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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性状多点引入
驱动杂交物种形成

该研究将种群基因组分析与物种特异性性
状的数量性状位点定位结合，研究了
蝴蝶杂交物种的形成。他们指出

是与双亲同域的杂交物种，并且作为一
个独立演化的品系持续存在了至少 18万年。

尽管与其中一个亲本
之间的基因流动普遍且持续，使它们基因组的
99%都发生了同质化，但剩下的 1%遗传自另一
个亲本 ，且广泛散布在

的基因组中，形成了与
不同的分化。

这些分化包含多种破坏性选择下的特征，
比如颜色模式、翅膀形状、寄主植物偏好、性信
息素和配偶选择等。这些特征将 置
于自己的适应高峰，并与双亲共存。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物种形成是由生态性
状的引入驱动的，并且在多位点遗传结构下，基
因流的物种形成是可能的。

相关论文信息：

用剥离包层超新星光曲线
证实中心引擎活动

研究人员分析了 54个被充分观测的剥离包
层超新星样本的能量收支，并提出了统计上显著
的、基本不受模型限制的观测证据，证明了其中大
多数，也可能是全部，存在非放射性动力源。
研究人员考虑了可能导致这一结果的能量

来源或者合理的系统误差，认为最合理的解释
是存在一个长期的中心引擎，在爆炸后持续运
行约 103~106秒，并从观察结果中推断出引擎性
能的限制因素。例如，如果中心引擎是一颗磁化

的中子星，那么初始磁场约为 1015G，初始旋转
周期为 1~100ms，这表明剥离包层超新星可能
是磁星形成的重要条件。

相关论文信息：

科学家研制海上光学钟

研究人员报告了在移动平台上运行的光学
时钟的尺寸、性能和环境敏感性的组合发展。这
个 35 l时钟结合了分子碘光谱仪、光纤频率梳
和调控电子设备。3个这样的时钟在太平洋的
一艘军舰上连续运行了 20天，每天的计时误差
在 300皮秒以下。

这种时钟的性能与氢脉泽原子钟相当，但
体积只有后者的 1/10。在海上操作高性能时钟
具有挑战性，并且对导航至关重要。上述研究成
果标志着一项重大的技术进步，预示着光学计

时网络的到来。
相关论文信息：

量子霍尔体系中的一维超导体

该研究展示了最小扭曲双层石墨烯中畴壁
在量子霍尔体系中支持异常强大的邻近超导性，
使约瑟夫森结在接近超导电极的上临界场运行。

研究人员发现，临界电流是非振荡的，并且
在整个量子化场范围内几乎不变，数值受限于
驻留在畴壁内的严格一维电子通道的量子电
导。该系统在量子化场中支持 Andreev束缚态
的能力是独一无二的，并为进一步开展相关探
索提供了更多方向。

相关论文信息：

（李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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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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科学院院刊》

研究证实可见光与空气 -水
界面相互作用的光分子效应

近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取得一
项新进展，证实了可见光与空气 -水界面相互作
用的光分子效应。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美国《国家
科学院院刊》。

虽然水在可见光下几乎是透明的，但研究人
员发现，空气 -水界面却能够通过一种假设的光
分子效应与可见光产生强烈的相互作用。在这一
效应中，横向磁极化光子能够将水团从空气 -水
界面上剥离出来。为了验证这一效应，研究人员进
行了 14个不同的实验，成功证实了其存在，并深
入探讨了该效应与可见光的波长、入射角以及偏
振状态之间的关系。

此外，研究人员进一步证明可见光能够加热薄
雾。这表明，该过程可以影响天气、气候和地球的水
循环，并且提供了一种机制解决长期存在的难题，即
测量到的云对太阳辐射的吸收能力，往往大于基于
体积水光学常数的理论所能预测的值。

相关论文信息：

《光：科学与应用》

科学家揭示金晶体薄膜
光致发光的量子力学效应

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 Giulia Tagliabue 团
队，揭示了金晶体薄膜光致发光的量子力学效应。
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光：科学与应用》。
研究团队成功揭示了单晶薄金箔片发光的量

子力学效应。他们通过实验证据，结合第一性原理
模拟，证实了金箔片在带间区域激发时光致发光
的起源，即电子与空穴复合的辐射发射。这一模型
使得研究人员能够识别出由于金膜厚度减少而引
发的量子力学效应对金发光测量的影响。值得一
提的是，这种效应在厚度仅为 40纳米的薄片发光
信号中便可观察到，这主要归因于费米能级附近
电子能带结构的面外离散性。
研究人员利用第一性原理建模定性地再现了

观察结果，从而构建了对金单晶片发光的全面描
述，为将其作为载流子动力学和光 -物质相互作
用探针，在材料科学中的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此
项研究为探索多种材料系统中的热载流子和电荷
转移动力学开辟了新的道路。
相关论文信息：

《细胞》

半胱氨酸配位性的定量泛癌分析

美国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癌症中心的 Liron
Bar-Peled、Michael S. Lawrence 和 Mariko Taka-
hashi合作，提出了 DrugMap——— 一种半胱氨酸配
位性的定量泛癌分析方法。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在
线发表于《细胞》。

据介绍，以半胱氨酸为主的化学蛋白质组学
平台加速了用于癌症多种靶点共价抑制剂的临床
开发。然而，不同的致癌环境如何影响半胱氨酸靶
向仍然未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究人员开发了DrugMap，
这是一个在 416个癌症细胞系中汇编的半胱氨酸配
位性图谱。研究人员发现，半胱氨酸连接性在癌症细
胞系中不同，他们将其归因于细胞氧化还原状态、蛋
白质构象变化和基因突变的差异。

利用这些发现，研究人员在 NF-资B1 和
SOX10中鉴定了可操作的半胱氨酸，并开发了相
应的共价配体来阻断这些转录因子的活性。研究
证明 NF-资B1探针阻断 DNA结合，而 SOX10配
体增加 SOX10-SOX10相互作用并破坏黑色素瘤
转录信号传导。

这一研究揭示了不同癌症中半胱氨酸配体性
的异质性，指出了驱动半胱氨酸靶向的细胞内在
特征，并说明了如何利用共价探针来破坏致癌转
录因子的活性。

相关论文信息：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新策略治疗严重镰状细胞病
安全有效

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 Stephan A.
Grupp课题组研究了 exa-cel治疗严重镰状细胞病
的疗效与安全性。相关论文近日发表于《新英格兰
医学杂志》。

exa-cel是一种非病毒细胞疗法，旨在通过体外
聚集的规则间隔短回文重复序列，基因编辑 BCL11A
红系特异性增强子区域的自体CD34+造血干细胞和
祖细胞（HSPCs），重新激活胎儿血红蛋白合成。

研究组对 12至 35岁的镰状细胞病患者进行了
一项临床 3期、单组、开放标签的 exa-cel研究，这些
患者在筛查前两年中每年至少有两次严重的血管闭
塞危象。

共有 44名患者接受了 exa-cel，中位随访时间
为 19.3个月。每个病人体内移植了中性粒细胞和
血小板。在有足够随访待评估的 30名患者中，29
名至少连续 12个月无血管闭塞危象，所有 30名
患者至少连续 12 个月没有因血管闭塞性危象住
院。exa-cel的安全性与清髓性白消安调理和自体
HSPC移植的安全性基本一致，没有发生癌症。

研究结果表明，在 97%的镰状细胞病患者中，
exa-cel治疗消除了 12个月或更长时间的血管闭
塞危机。

相关论文信息：

小行星 2024 BX1撞击大气层前的轨迹，
图中亮度的变化由小行星的自转引起。

图片来源：L.Buzzi

科学此刻姻 姻

狗鼻子

生而平等

为什么福尔摩斯用猎犬寻找破案线索，而
不用哈巴狗？根据预印本平台 bioRxiv近日公
布的一项研究，这一切都归结为行为和训练，而
不是狗本身具有的任何内在气味探测能力。该
研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能够表明某些家犬品种
的嗅觉比其他品种更好。

尽管如此，研究人员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狗
的数据和更广泛的基因分析，以证明所有品种
的狗都有相似的鼻子。

这项未经同行评审的研究，挑战了长期以
来的观点，即与其他狗相比，一些工作犬种，如
德国牧羊犬、猎犬和拉布拉多巡回犬，具有更发
达的气味探测能力。相反，研究人员认为，这些
狗在气味识别方面的成功可能源于几代人对它
的训练。

该研究主要作者、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
杉矶分校功能形态学家 Deborah Bird说：“狗是
哺乳动物中嗅觉最灵敏的，特别是某些品种的
狗嗅觉更强，这几乎是一个传说。”

由于很难测试一些狗是具有高超的嗅
觉，还是只善于听从指示。因此，Bird 和同事
选择通过检查家犬、狼和土狼的头骨及遗传
物质来检验它们的嗅觉能力。他们使用 CT
扫描创建了来自 45 个不同犬种、一种狼和一
种土狼的 104 个头骨的 3D 模型，之后，又使
用这些模型测量了头骨中被称为筛板的骨结

构的面积。筛板上有嗅觉神经，能够将气味信
息传递到大脑。相对于哺乳动物的体形，筛板
越大意味着嗅觉越灵敏。

研究人员还研究了能够代表哺乳动物嗅觉
好坏的遗传参数。首先，他们深入研究了发表的
狗基因组记录，并在 111个家养品种以及 27只
狼和 4只土狼的基因组中进行了比较，以找出
每种动物有多少个嗅觉检测基因。接下来，研究
人员观察了另外 24种家养犬的口腔组织样本，
并寻找与这些基因对应的 RNA，以确定哪些基
因编码了在嗅觉中起作用的蛋白质。

根据测量结果，研究人员得出结论，家犬的
鼻子可能不如狼和土狼灵敏。这些家犬包括在
现代狗繁殖之前就存在的古老品种，如澳洲野
狗和巴森基犬，以及人们熟悉的品种，如西班牙
猎犬和柯基犬。

研究人员没有发现任何遗传或骨骼证据能
够表明某些家犬品种的鼻子比其他品种更灵
敏。相反，他们认为，一些狗的行为特征，如取悦
人类或高耐力，使它们的鼻子看起来比其他狗
更有辨识力。

不过，这项研究没有在野外对狗进行测试。
在野外，一些狗可能会因为耐力、可训练性或取
悦人类的能力而在搜救行动或缉毒行动中表现
出色。
“我们认为，有些狗的嗅觉比其他狗更好，

可能并不一定是因为它们的鼻子特别好，而是
它们有兴趣用鼻子完成我们想让它们做的事
情。”美国布罗德研究所计算生物学家 Elinor
Karlsson说。 （李木子）

相关论文信息：

狗鼻子非常敏感。 图片来源：JUSTIN PAGET/GETTY IMAGES

史上转得最快的小行星：每天 3万圈

本报讯今年早些时候，一颗小行星撞击了
地球大气层，研究发现，它大概每 2.6秒自转一
次，速度比人们所知的任何小行星都要快。相关
研究成果近日公布于预印本平台 arXiv。

这颗名为 2024 BX1的小行星宽度可能不
超过 1米，于 1月 21日进入地球大气层，最终
在德国柏林上空解体。一些未烧尽的碎片随后
被找到。这是一个罕见的追踪小行星坠落的例
子———这颗来袭的陨石在撞击地球前 3个小时
便被发现了。

位于意大利的欧空局近地天体协调中心的
Maxime Devogele和同事在小行星撞击大气层
前拍下了它的照片。2024 BX1以每小时约 5万
公里的速度移动，其旋转引起的亮度变化在这
些图像中显得十分突出。

这些亮度变化对应了 2.588 秒的旋转时
间———大约每天旋转 3万次。“这是我们观察到
的最快的自转。”Devogele说。

小行星自转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在其生
命早期发生的碰撞。一般来说，直径大于 1公
里的太空岩石自转 1 次不会快于 2.2 小时，
否则它们就会分裂。但是像 2024 BX1 这样较
小的小行星可以承受更快的自转，因为它们
更紧凑。“它们有‘内功’，可以旋转得更快。”
Devogele说。

测量这样旋转的天体对行星防御很有帮
助，可以让人们知道一颗小行星有多“结实”，及
其穿过地球大气层的可能性有多大。（文乐乐）

相关论文信息：

调查显示日本健康食品广告
超七成不规范

据新华社电 日本一项抽样调查显示，该国
健康食品广告中有超过 70%存在对相关临床试
验结果解释和引用不规范、容易误导消费者的
问题，包括只强调对生产商有利的试验结果，对
矛盾的数据视而不见等。

日本共同社 4月 25日报道，位于千叶县旭
市的旭中央医院和京都大学等机构人员组成的
小组实施了这项调查。他们调查了日本国内 5
家大型医药研发合同外包服务机构受企业委托
进行的临床试验，从公共数据库中登记的这 5
家机构实施的 726 个临床试验中随机选取了
100个，并对其中和食品有关的 76个试验进行
调查。这些试验中不含小林制药公司召回的三
款红曲保健品的相关试验。

这 76个试验中有 32个发表了论文。调查
显示，其中 26个试验的论文摘要部分和试验结
果不一致。这 32个试验的论文中有 11个的结
果被用于食品广告和新闻公报，其中 8个试验
结果的解释不规范，表述容易给消费者带来误
解，不规范的比例约 73%。

研究人员举例说，有宣称能维持认知能力
的补充剂，多个试验项目都未能确认其效果，论
文选用了部分结果便称“提示认知能力改善”，
广告就说有“维持认知能力”的功效。

本项调查结果已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临
床流行病学杂志》上。

日本健康食品中的功能性标示食品只需提
交与其声称功能相符的科学依据进行备案，无需
政府部门审批许可。消费者服用后出现健康受损
的小林制药红曲保健品就属于功能性标示食品。

研究人员表示，七成这个比例令人震惊，必
须要有严格的管理。 （钱铮）

科学家发现
控制鸟类鸣唱节奏的基因

本报讯 科学家研究了与鸟类鸣唱韵律节
奏相关的基因，认为有两个基因可能塑造了鸟
类的发声节奏，同时也会影响人类说话。相关研
究 4月 23日发表于《自然 -通讯》。
鸟类鸣唱的一些方面已经得到研究，而节

奏被认为是大多数物种与生俱来的特征，在性
选择和物种识别中作用重大，但人们对鸣唱节
奏的遗传基础所知甚少。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 Matteo Sebastianelli
和同事研究了斯威士兰和南非的黄额与红额钟
声拟鴷的鸣唱节奏，这两个物种在该区域内混
居。他们还分析了 135个钟声拟鴷个体的全基
因组，最终发现了两个与发声节奏有关的基
因———Neurexin-1和 Coenzyme Q8A。
这两个基因在人类中也与言语障碍存在广

泛关联。此外，在研究涉及的这一混居区域，研究
者还观察到红额钟声拟鴷的鸣唱更快、更稳定。

研究者认为，鸟类的鸣唱节奏在生殖隔离中
可能有所作用，红额钟声拟鴷或能借此选择自己
物种的伴侣，避免与黄额钟声拟鴷杂交。（冯维维）
相关论文信息：

类器官助力癌症和罕见病治疗
可带来动物模型无法提供的见解

本报讯 研究人员一直对类器官表示欢
迎，认为这是一种潜在的药物测试方法，甚至
可以取消某些形式的动物实验。在 4月 24日
发表于《自然》的两项研究中，生物学家开发
出了肠道和大脑的类器官，可以提高人们对
结肠癌的认识，并有助于开发一种罕见神经
系统疾病的治疗方法。
“过去 10年里，人们花了很多时间开发和

了解如何制造类器官。”美国康奈尔大学威尔医
学院化学生物学家陈水冰说，“现在是时候更多
思考如何使用这些模型了。”

据《自然》报道，其中一篇论文的作者、美国
斯坦福大学神经科学家 Sergiu Pasca 说，类器
官，尤其是由人类干细胞制成的类器官，有时会
揭示用动物模型无法搞清的事情。

Pasca的团队曾研究蒂莫西综合征———一种
涉及自闭症、神经系统问题和心脏病的遗传性疾
病，但苦于没有好的动物模型，因为潜在突变并不
总在啮齿动物身上引起相同的症状。他说：“我们

很清楚，需要找到一种体内测试方法。”
为重现这种疾病，研究人员转而借助大脑

类器官。他们从携带导致蒂莫西综合征的突变
基因的 3 个人身上提取了干细胞，并培养约
250天。研究人员用信号分子处理这些细胞，促
使其变成大脑类器官，其中包含大脑皮层中发
现的每一种神经元。

为了给类器官创造一个更逼真的环境，研
究人员随后将这些结构注入大鼠的大脑中。在
那里，它们与动物自身的神经元形成连接。这样
就形成了一个系统，研究人员可以在其中测试
蒂莫西综合征的潜在治疗方法。

人类神经元有 4种不同形式的钙通道，但
其中一种在蒂莫西综合征中存在缺陷。研究人
员认为，消除发生突变的钙通道将使其他健康
的钙通道取而代之。

为此，研究人员鉴定出一种名为寡核苷酸
的短核酸片段，可以通过干扰基因转录物来阻
止细胞产生突变形式的蛋白质。他们将寡核苷

酸注射到大鼠脑中，大约两周后，类器官和大鼠
周围神经元中大多数有缺陷的钙通道已被取
代。类器官中的神经元也发生了改变，从类似蒂
莫西综合征患者的较小而简略的形状，变成了
健康神经元更大、更复杂的典型形状。

研究团队希望在临床试验中对这一疗法进
行人体测试。“这种治疗方法有效期约为 3个
月，因此患者需要经常接受注射。该治疗的优点
是其生物效应是可逆的，任何副作用都很短
暂。”Pasca说。

在另一篇论文中，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
生物工程师 Matthias L俟tolf用小鼠干细胞模拟
了人体肠道组织。类器官倾向于以紧密的球状
生长，因此研究人员在支架上培养细胞，以重现
真实肠道组织的管状结构。

为了制作结肠癌模型，研究人员对细胞进
行改造，使其含有附着在致癌基因上的光敏蛋
白。这使得他们可以使用蓝色激光启动基因，并
在类器官特定部位触发肿瘤生长，然后观察肿

瘤在几周内的变化。
研究人员将癌细胞注射到小鼠体内，产生

的肿瘤看起来与人类结直肠癌中的肿瘤相似。
当研究人员限制生长培养基中的热量时，类器
官积累的肿瘤较少；而热量限制会减缓结直肠
癌患者肿瘤的生长。

L俟tolf对整个类器官引发的肿瘤间差异感到
震惊。但他表示，类器官可能有助于研究药物或免
疫疗法如何杀死肿瘤，以及个体环境和免疫系统
等因素如何影响癌症的发展。L俟tolf团队计划操
控肠道类器官，以更好地反映人体系统，并希望它
们最终能在某些情况下取代动物模型。

这两项研究“设计得非常好”，陈水冰表示，
既然研究人员已经找到了制造不同类器官的好
方法，下一步便是研究如何扩大生产规模，并使
其更复杂，以反映真实的人类生物学。（王方）

相关论文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