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近日，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行星绕
着比邻星运行的证据。这颗行星是该系统中检
测到的第三颗行星，被称为比邻星 d，其质量只
有地球的 1/4，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轻的系
外行星之一。相关研究结果 2月 10日发表于
《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

比邻星是离太阳系最近的恒星，距离地球
约 4.2光年，是一颗低质量红矮星。它还拥有另
外两颗已知的系外行星———比邻星 b 和比邻
星 c。

葡萄牙天体物理和空间科学研究所 Joo
Faria和同事，在 2020年的一项恒星系统研究
中发现了另一颗系外行星的迹象。
“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信号。”

Faria表示，在接下来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团队
收集了更多的观测数据，以证实这颗行星确实
存在。

利用智利的甚大望远镜，研究团队观察了
比邻星在这颗行星的引力作用下是如何摆动
的。这就是所谓的径向速度法，比邻星 b和 c
就是这样被发现的。

根据恒星的摆动，研究团队推断出该系
统中极有可能存在第三颗行星。比邻星d以
0.029倍的日地距离绕着它的主星运行。它位
于比邻星的宜居带内，该区域围绕着恒星，其
中的水可以保持液态。

这颗行星绕恒星运行一周需要 5 天多一
点的时间，其质量为地球的 26%，大约是火星

质量的两倍。比邻星 d比系统中的其他行星更
快、更轻，后者的轨道离恒星更远。不过，在其
他地方也发现过质量较小的行星———PSR
B1257+ 12b，它是第一批被发现的系外行星之
一，质量只有地球的 2%。
“比邻星 d是目前以径向速度探测到的质

量最低的行星。”Faria认为，这表明目前的技术
和仪器已经达到了足够的精度，可以探测像地
球一样围绕太阳这类恒星运行的行星。

Faria说，虽然测量结果很可靠，但还需要
更多的测量数据真正巩固这一发现，这需要其
他仪器和检测技术来确认。 （辛雨）

相关论文信息：

国际2022年 2月 14日 星期一
编辑 /赵路 校对 /何工劳 Tel：（010）62580617 E-mail押news＠stimes.cn

更多内容详见科学网小柯机器人频道：

一个会写科学新闻的机器人

“小柯”秀

萨布拉塔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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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龙多利 图片来源：Woodruff、Corbin Rainbolt

比邻星 d 图片来源：欧洲南方天文台

比邻星系统发现第三颗行星

恐龙也咳嗽

化石记录显示，恐龙会骨折，患骨关节炎
甚至癌症，但现在，古生物学家首次发现，恐龙
也会咳嗽。这种严重的呼吸道疾病之所以能被
检测出来，是因为它在动物的骨头上留下了痕
迹，而这些骨头已经变成了化石。这种疾病可
能会导致打喷嚏、咳嗽、发烧和过早死亡。2月
10日，相关成果发表于《科学报告》。

MOR 7029，即古生物学家口中的“多利”
（Dolly）标本，可以追溯到大约 1.5亿年前的侏
罗纪晚期。这头年轻的梁龙是一种长颈的植食
性恐龙，长约 18 米，于 1990 年在美国蒙大拿
州被发现。科学家目前仍在揭示其新的信息。

蒙大拿州大平原恐龙博物馆的 Cary
Woodruff和同事在这种恐龙的 3 块颈骨中发
现了不同寻常的突起。这些骨骼生长的区域可
能与肺泡囊相连，后者被认为是恐龙呼吸系统
的一部分，与现代鸟类的呼吸系统相似。对这
些化石的 CT扫描结果显示，这些突起很可能
是因肺泡囊感染形成的。

Woodruff说，关于恐龙健康状况的很多证
据都在石化过程中消失了，所以研究小组将这

些骨骼突起与在现代鸟类中发现的骨骼突起
进行了比较，并认为它们最有可能是多利感染
曲霉菌病（一种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这样的
真菌病的证据。
“我们不能判断多利是在某一天因摔倒而

死亡，还是因病得太重、身体虚弱成为捕食者
的目标。”Woodruff表示，“但我确实相信，这种
感染最终以某种方式导致其死亡。”

多利在 15岁时死亡，人们通常认为类似

恐龙的寿命是其两倍。它可能会出现与人类相
似的感冒或肺炎症状：打喷嚏、咳嗽、流鼻涕和
发烧。
“我认为这真的很酷，你可以把多利的骨

头拿在手里，并且知道 1.5亿年前，恐龙在生病
时和你生病了一样难受。”Woodruff说。

（文乐乐）
相关论文信息：

海平面上升威胁 190多处考古遗址

本报讯随着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上升，非
洲海岸附近面临洪水破坏风险的遗址数量将
增加 3倍以上。
到 2050年，将有 190多个遗址可能处于

危险之中。它们包括突尼斯迦太基古代遗
迹———这里是公元前 1000年强大的迦太基文

明的首都，以及埃及地中海沿岸地区丰富的考
古遗址，该地区与古埃及文明以及希腊和罗马
文明相关。
“了解气候对古代遗产造成的风险至关重

要。”南非开普敦大学的 Nicholas Simpson说。
Simpson和同事绘制了非洲海岸 213处自

然遗址和 71处文化遗址的地图，这些遗址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或拉姆萨尔
国际重要湿地公约所认可。“不论你信不信，我
们甚至还不知道大多数非洲遗产地区的空间
范围和实际边界。”他说。

该团队随后将这份地图与一个最先进的
海平面上升模型结合起来。海水变暖、冰盖融
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后果
之一。它意味着沿海地区的大洪水一旦到来，
将到达更远的内陆地区。

研究显示，如果一场百年一遇的洪水来
袭，该团队绘制的 284处海岸遗址中，将有 56
处处于危险之中。到 2050年，这一数字还将大
幅上升。在中等碳排放的情况下，有 191处遗
址将面临风险，而更高的碳排放量将使 198处

遗址陷入危险。
受威胁的遗址还包括萨布拉塔，这是利比

亚的一座古罗马城镇。这里有一个壮观的露天
剧场，披头士乐队曾打算把它作为其最后一场
音乐会的演出场地。还有冈比亚的昆塔金泰
岛，那里有英国奴隶贩子使用过的堡垒遗迹。

此外在高排放情况下，到 2100年，佛得角
Curral Velho湿地多达 44%的面积可能会暴露
在外。
“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是‘硬保护策略’，

如混凝土海堤，但这可能不是最好的方法。”
Simpson说，在某些情况下，更好的策略是依靠
野生动物的“混合保护”，即只需恢复该地区更
广泛的生态，包括恢复盐沼、海草和红树林。
“也许不可能保护一切，但必须尝试。”

Simpson说，“我相信，如果我们足够努力地思
考和工作，就有办法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相关论文 2月 10日发表于《自然—气候
变化》。 （李木子）

相关论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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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科技参考

环境 DNA测试发掘更多塑料降解酶

瑞典查尔姆斯理工大学的研究者日前通
过环境 DNA样本测试发现，随着当地塑料污
染的加剧，具有降解塑料能力的微生物酶的数
量也相应增加。该研究结果证明了塑料污染对
环境的影响，同时也为治理这一问题提供了一
种可能的新方法。

全球塑料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近 70年
来，大规模塑料生产呈爆炸式增长，这给环境
中存在的各种微生物足够的进化时间来对这
些化合物做出反应。研究已经发现了许多不同
的酶，具有降解不同塑料的能力。

这项新研究对全球数百个地点的环境 DNA
样品进行了分析。研究者们利用计算机建模来找
出那些具有塑料分解潜力的微生物酶，并将它们
与塑料垃圾的污染情况相比较。结果表明，塑料
降解酶的数量和多样性正在增加，这是对当地塑
料污染水平的直接响应。该研究共计找到 3万多
种酶的“同源物”，这些同源物可以分解 10种不
同类型的常见塑料。同源物是具有相似特性的蛋
白质序列的成员。一些含量最高的地点是众所周

知的高度污染地区，例如地中海和南太平洋。
相关论文信息：

科学家设计真菌—细菌生物复合新材料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组近日报道了基
于木质纤维素的真菌—细菌生物复合材料的
工程设计。该复合体可以形成可塑、可折叠和
可再生的生物材料结构，为生物复合材料设计
提供了新思路。

随着研究人员寻找更可持续的建筑材料，
许多研究开始转向真菌活性材料，将一种真菌添
加到它们可以食用的植物性材料中，随着时间的
推移，两者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可用作砖块或积
木的致密材料。在使用这种生物复合材料之前，
真菌通常会被杀死，以防止材料继续分解。最近
的研究已经证实用活真菌制作类似砖块的可能
性，从而创造出一个有生命的砖块结构。在这项
新研究中，研究人员用大麻加工过程中遗留下来
的木质废料喂食一种真菌，进一步扩展了这方面
的研究。研究者将两者混合在一起，然后倒入一

个形状像砖的模具中，几周内，真菌与废料混合
物结合形成致密的网状物，填满砖模。从模具中
取出后，砖就可以使用了。

为了验证这种想法，研究人员用活性部
件建造出一个几英尺高的拱门。结果发现，这
些积木除了能够自己连接在一起，还能实现
自我修复。接下来，研究者设计了两种细
菌——— 一种暴露于某种信号材料时会发出
荧光，另一种会产生信号材料，并将它们添加
到砖块混合物中。随着原始材料的不断分解，
这些活性积木必须定期重新激活———或者正
如研究人员所指出的，结构本身可以被拆除
并用作建造另一种结构的材料。

相关论文信息：

结合微生物和多相催化
将葡萄糖转化为燃料前体

生命系统为化学合成提供了一种很有前
途的方法，生命系统通过进化优化，将可再生
的碳源（如葡萄糖）转化为丰富的小分子物质。

然而，仍有大量的合成结构难以直接通过细胞
合成，例如未取代的碳氢化合物。

近日，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研究人员利用经
过基因工程改造的大肠杆菌，将葡萄糖转化为
3—羟基脂肪酸，再使用五氧化二铌催化剂转
化为烯烃。烯烃是含有碳碳双键的碳氢化合
物，是生物燃料、润滑剂和聚合物的重要前体。

在这项工作中，研究证明了使用双细胞
多相催化策略从葡萄糖中生产烯烃的可行
性，使用选择性水解酶生成一种容易脱氧的
活化中间体，再结合化学催化剂完成高效转
化。该研究利用一个新的迭代硫代酶家族，通
过基因工程改造了一株微生物菌株，该菌株
能从葡萄糖中产生脂肪酸，其中 86%为 3—
羟基辛酸和 3—羟基癸酸。这个 3—羟基取代
基作为一个离去基，在 Lewis 酸性催化剂上
实现异构串联脱羧—脱水路线，而不需要额
外的氧化还原输入来实现简单脂肪酸的酶促
或化学脱氧。

相关论文信息：

（吴晓燕编译）

《细胞》

研究揭示泵状光敏感通道蛋白
通道传导结构基础

日本东京大学 Hideaki E. Kato、美国斯坦福大
学 Karl Deisseroth等研究人员合作揭示泵状光敏感
通道蛋白 ChRmine通道传导的结构基础。2 月 2
日，《细胞》杂志在线发表了这项成果。

研究人员报道了 ChRmine 2.0 分辨率的冷冻
电镜结构，从而揭示了光敏感通道蛋白的非典型结
构特征：三聚体组装、一个短的跨膜螺旋、一个扭曲
的细胞外环、单体内的大前庭，以及三聚体接口处
的开口。研究人员应用这一结构设计了三种适合基
础 神 经 科 学 研 究 的 蛋 白 质 （rsChRmine 和
hsChRmine，分别实现进一步的红移和高速性能，
以及 frChRmine，结合更快和更红移的性能）。这些
结果阐明了泵类通道光合蛋白的传导和门控，并为
进一步在结构指导下创造通道光合蛋白在整个生
物学领域的应用指明了方向。

据悉，ChRmine 是最近发现的一种类似于泵
的阳离子传导光敏感通道蛋白，表现出令人费解的
特性（大的光电流、红移光谱和极端的光敏感性），
为光遗传学创造了新的机会。ChRmine及其同系
物具有离子通道的功能，但从主要序列来看，更接
近于离子泵光敏感通道蛋白；该家族的被动通道传
导机制一直很神秘。

相关论文信息：

完整 HIV病毒 Gag格栅上的
结构变化和定位

美国华盛顿大学 Kelly K. Lee、斯克利普斯研
究所 Michael B. Zwick等研究人员合作发现，完整
HIV病毒上 Env的 cryo-ET揭示 Gag格栅上的结
构变化和定位。该研究 2月 4日在线发表于《细胞》。

研究人员用低温电子断层扫描技术（cry-
o-ET）分析了成熟和未成熟 HIV-1 颗粒中的
Env。未成熟的颗粒显示出相对于底层 Gag格栅的
明显 Env定位，为长期以来关于 Env整合的问题
提供了见解。病毒结合的 Env的 9.1魡子图平均重
建与结构质谱分析相结合发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
特征，包括 gp41亚单位的一个可变中央核心、原聚
体之间的异质糖基化，以及一个灵活的柄，允许
Env倾斜和中和表位的可变暴露。总之，这些研究
结果提供了对 HIV组装和 Env抗原表达结构变化
的综合理解。

相关论文信息：

《自然—方法学》

空间分辨的同位素示踪
揭示组织代谢活性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Shawn M. Davidson团队利
用空间分辨的同位素示踪揭示组织代谢活性。相关
论文 2月 7日在线发表于《自然—方法学》杂志上。

研究人员将稳定同位素标记的营养液输注与
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成像质谱法（iso-imaging）
结合起来，以空间分辨率的方式对哺乳动物组织的
代谢活动进行了定量。在肾脏中，研究人员分别对
皮质和髓质中的葡萄糖生成通量和糖酵解通量进
行可视化。三羧酸循环底物的使用在不同的肾脏区
域有所不同；谷氨酰胺和柠檬酸盐在皮质中被优先
使用，脂肪酸在髓质中被使用。

在大脑中，研究人员观察到在生酮饮食下，三
羧酸循环和谷氨酸的碳输入在空间上的梯度。在富
含碳水化合物的饮食中，葡萄糖占主导地位，但在
生酮饮食中，3—羟基丁酸在海马区的贡献最大，在
中脑的贡献最小。大脑的氮源在空间上也有差异；
支链氨基酸在中脑的贡献最大，而氨在丘脑的贡献
最大。因此，同位素成像可以揭示代谢活动的空间
组织。

相关论文信息：

《英国医学杂志》

氯胺酮可用于严重自杀意念的
急性治疗

法国蒙彼利埃大学 Fabrice Jollant团队研究了
氯胺酮用于严重自杀意念急性治疗的临床益处。相
关论文于近日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

2015年 4月 13日至 2019年 3月 12日，研究
组在 7家法国教学医院进行了一项前瞻性、双盲、
优势、随机安慰剂对照试验，招募 18岁及以上、有自
杀念头、自愿入院的患者。排除有精神分裂症或其他
精神疾病史、药物依赖和氯胺酮禁忌症的患者。

研究组将招募到的 156名参与者随机分为两
组，其中安慰剂组 83 例，氯胺酮组 73 例，分为双
相、抑郁或其他障碍。两组患者除常规治疗外，在
基线检查时和 24 小时内静脉输注两次 40 分钟
的氯胺酮（0.5毫克/千克）或安慰剂（生理盐水）。
根据自杀意念总分量表，主要结局为第 3天完全自
杀缓解（自杀意念总分≤3分）的患者比率。分析是
在意向治疗的基础上进行的。

与安慰剂组相比，接受氯胺酮治疗的参与者在
第 3天达到自杀意念完全缓解的人数更多，氯胺酮
组 83名受试者中有 46名，安慰剂组 73名受试者
中有 25名，优势比为 3.7，组间差异显著。根据诊
断，双相的优势比为 14.1，抑郁的为 1.3，其他障碍
的为 3.7。副作用有限，未发现躁狂或精神病症状。
此外，还发现了精神疼痛的缓解作用。在第 6周，氯
胺酮组的缓解率仍然很高，但与安慰剂组相比无显
著性差异，分别为 69.5%与 56.3%。

相关论文信息：

（上接第 1版）

幸运

王奇慧在中科院院部参加某次
活动时，看着报告厅中老一辈中国
科学家的画像，百感交集。
“那个时候他们面临的是最艰

苦的环境，却做出了‘两弹一星’那
样卓越的贡献。我们这代人太幸福
了，有这么好的环境和条件，应该做
出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突破。”她说，
作为“国家队”“国家人”，心系“国家
事”、肩扛“国家责”，这是中科院的
传统，新一代科学家责无旁贷。

采访中，王奇慧反复提及“幸
运”二字。从读博士到进入职业生
涯，能在中科院跟着最优秀的科学
家做研究，她感到十分幸运。
“这里的实验室有着国际一流

的基础和体系，这里提出来的科学
问题都是国际前沿和领先的，这里
回答的基础科学问题是面向应用的
基础科学问题，直接指导、支撑和实
现基础科学的应用。”王奇慧说。
“有前辈科学家的引领和培

养，我比其他人成长得会快一
些。”她十分感谢一路走来师长们
的培养和教诲。

王奇慧认为，作为一名党员应
该“自带光环”———通过本职工作体
现一名党员的先进性。如今，作为科
研团队带头人的她有了更大的责
任，要凝练和回答重要的科学问题，培养更优
秀的青年人才。

挑战很多，但她乐在其中。

乐途

在王奇慧看来，科研如果全身心投入，就
会“越做越有意思”。

2021年，王奇慧把目光投向了一种有潜力
提升肺部局部免疫的新策略———喷雾型纳米
抗体，用于新冠肺炎的预防和治疗。
“宿主的免疫系统是一致的。”王奇慧说，

通过在 mRNA疫苗、抗体等方面“双管齐下”
并行开展研究，她希望在新冠肺炎疫苗和药
物中取得的进步和成果，启发流感等其他呼
吸道疾病疫苗和药物的研发，希望可以研发
出防症状，甚至是防感染、延长保护效果的
新冠肺炎疫苗。
“生命健康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从艾滋病

疫苗、肺结核疫苗到能够彻底清除病毒基因组
的乙肝疫苗，这些都是传染病研究领域尚待解
决的问题，其背后要回答的是基础免疫学问
题。”王奇慧说，在抗疫实战中感受到的正反馈
激励、看到的色彩斑斓的病毒世界，都在吸引
着她继续沉入其中，和有志于此的病原学研究
者一道做出实实在在有益于临床的成果。

正如 2021年 2月 9日王奇慧在参观武汉
方舱医院改建的临时纪念馆后所写到的那样，
“微如尘埃的一粒病毒 /搅得世界天翻地覆 /
经历、见证、创造抗疫历史的你我 /是自己的
英雄、也是全世界的英雄 /愿在与病毒斗争的
路上 /有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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