和抗疫协同事宜，并在此
前提议基础上达成一系列新共识。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会后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说，当前欧盟需要提升新冠病毒检测
能力以及病毒基因测序能力。目前欧盟只有两个
成员国对阳性病例所感染病毒的基因测序比例
达到 10%，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到 1%，这远不足以
摸清病毒变异情况，新目标是要至少达到 5%。

与会各方一致强调继续保持欧盟内部边
境开放、单一市场正常运作、基本商品和服务
流动的必要性，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地实施旅行
禁令，但认为也要采取措施限制欧盟境内的非
必要旅行，并表示有可能调整管控内部和外部
边境的指导意见。

为完善边境防疫管理，欧盟决定在现有的
颜色分级体系中增加“暗红色”层级，用来表示
高风险地区。从“暗红色”地区出发前往其他地
区的人员，需要在启程前进行检测，抵达后接
受隔离。 （李骥志）

《细胞》

小鼠神经干细胞激活调节机制获揭示

加拿大拉瓦尔大学 Armen Saghatelyan小组发现，
小鼠成体神经干细胞的激活受昼夜周期和细胞内钙动
力学的调节。这一研究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细胞》。
研究人员定制了一套体内成像方案，可以跟踪

神经干细胞（NSC）数天至几个月，并观察其在行为
自由小鼠中的激活动力学。令人惊讶的是，NSC分裂
在白天更为频繁，并受到黑暗诱导的褪黑激素信号
抑制。褪黑激素受体的抑制影响细胞内 Ca2+动力学
并促进 NSC激活。

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了静态和激活的 NSC 的
Ca2+标记，并显示了几种微环境信号在细胞内 Ca2+

途径上汇聚，进而调节 NSC 的静态和激活。体内
NSC 特异性 Ca2+流的光遗传学调节能够模仿自由
行为小鼠中的静止状态样 Ca2+动力学，从而阻断了
NSC激活并保持了其静止状态。这些发现揭示了介
导自由行为动物中 NSC激活的调节机制。

相关论文信息：

《自然—医学》

烟草控制政策降低全球吸烟率

美国华盛顿大学 Emmanuela Gakidou 小组在最
新研究中，分析了烟草控制政策对全球吸烟率的影
响。相关论文近日发表于《自然—医学》。

他们表明，全面的烟草控制政策（包括禁烟令、健
康警告、广告禁令和烟草税）可有效降低吸烟率；在特
定国家 /地区同时实施这些政策时，可以看到放大的
积极效果。他们发现，如果在反事实分析中包括的所有
155个国家 /地区都在最严格的水平上采取了禁烟令、
健康警告和广告禁令，并将卷烟价格提高到至少 7.73
美元，那么在美国将减少大约 1亿烟民。这些发现凸显
了各国迫切需要加快实施一系列强有力的烟草控制措
施，从而减轻因吸烟引起的疾病和死亡的负担。

据悉，在过去 20年中，全球为减少烟草流行做
出了巨大努力，尤其是在世界卫生组织于 2003年通
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之后。2015年，由于认识到
烟草使用造成的负担，烟草控制被列入《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的全球发展目标。
相关论文信息：

每天都在和“问题”打交道

薛长斌的直觉告诉他，问题就在软硬件的配合
过程中。团队决定按这个方向查，一边推进整个项目
进度，一边等待着问题的出现，随时展开排查。

这一查就是一年。最终，团队在检查了几万行代码
后终于发现，问题出现在其中一个函数与操作系统编
译器的兼容性上。“这其实都不能算问题，函数本身没写
错，只是编程语言与CPU的兼容性出现了问题。”

问题解决了，实践十号在经费、进度异常紧张的
情况下圆满完成既定科学实验项目，在多个领域实
现多项重大突破。
如今坐在办公桌前的薛长斌谈笑自若，丝毫看不

出他面临的压力。但 20年的科研生涯让薛长斌明白一
个道理，走向成功的过程永远充满着枯燥乃至痛苦，幸
福与收获都是坚持下来的结果。
“我敢下这个结论，如果有件事情让你时刻都做

得特别快乐，这多半是件无意义的事情。”薛长斌果
断而又坚定地说。

相信团队的力量

嫦娥四号是首次在月球背面着陆的人类探测
器，也是中国探月工程首次开展的国际合作任务，搭
载了沙特、荷兰、德国、瑞典四国的有效载荷仪器。
作为嫦娥四号任务有效载荷分系统总设计师，

薛长斌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与困难：由于涉及国
家多、合作层级高，每一个问题的改动、调整，都要面
面俱到，有时候为解决一个技术问题甚至要惊动对
方国家的外交官。
但薛长斌还是坚持下来了。他明白，自己责无

旁贷。
空间科学工程管理中心 GECAM卫星项目办主

任耿浩与薛长斌虽隶属于不同部门，却是相识 19年
的老同事。“我最佩服的就是他与人沟通、理解人的
能力。”谈起薛长斌，耿浩颇为赞赏。
嫦娥四号任务圆满完成后，薛长斌作为第一作者

在《中国航天（英文版）》上发表综述文章，将自己的许多
经验写入其中，希望在以后的国际合作上少走弯路。

团队是薛长斌经常挂在嘴上的词。经历得越多，薛
长斌越感到个人力量有限，一项任务成功与否的关键，
通常不仅仅在于技术，团队能否凝聚在一起形成战斗
力、各项目间能否高效配合往往起到决定性作用。
“出了问题不要先想着把自己择出去，而是从任务、

团队等大局出发，一块儿想办法解决问题。”这是薛长斌
对团队的要求。但另一方面，他从不要求大家做无条件
的牺牲，而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换位思考、相互理解。

在同兄弟单位的合作中，薛长斌也坚持这一原
则，从不过多抱怨。“每个人都有压力，多替别人想
想”。在他看来，这也是大局观的一种体现。

身为总师的薛长斌工作千头万绪，不是没有发
脾气的时候。“我来之前刚跟人吵完，工作中的意见
冲突在所难免，但我们吵归吵，没有一个人是为了私
利，都是从团队出发。”他相信只要团队有战斗力，再
多问题也能解决。
薛长斌还很看重好奇心对科研工作者的意义。

“一旦好奇心被激发出来了，不需要外部驱动，自己
就主动去钻研。”

由于工作需要，他最近开始研究小行星探测，休
息时会主动学习天文学知识并当成一种放松，进而
从中找到乐趣和成就感。
这也是薛长斌最想告诉年轻人的，在看似枯燥

的日常中寻找好奇，在对事业的坚持中收获成绩。

（上接第 1版）

南设德兰群岛
发生 7.1级地震

据新华社电智利大学全国地震中心 1 月
23日说，南设德兰群岛当晚发生 7.1级地震。
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位于南设德兰群岛
乔治王岛的中国南极长城站人员、设备安全。

记者当天从中国驻智利大使馆处了解
到，长城站震感明显，工作人员平安，设备运
行正常。

据智利大学全国地震中心发布的信息，地
震发生于当地时间 23日 20时 36分（北京时
间 24日 7时 36分），震中位于智利南极爱德
华多·弗雷·蒙塔尔瓦总统基地以东 210 公里
处，震源深度为 10公里。

智利内政部下属的国家紧急事务办公室
23日晚向智利在南极基地的人员发布了紧急
疏散和远离海岸的警报，但由于警报系统错
误，信息被传至智利全境，引发部分沿海地区
出现混乱。 （尹南张笑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