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色列南部沙漠发现
约 1200年前“豪宅”遗址

据新华社电以色列文物局 8月 23日发表声
明说，考古人员在该国南部内盖夫沙漠地区发掘出
一处古代“豪宅”遗址，建造时间距今约 1200年。

声明说，这一遗址的建筑群主体有四条边
翼，围绕中央庭院而建，拥有多个房间。其中一
条边翼的大厅铺有大理石和石质地板，墙壁上
曾装饰有壁画。考古人员在有的房间里发现了
未封闭的大烤炉，或用于烹饪。一并出土的还有
一些精致的装饰玻璃碎片，或为用餐器皿。

考古人员还在中央庭院地下约 5.5 米深处
发现了几处复杂的石制地窖。考古人员在地窖
地板上发现了可能用于在黑暗地窖中照明的黏
土油灯碎片，这为住户活动提供了证据。

考古人员推断，该遗址曾经的主人社会地
位较高，拥有大量财富，从而有实力修建此处
“豪宅”用于居住和娱乐。 （王卓伦张天朗）

本报讯宽而呈盆状的骨盆是人类的标志性
物理特征。没有它，我们就不能直立行走，也不
能生育较大的婴儿。

进化常常通过作用于影响早期胚胎发育的基
因开关而产生新的物理特征。近日，一项有关人类
胚胎的新研究已经确定了胚胎时期骨盆开始发育
的窗口期，并确定了数百个驱动该转变的基因和调
控RNA区域。相关研究结果发表于《科学进展》。

灵长类动物的骨盆由 3 个主要部分组成：
刀片状的骨骼，称为髂骨；髂骨下方有两个管状
的融合骨，称为耻骨和坐骨，它们形成了产道。

类人猿的髂骨相对较长，产道也相对较窄。
人类的髂骨更短、更圆，可以向外扩张和弯曲。
人类重塑的髂骨为肌肉提供了附着点，使直立
行走更稳定，且更宽的产道能容纳更大的婴儿。

论文通讯作者、美国哈佛大学进化生物学
家 Terence Capellini解释说，这些骨盆模式在早
期人类祖先中已经出现，如 440万年前的地猿。
它们有稍微变长的髂骨，而且被认为至少偶尔

会用两只脚走路。
然而，在人类胚胎发育期间，这些特征是

何时以及如何形成的一直是个谜。人体盆腔
的许多关键特征，如弯曲、盆状，在胚胎第 29
周时就已经发育。研究人员想知道它们是否
会更早出现。
在合法终止妊娠妇女的同意下，研究人员

检查了 4至 12 周大的胚胎。他们发现，大约在
6 至 8 周的胚胎中，髂骨开始形成，然后旋转
成盆状。尽管胚胎中的其他软骨开始转化成
骨头，但研究人员发现，骨盆的软骨阶段似乎
会持续数周，让发育中的结构有更多的时间弯
曲和旋转。

接下来，研究人员提取了胚胎骨盆不同区
域的 RNA，以研究不同发育阶段的活跃基因。
结果发现，在盆腔特定部分中，有数百个基因的
活性在妊娠前 3个月似乎出现了上升或下降，
其中 261个基因涉及髂骨。Capellini表示，许多
下调的基因参与了软骨转化为骨骼，而许多上

调的基因参与维持软骨状态，并可能帮助髂骨
延长软骨阶段。

通过比较发育中的骨盆与小鼠模型的基因
活动，研究人员还发现数千个基因开关似乎与
塑造人类骨盆有关。虽然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这
些开关中的 DNA片段似乎进化得很快，但在现
代人类中，髂骨中相应的调节部位却几乎没有
变化。研究人员认为，这种一致性表明自然选择
对髂骨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使其以一种极为特
定的方式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Capellini团队还发现，偏离基
因程序可能会导致髋关节发育不良和髋关节骨关
节炎等疾病。德国杜宾根大学古人类学家Nicole
Webb认为，这一新发现可以帮助科学家设计出治
疗髋关节疾病或预测分娩并发症的方法。

未参与该研究的瑞士苏黎世大学人类学
家 Martin Hausler 认为，这些发现提供了令人
印象深刻的盆腔变化新知识。未来的工作是
将人类胚胎与其他灵长类动物胚胎进行比

较，从而更好地观察自然选择是如何重塑人
类骨盆的。 （辛雨）

相关论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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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内容详见科学网小柯机器人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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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新陈代谢比例
是生命史优化的产物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 Craig R. White等研究
人员认为，新陈代谢比例是生命史优化的产物。相
关论文近日发表于《科学》。

研究人员表示，生物体利用能量来生长和繁
殖，所以能量代谢和生物生产的过程应该是紧密
结合的。

在这一原则的基础上，研究人员提出并测试
了一个新的理论，预测了生命的 3个基本方面：新
陈代谢率、生长和繁殖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这
些过程的优化产生了所观察到的后生动物生命的
异质性，特别是新陈代谢的比例。

研究人员的结论是，新陈代谢、生长和繁殖是
密不可分的；它们共同决定了健康状况；而且，与
长期以来的教条相反，没有任何一个组成部分会
驱动另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模型预测，人类活动的
变化将导致动物的新陈代谢比例指数下降，生长
速度增加，终生生殖能力下降，从而对未来种群的
补充产生令人担忧的后果。

相关论文信息：

《自然》

小鼠和人体组织中
染色质可及性的空间分析

美国耶鲁大学 Rong Fan、瑞典卡罗林斯卡学
院 Goncalo Castelo-Branco等研究人员合作，实现
了小鼠和人体组织中染色质可及性的空间分析。
这一研究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自然》。

研究人员描述了一种使用下一代测序技术对
组织切片进行空间分辨率染色质可及性分析的方
法（空间—ATAC—seq），该方法结合了原位 Tn5
转座化学和微流控确定性条码。使用空间—AT-
AC—seq对小鼠胚胎进行分析，划定了组织—区
域特异性表观遗传概况，并确定了参与中枢神经
系统发育的基因调节因子。研究人员绘制出小鼠
和人类大脑的可及性基因组图谱，并揭示了大脑
区域错综复杂的区域化。将空间—ATAC—seq应
用于扁桃体组织，研究人员解析了淋巴滤泡和滤
泡外区的免疫细胞类型和状态的空间差异组织。

这项技术通过实现空间分辨率的染色质可及
性分析，提高了人们对细胞身份、细胞状态和细胞
命运决定在发育和疾病中的表观遗传基础的理
解，从而推动了空间生物学的发展。

相关论文信息：

《自然—神经科学》

研究揭示阿片耐受机制

美国斯克里普斯生物医学研究所 Kirill A.
Martemyanov和华盛顿大学医学院 Brock Grill研
究团队合作发现，Ptchd1通过胆固醇依赖的μ—
阿片受体转运作用介导阿片耐受。该研究近日发
表于《自然—神经科学》。

他们在秀丽隐杆线虫中使用前向遗传筛选来
无偏地鉴定调节阿片类药物耐受性的基因，并揭
示 了 PTR-25/Ptchd1 的 作 用 。 他 们 发 现
PTR-25/Ptchd1控制μ—阿片受体转运，并且这
些作用是由 PTR-25/Ptchd1 控制膜胆固醇含量
的能力介导的。

电生理学研究表明，小鼠中 Ptchd1的缺失降
低了阿片类药物诱导的几个大脑区域和周围神经
系统神经元的脱敏。缺乏 Ptchd1/PTR-25的小鼠
和秀丽隐杆线虫对阿片类药物的反应同样增强。
Ptchd1基因敲除小鼠无法产生镇痛耐受性，并大
大减少了体细胞戒断。因此，他们提出 Ptchd1在
保护μ—阿片受体免受过度刺激方面起着进化
上保守的作用。

研究人员表示，反复接触阿片类药物会导致
耐受性，这限制了它们的镇痛效用并造成过量和
滥用。然而，支撑耐受性的分子机制尚不清楚。

相关论文信息：

《柳叶刀》

手术重建治疗非急性前交叉韧带
损伤患者优于康复治疗

英国牛津大学 David J Beard团队比较了非急
性前交叉韧带损伤的康复与手术重建的疗效与安
全性。相关论文近日发表于《柳叶刀》。

研究组在英国 29个二级保健国家卫生服务
骨科单位进行了一项务实、多中心、优越性、随机
对照试验。通过计算机将患者随机分配（11）到
手术（重建）组或康复组（物理治疗，但如果治疗后
不稳定持续存在，则允许随后的手术重建），根据
部位和基线膝关节损伤和骨关节炎结果评分—4
域版本（KOOS4）进行分层。

2017年 2月 1日至 2020年 4月 12日，研究
组招募了 316名患者。156名被随机分配到外科
重建组，160名被分配到康复组。18个月时，手术组
的平均KOOS4为 73.0，康复组为 64.6。组间差异显
著，校正后的平均差异为 7.9，有利于手术治疗。

160名康复患者中有 65名在 18个月内按照
方案进行了后续手术。156名手术患者中有 43名
未接受分配的治疗。研究组发现两组之间干预相
关并发症的发生率没有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与康复治疗相比，手术重建作
为非急性前交叉韧带损伤伴持续不稳定症状患者
的治疗策略在临床上更优越，更具成本效益。

相关论文信息：

心脏健康不佳预示大脑过早衰老
本报讯近日，《柳叶刀—健康长寿》发布报

告称，36岁时心血管健康状况较差的人，预测其
以后的大脑年龄会更大，而男性的大脑年龄也
往往比同龄的女性更大。

一个人大脑年龄越大，认知能力测试得分
就越低，而且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大脑萎缩也会
增加。这可能是认知能力下降或其他与大脑相
关疾病风险人群的一个重要临床标志。
“我们发现，尽管参与这项研究的人的真实

年龄非常相近，但计算机模型预测他们的大脑
年龄存在很大差异。”该研究主要作者、英国
伦敦大学学院（UCL）皇后广场神经病学研究
所痴呆症研究中心教授 Jonathan Schott 说，
“我们希望这项技术有一天可以成为识别有加
速衰老风险的人的有用工具，这样他们就可以
尽早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策略，以改善他们的
大脑健康。”

研究人员利用基于核磁共振的机器学习
模型来估计英国阿尔茨海默病研究中心资助
的 Insight 46 研究成员的大脑年龄，该研究由
Schott领导。Insight 46是医学研究委员会全国
健康与发展调查的子研究，后者也被称为
1946 年英国出生队列。由于参与者一生都是
这项研究的一部分，研究人员能够将他们当前
的大脑年龄与整个生命过程中的各种因素进
行比较。

参与者的年龄在 69岁至 72岁之间，但他
们的大脑年龄估计在 46岁至 93岁之间。通过
回顾整个生命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研究人员能
够解释大脑约 1/3的年龄变化。

在 36岁或 69岁时，心血管健康状况较差
的人，大脑健康状况也较差，MRI（与脑血流和
血管有关）显示脑血管疾病增多的人也是如
此。这与 Schott之前的一项研究一致，该研究

发现，36 岁时患高血压预示着晚年大脑健康
状况较差。

该研究没有发现儿童的认知功能、教育水
平或社会经济地位与大脑过早老化之间的任何
联系。

研究人员还发现，大脑年龄越大，血液中神
经丝轻蛋白（NfL）浓度越高。NfL升高被认为是
由于神经细胞损伤引起的，并且越来越被认为
是神经变性的标志。

英国阿尔茨海默病研究中心负责人 Sara I-
marisio博士说，“Insight 46的研究有助于揭示更
多影响人们一生大脑健康的不同因素之间的复
杂关系。”通过使用机器学习，这项研究发现了
更多证据，表明中年心脏健康状况较差与晚年
大脑更严重的萎缩有关。 （李木子）

相关论文信息：

泥炭地二氧化碳净交换
对气候变暖的敏感性因季节而异

近日，加拿大一项新研究指出，泥炭地
CO2 净交换对气候变暖的敏感性因季节而
异，初夏变暖会增加泥炭地的碳吸收，而夏末
变暖会减少碳吸收。相关论文发表于《自然—
气候变化》。
数千年来，泥炭地一直是 CO2的净汇。在泥

炭地丰富的北纬地区，快速变暖可能会扰乱泥
炭地的 CO2汇功能。由达尔豪斯大学的科研人
员领导的研究团队，通过测算北方 20个泥炭地
（194个站点）的多年 CO2净交换观测结果，研
究了泥炭地碳汇功能对跨季节变暖信号和幅度
变化的敏感性。

研究结果表明，泥炭地 CO2净交换对不同
季节气候变暖信号和幅度的敏感性不同，导致
了复杂的 CO2净汇响应。初夏变暖使 CO2净吸
收增加，而夏末变暖则导致 CO2净吸收减少。因

此，气候变暖背景下，经历初夏变暖的地区，如
西伯利亚中部，泥炭地的 CO2净汇功能更有可
能持续存在。

研究结果将有助于改进未来变暖实验的设
计，并更好地预测未来几十年泥炭地碳汇功能
的发展趋势。 （裴惠娟）

相关论文信息：

2050年起亚马孙雨林的严重干旱事件
将会常态化

近日，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波茨
坦大学等机构的研究团队在美国《国家科学
院院刊》发表文章表示，持续的全球变暖下，
经常性干旱导致亚马孙雨林降水减少，预计
从 2050 年起严重干旱将会常态化。

研究人员通过重建近几年的动态大气水
分循环网络，研究气候变化如何超过亚马孙

雨林的适应能力，进而触发雨林级联事件的
局部临界点，其中，以基于森林覆盖率、平均
年降水量和旱季强度之间的经验关系构建的
概念性动态网络模型模拟局部临界点。

结果表明，亚马孙雨林降水减少将会引
起级联风险，表现为部分区域降水减少使雨
林水分循环面临严重威胁，导致原本靠雨林
水分循环产生降水的可能性减小，进而影响邻
近区域的降水量；人为砍伐、牧场及农业、道路
基础设施建设、不良环境政策等使得亚马孙雨
林南部边缘韧性减弱，在面临降水减少和干旱
频发时，最容易退化为稀树草原；经常性干旱
导致亚马孙雨林降水减少，类似 2005 年和
2010 年等严重干旱事件发生的频率大幅增
加，预计从 2050 年起严重干旱将会常态化，
到 2060 年前将有 9年可能发生百年大旱。

（秦冰雪）
相关论文信息：

基因揭示骨盆如何适应直立行走

与大猩猩和黑猩猩的骨盆 (左、中 )相比，
人类的骨盆是弯曲的并向外旋转，以支持直
立行走。 图片来源：TERENCE CAPELLINI

“韦布”拍摄

美丽木星

8月 22日，美国宇航局发布了由詹姆斯·韦
布太空望远镜（JWST）捕捉到的两幅令人惊叹
的新图像，展示了木星的复杂性。

JWST之前拍摄的这颗气态巨行星的图像
都只使用了一种波长的光，而这次是合成图像，
能让人看清木星明亮的极光、移动的薄雾和它
的两颗小卫星。

图像由带有专门红外滤光片的近红外相
机拍摄，由于红外线对人眼是不可见的，因此
这些光被映射到可见光谱上，以突出木星的
特定细节。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Imke de Pater
指出，新图片超出预期，“我们可以在图像中看
到木星及其光环、微小卫星的细节，这真的很了
不起”。他与法国巴黎天文台的 Thierry Fouchet
一起领导了这项研究。

在其中一张“特写”图片中（如图），红色主

要是木星南、北两极的极光，以及较低云层和高
空雾气反射的光线；黄绿色展示了木星两极旋
转的雾气；蓝色显示了木星较深的主云层反射
的光线。木星著名的大红斑———一场大到足以
吞没地球的风暴，在图中呈现为白色。

另一张是“广角”图片，左侧为木星的两颗
卫星———较亮的光点是 Amalthea（木卫五），较
暗的光点是 Adrastea（木卫十五）。图像背景中散
布的斑点大多是遥远的星系。

Fouchet 表示，“这些图像总结了我们的木

星系统研究项目，该项目研究了木星、木星光环
和卫星系统的动力学与化学。”

De Pater和同事希望这样的图像能让他们
了解木星不同圈层之间的联系，以及气体和热
量如何在整个行星上移动。他们还打算研究这
颗行星微弱的光环以及它如何随时间演变，并
拍摄一些卫星的照片。

研究人员现在正在分析 JWST 用于创建
这些图像的数据，并寻找揭示木星内部机制
的线索。 （王方）

图片来源：NASA、Judy Schmidt等

（上接第 1版）
“至于人为刷引用数据，花费的不仅是科研

人员的时间和精力，还有国家宝贵的科研资金和
资源，这种学术不端行为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科研
秩序和成果发现机制。”樊秀娣对由此引发的“劣
币驱逐良币”的严重后果表示担忧。

东华大学纺织学院纺织复合材料学科教授
顾伯洪告诉《中国科学报》，追求 SCI、影响因子，
与学界跟风、心态浮躁有关系，为了考评，大家
在一个热门领域蜂拥而上。
“以数字来考评的文化，反映了我们考评体

系的短期效应，同时也会带来学术研究的‘短
视’行为。”顾伯洪观察到，青年教师晋升、学生
毕业找工作，发来的简历中都会列出自己所发
文章累计影响因子数值，有些文章甚至都没有
做过实验，内容也是“新瓶装旧酒”。

顾伯洪坦承，在这种评价体系下，虽然能够
理解学生的这种行为，“但它导致了不好的影
响，内卷严重，且只考虑短期价值。科学研究质
量不应受其承载载体的变化所影响”。

同行评议面临难题

采访中，专家们都提出了相对最为科学的
评价机制———同行评议。

常常作为科学研究评价者和被评价者的顾
伯洪认为，小同行最具话语权，“他们最了解一
项研究是否具有原创性，是否会产生社会价值，
影响力几何”。

顾伯洪也表示，小同行评审的确是替代影
响因子的一个重要方法，但真正的小同行很难
找，且成本较高。比如，屠呦呦与合作者关于青
蒿素的论文，于 1977年 2月发表在《科学通报》
上，但直到 2015年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
奖，经过了近 40年的漫长考验。

此外，在同一圈子里面难以回避、有些科技
问题很难采用国际同行评审等都成为推行同行
评审所面临的难题。

加菲尔德也提到过在“同行”领域内进行评
价的合理性，“要评估个人成就、论文表现影响
力，应该把科学家放到小领域去排名，看他的位
置百分比是多少，不能跨学科比”。

负责评价工作的机构是重要一环。加菲尔德
指出，“现在很多科研管理者都希望一个数字能解
决所有的评价问题，他们要的是‘快’。评估人也好、
评估期刊也好，有很多不同指标，拿一把尺子衡量
很多人，这样就不对，我们要有综合的评估指标。”
“很多学术评价工作由行政管理部门负责，

带有一定的行政化评价色彩。由于学术成果的
高度专业性，行政化评价难以对具体科学研究
成果内容进行科学评价，往往依靠一些量化指
标数据。”樊秀娣同样认为，应弱化行政化评价，
管理部门要让渡一定的学术评价权，把学术成
果评价标准交给同行专家，尤其是小同行。

樊秀娣同时表示，如今之所以同行评议显
得不那么科学和不被信任，在于所谓“同行”内
的行政领导、学术权威，以及文化中的人情关系
等阻碍了真正同行评议科学性的发挥，因此“要
建立责任机制或追责机制”。
“权责统一，权利和名誉要对等。”在樊秀娣

看来，科学家内部应真正负起责任，建立诚信机
制，守护好自己的学术名誉。要从体制机制上防止
同行评议内核依旧是“行政权力”说了算，而其形式
却是可用来应付外界对评价质疑的“挡箭牌”。

替代影响因子，
需要负责任的同行评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