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南大学

发现长寿新基因
本报讯（记者温才妃通讯员

刘逸飞）西南大学资源昆虫高效
养殖与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教授
代方银团队发现了调控寿命的新
基因 OSER1，并在家蚕、线虫、果
蝇等多物种研究中揭示了其延缓
衰老和延长寿命的机制。日前，相
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自然 -
通讯》。

据该实验室副教授宋江波介
绍，这项研究的难点在于，跨越从
家蚕到人类，即跨越无脊椎动物
到高等哺乳动物的物种差异，找
到共通的寿命调节基因。

研究人员将线虫、家蚕、果
蝇、斑马鱼、非洲爪蟾、小鼠、恒
河猴与人类进行比较分析，发现
其基因组中均存在 OSER1 的直
系同源基因。家蚕遗传背景清
晰、血液反应迅速、生命周期较
短，且人类基因组中家蚕的直系
同源基因占比处于线虫和果蝇
的中位，是用来研究长寿基因的
关键指标。

研究团队筛选到家蚕中寿命
调节因子 FoxO 的 42 个潜在直
接靶基因，通过干涉实验，发现其
中 7个基因降低后线虫寿命显著
缩短，3个基因降低后线虫寿命显
著延长。其中，家蚕 OSER1在线
虫中的直系同源基因表达降低
时，寿命缩短幅度最大。

他们进一步研究了人类的
OSER1基因变异。在人群队列中
的分析发现，将 90岁以上的长寿
老人与年轻对照组比较，检测到
OSER1基因中存在 49个常见单
核苷酸多态性（SNP），其中，7 个
SNP与长寿显著相关。对人类受
试者的研究结果表明，OSER1也
影响人类寿命。
“我们使用家蚕和果蝇、线虫

等其他经典模式生物，共同鉴定
了 OSER1 这一寿命调节因子在
物种间共通，即 OSER1在生物体
和细胞水平上对氧化应激提供强
力保护，从而延长生物体寿命。”
代方银说。

相关论文信息：

用于发掘长寿基因的新型实
验动物———家蚕。 课题组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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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进展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化肥与有机肥联合施用
可提升茶叶品质

本报讯（记者杨晨）过量施用
化肥可导致茶叶品质降低，那么
只施用有机肥能否实现最高的茶
叶品质？为回答该问题，中国科学
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尹春英
团队对老川茶展开试验研究。相关
成果近日发表于《园艺科学》。

研究团队设置了无肥（CK）、
化肥（CF）、有机肥（OF）及化肥
与有机肥联合施用（CF+OF）4种
处理方法，测定了茶叶中多酚、氨
基酸、黄酮、儿茶素及咖啡因等关
键品质成分含量，分析了决定茶
叶品质的酚氨比和儿茶素苦涩味
指数，以探究化肥和有机肥对茶
叶品质的影响及调控机理。

与对照组相比，所有施肥处
理均显著提高了黄酮和多酚含
量。OF及 CF+OF处理提高了茶
叶中氨基酸和儿茶素含量，但 CF

处理显著降低了儿茶素含量。因
此，CF+OF处理下的茶叶具有更
低的苦涩味指数和酚氨比，故茶
叶品质更高。

此外，该研究通过转录组学揭
示了施肥影响茶叶品质的分子机
制，主要通过调控黄酮类生物合成
途径中的关键基因，如 PAL、4CL、
C4H、CHS来调节类黄酮化合物和
儿茶素的含量。CF+OF处理通过
促进 DFR2、ANS3和 ANR2的表
达，进而促进了儿茶素的主要组分
EGC和 EGCG等的积累，最终增
加了总儿茶素的含量。这些关键基
因的上调表达，不仅增加了茶叶中
抗氧化活性物质的含量，还提升了
茶叶的口感与风味。

相关论文信息:

库里背后的数据“魔法”，中国篮球开始追了
■本报记者胡珉琦

2024 年巴黎奥运会男篮决赛中，美
国队凭借斯蒂芬·库里在最后 2 分 47秒
的三分球四连击，击败法国队夺冠。过去
10 年，库里引领了美国职业篮球联赛
（NBA）的三分球风潮。三分球的增加是
篮球战术的一项重要变革，而它背后的推
手其实是数据分析。

在 NBA，数据分析早已渗透在球
队的各个方面———从球员选拔、训练，
比赛策略选择，到球队管理等。这种数
据导向的思维恰是现在中国篮球最需
要的。

2023年 3月 1日，中国篮球协会联
合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根尖体育发
布了一个“数字篮球”平台———K8中国篮
协技战术服务平台（以下简称 K8平台）。
不久前，中国篮球协会又发布了 K8赛事
数据采集维度与质量标准（以下简称 K8
标准）。

一场中国篮球的数据革命开始了。

“魔球”预言成真

在 2014—2015 赛季，勇士队赢得
NBA总冠军，随后的一个赛季，又打破联
盟历史纪录，常规赛获胜率竟超过 89%。
而在此之前，勇士队是 NBA排名倒数的
球队之一，它也成了 NBA“咸鱼翻身”的
代表。

转折是从史蒂夫·科尔上任球队主教
练开始，他也是本届巴黎奥运会美国男篮
主教练。球员出身的科尔习惯用数据进行
研究，他在数据分析师的辅助下，分析了
大量过往 NBA赛事的比赛记录数据，得
出一个重要结论———传球和投篮是赢得
比赛的突破点。

即使不懂篮球的人也知道，投篮离篮
筐越近越容易，这是一种直觉和常识。因

此在 20世纪 90年代和 21世纪初，中距
离低位跳投和上篮是 NBA的关键战术。

那时候，如果一个正在学习打篮球
的年轻人总想着“逞强”投三分，教练
大概率会换他下场。但科尔却要求队员
苦练三分球技术，甚至鼓励他们尽量远
离三分线出手。

中国篮球协会 K8 项目组负责人承
相解释，基于 NBA长期对投篮的精准分
析，分析师发现，只要球员离开篮下半圆
区域后，命中率会急速下滑至 40%，但从
篮下半圆到三分线这段距离之间，命中率
并不会进一步下降，而是维持在 40%左
右。这也意味着，多投三分甚至在三分线
以外投篮，成为收益更高的选择。

基于数据的支持，三分球神射手科尔
敏锐作出选择，确认了以库里为核心的球
队阵容。在 2015—2016赛季，库里共投进
403个三分球，创造了 NBA个人三分球
纪录。

如今，根据 20多年来 NBA投篮点分
布的对比图可以发现，篮球空间认知已经
发生了明显变化，三分线取代中距离成为
热点，这也是数据推动 NBA球队战术转
型的经典事例之一。

多维数据的飞跃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NBA 就开始
用数据思维对比赛录像进行分析。2010
年以后，NBA 引入 SportVU 系统，该系
统可以高频率捕捉三维运动画面，通过
轨迹分析提取数据，自动生成数据统
计，录入庞大的数据库。篮球比赛真正
意义上有了一套数据收集、处理、分析
的工具。

此后，NBA的数据技术不断扩展、迭
代，联盟的每支球队都有独立的数据分析

部门。但同时期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还主要依赖于现场技术统计和录
像这种传统的数据收集和处理方式。

中国男篮被挡在巴黎奥运会之外，真
实反映了中国与当今世界篮球运动发展
的差距。
“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不仅仅在球

员，也在于教练员对数据分析的认知和
使用的不足，进而导致训练和战术的脱
节与实战的被动。”中国篮球协会副主
席徐济成说，数据在中国篮球运动中的
渗透和有效使用还处于初级阶段，急需
K8 平台。

根尖体育创始人王海滨介绍，K8 平
台是一个篮球多维视频数据应用项目，
依托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模式识
别实验室，利用模式识别、机器学习、智
能认知技术，实现自动化的赛事视频采
集、结构化视频数据处理、数据智能的
评价体系功能。

据介绍，K8平台包含两级共 90个数
据指标，这一系列多维度、高精度、完整的
数据可以记录每一名球员在赛场上所有
的真实行为，并形成客观的评价体系，从
而帮助管理者全面获取信息，了解球队、
发现优秀球员。

此外，通过对国际赛事的数据分析还
能准确掌握世界篮球运动的发展趋势，对
标趋势要求，通过训练提升运动员水平，
合理选择比赛策略。

值得一提的是，数据分析的质量与比
赛的规范化、数据采集的标准化息息相
关。因此，K8标准格外重要，它从场地、竞
赛、视频采集、数据维度 4个方面进行了
规范。

承相介绍，K8标准将于 2025年 1月
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凡是达到
该标准要求的赛事，均会纳入 K8平台，

作为中国篮球人才选拔的客观依据。

找到适合青少年成长的“催化剂”

同样是在本届巴黎奥运会上，日本男
篮在小组赛上以 90比 94惜败东道主法
国，而这场比赛让全世界记住了一个人的
名字，那就是身高仅 1.72米的后卫河村
勇辉。他在面对比自己高 44厘米的法国
队球员戈贝尔的防守时，不落下风，砍下
全场最高的 29分。

有网友好奇，在中国，这样的球员有
机会脱颖而出吗？在现在的选材体系中，
基层教练的答案大概率是否定的。
“中国大多数教练在选材过程中都

秉持一种理念，那就是篮球是一项‘巨人
运动’。其实，篮球人才的选拔是隐性选
材的过程。”徐济成告诉《中国科学报》，
“比身材更重要的是速度、技术和认知，
只有这 3个要素同时具备，身材越高，优
势才管用。”

徐济成表示，一个人从爱好篮球的少
年成长为职业篮球运动员，需要经历多个
年龄段的筛选、淘汰，这其中合理的依据
就是通过详细、完整的数字档案，追踪和
评价他在不同成长阶段，这些关键要素的
表现和潜力。

徐济成希望，K8平台能够引导广大
家长和基层教练员根据数据和分析作出
理性判断，在 13、16、20和 24岁每个篮球
运动员晋级和成长的蜕变年龄段，找到孩
子最适合的“赛道”，成为孩子们训练和竞
赛最好的“催化剂”。

王海滨也呼吁将更多基层的学生赛
事纳入这一数字篮球平台，让更多青少年
拥有自己的数字档案，这样才能扩大选材
范围，持续跟踪每名队员的成长，发掘中
国篮球人才的储备力量。

“胖癌”发病率急剧上升 年轻人更需警惕
■本报记者张思玮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同仁医院内分泌
科、北京市糖尿病研究所教授杨金奎团队
研究发现，2007至 2021年间，我国与肥
胖相关的癌症发病率以每年 3.6%的惊人
速度增长，这一增长在年轻人中尤为明
显，而与肥胖无关的癌症发病率则保持稳
定。近日，相关研究发表于细胞出版社旗
下期刊 。
“如果不彻底改变肥胖的流行趋势，

我国与肥胖相关的癌症发病率未来 10年
几乎将翻一番。”杨金奎指出，这无疑会给
我国经济和医疗体系带来沉重的负担。

与肥胖相关的 12种癌症

国家癌症中心最新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新发癌症病例数估计为 482.47万
例，整体癌症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其中，世
界癌症研究基金会已确认了与肥胖相关
的 12种主要癌症，包括结直肠癌、肝癌、
胆囊癌、胰腺癌、乳腺癌、子宫癌、卵巢癌、
肾癌、甲状腺癌、多发性骨髓瘤、胃贲门癌
和食管腺癌。

肥胖是影响癌症发病率的重要公共
卫生问题。此前，已有多个小鼠模型的研
究证据表明，肥胖和高脂饮食能够加速癌
症进展，缩短癌症潜伏期，并将癌症发病
年龄提前。

去年发表的《中国肥胖患病率及相
关并发症：1580 万成年人的横断面真实

世界研究》显示，按照我国超重和肥胖
的 BMI 分类标准，1580 万成年受试者
中，超重人群占比 34.8%，肥胖人群占
比 14.1%。BMI分类标准即体重除以身高
的平方，数值为 24～27.9为超重，大于
27.9为肥胖。

近年来，我国的饮食结构和消费习惯
发生了重大变化，成年人与青少年的肥胖
率也随之迅速增长。
“作为一名内分泌科医生，我特别

关注代谢性疾病对癌症的影响。而目前
国内还没有与肥胖相关癌症发病趋势
的研究。目前关于癌症的报道多集中在
中老年人，很少关注年轻人的癌症发病
情况，而年轻人中癌症的出现可以反映
目前环境和饮食因素暴露的变化。”杨
金奎说。

鉴于此，杨金奎萌生了研究 20岁以上
成人全年龄段肥胖相关癌症发病率的想
法，并着重关注年轻人癌症发病率的变化。

与肥胖相关癌症发病率显著升高

在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发现，并非
所有与肥胖相关的 12种癌症的发病率都
呈上升趋势。杨金奎指出：“发病率升高的
癌症主要包括结直肠癌、乳腺癌、子宫癌、
肾癌和甲状腺癌。”进一步分析数据显示，
胰腺癌、胃贲门癌、胆囊癌、多发性骨髓瘤
和食管腺癌的发病率在年轻人中保持稳

定，而在老年人中呈下降趋势。
对此，研究人员进行了总结分析。

“癌症是由多种因素引发的疾病，不能
单纯将肥胖视为癌症的唯一致病因素。
例如，食道癌、胃癌和肝癌不仅受肥胖
影响，还与感染等因素有关。”杨金奎
解释说，近年来，中国在癌症筛查和预
防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癌症发病率在
老年人群中呈下降趋势。而在年轻人群
体中，癌症发病率相对稳定，可能是因
为感染的控制抵消了肥胖带来的癌症
风险。
“综合分析发现，与老年人相比，年轻

人肥胖相关癌症的发病率上升速度更
快。”杨金奎告诉《中国科学报》，这一发现
提示未来的防控工作需要政策支持，例如
制定更有力的食品政策、减少加工食品的
消费、推动更健康的饮食，并鼓励年轻人
增加运动。

此外，对于研究人员而言，癌症研究
应当聚焦于理解肥胖导致癌症的机制，以
便更好地识别并规避关键风险因素。

填补亚洲人肥胖相关癌症数据空白

文章投稿后，审稿人主要提出了两个
问题：一个是在研究人群中，肥胖和非肥
胖相关癌症的发病率是否存在性别差异；
另一个是以前对其他人群的研究是否显
示了与该研究类似的趋势，即与肥胖相关

癌症发病率升高。
针对于第一个问题，研究团队重新

进行了数据分析，并将肥胖相关和非肥
胖相关的癌症按性别分类。结果发现，
与男性相比，女性与肥胖相关的癌症发
病率更高，但与非肥胖相关的癌症发病
率较低。
“由于女性与肥胖相关的癌症类型范

围更广，我们排除性别特异性癌症重新分
析，即从所有男性癌症中除去前列腺癌，
从所有女性癌症中除去乳腺癌、宫颈癌、
卵巢癌和子宫癌。”杨金奎表示，研究发
现，尽管女性肥胖相关和非肥胖相关的癌
症发病率都低于男性，但女性肥胖相关癌
症发病率的增长率高于男性。

针对另一个问题，研究人员通过查阅
文献发现，现有的报告主要关注美国、澳
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肥胖相关癌症的趋
势，即年轻人患与肥胖相关癌症的风险更
高。而该研究正好填补了亚洲人肥胖相关
癌症报告数据的空白。

当然，开展流行病学研究只是研究团
队工作的一部分。“我们的重点工作是与
代谢性疾病相关的机制研究、新药靶点发
现与早期探索性新药研发，旨在挖掘代谢
性疾病复杂的发病机制和更高疗效的药
物，从而为代谢性疾病患者提供更为有效
的治疗选择。”杨金奎说。

相关论文信息：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等

辽西发现连接松柏类
与被子植物化石证据
本报讯（记者崔雪芹）被子植

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生活资
源。但是，由于缺乏关键性化石证
据，被子植物来源问题一直困扰
着生物学家。近日，中国科学院南
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鑫
和深圳市兰科植物保护研究中心
高级工程师陈利君共同为被子植
物的起源和演化提供了新的证据
和见解。相关研究发表于《植物》。
“虽然现代植物学家对植物

DNA 序列相似度的研究不看好
松柏类和被子植物的亲缘关系，
但化石发现为被子植物起源提供
了新的证据。”王鑫说。

新发现的化石具有介于松柏
类和某些被子植物之间的形态特
征，被命名为中介少林枝。该化石
长 68毫米、宽 17毫米，产自辽宁
省建昌县二道沟的义县组地层，包
含了直接相连的茎、叶和 4颗果实。

虽然该化石的总体形态与现
代松柏类极为相似，但其生殖器
官中却展现出对其种子包裹的趋
势，而这个趋势很可能发展为对
种子的最终完全包裹，从而达到
被子植物状态。

一般情况下，植物都会对其
种子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但只
有被子植物才把这种保护时间提
到受粉之前。现代植物学眼中的
原始被子植物之一的八角，其胚
珠是被一个叶性器官从下面和两
侧包裹起来的，且这个包裹有一

个过程———叶性器官在近轴面最
后才愈合封闭。因此，在化石中找
到类似结构对人们研究被子植物
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在西班牙 2.37亿年前
三叠纪地层中发现的一块古植物
化石“三叠纪跨界者”球果中，已
看到这种包裹种子的趋势，但其
未保存营养器官，因此缺乏关于
植株的其他信息。而当前这枚中
介少林枝化石再次表现出类似的
包裹种子的趋势，其“球果”和枝
叶直接相连。

相关论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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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中国生物制造大会
在合肥举行
本报讯（记者王敏）8 月 28 日，以“生物制造创引

未来”为主题的 2024 中国生物制造大会在安徽省合肥
市举行。

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宣传中心、清华大学合成
与系统生物学中心联合行业内首批 80余家企事业单位
共同发起成立“生物制造产业方阵”。方阵成员代表在大
会现场携手发布《聚力推动生物制造高质量发展———合
肥倡议》，倡议各方联合加强政策研究、跨界合作，推动政
策落地，促进创新和资源共享，合力推动我国生物制造产
业高质量发展。

国内首个聚焦生物制造产业的专家咨询委员会———
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也在此次大会上正式
成立。该委员会旨在加强我国生物制造领域的高端智库
建设，搭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思想库”“智囊团”，将会
聚一批国内外顶尖科学家、行业专家和企业家，为我国生
物制造产业发展建言献策。
会上还发布了 10项“2024生物制造产业化优秀案

例”以及合肥市生物制造产业园区发展规划，该产业园位
于合肥市长丰县，是安徽省首个生物制造产业园。

此外，大会现场开展了系列产业对接和签约活动，计
划设立首只生物制造主题产业基金，签约项目和基金总
规模达百亿元级。

8月 29日，一座造型别致的景观桥亮相南京市某高中。这是南京市首次采用
3D打印技术在校园内建设的多跨混凝土曲线桥。
“该桥呈现三维异面曲线，传统造桥技术很难实现。”施工单位中建八局三公

司项目总工王日彤介绍，他们与东南大学研究团队开展合作，研发出超高性能混
凝土和纤维增强材料，其高强度和高韧性使得复杂的桥梁几何结构得以实现。工
作人员将桥梁图形输入电脑，与工厂中的工业机器人进行对接，从而实现桥梁构
件的打印，桥梁安装只需半天时间。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