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要览
（选自 e杂志，2021年 5月 27日出版）

一个会写科学新闻的机器人

“小柯”秀

科学此刻姻 姻

木星内部氢—氦不混溶证据

温致密氢—氦（H-He）混合物的相行为影
响了人们对木星和土星及其内部结构演化的
理解。尽管 H-He相具有重要意义，但在相关
行星条件下，它的相行为仍然很难约束，因为
通过计算来确定它极具挑战性，且极端温度和
压力条件也难以通过实验达到。

在一项新研究中，研究人员通过激光驱动，
冲击压缩已在金刚石压砧中预压缩的H2-He样
品，可以达到适当的温度和压力，使研究组能够
探测木星内部条件下H-He混合物的性质，揭示
沿雨贡纽曲线的一个不混溶区域。

样品反射率的明显不连续变化表明，在
10200K 时，该区域结束于 150 吉帕以上；在
4700K时，93吉帕以上的反射率发生了更细微
的变化。考虑到木星的压力—温度分布，这些
近原太阳混合物的实验不混溶约束表明 H-He
相分离影响了木星内部的很大一部分，研究组
估计该部分大约占木星半径的 15%。

这一发现为木星模型提供了微物理支持。
相关论文信息：

2003~2019年全球陆地蒸散量增加 10%

准确量化全球陆地蒸散量对于理解全球
水循环的变异性是必要的，在气候变化下，这
种变异性预计将加剧。目前量化全球蒸散量的
方式很多，包括模型、遥感和现场观测。

然而，现有的方法包含广泛不确定性。例如，
与模型结构相关，或将观测值提升到全球水平带
来的不确定性。因此，全球蒸散量的变异性和趋
势仍不清楚。

一项新研究表明，2003至 2019年，全球陆
地蒸散量增加了 10%±2%，陆地降水越来越多
地被划分为蒸散量，而非径流。

该结果基于全球陆地蒸散量的独立水平
衡集合时间序列和相应的不确定性分布，使用
的数据来自重力恢复及气候实验（GRACE）卫
星和 GRACE后续卫星。

全球陆地蒸散量的变异性与厄尔尼诺—
南方涛动正相关。这种趋势的主要驱动力是不
断升高的地表温度。研究组的发现为全球陆地
蒸散量提供了一个观测约束。

相关论文信息：

人群流动的普遍访问规律

人的流动性影响着城市的许多方面，从城
市的空间结构到城市对流行病的反应。它也是
社会互动、创新和生产力的关键。

然而，人们对人群移动的定量理解仍不完
整。现有的模型（如引力定律或辐射模型）只关
注人口流动的纯粹空间依赖性，而忽视了重复
访问相同地点的不同频率。

研究组揭示了一个简单而稳健的标度律，
它基于全球不同城市的人口大规模流动数据，
来捕捉人口流动的时空谱。根据这一规律，任
何地点的游客人数都会随着其访问频率和旅
行距离乘积的平方反比而减少。

研究组进一步证明流向不同地点的时空
流产生了显著的空间集群，其区域分布遵循齐
夫定律。最后，研究组建立了一个基于探索和
优先返回的个体流动模型，为所发现的标度律
和新兴的空间结构提供了一个机制解释。

该结果为上述机制在城市规划、交通工程
和减少流行病方面的应用提供了基础。

相关论文信息：

地下水位控制泥炭地温室气体排放

全球泥炭地储存的碳比大气中自然存在
的还要多。然而，许多泥炭地受到基于排水的
农业、种植开发和火灾的压力，仅相当于排水
泥炭地排放的所有人为温室气体的 3%左右。

研究组报道了来自 16个地点的 CO2涡流
协方差数据和来自英国和爱尔兰 41个地点的
CH4静态室测量数据，并将这些数据与所有主
要泥炭地生物群落公布的数据相结合。

结果表明，年平均有效地下水位（WTDe，
即通气泥炭层的平均深度）超过了所有其他与
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生态系统和管理的控制。

研究组估计，WTDe每减少 10cm，就可减
少 CO2和 CH4排放的净变暖效应，相当于每
年每公顷至少减少 3吨 CO2。

研究结果表明，农业泥炭地的温室气体排放
可以大大减少，而不必停止其生产性使用。例如，
将所有排水的农业泥炭地中的WTDe减半，可减
少相当于全球人为排放量的 1%以上。

相关论文信息：

（未玖编译）

背上外骨骼
走路不费劲

许多外骨骼的设计可使人类更强壮或运动
更有效率，其中有的携带了能量源，可积极协助
肢体运动。

而现在，加拿大女王大学的 Michael Shep-
ertycky和同事创造了一个完全被动的系统，只
需佩戴一个小装置，就可将人们行走所需的能
量减少 3%以上，同时还可以为一个小型电子设
备充电，可谓一举两得。相关研究近日发表于
《科学》。

该系统的设计原理是在大步行走时抵抗腿
部的前摆，并在脚着地前减缓摆动，而这一功能
通常需要跟腱运动来实现。

研究人员设计了一个重 1.3 千克、可放
置于小背包中的装置。它通过两条细细的电
缆一直延伸到脚踝，并被绑在腿上。当脚在跨
步中向前摆动时，这根电缆通过旋转一个发
电机产生轻微阻力。

目前，装置内置的发电机甚至还不能为装

置背包里的少量电子设备供电。但 Shepertycky
相信，只要稍加改进，它不仅能做到这一点，还
能为智能手机等其他小型设备充电。

Shepertycky和同事招募了 10名男性在跑
步机上测试了这个装置，发现它减少了 3.3%的
步行代谢力，同时还能将消耗的能量转换成大
约 0.25瓦的电力。
“带着这个设备走几分钟，感觉很自然。如

果你带着这个设备散步或徒步旅行，一天下来，
你会感觉不那么累。”Shepertycky说，这真的可

以帮助那些徒步旅行者，甚至是下班后的邮递
员或护士减轻疲劳。

据 Shepertycky 介绍，目前对装置的测试
主要集中在平地行走，但他希望未来的实验
能显示出该装置在不同速度上下坡时对效率
的提高。

研究团队已经申请了该设备的专利，并正
在探索商业化。 （徐锐）

相关论文信息：

外骨骼的存在能使人类行走更容易一些。 图片来源：Cavan Images/Getty Images

衡量衰老有了新指标
本报讯近日，研究人员描述了一种方法，

可用于评估生物学上的衰老进程。相关论文刊
登于《自然—通讯》。

衰老与逐渐恶化的功能衰退和慢性病风
险增加有关。确定生物年龄十分复杂，并不一
定对应于依时间推移的年龄，各类研究使用血
液标记、DNA甲基化等手段开发衰老的生物标
志和预测因子，这些有望在临床上用于确定抗
衰老干预措施的效果。

新加坡 Gero PTE公司的 Timothy Pyrkov
和同事，利用英国生物样本库以及一项营养和
健康调查的纵向人类血细胞计数数据，开发了

描述生物学年龄的单一变量，并称之为“动态
生物体状态指标”（DOSI）。

DOSI 与预期的变量如年龄、疾病和生活
方式相关。研究人员表示，DOSI 的变动可以
作为生理韧性的测量手段，指示从扰动（如
疾病）中恢复的能力。作者发现，由于恢复时
间增加，DOSI 的变动随年龄增加。他们还利
用韧性的逐渐丧失预测人类最大寿命约为
120~150 年。这些计算与另一些研究结果相
一致。 （鲁亦）

相关论文信息：
图片来源：pixabay.com

《科学》

研究揭示海洋变化
半球不对称性

澳大利亚阳光海岸大学W. J. Sydeman等研究
人员揭示海洋变化中的半球不对称性。相关论文近
日发表于《科学》。

研究人员发现，海鸟的成功繁育与海洋变暖和
人类影响方面的半球差异相关，这对北半球的捕
鱼、地表觅食物种影响最大。半球不对称表明需要
在半球尺度上进行海洋管理。对于北半球而言，目
前需要针对饲料鱼类资源制定基于气候的恢复计
划来增加海鸟繁殖生产力。

在南半球，海鸟生产力的低幅度变化为战略管
理方法提供了机会，例如大型海洋保护区，从而维
持食物网和保持捕食者生产力。

相关论文信息：

《细胞》

首个城市微生物群和抗菌素
耐药性全球宏基因组图谱问世

美国威尔·康奈尔医学院 Christopher E. Mason
等研究人员合作绘制出首个城市微生物群和抗菌
素耐药性的全球宏基因组图谱。相关论文近日在线
发表于《细胞》。

研究人员报道了 3年多以来 60个城市大众运输
系统 4728个宏基因组学样本的全球图谱，这是城市
微生物生态系统的第一个系统的、全球性的目录。该
图谱提供了带注释的、地理空间分布的微生物菌株、
功能特征、抗微生物抗药性（AMR）标记和遗传元件，
包括在参考数据库中找不到的 10928种病毒、1302种
细菌、2种古细菌和 838532个CRISPR阵列。

研究人员鉴定了 4246种已知的城市微生物，并
在 97％的样品中发现了 31种与人类共生生物不同的
物种，这些样品与人类共生生物不同。在城市之间，
AMR基因的概况在类型和密度上差异很大。城市显
示出受气候和地理差异驱动的独特微生物分类特征。
这些结果构成了高分辨率的全球宏基因组图谱，可实
现生物和基因的发现，强调潜在的公共卫生和法医学
应用，并提供与文化无关的城市 AMR负担视图。

相关论文信息：

《细胞—代谢》

科学家发现感觉神经元以不同方式
调控摄食和葡萄糖代谢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新陈代谢研究所 Henning
Fenselau课题组发现，通过不同感觉神经元进行的
肠—脑信息传递以不同的方式调控进食和葡萄糖
代谢。相关论文近日在线发表于《细胞—代谢》。

在该研究中，研究人员利用交叉遗传操作探究
了不同感觉神经元在摄食和糖代谢调节中的功能。
研究人员重构了具有不同分子特征迷走神经和脊
髓传入神经的肠道—神经支配模式，并确定了其大
脑下游的靶点。双向化学发生操作附加行为和电路
图分析表明在肠道内，表达胰高血糖素样肽 1受体
（GLP1R）的迷走神经将厌食信号传递至控制终止
进餐的旁臂核神经元。而且，GLP1R迷走神经传入
改善了葡萄糖耐受，并且抑制该信号导致血糖水平
升高，而这与食物摄入无关。

相反，在肠道内，表达 GPR65的迷走神经传入刺
激增加了肝葡萄糖的产生并激活了控制正常血糖的
旁臂核神经元，但它们对于进食调节同样必不可少。
因此，不同肠神经感觉神经元差异调控进食和糖代谢
神经回路，这可以提供代谢控制的特定靶标。

相关论文信息：

濒危物种草原无耳龙
在澳找到“新家”

据新华社电 澳大利亚首都地区政府日前
宣布，他们在堪培拉郊区一个自然保护区新建
繁殖基地及设施，为保护和研究濒临灭绝物种
草原无耳龙提供适宜条件。

澳首都地区政府日前发布公报说，新建繁
殖基地位于距堪培拉约 20公里的提宾比拉自
然保护区，共有 6只草原无耳龙从墨尔本动物
园运抵。该基地将为它们提供所需的洞穴、用
于攀爬的草类植物以及晒太阳的平台等设施，
也能在更自然的环境下为生态学家提供观察
该物种的条件。

澳首都地区环境部长丽贝卡·瓦萨罗蒂在
公报中表示，提宾比拉自然保护区的繁殖基地
对草原无耳龙的长期生存至关重要。该基地的
种群将成为防止草原无耳龙灭绝的“保险种
群”，有助于该物种真正回归野外，还能为保护
和管理该物种提供研究机会，以应对掠食者、
栖息地破坏和气候变化等威胁。

据介绍，草原无耳龙是一种小蜥蜴，其体长
通常在 15厘米以内，重 5克到 9克，生活在高纬
度和凉爽地区。工农业占地、大面积林火和干旱
以及气候变化等因素导致该物种栖息地减少，数
量下降。在澳大利亚，目前该物种仅被发现于首
都堪培拉及周边地区。 （白旭岳东兴）

英国批准
强生新冠疫苗投入使用

据新华社电英国药品与保健品管理局近日
批准美国强生公司旗下杨森制药公司研发的新
冠疫苗在该国投入使用。与英国此前获批使用的
几款疫苗不同，这款疫苗只需接种 1剂。

强生疫苗是一款重组腺病毒载体疫苗，已
于今年 2月 27日在美国获批紧急使用。英国
药品与保健品管理局表示，这款疫苗在安全
性、质量以及有效性上符合相关标准。

英国卫生部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强生疫
苗可以在 2至 8摄氏度储藏，有利于更高效地
分发疫苗。英国至今已经预订了 2000万剂，第
一批预计会在今年晚些时候到货。

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在声明中说，这意味
着英国已批准了 4款新冠疫苗。强生疫苗只需
1剂就能完成接种，对于进一步加强本国疫苗
接种工作很有帮助。

英国监管机构此前已经批准美国辉瑞公
司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合作研发的疫苗、牛
津大学与英国阿斯利康制药公司合作研发的
疫苗以及美国莫德纳公司研发的疫苗。

英国政府的最新数据显示，英国至今已有超
过 3800万人接种了至少一剂新冠疫苗，其中超
过 2400万人已完成两剂接种。 （张家伟金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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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领域研究有望揭示预防痴呆症方法
本报讯过去 3年里，大约有 6000名中老

年人一直在吃绿色蔬菜和全谷物食品，努力消
除压力，并通过使用电脑来挑战自己的智力，
其目的便是为了保持认知能力。这是一项名为
“维护你的大脑”的临床试验的一部分，同时也
是目前或计划进行的 30项研究之一。这些研
究避开了药物干预，旨在测试改变参与者生活
的多个方面是否会改善大脑健康。

据《科学》报道，这类多领域的研究可能最
终会揭示改变饮食、锻炼和其他因素是否可以
减缓人们随着年龄增长的认知能力下降，甚至
预防痴呆。“维护你的大脑”主要研究人员之
一、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心理学家 Kaarin
Anstey表示，多领域试验为预防痴呆症带来了
很大希望。

随着年龄增长，人们无法避免智力衰退，
但生活方式对患痴呆症的风险有很大影响。去
年，由科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组成的痴呆症预
防、干预和护理“柳叶刀委员会”估计，所谓的
可改变因素占痴呆风险的 40%。该报告强调了
十几个因素，包括糖尿病、高血压、吸烟和缺乏
锻炼。

研究人员已经确定了一些风险因素可能
的作用机制。例如，缺乏体育活动可能会损害
认知能力，因为运动会刺激新神经元的形成，
缓解大脑炎症。

生活方式的综合影响力是强大的，但研
究人员缺乏确凿的证据，表明修改其中任何
一个因素会影响大脑。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
分校精神病学家和流行病学家 Kristine Yaffe
说：“无数的观察性研究指出了影响认知老化
的因素，但我们不能说做 X、Y 和 Z，就能预
防老年痴呆症。”

唯一一项表明生活方式干预能降低痴呆
症风险的研究是上世纪 90年代末启动的“老
年人独立生命高级认知训练”试验。在这项研
究中，近 700名老年人接受了 6周的认知训练，
以提高他们的思维灵敏度。10年后，他们的痴
呆症发病率比没有接受培训的参与者低 6%。
但“大脑训练”的好处仍然没有定论，目前仍缺
乏严格的证据来支持这些说法。

科学家急于确定其他干预措施的价值。观
察性研究表明，以橄榄油、鱼和全谷物为主，红
肉和糖较少的地中海饮食改善了认知能力的

某些方面。但没有大型、随机、对照的试验来测
试饮食的预防效果，或者将它与其他有前途的
方案进行比较。

此外，大多数只关注生活方式单个方面的
随机试验都无果。许多研究人员认为，像“维护
你的大脑”这样的多领域试验更有可能发现有
意义的结果。

2009年，芬兰推出了一项预防认知损伤和
残疾的老年干预研究（FINGER），参与者为
1260名六七十岁的老年人，他们因高血压等危
险因素易患痴呆症。其中一半人参加了强化计
划，以改善饮食、心脏健康、精神敏锐度和锻炼
习惯。经过两年试验，研究人员发现，强化项目
组的认知测试分数有所提高，这是首次在如此
规模和范围内证明这些干预措施的协同作用
会影响认知能力。

如今，许多国家的科学家正在开展针对本
国人口饮食和习惯的试验。“维护你的大脑”试
验的目的是在拥有更多种族和民族的美国人
口中重现 FINGER试验的结果，计划于 2024
年完成。该试验将确定多领域干预是否可以远
程进行，参与者通过登录试验网站获取指导、

获取烹饪演示等材料，并记录自己的进展。它
还将测试受试者是被分配到一个特定的计划
时表现更好，还是在自由制订自己的计划时表
现更好。 （辛雨）

身体活动是影响大脑老化的一个因素，是
多领域痴呆预防试验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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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技术不能“掉链子”

“以此推演，尽管现在新能源的稳定性以及空
间布局、储能技术仍有许多问题待解决，但相信随
着技术的进步，实现上述目标并非遥不可及。”他
说，其他政策杠杆（如海南省宣布 2030年禁售传统
燃油车）和市场杠杆也会加速这一进程。

“自我加压”抢占发展先机

2060年似乎仍很遥远，但在采访中，贺克斌却
反复提及“紧迫”二字。
“很多能源基础设施的投入使用都有一定时间周

期，即‘锁定效应’。比如今天建燃煤电厂，生命周期是
40年甚至更长。如果从‘十四五’开始做，过 40年就是
2060年，所以这并不是还可以缓两年的事情。”他说。

同时，他表示，其他国家也在发展相关技术。当
新的技术形成之后，整个格局会发生转变，国际上
的碳税约束措施也会出现。如果技术竞争的“武器”
落后了，在世界贸易中就要“挨打”。

对此，张强表示，现在我国在光伏组件、锂电池
等方面的市场占有率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但在前瞻
性的低碳或零碳技术上，跟欧美国家相比仍存在差
距。以氢能炼钢为例，他表示，欧洲已有商用的氢能
炼钢的示范，而我国仍在探索相关技术。
“中国的工业化比西方晚了 100年，但我国碳

中和的承诺比欧盟和美国只晚 10年，现在我们仍
是高碳能源、高碳产业，还在中高速发展，面临的压
力和难度肯定更大。”贺克斌说。
“但如果低碳技术抢先，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

机遇。它来势凶猛，别人不会等你，我们要抓住机
遇，就要自我加压。”
“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分析，结果具有指导

意义。”“这项研究非常及时，也极具政策意义。”《国
家科学评论》审稿人如是评价。
相关论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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