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螨虫在我们脸上

的秘密生活

本报讯两名科学家 6月 23日在《科学》上
报告称，世界各国未能认真采取行动削减温室
气体排放，这意味着无法实现 1.5摄氏度的气
候变化目标。这两名科学家呼吁人们更诚实地
对待地球的前进道路。

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的 Damon Matthews
和 Seth Wynes 在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
动———包括在去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第 26 次缔约方大会（COP26）上做出的承
诺———进行回顾后表示，社会、政治和技术惯
性意味着《巴黎协定》的温控目标很可能无法
实现。
“这是对诚实和行动的呼吁。按照我们现在

的方向，接近 1.5摄氏度目标的可能性是微乎
其微的。”Matthews表示。到 2030年，全球碳排
放量需要下降 43%才能很好地实现这一目标，
但几十年来，全球碳排放量却一直在稳步上升。

最近的研究表明，在 5年内超过目标的可能
性几乎为 50%。其他分析显示，即使在全球碳排
放量在一夜之间停止这种不切实际的情况下，从
长期看，也很有可能无法实现这一目标。

Matthews 认为，尽管政府和企业在减排
方面的努力还没有达到所要求的水平，但已

经有了进展。他说，到本世纪末，全球气温将
上升 2.5~3 摄氏度，而不是大约 10 年前人们
担心的 4~5摄氏度。

他表示：“我们已经取得了进展，也有一些选
择，但尚未真正在所需的层面上接受这些选择。”

Matthews 和 Wynes 建议，倡导城市无车
日、调整高速公路限速以及减少商务航空旅行
都是立即减少排放的方法。这种“快速的胜利”
需要辅之以重大的改变，如能源网络脱碳、电动
汽车和热泵的广泛采用，以及包括饮食转变在
内的行为改变。

他们估计，全球为 1.5摄氏度剩余的“碳预
算”将是 3600亿吨二氧化碳，相当于目前 9年
的年碳排放量。

Matthews表示：“如果真的要认真对待 1.5
摄氏度的窗口期，我们必须更加努力。”（王方）

相关论文信息：

图片来源：Jan Scheunert

外来物种侵占美国森林
科学家在美国俄亥俄州西南部的植物学调

查中发现，上世纪引入美国的外来物种正在“排
挤”许多本土植物。这项名为“俄亥俄州西南部
树木繁茂的自然地区外来植物的崛起”的研究
近日发表于《生态恢复》杂志。

外来入侵物种蔓延

植物学家 Thomas Lea 在 1834 年至 1844
年间曾在辛辛那提进行了一次植物调查。其
间，他建立了一个标本室，并将其交给费城自
然科学学院。Lea在 1844年去世之前，已经鉴
定出 714个物种。1849年，Lea的兄弟出版了
他的作品。

一个世纪后，加州大学植物学家 E. Lucy
Braun在辛辛那提进行了第二次植物调查。她
在 1934年发表于《美国中部博物学家》的研究
中描述了发现的 1400多种植物。她靠着 Lea一
丝不苟的笔记，回到了他去过的地方———在过
去几十年里，许多地方已经被开发成了住宅、道

路或公寓楼。
生物学家正在追溯这两项相隔 100年的调

查，以了解皇后城的植物多样性在过去两个世
纪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
墓地未开发的部分、磨坊溪的河岸和公园。这些
公园在过去 200年里一直受到保护，因此不受
开发的影响。

加州大学生物学家 Denis Conover与合作
者 Robert Bergstein 追溯了俄亥俄州西南部城
市发展尚未覆盖自然区域的地方。他们发现，许
多一开始作为园林绿化植物引进的物种在野外
都很繁荣。
“外来入侵物种蔓延到俄亥俄州西南部

的自然林区，威胁到本地动植物的生存。努力
控制入侵植物物种已成为公园管理人员和志
愿者职责的主要部分。”Conover 说，“除草
剂、链锯和其他机械设备的广泛使用会对当
地植物、野生动物和人类造成附带损害，但这
种工作永远需要，并让人在金钱和时间上付
出巨大的代价。”

本土植物没有机会

园艺家从欧洲和亚洲引进了大部分外来植
物作为观赏植物。它们的种子最终在野外传播，
比如灌木远东金银花已经占领了许多东部森
林。“它逃到野外，自己繁殖。”Conover说。

本土喇叭金银花生长在南方各州，作家威
廉·福克纳和罗伯特·弗罗斯特的作品中都曾提
及。而远东金银花是一种来自亚洲的灌木。“这
种金银花现在是汉密尔顿县最丰富的木本植
物。”他说，“一丛灌木可以产生数千颗种子，通
过鸟类和哺乳动物传播。”

Braun在 1961年的一项调查中发现，远东
金银花开始在汉密尔顿县的一些地区生长，但
还没有在俄亥俄州其他县的野外扩散。研究发
现，如今它占主导地位，遍布全州，几乎排挤了
所有其他低洼植被。

Conover说，一些植物之所以成功入侵，是
因为它们产生的化学物质会阻碍附近竞争对手
的生长或发芽，这是一种被称为化感作用的“狡

猾武器”。在发现这些引进植物的地方，支持野
生动物和食物链的生物多样性往往少得多。一
旦扎根，根除它们往往是一项劳动密集型、昂贵
且耗时的工作。
“本土植物没有机会。一切依靠本地植物

的东西，如昆虫、鸟类都可能消失。”他说，“当
外来植物被引入美国时，也会引入真菌疾病，
这可能会摧毁本土树木。美国栗子就是这样
的情况。”
春天开着漂亮的花、生长很快的豆梨树是

美国人最喜欢种植在小区前院的树。如今，它们
在公路和森林边肆意生长。俄亥俄州议员计划
在 2023年逐步禁止销售豆梨树。

此外，加州大学的调查发现，在俄亥俄州西
南部的森林中，还有几十种其他外来物种已经
扎根，包括蛇葡萄、天竺葵、欧洲沙棘、东方苦甜
草、长春花、挪威枫树，以及日本虎杖和日本高
脚草等植物。 （冯维维）

相关论文信息：

更多内容详见科学网小柯机器人频道：

丝状大型硫菌细胞比典型细菌具有更复
杂的内部组织。 图片来源：Olivier Gr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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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发现 1厘米长细菌
本报讯 在加勒比海瓜德罗普岛的红树林

中，一些奇特的丝状生物潜伏在沉入海底的腐
叶上。这些丝状生物长度可达 1厘米，是迄今
为止发现的最大的单细胞细菌，是已知细菌的
50倍。它们以氧化硫为生。

2009年，法国安的列斯大学生物学家 O-
livier Gros在探索瓜德罗普岛的红树林时发现
了这种细菌。Gros一开始以为它是一种真菌，
而不是细菌。回到实验室后，Gros在显微镜下
意识到这种生物不是真核生物。

2018年，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海
洋生物学家 Jean-Marie Volland使用一系列方法
更仔细地观察了这些细菌，并确认它是一个单细
胞生物。相关研究结果 6月 23日发表于《科学》。

这种细菌被称为 。
Volland介绍，科学家在红树林中也发现了其他

丝状细菌，但它们都由数十或数百个细胞组成。
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丝状物是红

树林中最长的，且由一个细胞组成。
细菌的核心是液泡——— 一种惰性的充满

液体的膜，其周围是膜结合结构。研究人员将
其命名为“pepins”，并描述为类似于在真核细胞
中发现的细胞器。

在其他细菌中，遗传物质在细胞内自由漂
浮，通常只有一条环状染色体。而在

中，研究人员发现基因信息储存在成千上
万的 pepins中。其中每一个都含有 DNA和核
糖体，这些 pepins总共拥有多达 70万个基因组
拷贝。

关于 还有许多问题，其中包括
红树林的特定栖息地含有大量含硫分子和食硫
微生物，是否对这种细菌的存在至关重要。而

pepins本身也需要更仔细地观察，以确定它们
是否都含有相同的遗传物质、核糖体和蛋白质
混合体。

研究人员已经对整个细胞进行了测序，其
中包含数十万个 pepins。“但我们还没有对单个
pepins进行测序。”Volland表示，他们不知道每
个 pepins只包含一个基因组拷贝还是多个。

的发现表明，大型和更复杂的
细菌可能隐藏在人们的视线中。Gros希望其他
团队继续寻找更大的细菌。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生物学家 Petra Levin
认为，这一发现挑战了细菌的体积限制比真核
细胞小的传统观点。细菌具有无尽的适应性，
总是令人惊讶，绝不应该被低估。 （辛雨）

相关论文信息：

一项 6月 21日发表于《分子生物学与进
化》的研究发现，生活在人类毛孔中、夜间在我
们脸上交配的微小螨虫正在不断简化，可能很
快就会与人类“合二为一”。

螨虫，这种长约 0.3 毫米的微小生物几乎
存在于每个人的面部、乳头，甚至睫毛的毛囊
中。它们会吃掉毛孔中细胞自然分泌的皮脂。
人体成年后随着毛孔变大，螨虫数量会达到峰
值。螨虫在夜间十分活跃，并在毛囊间移动以
寻找配偶。
首次对毛囊蠕形螨进行的基因组测序发

现，它们的孤立存在和由此产生的近亲繁殖，使
其不必要的基因和细胞丢失，并从外部寄生虫
向内部共生体过渡。
“我们发现这些螨虫身体部位基因排序与

其他类似物种不同，因为它们适应了毛孔内的
隐蔽生活。DNA的变化导致了螨虫的一些不寻
常的身体特征和行为。”该研究领导者之一、英
国雷丁大学无脊椎动物生物学副教授 Alejandra
Perotti说。

研究团队对毛囊蠕形螨 DNA的深入研究
表明，它们孤立存在，且未暴露于外部威胁，没
有竞争，也没有遇到不同基因的螨虫。这导致其

基因减少，进而变成了仅有 3个单细胞肌肉为
其微小的腿提供动力的极其简单的生物体。

螨虫生存所需的蛋白质很少，是该物种和
相关物种中最低的。

基因减少导致螨虫在夜间更活跃。螨虫缺乏
紫外线防护措施，并且失去了被日光唤醒的基
因。它们无法产生褪黑素，却能够利用黄昏时人
类皮肤分泌的褪黑素为通宵交配补充能量。

毛囊蠕形螨独特的基因排序导致其不同寻
常的交配习惯。它们的生殖器官向前移动，在交
配时雄性必须将自己固定在雌性下方，紧贴人
类毛发进行交配。

此外，研究发现幼年螨虫比成年螨虫细胞

更多。这与之前的假设———寄生动物在发育早
期会减少细胞数量相反。研究人员认为，这是螨
虫成为共生体的第一步。

由于缺乏接触可能为后代添加新基因的潜
在配偶的机会，螨虫可能会走进进化的“死胡
同”并灭绝。研究人员曾在细胞内的细菌中观察
到这种现象，但在动物中还未有过。

该研究同时为螨虫“平反”。此前一些研究
认为，螨虫没有肛门，一生中的粪便都积累在一
起，并在死亡时释放，致使人类皮肤发炎。然而，
该研究证实螨虫有肛门。 （徐锐）

相关论文信息：

研究称 1.5℃气候变化目标难以实现

《细胞—代谢》

科学家绘制小鼠糖尿病肾病
单细胞转录组图谱

美国华盛顿大学 Benjamin D. Humphreys 研究
组绘制了小鼠糖尿病肾病（DKD）对治疗反应的单
细胞转录组图谱。相关论文近日发表在《细胞—代
谢》杂志上。
研究人员使用单细胞 RNA测序（scRNA-seq）

分析了鼠 DKD模型对 5种治疗方案的反应。约 100
万个细胞的图谱显示所有肾细胞类型对 DKD及其
治疗的异质反应。单一疗法和联合疗法都针对不同
的细胞类型，并诱导不同且不重叠的转录变化。钠—
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 2 抑制剂（SGLT2i）对近端小
管 S1段的早期影响表明该类药物可诱导禁食模拟
和缺氧反应。糖尿病下调了近端小管中的剪接体调
节因子丝氨酸 /精氨酸丰富的剪接因子 7（Srsf7），而
SGLT2i专门拯救了该剪接体调节因子。

Srsf7 的体外近端小管敲低诱导促炎表型，暗
示选择性剪接是 DKD 的驱动因素，并表明
SGLT2i调节近端小管选择性剪接是该类药物的潜
在作用机制。

相关论文信息：

《细胞—干细胞》

淋巴管是调节肠道干细胞
活动的信号枢纽

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院 Elaine Fuchs 和 Dana
Pe’er研究组合作发现，淋巴管是调节肠道干细胞
（ISCs）活动的信号中枢。相关论文发表于近日出版
的《细胞—干细胞》杂志上。
研究人员报告了与 ISC 密切相关的肠隐窝底

部的淋巴网络。利用体内功能丧失和淋巴管—类器
官共培养，他们发现隐窝淋巴管维持 ISC并抑制其
早熟分化。将单细胞和空间转录组学配对，他们应用
贝叶斯棱镜对空间特征内的表达进行去卷积，并开
发 SpaceFold以在高分辨率下稳健地绘制生态位图，
将淋巴管作为一般隐窝和 ISC的中央信号枢纽。他
们将WNT信号因子和迄今为止未被重视的细胞外
基质蛋白 REELIN，确定为直接控制 ISC再生潜力
的隐窝淋巴信号。
据悉，ISC对其局部微环境作出反应，以满足对

组织更新的持续需求。这些生态位和潜在通信途径
的复杂性尚不完全清楚。
相关论文信息：

毫米级折纸机器人转起来

本报讯 在近日发表于《自然—通讯》的研
究中，科学家展示了一个毫米级折纸机器人，
可利用磁铁和折纸的折叠方式进行多方向基
于旋转的移动。这个机器人可以水陆两用，能
够在多种环境中移动并执行任务，包括受控的
液体药物递送和定向的固体货物运输。

无线毫米级折纸机器人有望执行各种任务，
或具有生物医学应用潜能。但现有的折纸机器人
需要复杂系统实现多功能性。这些机器人的运动
模式有限，无法同时实现在陆地和水中的移动。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赵芮可与合作者开发
了一种可转动的无线水陆两用毫米机器人，可
以滚动、翻转和旋转。这个机器人截面直径 7.8
毫米，由 Kresling折纸（用三角构成的空心圆柱
体）和附着的磁铁盘构成。

这个机器人利用 Kresling折纸的折叠 /展
开能力进行滚动、翻转和旋转。此外，毫米机器
人的折叠 /展开性质使其能够进行泵送，从而
递送液体药物。作者还强调，旋转动作提供了
一种吸附机制，可用于运送货物。

作者总结说，毫米机器人可作为一种微创
装置用于生物医学诊断和治疗。 （冯丽妃）
相关论文信息：

（上接第 1版）
科学预防要建立在对喷发类型和规模科学判

断的基础上，尽量减轻灾害影响。日本的火山监测
预测水平在国际上是领先的，有能力做出比较准
确的预报。
《中国科学报》：火山喷发时的岩浆和火山灰，哪

种危害更大？
刘嘉麒：这要看火山周围的具体环境，根据不同

情况具体分析，有时岩浆会摧毁周围的建筑或植被，
有时火山灰会掩埋周围的空间，污染周围环境。火山
喷出的硫化氢、一氧化碳等有毒气体，也要考虑其影
响。还要考虑潜在的次生灾害，比如 1985年哥伦比
亚鲁伊斯火山爆发导致的泥石流淌出七八十公里以
外，把一个小镇摧毁了，造成两万多人死亡。

警惕灾害也应保护自然馈赠

《中国科学报》：富士山喷发可能对中国造成什
么影响？

刘嘉麒：肯定会有一定影响，但富士山距离北京
毕竟有 1000多公里，就像年初的汤加火山喷发一
样，即便飘过来一点火山灰和气体，影响也会十分有
限。

大家对火山等自然现象的关心多一些是好事，
但不应过度夸大它的影响，炒作太多就会失去科学
性。
《中国科学报》：身处城市化时代，人们对火山喷

发这样的灾害应该如何未雨绸缪？
刘嘉麒：城市圈发展到火山区里，肯定是存在危

险的。但很多人并不在意这些事。比如，意大利那不
勒斯附近的维苏威火山在公元 79年的喷发就摧毁
了庞贝古城，但现在那里仍然居住着很多人；西西里
岛埃特纳火山海拔 1900多米的山坡上还建了宾馆，
那里离火山口很近。
中国大陆大城市周围基本没有火山，所以这方

面基本不存在影响；不过，我国台湾地区大屯火山群
将来如果喷发，对台北等周围城市肯定会带来危险，
需要警惕。
《中国科学报》：2013年，富士山入选世界文化

遗产。你如何看待进一步火山喷发可能对它的文化
价值带来的影响？

刘嘉麒：再喷发不见得会毁掉全部现有景观，甚
至可能创造新的景观，所以对它的价值不会有太大
的影响。实际上，富士山现在的景观就是经过多次喷
发后形成的，比如公元 864年喷发时才 2900多米
高，现在已经达到 3775.63米，是火山熔岩不断往上
堆的结果。

火山作为一个自然现象和自然产物，它的喷发
会造成较大的危害，应尽可能避免或者减轻灾害，但
它也能给人类创造价值远大于危害的财富，比如日
本富士山、美国黄石公园、中国长白山，这些比较有
名的风景旅游区都是火山区。我们应该珍惜大自然
这个“伟大的雕塑家”馈赠的宝贵自然遗产，对它们
保持敬畏和给予保护。

（上接第 1版）
尽管如此，这个团队还是凭借对样品的全

方位认知和对测试逻辑的精准掌控，仅用台秤
就重建了一套新的测试方法，并连做了 35个
批次的产品测试，保证了在交付期内顺利交
付。由于操作简单、可在样品现场原位完成，大
幅提升了检测效率，现在这一方法已成为一线
人员内控品质的常用方法。

全面“复工”后，杨军感到大家都自觉开始
“追”时间了，迅速进入“三班倒”的状态。以前
以公共交通上下班的同事改为开车通勤，以尽
快抵达岗位；研究生也一样劲头很足，很多人
晚上 10点多还在实验室加班加点。
“家里待久了，大家没有疲惫，反而更加精

神，一个个铆足了劲儿。”杨军感慨，“科学院人
不就是这样吗？在科研工作面前，不是‘要我
做’，而是‘我要做’。”

5月以来，有机所为国家多个重点型号的
有机材料研制和生产启动复工复产，在上海市
政府和上海碳谷绿湾产业园的大力支持下，细
化复工复产工作方案，科研人员舍“小家”为
“大家”，前往科研生产阵地，迅速有序地进入
了国家重大战略科研生产任务“前线”。

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也没有一个春天
不会到来。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系统单位以心
系“国家事”、肩扛“国家责”的使命担当，以共
克时艰、只争朝夕的精神面貌，加快推动科研
一线复工复产复研，平稳有序地推进复工复研
复学各项工作，攻关不停，成果频出。

他们克服重重困难，从家里走出来、从社
区志愿者转为奔向岗位的“逆行者”“赶早人”，
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故事。

全力以“复”的科研加速度

富士山喷火口增至 252个？
刘嘉麒院士：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