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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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此刻姻 姻

《自然 -遗传学》

全基因组分析发现
30个与强迫症相关的基因位点

德国慕尼黑大学的Manuel Mattheisen团队
运用全基因组分析发现了 30个与强迫症相关的
基因位点。5月 13日，相关研究发表于《自然 -
遗传学》。

强迫症影响着约 1%的儿童和成年人，部分
由遗传因素引起。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全基因
组关联研究（GWAS）的荟萃分析，共纳入 53660
名强迫症患者和 2044417名对照个体，识别出
30 个在全基因组范围内具有显著关联的独立
位点。

研究人员基于基因的分析方法识别出
249 个可能的致病基因，其中 25 个被归类为
最有可能的因果候选基因，包括 WDR6、
DALRD3 和 CTNND1，以及主要组织相容性
复合体（MHC）区域内的多个基因。对此，研
究人员估计，大约有 11500 个遗传变异解释
了 90%的强迫症遗传性。

强迫症的遗传风险与海马体和大脑皮层中
的兴奋性神经元相关，也与含有 D1型和 D2型
多巴胺受体的中等棘状神经元相关。强迫症的
遗传风险还与另外 112种表型中的 65种存在
共享。

相关论文信息：

《光：科学与应用》

用于高精度纳米粒子追踪分析的
3D纳米打印光纤集成空芯波导

德国耶拿大学的Markus A. Schmidt团队开
发了用于高精度纳米粒子追踪分析的 3D纳米
打印光纤集成空芯波导。5月 15日，相关研究
成果发表于《光：科学与应用》。

将功能性元件集成到柔性光子环境中，是
集成光子学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对于实现高
精度传感具有关键意义。这项研究提出了一
种创新性的方法，利用 3D 纳米打印技术，将
方形空芯波导与商用光纤进行接口集成，并
通过基于纳米科学的表征技术验证了其实用
价值。这一创新性设计实现了单片式、全光纤
集成的器件，具备多项核心优势。研究首次展
示了光纤集成空芯波导在纳米尺度分析中的
应用潜力，研究人员通过纳米粒子追踪分析
实验进行了验证。

实验实时追踪与分析了个体金纳米球在空
芯波导中的扩散行为。得益于几乎无像差的成
像质量、延长的观测时间以及均匀的线照明光
源，研究人员最终获得了高质量的数据结果。

研究全面涵盖了设计理念、实验实现、关键
原理、光学性能表征以及实际应用等方面。这种
光纤集成空芯波导的概念，在生物分析、环境科
学、量子技术、光学操控以及生命科学等领域展
现出巨大的应用前景，同时还为开发新型全光
纤器件铺平了道路。

相关论文信息：

源于晚更新世气候变化和
马种群迁徙模式的可持续性见解

气候影响着栖息地、食物供应以及所有生
命的活动和可持续性。研究组运用基因组学、同
位素分析等科学方法，对来自白令陆桥的化石
进行研究，以探索气候变化对马种群的影响。他
们发现来自阿拉斯加和育空北部的晚更新世马
种群与来自欧亚大陆的马种群有亲缘关系，并
在末次冰期多次穿越白令陆桥。

研究组还发现，美洲冰原南北两地的马种群
谱系相差很大，这些谱系在基因上影响了穿过白
令陆桥进入欧亚大陆的种群。随着气候变暖，马种
群进入连接白令陆桥和美洲中部大陆的无冰走
廊，有限的流动性和食物供应阻碍了马种群扩大。

研究为在持续的气候变化中保护野生动物
提供了重要指导。

相关论文信息：

多种蝙蝠类器官为
人畜共患病毒提供病理生理模型

蝙蝠是人畜共患病原体的重要宿主，但用
于全面探索宿主 -病原体相互作用和评估溢出
风险的合适模型系统仍然有限。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研究组开发了一系列
蝙蝠类器官模型，跨越 5个物种和 4种器官类
型。这种多物种类器官系统显示了几种病毒的
物种和组织特异性复制模式，为研究呼吸道、肾
脏和肠道人畜共患病毒提供了强有力的病理生
理模型。

利用该平台，研究组成功分离并鉴定了蝙
蝠传播的哺乳动物正呼肠孤病毒和副黏病毒，
证明了这些类器官系统在病毒监测中的实用
性。此外，研究组还成功测试了已知的抗病毒药
物对蝙蝠病毒分离株的疗效。

相关论文信息：

卤化物分离助力全固态锂硫电池

用混合电活性材料、固态电解质和导电碳
材料制造复合电极，是全固态电池中最常用但
最不为人知的工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界面
稳定性和电荷输运。

研究组报道了在超高速混合过程中通过
机械化学反应，在各种含卤素固态电解质和
一系列高能硫族阴极界面上普遍存在的卤化
物偏析。

多模态同步 X射线探针和冷冻透射电镜对
体相和界面的表征表明，原位分离的卤化锂界
面层显著提高了有效的离子输运，抑制了体相
硫族阴极的体积变化。

各种全固态锂硫电池在商业水平的面积容
量下利用率接近 100%，并表现出非凡的循环稳
定性。

相关论文信息：

山地生物群因范围迁移而灭绝证据有限

随着物种为追踪温度向上坡迁移，山地生
物多样性迅速重组。普遍的物种再分布对山地
生态系统构成了巨大威胁，这种现象有时被描
述为“走向灭绝的阶梯”，主要表现为山顶物种
灭绝、分布范围迁移空隙和低地生物多样性降
低，但经验证据仍然很少。

研究组分析了 440种动物和 1629种植物的
8800份历史和现代海拔范围的限制记录，发现几
乎没有证据支持这种所谓威胁。观察到的变化在
很大程度上符合随机预期，且考虑了几何约束。

尽管山顶物种的延迟灭绝表明灭绝债务的
累积，但窄分布物种和低地物种的同时扩张表
明热生态位的欠缺，这些过程共同推动了生物
复杂的山地生态系统的生物同质化进程。

相关论文信息：

（未玖编译）

肺活量衰减始于 20至 25岁
本报讯 一项研究首次揭示了肺活量从童

年到老年的演变过程。这项 5月 15 日发表于
《柳叶刀 -呼吸病学》的成果为评估肺部健康提
供了新的基础框架。

学术界此前认为，人体肺功能在 20至 25
岁达到顶峰，之后趋于稳定，并于成年后期随着
肺部衰老而开始衰退。然而，这一模型是基于并
未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研究建立的。相比之下，新
研究采用了“加速队列设计”，即将多项队列研
究数据整合以覆盖所需年龄范围。
“我们纳入了欧洲和澳大利亚 8 项基于人

群的队列研究，包括 4 至 82岁的 3 万多名个
体。”论文第一作者、西班牙巴塞罗那全球健康
研究所（ISGlobal）的 Judith Garcia-Aymerich 解
释说。该研究用强制肺活量测试法评估了肺功

能和肺活量参数，该测试要求受试者在深呼吸
后尽可能快速呼出所有气体。研究还收集了主
动吸烟和哮喘诊断的数据。

研究显示，肺功能存在两个发展阶
段———童年期的快速增长阶段，以及延续至
肺功能峰值前的缓慢增长阶段。研究使用两
个参数评估肺功能：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
（FEV1）———深吸气后第一秒呼出的气体量，
以及用力肺活量（FVC）———深吸气后无时间
限制的最大呼气量。
女性在 20岁左右 FEV1达到峰值，男性则

在 23岁左右。出人意料的是，研究发现，峰值后
并不存在稳定期。“先前模型认为，稳定期会持
续至 40岁，但我们的数据显示，肺功能在达到
峰值后立即开始下降，比既往认知早得多。”

Garcia-Aymerich说。
分析表明，持续性哮喘和吸烟都会影响肺

功能，但方式与既往认知不同。持续性哮喘患
者会更早达到 FEV1 峰值且终生处于较低水
平，而吸烟者从 35 岁开始出现更快的肺功能
下降。

这些发现凸显了促进呼吸健康及通过测试
肺活量开展早期肺功能监测的重要性。“早期检
测出肺功能低下可能有助于采取干预措施，预
防成年期慢性呼吸系统疾病。”论文通讯作者、
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的 Rosa Faner总结说。

（李木子）
相关论文信息：

从亚洲北部至南美洲南端

早期亚洲人完成最长史前迁徙
本报讯一项国际基因组学研究表明，早期

亚洲人完成了人类最长的一次史前迁徙。
这些史前人类在 10多万年前曾漫游地球，

可能走了 2万多公里，从亚洲北部到达南美洲
最南端。

完成这段旅程需要几代人，花费数千年时
间。当时，由于陆地与现在不同，某些地区由冰
桥连接，使这条路线成为可能。

这项研究得到了专注亚洲基因组研究的
非营利性组织 GenomeAsia100K 联盟的支持，
于 5月 15 日在《科学》发表。科学家分析了代
表 139 个不同族群的 1537 名个体的 DNA 序
列数据，研究涉及亚洲、欧洲和美洲 22 个机
构的 48位作者。

该研究追踪了一段古老的迁徙之旅，这段
旅程始于非洲，途经北亚，终点是阿根廷的火地
岛，后者被认为是人类迁徙的最终边界。

通过比较共同祖先和随时间积累的遗传变
异模式，该团队追踪了人群是如何分化、移动和
适应新环境的。这些模式使他们能够重建古代

迁徙路线，并估计不同人群何时分化。
重建的路线详细描绘了早期人类是如何到

达美洲边缘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一先驱群体克
服了极端的环境挑战，完成了跨越千年的旅程。

一个关键发现是，这些早期移民大约在 1.4
万年前到达南美洲西北端，即今天的巴拿马与
哥伦比亚交界处。

从这个关键的切入点出发，人口分化成 4
个主要群体：一个留在亚马孙盆地，而其他的则
向东迁徙到干查科地区、向南移动到巴塔哥尼
亚冰原，以及穿越安第斯山脉，这是亚洲以外最
高的山脉。

通过分析欧亚大陆和南美洲原住民人口的
遗传特征，GenomeAsia100K联盟的研究人员首
次绘制了亚洲人群出人意料的巨大遗传多样性
图谱。

论文通讯作者、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 Hie
Lim Kim解释说，数千年的艰苦旅程减少了移
民人口的遗传多样性。“这些迁徙者在长途跋涉
中只携带了祖先基因库的一小部分。因此，遗传多

样性的减少也导致免疫相关基因的多样性减少，
从而限制了人群对抗各种传染病的灵活性。”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原住民社区更容易
受后来移民（如欧洲殖民者）带来的疾病的影
响。了解过去的情况如何塑造当今人口的遗传
结构，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人类的遗传韧性。

论文第一作者、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
Elena Gusareva 说，这些早期人群适应了新的
生态位，经过数百代，他们的身体和生活方式
也在变化，以应对每个地区的独特挑战。“我
们的研究结果凸显了早期多样化的原住民群
体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中成功定居的非凡适应
性。利用高分辨率全基因组测序技术，我们可
以揭示人类迁徙的悠久历史和早期定居者留
下的遗传足迹。”

论文作者之一、GenomeAsia100K 联盟的
Stephan Schuster说：“我们的研究表明，更多的
人类基因组多样性存在于亚洲人群而非欧洲人
群中。”
“这重塑了我们对历史人口流动的理解，为

未来研究人类进化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我们
的新见解强调了增加亚洲人群在遗传研究中的
代表性的重要性。”Schuster补充说。

通过追踪迁徙以及隔离对遗传特征的影
响，该研究提供了关于不同人群如何应对疾病
及其免疫系统如何进化的见解。这些发现还有
助于科学家更好了解美洲原住民人口的基因组
成，并帮助政策制定者更好地保护原住民社区。

（文乐乐）
相关论文信息：

科学家发现抗辣化合物

本报讯不小心把食物做得太辣了？有一天，
你也许可以用一种抗辣调味品调节菜肴的辣
度。通过对辣椒中的化合物进行分析，科研人员
发现了一些化学物质，可以抵消辣椒中产生热
量的辣椒素。近日，相关研究发表于《农业和食
品化学杂志》。

辣椒的热量来自辣椒素，后者与口腔内神
经纤维上的受体结合，向大脑发出脉冲，产生一
种火热或刺痛的灼烧感。辣椒爱好者根据辣椒
素的浓度，用斯科维尔评分法比较不同辣椒品
种的辣度，但有些品种的辣椒并不像斯科维尔
评分法显示的那样辣。为了进行研究，美国俄亥
俄州立大学的 Devin Peterson 和同事使用液相
色谱 -质谱联用仪，测定了 10种辣椒粉末样本
中辣椒素类物质的含量，包括非洲鸟眼辣椒、苏
格兰帽椒等。

研究人员将含有不同辣椒粉的番茄汁样品
交给品尝小组。每种辣椒都含有相同数量的辣
椒素和二氢辣椒素，足以让所有样品产生 800
斯科维尔单位的相对轻微的刺激感。

但品尝者认为这 10种辣椒的辣度不同，因此
Peterson和同事又进行了化学分析。他们在辣椒粉
中发现了 3种化合物———辣椒苷 I、玫瑰苷和姜糖
脂A。这 3种化合物在辣椒中含量很高，但根据斯
科维尔量表，它们的辣度并没有那么强烈。这 3种
化合物都是葡萄糖苷，是含有葡萄糖的分子。

随后，37位品尝者同时测试了两种样品，一
种含有这些疑似抗辣化合物，另一种则不含。品
尝者的反馈显示，在 15 分的评分标准中，这些
化合物平均降低了 0.7到 1.2分的辣度。
“它们实际上是抗辣味化合物。”Peterson

说，尚不确定这些化合物是如何起作用的，但这
些化合物可能会改变口腔中神经纤维上的受
体，从而减少刺激信号。

Peterson说，了解这些抗辣味化学物质可以
让种植者对植物进行基因改造，从而培育出有
价值的、更辣的辣椒。使用这些化合物还可以
制造出一种家用配料，以降低菜肴中过高的辣
度，或者可以通过阻断疼痛信号缓解剧烈疼
痛。“用某种天然化合物抑制辣味的想法很有
吸引力。” （张晴丹）

相关论文信息：

非洲鸟眼辣椒。 图片来源：Alamy

绿色能源

深山里藏

随着对“地质氢”这一潜在地下清洁能源的
不断探索，科学家开始将目光转向山脉。虽然此
前研究表明，这种“地质氢”可能存在于地下，但
直到最近，他们才将山脉视为可能的储藏地点。

德国亥姆霍兹地球科学研究中心的 Frank
Zwaan表示：“某些矿物与水发生反应，可以像
生产免费的绿色能源一样产生氢。”

Zwaan指出，地球上有大量这样的矿物，但
它们主要存在于地表以下的地幔中———在那
里，它们不会与水接触。然而，在山脉形成和抬
升的过程中，部分地幔岩石会被带到接近地表
的位置，在那里，它们可以与水发生一种被称为
“蛇纹岩化”的反应。

为了解生成氢气的潜力，Zwaan 及同事模
拟了山脉抬升过程，研究了有多少地幔物质能
够到达温度适宜且有足够循环水的区域。最终
的研究结果支持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山脉下可
能会产生大量氢气。

Zwaan表示，蛇纹岩化反应也发生在大洋
中脊地带，有些人认为后者推动了生命起源。但

在这些地方产生的氢气不太可能被保存下来，
因为那里的温度低于 122摄氏度，任何被封存
的氢气都会被细菌“吃掉”。但在山脉下方，氢气
可以钻进温度更高的区域。

在近日于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欧洲地球科
学联盟大会上，Zwaan表示：“那里没有任何生
命可以生存，因此非常适合保存氢气。甚至还有
另一种选择，就是钻到所谓‘氢气厨房’，也就是
生成氢气的区域。”

山脉研究的早期发现为该模型提供了支

持。例如，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的 Gianreto
Manatschal证实，瑞士阿尔卑斯山脉格里松地区
的下方有氢气生成。但他在会议上指出，具体储
量仍有待观察，“我们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此外，法国图卢兹大学的 Alexandra Robert
报告称，在比利牛斯山脉北部也有氢气逸出。不
过，这项研究处于早期阶段。 （蒲雅杰）

相关论文信息：

阿尔卑斯山脉可能是潜在的氢来源。 图片来源：Thomas Stoiber/Alamy

研究表明，南美原住民是亚洲人后裔。
图片来源：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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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静水流深 育人身体力行

“科研就像马拉松，拼的不是瞬时速度，而
是持久耐力”“要做静水流深的研究”，这是朱建
喜挂在嘴边的话。

在矿物学领域深耕二十余载的朱建喜，带
领科研团队发表论文 300余篇，获国家发明专
利授权 45 项，主导发现氧铅烧绿石（铌矿物）
和王焰钯矿（钯矿物）这两个与关键金属相关
的新矿物。在研究所和重点实验室支持下，他
带领团队在研究所建立了包括微观结构分
析、矿物谱学分析以及矿物物性分析等国际
先进的矿物学分析测试平台，为矿物学领域
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朱老师是个‘夜猫子’型科学家，他经常

工作到凌晨一两点，办公室的灯总是最后一
个关。”广州地化所副研究员陈情泽说。朱建
喜身体力行，让年轻科研人员懂得：所谓天
赋，不过是把别人刷手机的时间用来思考和
工作。

朱建喜培养了 22 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最让他开心的，是和学生们一同探讨学术课
题。他要求学生有团队精神和协作精神，要学会
团队协同作战。
“科研工作同样需要分清轻重缓急。如今，

我们团队有了一定的实力，是时候攻克那些国
家亟待解决的难题了。”朱建喜说，“这些紧急且
重要的任务，无疑充满了挑战，但身为科研工作
者，我们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必须心怀
家国，为国家排忧解难，如此方能不辜负国家的
悉心栽培。”

在何宏平眼中，朱建喜是“组里的大管家”，
“对任何事情都尽心尽力、尽职尽责，要么不
做，要做就做好。他醉心科研，对科研以外的
事情不争不抢，他这种处事不争的态度，值得
每个人学习”。

谈及未来的科研规划，朱建喜对记者表
示，一方面，他将继续深耕矿物学领域，致力
于推动该学科更好地服务国家建设与发展；
另一方面，他将紧跟国家深空战略的步伐，将
科研视野拓展至行星、太阳系乃至整个浩瀚
无垠的宇宙。

朱建喜：
去做一些国家着急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