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跟头冠军：

每秒 368个

女儿追忆父亲梁思礼院士：
他总是笑对人生

《自然 -遗传学》

跨生物库和祖先的人类疾病
罕见编码变异分析完成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布罗德研究所
Patrick T. Ellinor团队分析了跨生物库和祖先的人
类疾病罕见编码变异。相关研究成果 8月 29日在
线发表于《自然 -遗传学》。

大规模测序为研究罕见编码变异在人类表型
变异中的作用提供了空前的机会。研究人员对来自
3个大型生物库的测序数据进行了泛血统分析，包
括 All of Us研究项目。使用混合效应模型，研究人
员对 748879人的 601种疾病进行了基于基因的罕
见变异检测，其中包括 155236名与欧洲人血统不
同的人。

研究确定了 363个显著关联，突出了人类疾病
现象的核心基因，并确定了潜在的新关联，包括心
脏代谢疾病的 UBR3和精神疾病的 YLPM1。泛血
统负担测试代表了一种在不同数据集中发现的包
容性和有用的方法，尽管研究人员也强调了血统特
异性敏感性分析在这种情况下的重要性。

研究人员指出，在与欧洲血统和其他遗传祖先
相似的样本中，罕见蛋白质破坏变体的效应大小是
一致的。这一研究结果对人类疾病测序关联研究中
的多血统和跨生物库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相关论文信息：

《细胞》

编码持久内在状态的线性吸引子
需要神经肽信号传递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 David J. Anderson 小组发
现，编码持久内在状态的线性吸引子需要神经肽信
号传递。该研究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细胞》。

研究人员表示，内在状态驱动生存行为，但其
神经实现机制尚不清楚。最近，研究人员在腹内侧
下丘脑（VMH）中发现了一个线性吸引子，代表了
攻击状态。线性吸引子可以通过递归连接或神经调
节信号来实现，但后者的证据很少。

研究人员通过使用细胞类型特异性的
CRISPR-Cas9基因编辑结合单细胞钙成像，展示
了神经肽信号传递对该系统中线性吸引子动态的
必要性。

在控制攻击行为的成体 VMH Esr1+神经元中，
共同破坏催产素和抗利尿激素受体减少了攻击行
为，降低了持久的神经活动，并消除了线性吸引子
动态，而整体神经活动和性别或行为特异性调节仅
稍有减少。

这些数据确定了神经肽信号传递在哺乳动物
实现行为相关线性吸引子中起着必要作用。这些方
法应有助于促进神经科学中不同生物功能和抽象
层次的机制研究。

相关论文信息：

自然要览
（选自 e杂志，2024年 8月 29日出版）

国际宇航员生物库的
空间组学和医学图谱

研究人员介绍了空间组学和医学图谱
（SOMA）。这是一个集成的数据和样本存储库，
包含来自不同任务的临床、细胞和多组学研究
资料，包括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双胞胎研究、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灵感 4号研究等。SOMA
资源代表了公开可用的人类空间组学数据增加
了 10倍以上，并且可以从康奈尔航空航天医学
生物库获得匹配的样本。

该图谱包括广泛的分子和生理图谱，涵盖
基因组学、表观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
学、代谢组学和微生物组数据集，揭示了跨任务
的一些一致特征，包含细胞因子转移、端粒延伸
和基因表达变化、任务特异性分子反应以及与
同源、组织特异性小鼠数据集的关联。

相关论文信息：

快速射电暴持续射电发射的星云起源

研究人员报告了在 413百万秒差距上探测
到的与快速射电暴源 FRB20201124A相关的第
三个亮度较低的持续射电源，这极大扩展了低
亮度 -低法拉第旋转测量范围。

在较低的法拉第旋转测量值下，预期的射
电光度低于目前射电望远镜的探测极限。这些
发现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目前观测到的持
续射电源是由快速射电暴环境中的星云产生
的，并且由于较弱的磁离子介质，具有低法拉第
旋转测量值的快速射电暴可能不会显示出持续
射电源。

这与将年轻磁星作为快速射电暴中心引擎
的模型基本一致。在该模型中，周围的电离星云
或双星系统中的相互作用激波为持续的射电源
提供动力。

相关论文信息：

灵感 4号民用机组人员的
分子和生理变化

研究人员报告了为期 3天的美国太空探索
技术公司太空飞行任务———灵感 4号的主要发
现。该任务引起了一系列广泛的生理和应激反
应、以眼球错位为指标的神经前庭变化，以及神
经认知功能的改变，其中一些与长期太空飞行
的结果相匹配，但几乎所有变化在返回地球后
与基线（飞行前）相比没有差异。

总体而言，这些初步的民用航天数据表明，
短期飞行任务不会对健康构成重大风险，而且为
在解剖、细胞、生理和认知水平上测量人体对航
天飞行的最早适应阶段提供了丰富的机会。这些
方法和结果为建立一个开放的、快速扩展的宇航
员生物医学数据库奠定了基础，该数据库可以为
私人和政府资助的太空任务提供有用信息。

相关论文信息：

甲虫和扑翼微型机器人翅膀的
被动展开和收拢

研究人员展示了犀金龟可以毫不费力地展
开它们的后翅，而不需要肌肉活动。打开鞘翅会
将像弹簧一样的后翅部分从体表释放出来，为
随后的拍打动作提供空间，从而使后翅进入飞
行位置。

飞行结束后，犀金龟可以利用鞘翅推动后
翅回到静止位置，这进一步支持了被动展开的
假设。

研究人员使用一个扑翼微型飞行机器人验
证了这一假设，该机器人能被动展开翅膀进行
稳定可控的飞行并在着陆时整齐收回翅膀，展
示了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昆虫式飞行微机器人的
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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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舰”炸出电离层最大“空洞”
持续近一小时，对全球定位系统构成威胁

本报讯去年 11月 18日，美国太空探索技
术公司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在美国博卡
奇卡发射基地升空。然而，发射约 3分钟，“星
舰”一级与二级火箭分离后就在墨西哥湾上空
约 90公里处爆炸。此后任务控制中心与“星舰”
失去联系并启动自毁系统，“星舰”在大约 150
公里的高度第二次爆炸。

然而，这两次爆炸不只是任务失败那么简
单。8月 26日，一项发表于《地球物理研究快
报》的研究发现，上述大爆炸在电离层“炸”出了
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洞”。这个洞绵延数千公
里，持续了近一个小时。

这次爆炸对电离层的扰动程度让俄罗斯科
学院日地物理研究所大气物理学家 Yury
Yasyukevich感到惊讶。“这意味着我们并不了
解大气中发生了什么。”他补充说，这种现象可
能会对未来需要精准卫星导航的自动驾驶汽车

产生影响。
电离层是地球大气层的一个区域，位于

海平面以上约 50 到 1000 公里。太阳辐射导
致中性大气被电离成电子和离子，后者不断
与中性大气相互作用，从而产生了稳定存在
的电离层。
而电离分子与中性分子的比例取决于海

拔和纬度等因素。这一比例影响了全球导航
卫星发射的无线电波在电离层中传播的速
度。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比例的变化对无线电
频率有不同的影响。Yasyukevich解释说，这使
得研究人员能够通过比较两种不同频率无线
电波的传播速度实时测量电离量。这些数据
一直被用来揭示从地震到地下核试验等是如
何影响电离层的。然而，自然和人为的干扰会
使电子和离子重新结合成中性分子，从而暂
时抵消太阳辐射的影响。

Yasyukevich 团队检查了北美和加勒比地
区 2500多个卫星导航信号地面接收站的公开
数据。他们发现，“星舰”爆炸产生的冲击波传播
速度超过了音速，导致墨西哥尤卡坦半岛至美
国东南部地区上空电离层变成了一个中性大气
区域———形成了一个电离层空洞，并持续了近
一个小时。

Yasyukevich说，即使“星舰”没有爆炸，其
尾气也会引发化学反应而产生暂时性的电离
层空洞。不过，冲击波本身带来的影响显然要
大得多。

研究人员指出，电离层扰动不仅会影响卫
星导航，还会影响通信和射电天文学研究。随着
火箭发射频率的增加，这些影响可能会成为一
个更大的问题。 （徐锐）

相关论文信息： “星舰”发射。
图片来源：Joe Marino/UPI/Shutterstock

一种由间型脉孢菌制成的甜点。
图片来源：The Alchemist

科学此刻姻 姻

高速摄像机捕捉到跳虫将自己翻转到空中
的生动细节。8月 29日，一项发表于《综合有机
生物学》的研究表明，跳虫的旋转速度比任何有
记录的动物都要快。

跳虫是一种与昆虫有亲缘关系的节肢动
物，体长几毫米，存在于地球的大多数地方。正
如名字一样，这种动物利用一种名为“弹器”的
尾巴状附属物从地面弹起。弹器在跳虫身体下
方折叠，并能在一瞬间展开，将其弹射到空中，
从而躲避捕食者。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 Adrian Smith

在自家后院的落叶中筛选出具有橙棕混合色的
圆形跳虫 。

Smith 与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的 Jacob
Harrison合作，用高速摄像机拍摄了几十只跳
虫跳跃的过程。为了促使跳虫翻转，研究人员把
它们放在明亮的光线下，有时还用细小的笔尖

刺激它们。
每次跳跃，这些小身板的“杂技演员”都会

沿着一个弧形轨迹，将自己向后抛到 80个身长
之外。跳虫的旋转速度高达每秒 368转，超过了
其他被研究过的动物。

Smith和 Harrison发现，跳虫有两种着陆方
式。一种是不受控制的弹跳和翻滚，另一种是由

一个名为黏管的器官实现锚定着陆。
研究人员将继续探索跳虫的跳跃机制，以

获得工程灵感。他们还在研究另一种节肢动
物———蚜虫的前翻，这种动物已经进化出快速
的逃生跳跃方式。 （王方）

相关论文信息：

跳虫弹跳的合成图像。 图片来源：Adrian Smith

真菌将食物垃圾变为米其林佳肴

本报讯一项新研究显示，一种在被丢弃的
食物中生长的霉菌可以彻底改变食物的味道，
使原本被扔掉的食物以新的形式被食用。8月
29日，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自然 -微生物学》。

间型脉孢菌是一种利用生产豆浆的废料培
养的橙色真菌，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用于制作

印度尼西亚爪哇的传统食品 oncom。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Vayu

Hill-Maini和同事与美国纽约及丹麦哥本哈根
的米其林星级餐厅厨师合作，利用这种真菌开
发了新食物。这些新菜品已出现在餐厅的菜单
上，包括由陈面包制成的奶酪味烤面包和由无
糖米羹制成的甜点。

全球约 1/3 的食物被浪费，约占全球温
室气体排放量的 8%。Hill-Maini说，将废弃食
物重新变为可食用的新食物，即所谓升级再
造，既可以减少粮食生产对气候的影响，也可
以提高粮食安全。

Hill-Maini的团队已经证明，间型脉孢菌
可以在至少 30种农业废物中繁殖，包括番茄渣
和香蕉皮，且不会产生毒素。

这种真菌可以在大约 36 小时内将难以
消化的植物废物转化为营养丰富的食物。“从
垃圾到宝藏，似乎有一条独特的轨迹。”
Hill-Maini说。

研究小组让丹麦消费者在第一次尝试

oncom 后给出从 1 到 9 的评分，消费者给出
的分数都是 6 分以上，并形容它的味道是“泥
土和坚果味”。

Hill-Maini与在哥本哈根经营“炼金术士”
餐厅的 Rasmus Munk 和在纽约经营“石头谷
仓”蓝山餐厅的 Andrew Luzmore合作，开发了
以这种真菌为基础的食物。

在“炼金术士”餐厅，间型脉孢菌被用在梅
酒果冻和无糖米羹制作的甜点中，并发酵了 60
小时。Munk说，这个过程“以一种相当戏剧性
的方式”改变了食物的香气和味道。
“除了真菌外，别的什么都没有添加，竟然

出现香蕉和腌制水果的味道，这让我很兴奋。”
Munk说，“当然，并非所有大胆的尝试都能成
功，然而一旦成功，便可产生革命性结果。”

参与其中的厨师希望通过高水平的烹饪技
术展示升级再造的食品，使这一概念在商业上
更具吸引力。 （文乐乐）

相关论文信息：

美国多地遭遇极端高温天气

据新华社电美国国家气象局 8月 30日发
布最新消息说，当天密西西比河中部、俄亥俄州
和田纳西河谷地区的高温高湿天气还将持续。
美国太平洋西北部地区、大盆地北部等地气温
也将远高于平均水平。较高的温度与湿度带来
严重威胁，炎热指数可达 100至 110华氏度（约
37.8至 43.3摄氏度）。

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公布的数据，8月 27日芝
加哥最高气温达到 98华氏度（约 36.7摄氏度），
刷新该日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温度，体感温度
达到 114华氏度（约 45.6摄氏度）。近期得克萨斯
州大部分地区也经历酷热，位于达拉斯附近的阿
比林上周最高气温达到 113华氏度（约 45摄氏
度），也刷新该日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温度。得
州已有多个城市连续数日刷新最高气温纪录。

近日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的一项新
研究表明，1999 年至 2023 年，美国共报告
21518例高温相关死亡病例。此间，高温相关死
亡病例上升了 117%，从 1999年的 1069例升至
2023年的 2325例。

研究人员表示，随着全球气温持续上升，高
温相关死亡率的上升趋势可能将会持续。高风
险地区的公共卫生部门应考虑投资增加公共场
所的降温、补水等设施。 （谭晶晶）

研究发现沿海城市
适应气候变化缓慢

本报讯德国科学家研究发现，全球沿海城
市对气候变化适应缓慢，对其适应措施多依赖
于过去和现在的经验，而非对未来的风险预测。
相关研究近日发表于《自然 -城市》。

全球沿海城市容易受到海平面上升、海面
温度升高以及风暴、洪水等灾害的影响，这些灾
害正因为气候变化而越来越多。但气候变化的
影响以及缓解这些影响的技术，因各个城市的
地理位置和社会经济特征而有所不同。

德国慕尼黑大学的 Matthias Garschagen和
同事分析了 183项适应气候变化的研究工作，
这些研究涵盖了全球 199个沿海城市。他们发
现，城市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主要根据过去和
当下的事件，而非气候风险及其他趋势的未来
场景，如城市增长或贫困，这可能会增加城市的
风险暴露和脆弱性。

沿海城市应对的主要威胁包括海平面上
升、洪水、风暴潮、气旋和海岸侵蚀。面对这些威
胁，Garschagen与合作者认为，高收入国家更倾
向于建造基础设施或采取制度性应对措施，如
修建大型堤坝或调整城市规划，而中低收入国
家更依赖家庭层面的行为，如抬高个人住房或
加强邻里支持来应对洪水。

研究人员表示，在资源较少的国家，需要
评估何种气候适应计划可能在未来有用，以
及在风险最大的沿海城市采取哪些适应措施
更为有效。 （冯维维）

相关论文信息：

（上接第 1版）

首丘之情在地图和精神上寻“根”

和家人一起外出就餐时，梁思礼有时会选择粤
菜餐厅。清蒸鱼、乳鸽和烧鹅都是他常点的菜。对食
物的偏好，寄托着老人对“根”的情意。

虽然梁思礼年过五旬才第一次回到广东新会
老家，但对祖籍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因为那是父亲
梁启超出生成长的地方。

梁旋曾陪同梁思礼回新会茶坑村，受到了当地
的热情接待。梁思礼并不会说广东话，加上当地方
言难懂，所以沟通稍有不畅。但他还是耐心地让引
导人员当“翻译”，以更好地与当地人交流，从他们
口中感知家乡的变化。

比起出席宴会，或者游览风景，梁思礼更喜欢
参观当地的企业和学校。因为这些地方更能代表家
乡的进步和发展。

梁旋幼年的印象中，父亲虽不常提及祖父的
事情，但只要去相关的博物馆参观，还是会念叨
几句：“你们的公公（爷爷），为了国家进步、摆脱
积贫积弱的局面，和康有为一起发起了‘戊戌变
法’……”

所以梁旋幼时，就深知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祖
父。“我觉得，自己就该像爷爷和父亲一样，主动承
担责任，为社会作出贡献。”梁思礼从不说教，对后
辈的教导总是润物细无声。

积极乐观的家庭氛围亦无时无刻不在感染她。
“我们都知道，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父亲在工作
中肯定有诸多不顺，但从小到大我都没听到他抱怨
过。”梁旋说，梁思礼每次回家后，带给家人的都是
欢声笑语。“即使在特殊时期，他受到了打压和委
屈，也只专注于做好自己。”

后来梁旋发现，姑姑、伯伯同样是乐于向上的
人。当读到祖父所写的“凡人常常活在趣味之中，若
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
用”时，她越发领悟到父辈的精神世界。

回溯这些过往，在父亲梁思礼百年诞辰之际，
梁旋写下了近万字长文。

她感叹，于国于家，父亲虽已完成了他的使命，
但精神长存。文末，她引用了父亲喜欢的一句名言：
“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
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光明灿烂，然后
交给下一代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