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力量创新她

西非海牛宝宝和妈妈一起畅游。 邓泳怡供图

西非海牛宝宝亮相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 通讯员邓泳怡）今年
2月初，位于广东省珠海市的长隆海洋王国新
添“小美人鱼”———西非海牛宝宝。近日，已满
月的海牛幼崽“Liya”和妈妈“Lily”首次亮相，吸
引众多公众前来观看。

西非海牛是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红
色名录列为“易危”的珍稀物种，长期面临自然栖
息地丧失、人类活动负面影响加剧等困境。长隆

海洋王国生活着国内最大的西非海牛保育种群。
此次和公众见面的雌性海牛宝宝 Liya是大家族
里的“九公主”，已有 6周大，健康状况良好。

海牛孕期长达 14个月，每胎只生一崽，并
且生育往往要间隔 2至 3年。记者了解到，长
隆海洋王国实现了全国西非海牛首例繁育，以
及首例二胎、三胎、四胎的繁育，至今已累计繁
育 9只幼崽。

在新时代征程中，女性科技工作者以卓越的智慧和坚韧的毅力，为我国科技创新作出
贡献。近日，中国科学院共计 10名个人、5个集体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三八红旗集
体、全国巾帼文明岗及中央和国家机关三八红旗手、中央和国家机关三八红旗集体等称
号。《中国科学报》自今日起开设“创新她力量”专栏，展示她们的创新故事和巾帼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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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为何血糖高？这个“开关”不一样
■本报记者 杨晨

鸟类平均血糖浓度达 18.4毫摩尔每升，而
人类正常空腹血糖仅为 3.9至 6.1毫摩尔每升。
早在 1893年，德国医学家奥斯卡·闵科夫斯基
等人发现，鸟类血糖明显高于其他脊椎动物，但
学界始终未能阐明这种高血糖的分子机制。

近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教授邓成等人，创
新性提出鸟类 GCGR（胰高血糖素受体）永动机
分子模型，揭示了鸟类高血糖的生理适应机制。
相关成果发表于《自然》。

鸟类特殊的“水龙头”

在人体中，GCGR如同“开关”，负责让肝脏
释放葡萄糖，是血糖调节的重要一环。

通常情况下，人感到饥饿时，血糖会降
低，胰高血糖素就会发出信号让 GCGR“打
开”，促使血糖上升。如果血糖升高，胰岛素则
像“抽水泵”把多余糖抽回，使血糖下降。这样
一来，人体的血糖水平就被调控在一个相对
稳定的范围。

这个以 GCGR 受体家族为核心的双向调
控机制在动物身上同样适用，但不同物种因进
化需求会产生适应性分化。

脊椎动物中，GCGR受体家族基因保持着
较高的序列相似性和功能保守性。其血糖水平
通过特定机制得到精细调控，维持稳态，只是这
一稳态被鸟类打破了。

为探究鸟类血糖浓度较高的原因，邓成研
究了与血糖调控密切相关的 GCGR，发现鸟类
的 GCGR具有组成型活性。

如果 GCGR似“开关”，那组成型活性就是
一种“打开的状态”，组成型活性 GCGR就如一
个“一直出水的水龙头”。就算没有胰高血糖素
进一步“拧开”，也会一直让“水箱”一般的肝脏
释放大量葡萄糖。

而人类的 GCGR 几乎没有这种组成型活
性，通常处于“关闭”状态，待被胰高血糖素激活
后才会“工作”。

为解释这一发现，邓成团队从分子进化的
角度出发，沿着脊椎动物进化树对所有有基因
组注释的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和哺乳类

动物的 GCGR进行了大批量体外功能筛选。
“我们想从脊椎动物整个进化历程上去表

征 GCGR有怎样的变化，这也是该研究突出的
意义之一。”团队成员、博士生张畅告诉《中国科
学报》，从结果看，非哺乳类脊椎动物的 GCGR
呈组成型活性，非胎盘类哺乳动物的 GCGR呈
弱组成型活性，而这一特征在胎盘类哺乳动物
中完全消失。

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从进化上看，比鸟类
更早出现的非哺乳类脊椎动物，如鱼类和两栖
类的 GCGR呈组成型活性，为何它们却不像鸟
类一样血糖高呢？

在对各类脊椎动物 GCGR 在肝脏中的表
达进行检测后，研究人员终于找到了原因。

肝脏中的组成型活性 GCCR 表达水平
高，好比在“水箱”上安装大量“打开的水龙
头”，“出水”速度快、效率高。而非组成型活性
GCGR 即使表达较高，仍然需要胰高血糖素
或胰岛素“拧开或关闭水龙头”，精准调节哺乳
动物血糖水平。
结果显示，鸟类的 GCGR在肝脏中具有高

表达水平，胎盘类哺乳动物的肝脏 GCGR水平
也较高。相比之下，绝大多数非哺乳类脊椎动物
肝脏中的 GCGR表达较低。

可见，鸟类的“水龙头”不仅不断“出水”，量还
很多，所以一般情况下血糖水平较高。这一系列研
究完整解释了鸟类为何血糖水平较高的原因。

飞行爆发的“能量池”

研究团队基于鸟类 GCGR 的组成型活性
特征，系统解析了其在糖、脂及能量代谢中的分
子调控机制。同时，他们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在
斑马鱼、鬃狮蜥、豹纹守宫、鸡、白腰文鸟、虎皮
鹦鹉和小鼠等多种脊椎动物中，敲低或过表达
组成型活性 GCGR，证实高表达可提高血糖水
平并调节糖脂代谢。
通过间接热量测量法，团队发现组成型活

性 GCGR 能提高小鼠基础代谢率，进一步支
持了 GCGR在能量代谢中的作用。此外，他们
还开创性地对虎皮鹦鹉肝脏进行单细胞核

RNA测序，并完成细胞注释。经跨物种单细胞
数据比对，再次证实鸟类肝细胞中 GCGR 表
达量最高。

依托实验结果，邓成团队作了进一步思考。
“先前研究指出，鸡往往只能短距离飞行，

糖是支持其快速腾空的主要来源。”张畅解释，
对于短期高强度活动，包括运动员起跑，身体里
都会优先调用糖原迅速供能。所以鸟类通过组
成型活性 GCGR维持的高血糖，为飞行爆发阶
段快速提供能量。

从生态学上看，耐力飞行过程中，鸟类依
赖高能量密度的脂质。研究团队大量的实验数
据恰好证实了鸟类肝脏中高表达的组成型活
性 GCGR 会促进脂质代谢，即调用脂肪进行
能量供应。

为适应高能耗的飞行过程，鸟类还提高了
基础代谢率。研究团队判断，这一生理变化与
GCGR的组成型活性调控密切关联。

由此，研究团队提出假说：鸟类 GCGR 的
高表达和组成性活性的结合，可能促进了其飞
行适应进化。毕竟，脊椎动物中除了蜜袋鼯会短
暂滑翔飞行外，只有鸟类具备较好的飞行能力，
甚至是长途迁徙。同时，只有鸟类具备高表达水
平的高组成型活性 GCGR，且能对糖脂代谢以
及能量代谢进行调控。
“当然这不是唯一决定因素，鸟类飞行进化

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仍需大量的研究。”张
畅说。

有意思的是，团队通过家鸡育种实验发现
在其 的启动子区域存在一个点突变（eS-
NP），会导致基因转录水平下降，具有该点突变
的鸡表现出体重增加、血糖降低。这或许是经过
人类长期驯化、育种后的家鸡飞行能力被抑制
的遗传因素之一。

此外，张畅提到，基于已有研究，从生理表
象上看，鸟类似乎很少出现糖尿病病症。“但由
于对鸟类糖尿病研究较少，相关检测机制并不
完善，所以不能完全得出‘鸟类虽血糖高，却少
患糖尿病’的结论。”至于是不是鸟类 GCGR
促进的高代谢，让其不易患糖尿病，更需进一
步探究。 （下转第 2版）

华南地区中国科学院院士
年度学习交流活动在深圳举行
本报讯（记者刁雯蕙）3月 17日至 19日，

华南地区中国科学院院士年度学习交流活动
在深圳举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
吴朝晖，深圳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代金涛
和 33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出席。活动由深圳中
国科学院院士活动基地主任成会明和副主任
唐本忠主持。

吴朝晖在致辞中指出，70年来，广大院士
牢记科技报国、创新强国的初心与使命，为我
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国家安全
作出重大贡献；新征程上，广大院士要深刻把
握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命题，积极践行科技强
国建设的实践担当，当好科技前沿的开拓者、
重大任务的担纲者、青年人才成长的引领者和
科学家精神的示范者，为我国科技事业的高质
量发展再立新功。

代金涛表示，长期以来，中国科学院与深
圳市保持稳定有力的科技创新合作，广大院士
为深圳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深圳正积
极打造最好的科技创新生态和人才发展环境，
以更大力度、更加开放的政策对接全国、全球
创新资源，希望院士专家继续支持深圳科技和
产业创新的高速发展。

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王扬宗、中国科学院
学部工作局局长王笃金、深圳市科技创新局局
长张林、浙江大学教授吴飞分别围绕学部 70
周年历史、学部与院士工作、科技创新的深圳
实践和 DeepSeek作专题报告。

与会院士表示，通过学习交流，深入领会
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精
神，深刻理解了党中央对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和加快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对学部 70
年历史有了更多了解，对新时代的使命担当有
了更深认识，进一步增强了抢占科技制高点的
责任感。

此次学习交流活动还包含学术研讨、国情
调研、科学普及等板块，共 10 场活动，同日举
行了 2025“科学与中国———千名院士·千场科
普”湾区行启动仪式。

此次学习交流活动由中国科学院学部工
作局指导，深圳中国科学院院士活动基地联合
中国科学院院士广州联络处、昆明联络处、中
国科学院香港创新研究院、广东院士联合会、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清华大学深
圳国际研究生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哈尔
滨工业大学（深圳）等单位共同举办。

研究显示
中国主导全球清洁能源研究产出

本报讯（记者冯丽妃）3月 20日发布的《自
然》增刊“2025自然指数 -能源”显示，过去几
年，自然指数中与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相关的
研究产出显著增加，但尚未形成全球趋势。中
国进一步巩固了在清洁能源研究领域的领先
地位———2019年至 2024年，中国在该领域的
自然指数产出已超越其他国家。

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去年，全球 2/3
的能源投资流向清洁能源技术和基础设施。
这种向可再生能源的坚定转型已反映在科研
产出中。2015年至 2023年，自然指数中与经
济适用的清洁能源相关的全球科研产出增长
超 200%。2023年，自然指数追踪的全部文章
中有近 9%与此相关，2015 年则约为 4%。在
规模更大的 Dimensions 数据库中亦呈现相同
趋势，2010年至 2023年，相关科研产出增长
近 470%。

然而，这种增长呈现明显的地域差异。例
如，2019年至 2023年，亚太地区清洁能源研究
份额翻了一番，但世界其他地区产出并无变
化。2019年至 2024年，中国清洁能源研究份额
约为 16000分，而其他前十国家的份额加起来
不足 6000分。

中国的主导地位还体现在 2019年至 2024
年能源研究产出百强机构排名上。中国有 63家
机构上榜，排名前 20的机构全部来自中国，其中
前十为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清华大
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苏州
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和吉林大学。
“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巨大投资，推动

其在自然指数中的研究产出快速增长。中国在
该领域的影响力和主导地位也体现在国际科
研合作中。中国已建立多个合作伙伴关系。”自
然指数主编 Simon Baker说。

李婧：探寻“间隙”中的宝藏
■本报记者袁一雪

“我从事的是天文技术工作，主要在实验
室做芯片，所以仰望星空的时间很少，俯身工
作的时间更多。”2024年度全国三八红旗手获
得者、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以下简称紫
金山天文台）研究员李婧在接受《中国科学报》
采访时说。
相较于探索星空的浪漫，李婧的工作枯燥

且艰苦———或在实验室里制备探测器芯片，或
在青藏高原雪山无人区推进我国太赫兹波望远
镜建设。“能做自己感兴趣的科研工作很幸福，
而且这份工作又与国际前沿、国家需求紧密相
连，这让我十分自豪。”李婧说。

“零”的突破

2002年，李婧在紫金山天文台读研，开始接
触太赫兹高灵敏度超导空间探测技术研究。为了
学习当时最先进的氮化铌隧道结制备技术，她前
往日本攻读博士学位。留学期间，为了能尽快学
习和掌握工艺方法，她常常在实验室一待就是十
几个小时，反复练习。经历了多次被她视为“成长
痛”的失败后，她与合作导师攻坚克难，最终成功
研制出高能隙氮化铌超导隧道结混频器，并基于
这种探测器实现了国际首次天文观测。
博士毕业后，李婧回到祖国，入职紫金山天

文台，向我国在太赫兹天文探测领域的“卡脖
子”技术发起挑战。
太赫兹波是介于可见光和微波之间的“间

隙”，被科学家称为“‘间隙’中的宝藏”。作为尚
未被广泛开发利用的波段，太赫兹天文探测为
探索宇宙最久远的过去、解答现代天文学中重
要前沿问题提供了尖端手段。
探测太赫兹的工作光荣且艰巨。“这项工作

不太适合女生，不仅需要经常搭建和拆装很重
的低温实验仪器，有时还要深入野外。”这是李

婧对这项研究的第一印象，但她没有知难而退。
实验工作常常黑白颠倒、昼夜不停，李婧却

习以为常，经常身裹实验服长时间“泡”在无尘
实验室里。与她为伴的是设备嗡嗡的运行声，还
有化学试剂散发的刺鼻气味。
为将我国太赫兹望远镜安装在最佳地点，

李婧与团队在青藏高原海拔 4000 多米的地区
踏勘选址。寒冷、干燥、荒凉、强紫外线……跨越
重重困难，李婧与团队最终架起我国自有的常
规运行的亚毫米波天文望远镜，填补了本土亚
毫米波天文观测设施空白。

2024 年，李婧带领团队自主研制的
ATE-30太赫兹望远镜系统随“雪龙”号执行第
40次中国南极科考任务，在南极内陆开展太赫
兹天文试观测。

一点“小骄傲”

在青藏高原海拔 4820 米的地方连续工作
十余日的经历，让李婧生出几分“小骄傲”。“那
是在 2023 年国庆节，经过团队成员的连续工
作，最终实现了我们国家本土亚毫米波中性碳
原子谱线的首次观测。”她回忆说。

这份“小骄傲”让李婧几乎忽略了无人区对女
性的不友好。作为团队带头人，她还肩负着鼓励队
员的责任。为了给队员打气，她说：“为了头顶这片
星空，为了心中那个梦，我们要努力。试想将来，我
们所研制的载荷成功运行在中国空间站上，那是
多么令人自豪的一件事，无愧天文人的一生了！”
掷地有声的话语照进现实，李婧在工作中

获得成功，对家庭却有亏欠。为了提升自身实
力，她将不满两岁的儿子托付给同样工作繁忙
的丈夫和年逾六旬的父母，只身前往国外研修。
繁重的学习工作间隙，她只能通过视频聊解思
念之苦。尽管没有朝夕陪伴，孩子却为母亲的成

绩感到自豪。
“女性可以在科研领域做出不亚于男性的

突出成绩，也可以在家庭和社会中扮演重要角
色。对女性来说，要做的是找准定位、找到平衡
点，而不是放弃什么、牺牲什么。”李婧说，“当需
要拼搏、战斗、冲向制高点的时候，女性一样能
够冲得上去、扛得起来。”

她不仅为科研工作冲锋陷阵，也为女性权
益发声。在单位以及区域性和省市级妇联座谈
会上，李婧踊跃建言，为女性科技工作者争取更
平等的舞台。

柔肩担重任

“此次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我感到很
荣幸。这既是对过往成绩的肯定，也是对未来工
作的鼓舞。”李婧说。

在她看来，在科研领域，女性的韧性能够发
挥很大优势。“虽然科研工作有很多挑战和困
难，但真正坚持下来的女性，一定有克服万难的
决心和毅力，更能坚持和钻研。”她说，“我觉得
自己是幸运的，生活在这样一个重视科学、重视
女性的国家和时代。”

对于与她一样怀揣科技报国理想的女性，
李婧表示，首先听从内心，选择热爱的事业，然
后以努力积攒实力，“只有储备足够的实力，才
更有底气去作选择”。
“感谢一路走来给过我帮助与指导的每个人，

感谢我们的团队、感谢单位提供的好平台。我将努
力化荣誉为动力，继续提高业务技能，在科技自立
自强之路上贡献巾帼力量。”李婧说。

李婧 紫金山天文台供图

寰球眼

智利能源项目
将危及多个“最强”望远镜

本报讯 欧洲南方天文台（ESO）的一项新
分析指出，如果智利北部的一个能源项目按计
划推进，位于那里的世界上最强大的望远镜将
受到毁灭性影响。

据《科学》报道，ESO在智利高海拔的阿塔
卡马沙漠运营着多个望远镜。阿塔卡马沙漠的
天空晴朗、空气干燥且静止，是地球上观测宇
宙天体的最佳地点之一。拟建的 INNA项目占
地 3000公顷，是一个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电
池阵列项目，将为氨和绿氢的生产提供动力。
该项目距离甚大望远镜（VLT）、极大望远镜
（ELT），以及切伦科夫望远镜阵列天文台南部
站点（CTAO-South）仅数公里。

针对 INNA项目，ESO在今年 1月发出警
告，现在已完成对其潜在影响的详细分析。基于
光污染模型和 INNA项目公开信息，ESO与外
部研究人员预测，INNA项目对 VLT的光污染
将增加 35%，对 CTAO-South的光污染至少增
加 50%。对 ELT的光污染虽然仅增加 5%，但这样
的 ELT被认为不适合进行世界级的天文观测。

分析预测，INNA项目的风力涡轮机产生
的空气湍流将导致天文台观测条件恶化 40%，
而天文台上方的静止空气对于防止恒星“闪
烁”至关重要。此外，INNA项目的风力涡轮机
将产生足够的微振动噪声，影响 ELT的敏感操
作和 VLT的干涉仪。

ESO建议，将 INNA项目移至 50公里之
外，这能最大限度减少危害。INNA项目开发方
美国能源公司 AES Corporation的子公司，在 1
月发布的新闻稿中未提及项目的启动日期。
ESO 的分析报告将作为 INNA项目公众咨询
材料的一部分，于本月提交给智利。（文乐乐）

http://weibo.com/kexuebao
http://www.sciencene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