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祝融号巡视雷达揭示
火星乌托邦平原浅表结构

研究人员报告了“天问一号”携带的祝融号火
星车的现场探地雷达调查情况，展示了乌托邦平
原南部边缘地区的火星地下结构。沿着火星车约
1171米的行进路线，研究人员构建了详细的地下
图像，显示了在不到 10米厚的风化层下约 70米
厚的多层结构分层。新的雷达图像显示了偶发水
活动的发生，这可能代表了在晚西方纪到亚马逊
纪期间，乌托邦平原曾发生盆地充填。虽然在雷达
探测深度范围内没有发现液态水存在的直接证
据，但不能排除着陆区存在地下盐冰的可能性。

相关论文信息：

膨胀双星尘埃壳层中
辐射驱动加速

Wolf-Rayet（WR）双星系统 WR140 是一
颗近距离双星，由一颗O5主星和一颗WC7伴
星组成。研究人员展示了WR140星尘埃壳层的
图像，构建了几何模型，密切追踪结构复杂的尘埃
羽流的膨胀，表明轨道调制引起的复杂效应可能
会导致尘埃产生“适居带”。研究发现，在简单的等
速外流的假设下，无法再现尘埃羽流的膨胀，而是
灰尘在加速。这构成了辐射压力加速下尘埃运
动的运动学直接记录，并进一步突出了恒星风
碰撞产生的物理条件复杂性。

相关论文信息：

通过适应性形态发生
实现多环境机器人转化

为了在陆地、水中和过渡区域实现专业化
的多环境运动，研究人员运用了“适应性形态发
生”———一种通过统一的结构和驱动系统实现自
适应机器人形态和行为的设计策略。通过融合传
统的刚性组件和软材料，从根本上增强了它的四
肢形状，并改变了它的步态，以适应多种环境的运
动。步态、肢体形状和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是了解并
控制机器人运输成本的重要参数。结果表明，适应
性形态发生是提高移动机器人面对非结构化、
变化环境的效率的有效方法。

相关论文信息：

中子星并合中的
光学超光速运动测量

双星中子星并合 GW170817的余辉为结构
化相对论喷流以及这种并合与短伽马暴之间
的联系提供了证据。研究人员发现了另一个 7
倍光速的超光速运动测量，利用哈勃空间望远
镜的精密天体测量和之前的无线电 VLBI 数
据检测 GW170817。研究得到了结构射流机翼
的洛伦兹因子的测量值，以及观测角（19~25
度）和射流核心的初始洛伦兹因子（大于 40）
的大幅提升。

相关论文信息：

（李言编译）

自然要览
（选自 e杂志，2022年 10月 13日出版）

自闭症研究
需警惕冒犯性语言

本报讯自 20世纪 80年代自闭症有了“临
床”定义以来，许多科学家一直主张将自闭症理
解为神经多样性谱系中的正常部分，而不是一
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尽管如此，研究文献经
常用医疗化、病理学化语言描述自闭症。

为了减少自闭症研究对相关群体的负面影
响，科学家研究了在工作中应该如何谈论自闭
症问题。相关研究近日发表于《神经科学趋势》。
“在对自闭症的理解发生演变的同时，研究语

言的使用也存在转变。从历史上看，大多数自闭症
研究都是在没有自闭症患者参与的情况下进行
的。这些研究使用医疗化、病理学化和基于缺陷的
语言（如障碍、损伤、治疗），以及人本位语言（如自
闭症儿童）来描述自闭症和自闭症患者。”新西兰
奥克兰大学自闭症研究人员Ruth Monk说。

这篇论文的共同作者还包括儿童研究所自
闭症研究员、西澳大利亚大学教授 Andrew
Whitehouse以及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教育
心理学高级讲师Hannah Waddington。作者从针对
自闭症群体的几项大型调查中整理出一张表格，列
出了可能的冒犯性语言和首选替代方案。例如，将
“自闭症谱系障碍”替换为“孤独症”、“自闭症者”替
换为“孤独症患者”、“正常”替换为“非孤独症患
者”，以及将“发病”替换为“共存”。

他们认为，“自闭症患者通过第一手生活经验
获得了相关专业知识。因此，人们越来越普遍认识
到，用于指代自闭症及其患者的术语应该优先考虑
患者自身的观点和偏好。研究人员和倡导者进行了
几项大型调查，探索了这些偏好。”

作者还主张改变自闭症的研究方式。他们写
道：“具体来说，越来越多的研究采取参与和合作方
式，旨在确保自闭症患者参与整个研究过程，减少
研究人员和自闭症群体双方的权力失衡。”（晋楠）

相关论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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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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此刻姻 姻

《科学》

肽配体介导植物生长与胁迫反应

日本名古屋大学 Yoshikatsu Matsubayashi 课
题组发现，肽配体介导植物生长与胁迫反应之间
的权衡。相关研究 10月 14日发表于《科学》。

研究人员表示，3个富含亮氨酸的重复受体
激酶（LRR-RK）作为直接接受配体的植物肽
（PSY）家族的受体，并介导两个相反途径之间的
切换。与已知的 LRR-RK不同的是，PSY 受体
在配体结合后激活信号传导，在配体耗尽后激活
各种编码胁迫反应转录因子的基因表达。PSY受
体的缺失导致植物对生物和非生物胁迫的耐受
性缺陷。这种依赖配体的激活系统，可能使植物
在配体产生障碍的、代谢紊乱的受损部位附近组
织中，对胁迫反应进行调整。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集成半导体设备
实时动态测序单分子蛋白质

美国 Quantum-Si 公司 Brian D. Reed 等研
究人员合作实现集成半导体设备上的实时动态
单分子蛋白质测序。相关研究 10月 14日发表于
《科学》。

研究人员展示了单分子蛋白质测序的动态
方法，其中单肽被染料标记的 N端氨基酸识别器
的混合物实时探测并同时被氨基肽酶裂解。研究
人员通过测量集成半导体芯片上的荧光强度、寿
命和结合动力学来注释氨基酸并识别肽的序列。
结果证明了识别器能够以信息丰富的方式识别
多个氨基酸的动力学原理，并能够辨别单一氨基
酸的替换和翻译后修饰。

随着研究进一步的发展，研究人员预计这种
方法将为单分子蛋白质组学研究和应用提供一
个敏感、可扩展并可实现的平台。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柳叶刀》

英国伦敦污水
持续检测到 2型脊髓灰质炎病毒

英国国家生物标准与控制研究所 Javier
Martin团队通过加强环境监测，在伦敦污水中持
续检测到 2型脊髓灰质炎病毒。相关研究 10月
12日发表于《柳叶刀》。

研究调查了污水中发现的 2 型脊髓灰质炎
病毒分离物的分子特性，旨在检测病毒在社区中
的传播。研究组在伦敦进行了环境监测，使用世
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方法测试污水样本，包括浓
度、细胞培养中的病毒分离和分子表征。此外还
实现了直接分子检测，并使用新的纳米孔协议确
定了每个分离物的全基因组序列。

在伦敦收集的 52 份连续污水样本中的 21
份中，研究组检测到 118株与血清型 2 Sabin疫
苗株相关的基因关联脊髓灰质炎病毒分离株。伦
敦环境监测点的扩大有助于将传播定位到伦敦
北部和东部的几个行政区。所有分离株都失去了
两个关键的衰减突变（一种 C型肠病毒的重组
子），并且越来越多的分离株（118株中有 20株）
符合疫苗衍生脊髓灰质炎病毒的标准———VP1
衣壳蛋白基因编码 6到 10个核苷酸变化。

研究结果表明，通过环境监测，可以及早检
测到脊髓灰质炎病毒在伦敦的输入和传播，从而
快速作出公共卫生反应，包括加强监测和在 1~9
岁儿童中开展脊髓灰质灭活疫苗运动。

相关论文信息：

新工艺将废塑料变成有用化学品
规模化实施面临挑战

本报讯 塑料混合物通常很难回收。一项
10 月 13 日发表于《科学》的研究称，经过两个
步骤，塑料混合物可被分解成更小且有用的化
学成分。

回收这些“顽固”的塑料加剧了地球面临的
环境问题。尽管现有化学方法可以分解它们的
长聚合物链，但这些手段很难大规模实施。

为此，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化学
工程师 Gregg Beckham 团队开发了一种新型
分解工艺。研发人员之一、新加坡国立大学化
学家 Ning Yan 说：“以前只有少数几项研究
报告了塑料混合物的化学再循环，将化学和
生物途径结合起来分解塑料混合物的情况更
是罕见。”

该团队首先使用钴或锰基催化剂进行催化
氧化反应，将坚韧的聚合物链分解为含氧有机
酸分子。这种方法的灵感来自 2003年杜邦公司
化学家Walter Partenheimer的一项研究，后者用

这种方法将单一塑料分解为苯甲酸和丙酮等化
学物质。

不过，Beckham 希望把有机酸分子转化为
更容易商业化的东西。为了做到这一点，研究小
组向微生物“求助”。其中经过改造的恶臭假单
胞菌，能将不同的有机小分子作为碳源。
“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生物。”Beckham

说。研究小组设计用这些微生物消耗含氧有
机酸分子，后者是研究人员通过自氧化反应
从不同塑料中合成的，其中包括聚乙烯中的
二羧酸、PET 中的对苯二甲酸和聚苯乙烯中
的苯甲酸。

该过程产生了两种化学成分，分别用于制
造高质量的性能增强聚合物和生物聚合物。加
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化学家 Susannah Scott说：
“生物方法可以获取多种碳源，并将其转化成单
一产品。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分子可以用来制造
可高度生物降解的聚合物。”

研究人员使用纯聚合物颗粒的塑料混合物
开发了这一工艺，同时也在日常产品的塑料混
合物上进行了测试。

Beckham说：“我们从超市里购买了高密度
聚乙烯制成的牛奶包装瓶，从自动售货机上购
买了 PET制成的一次性饮料瓶，还有聚苯乙烯
或聚苯乙烯制成的泡沫塑料杯。”

论文合作者、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Shannon Stahl表示，这一工艺过程的规模化是一
个挑战，其中一个问题是自氧化反应的温度。
“需要进行更多基础化学研究，以确定这个反应
是如何进行的，进而提高反应产率。”

不过，Stahl补充说，许多公司已经在研究自
氧化反应，以便将二甲苯转化为对苯二甲
酸——— 一种 PET前体分子。Beckham则表示，
该团队正在对其流程进行经济分析和生产周期
评估。

另一个问题是，市场对该工艺产生的小分

子产品的需求量远小于废塑料数量。“这一技术是
否会扩大规模，取决于其市场竞争力。”Yan说。

（王方）
相关论文信息：

图片来源：Getty

现代人与“尼人”

朝夕相处

一项模型研究分析认为，在尼安德特人消
失之前，现代人与尼安德特人可能在法国和西
班牙北部共存过 1400—2900年。这些发现增进
了人们对这两个人类物种在该地区生存历史的
理解。相关研究 10月 13日发表于《科学报告》。

新近化石证据表明，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
可能在后者灭绝之前的 5000—6000 年里在欧
洲同时存在过。然而，目前尚无足够证据表明他
们在区域水平上共存，也很难证实这两个人类
物种在这些地区的首次出现和消失时间。

荷兰莱顿大学的 Igor Djakovic和同事分析
了一个数据集，包括 56个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
的人工制品（每组 28个）、来自法国和西班牙北
部的 17个考古遗址，以及来自同一区域的 10
个尼安德特人样本。所有样本都使用了 2000年
后可靠的现代放射性碳测年技术，以获得更好

的准确性。
他们使用最佳线性估计和贝叶斯概率建

模，推测样本和相应种群的时间范围，以推断出
两个人类物种生活在上述地点的时间。这一建
模能填补考古记录中缺失的部分，进而将时间
评估精确化。

基于这一建模，作者推测尼安德特人的人
工制品首次出现于 45343—44248年前，消失于
39894—39798年前。尼安德特人的消失时间（基

于直接定年的尼安德特人遗骸）为 40870—
40457 年前之间。现代人估计首次出现于
42653—42269年前。

作者总结说，这表明两个人类物种在这些
区域共同生活了约 1400—2900年。但是这些结
果不能说明现代人与尼安德特人是否存在互
动，以及如何互动。 （冯维维）

相关论文信息：

澳大利亚研究称
长期新冠症状影响不容忽视

据新华社电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近日发布公
报称，该校研究人员在一项新研究中发现，在感染
新冠病毒的澳大利亚成年人群体中，近 1/3感染
者的症状持续时间超过 4周，影响不容忽视。

领衔这项研究的尼古拉斯·比德尔教授说，
通过对感染新冠病毒的成年人群体进行调查发
现，89.5%的受访者有感染症状。这些有过症状的
感染者平均会出现 10种症状，最常见的是疲倦。
此外，约 3/4有症状者经历过流鼻涕、打喷嚏、喉
咙痛、咳嗽、头痛等症状。

比德尔说，与新冠疫情前相比，有上述多种
症状或长期新冠症状的人，他们的健康状况更
有可能显著下降。该研究数据表明，那些症状持
续数月者受到的影响相对最大。

澳大利亚医学协会主席史蒂夫·罗布森日
前对媒体说，澳政府进一步放松新冠防疫措施
的决定为时过早，将给医护人员带来压力。“所
有迹象都表明，我们正面临另一波新冠疫情。”

现代人与尼安德特人曾在“同一屋檐下”。 图片来源：KENNIS/MSF

全球最重硬骨鱼达 2744千克

本报讯 世界最重的硬骨鱼纪录再次被更
新。在太平洋亚速尔群岛附近发现的一条翻车
鲀（ ），被证实体重达 2744千克。

硬骨鱼有一副由骨骼组成的真正骨架，软
骨鱼的骨架则完全由软骨组成。在软骨鱼中，鲸
鲨的重量可超过 20吨。

此前，世界上最重的硬骨鱼纪录保持者是
1996年在日本海岸捕获的翻车鲀，体长 272厘
米，重达 2300千克。2017年，在对此标本及相关
照片进行详细分析后，研究人员发现它是一条
隆头翻车鲀，之前它被错误地鉴定为翻车鱼
（ ）。

2021年 12月，葡萄牙大西洋自然协会的
Jos佴 Nuno Gomes-Pereira及同事在法伊尔岛的

海岸边发现了更大的翻车鲀。这一翻车鲀被发
现时已经死亡，并搁浅在岸边。Gomes-Pereira
和团队设法将其拉到岸边，并称重、测量和提取
了 DNA样本。

经测量，这一翻车鲀体长 325厘米，重达
2744千克，比此前最重纪录多 400千克。

人们在这条鱼的头部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半圆
柱形凹陷，上面有红色油漆痕迹。有推测称其撞击
了船只的龙骨。至于这一伤口是否为翻车鲀的死
因，目前还不得而知。

科学家在 10月 11日出版的《鱼类生物学》
上报告了这一研究成果。 （孟凌霄）

相关论文信息：世界最重的硬骨鱼达 2744千克。
图片来源：AtlanticNaturalist.org

（上接第 1版）
新征程的蓝图已绘就，激发着每一位科技工

作者奋勇向前的力量。
作为党的二十大代表，“人民英雄”国家荣誉

称号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在过去 10
年中，亲身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对科技创新的高度
重视。他坚定地说：“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大
会精神，对卫生健康领域面临的难题集中攻关，
把党和人民对院士的信任化作力量，开拓进取，
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党的二十大代表、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龙芯中科）董事长、中国科学院计算
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胡伟武也有了奋进的方向。

谈及目标时，胡伟武表示，龙芯中科将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充分发挥自主中央
处理器（CPU）科技领军企业的作用，以构建自
主信息技术体系和产业生态为目标，实现从技
术“补课”向生态建设、从政策性市场向开放市
场、从跟随性发展的“必然王国”向自主发展的
“自由王国”转变，进一步打通制约我国信息产
业发展的技术链堵点，为构建我国信息产业新
发展格局、实现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新
的贡献。

党的二十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丁赤飚是
诸多重大科技成果的见证者。

丁赤飚说，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主力军，
中国科学院必须心系“国家事”、肩扛“国家责”，
主动担当作为，发挥多学科和建制化优势，集中
精锐力量组织系统攻关，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
道，力争在国家战略需求方向上取得一批重大创
新成果。

科技界热议党的二十大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