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狮打拍子 可能比人准

本报讯研究表明，一只经过训练的海狮，其
保持节奏的能力可能比人类更出色。这是直接
比较人类与动物保持节奏能力的研究之一，表
明这种能力并非人类所独有。相关研究 5月 1
日发表于《科学报告》。

人们已经在实验中证明，一些哺乳动物和
鸟类能够跟随节奏信号做出动作，但大多数脊
椎动物几乎没有能够保持节拍的证据。然而美
国加州一只名叫“罗南”的 15岁海狮，在 3岁时
经过训练，能够识别节拍并随着节拍点头，且将
这一能力保留到成年。

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海洋科学研究
所的 Peter Cook和同事评估了罗南在 112、120和
128拍每分钟（bpm）的鼓点节奏下做出动作的一
致性和协调性。随后将同样的声音呈现给 18~23
岁的 10名大学生，要求他们随着鼓点拍手。

研究者利用视频追踪软件检查了参与者打
拍子的准确性，发现罗南打拍子总体而言比人
类参与者更准确、变化性更小。罗南相较人类的
准确性随着节奏加快而提高：128bpm下，它的
平均节拍是 129bpm（±2.94），而人类平均节拍
是 116.2bpm（±7.34）。测试结束后，罗南得到了
一个装满鱼和冰的玩具作为奖励。

科学家表示，由于该研究仅评估了一只经
过训练的海狮和 10个人的节奏能力，这些发现
的可重复性有待用更大规模的研究加以评估。

（冯维维）
相关论文信息：

翼龙足迹深度图。 图片来源：莱斯特大学

心理健康有问题的青少年更爱上网
本报讯 有心理健康问题的青少年花在社

交媒体上的时间比同龄人多———平均每天多 50
分钟。一项针对 3340名英国青少年的调查显
示，他们更有可能对网络体验的某些方面感到
不满，比如在线朋友数量。5月 5日，相关研究成
果发表于《自然 -人类行为》。

这项研究探讨了有特殊心理健康状况的青
少年是如何使用社交媒体的，结果发现患有焦
虑症和抑郁症等疾病的参与者比患有注意力缺
陷多动障碍等疾病的参与者，更容易受到负面
网络体验的影响。
“这是一个很少有研究涉及的问题，尤其是

在这么大的样本量上。”论文通讯作者、英国剑
桥大学青少年心理健康和社交媒体使用专家
Luisa Fassi说。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欧文医学中心的临床
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学家 Anne Marie Albano 表
示，这些研究结果“对家庭来说是一个很好的

警告，如果你的孩子因为焦虑、有抑郁倾向或
情绪低落而变得脆弱，那么真的需要仔细监控
社交媒体了”。

研究人员分析了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在
2017年对 11~19岁青少年进行的一项调查的数
据。参与者接受了深入的临床评估，并被问及使
用社交媒体的情况和对这些平台的感受。

16%的参与者至少有一种心理健康问题。其
中，8%的人有内化性症状，如抑郁和焦虑，表现为
自身的负面情绪；3%的人有外化性症状，如注意
力缺陷多动障碍，表现为对他人的负面情绪。

分析发现，总体而言，有心理健康问题的青
少年在社交媒体上花的时间更多，而且与外化
性症状或没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人相比，内化性
症状的人更有可能在网上与他人进行比较。那
些有内化性症状的人更容易受到评论或对自己
帖子的反馈的影响，而且对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花费时间的控制能力也较弱。

这些发现可以为临床医生如何治疗有不同
心理健康问题的青少年提供参考。“他们可以利
用这些信息思考干预的方法，例如，使用一些技
术帮助年轻人规范他们对社交媒体的使用，或
者减少社交比较。”Fassi说。

Albano认同这项研究结果可能具有临床意
义。“我们在社交媒体素养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她
说，“例如，帮助患有社交焦虑症的年轻人学习如
何回复信息，选择能够让他们增强兴趣的网站，而
不是那些加剧自我价值负面情绪的网站。”

Fassi指出，这项分析无法解释社交媒体是
否会导致青少年出现心理健康问题，这正是研
究人员一直在争论的话题。想解决这个问题，就
需要进行实验，将不同类型的社交媒体随机分
配给不同的参与者群体，或者进行纵向研究，对
参与者进行长期跟踪。 （王方）

相关论文信息：
图片来源：Ute Grabow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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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无制冷红外探测的
原子级剥离外延薄膜技术

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无需人工释放层即可
实现超薄膜原子级精度剥离的技术，为规模化
生产可扩展的自支撑钙钛矿超薄系统提供了高
效方案。通过理论解析与实验验证，研究人员揭
示了铅元素在界面弱化中的关键作用。

据此可开发出普适性剥离策略，用于制
备厚度小于 10 纳米的多种钙钛矿超薄薄膜。
得益于其极限厚度和自支撑特性，研究人员
制备的热释电薄膜实现了创纪录高热释电系
数。该方法进一步推动了全远红外波段无制
冷探测器的制备，标志着探测器技术的重大
突破。

相关论文信息：

狩猎采集者跨海航行至地中海岛屿

研究人员描述了可以证实马耳他群岛在全
新世时期存在狩猎采集者活动的年代学、考古
学、动物群与植物群证据。当时，马耳他的地理
形态与海平面高度已接近现代，这意味着狩猎
采集者必须跨越约 100公里的航程才能从最近
的陆地西西里岛抵达马耳他群岛。

上述人类活动约始于 8500年前，并可能持
续至 7500年前。这些狩猎采集者不仅开发陆地
动物资源，还能利用海洋生物与鸟类资源，从而
在小型岛屿上维持群体生存。研究人员发现并
记录了地中海地区迄今已知最远古的狩猎采集
者跨海迁徙，暗示着该区域可能存在着尚未被
认知的史前跨海联系网络。

相关论文信息：

全球热带森林冠层功能性状变化

研究人员通过整合超 1800 个植被样地的
实测数据以及卫星遥感、地形、气候与土壤数
据，预测了 13 种树木形态、结构和化学功能性
状的变异格局，并据此计算绘制了热带森林功
能多样性图谱。

该研究发现，美洲、非洲和亚洲热带森林在
整体功能性状空间中呈现显著的区域分异。美
洲热带森林的功能丰富度预计比非洲和亚洲高
出 40%。非洲森林的功能离散度最高，分别比美
洲和亚洲森林高出 32%和 7%。

该预测模型首次实现了基于地面观测与遥
感协同的全球尺度解析，系统揭示了热带森林
冠层功能性状的空间变异规律及驱动机制。

相关论文信息：

发现新型非肠促胰岛素类抗肥胖肽

研究人员通过药物计算发现技术，系统绘
制了 2600余种未被表征的前激素转化酶裂解
肽段图谱，并从中鉴定出新型生物活性肽。基于
该方法，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 12肽———BRINP2
相关肽（BRP）。药理学实验表明，BRP给药可减少
小鼠和猪的摄食量，并展现抗肥胖效应，且不会引
发恶心或厌食反应。机制研究发现，BRP通过激活
中枢神经系统 FOS蛋白发挥作用，且不依赖于瘦
素、GLP-1受体及黑皮质素 4受体信号通路。

该研究不仅建立了生物活性肽发现新方
法，而且从药理学角度证实 BRP可作为体重调
节的潜在治疗靶点。

相关论文信息：

（李言编译）

自然要览
（选自 e杂志，2025年 5月 1日出版）

《细胞》

不同脑区祖细胞代谢差异
塑造大脑发育生长模式

瑞士日内瓦大学的 Denis Jabaudon团队提出
祖细胞代谢的区域差异决定了发育过程中大脑的
生长。相关研究近日发表于《细胞》。

研究人员构建了小鼠大脑的单细胞分辨率出
生时间图谱。该图谱显示，后脑的神经发生是短暂
的，且局限于早期发育阶段，前脑的神经发生则通
过减少脑室区祖细胞的消耗性分裂而在时间上持
续延长。此外，该图谱还揭示了不同脑区直接与间
接神经发生的具体模式。

通过单细胞 RNA测序，研究人员识别出进
化上保守的细胞周期程序和与代谢相关的分子通
路。这些通路控制着各区域增殖的时间窗口。通过
体内功能获得与功能缺失实验，研究人员鉴定出
在新皮层晚期富集的线粒体蛋白 FAM210B是关
键调控因子。FAM210B通过延长线粒体并增加乳
酸生成，促进祖细胞的自我复制性分裂，最终导致
其子代克隆的规模更大。

相关论文信息：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巴洛沙韦可有效防治流感传播

美国密歇根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 Arnold S.
Monto团队研究了巴洛沙韦防治流感的效果。相
关研究论文近日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巴洛沙韦能快速减少流感病毒的排毒，这表
明它可能有助于减少病毒传播。然而，神经氨酸酶
抑制剂的治疗研究尚未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它们能
有效防止向接触者的传播。对此，研究人员开展了
一项涉及多国的 3b期试验，以评估单剂量巴洛沙
韦治疗在减少流感从原发患者向家庭接触者传播
方面的有效性。

研究人员共招募了 1457名原发患者和 2681
名家庭接触者，让 5至 64岁的流感阳性原发患者
在症状出现后 48小时内以 11的比例随机接受
巴洛沙韦或安慰剂治疗。截至第 5天，实验室确认
的流感传播在巴洛沙韦组显著低于安慰剂组，调
整后的相对风险降低率为 29%，导致症状的流感
病毒传播调整后巴洛沙韦组发病率为 5.8%，安慰
剂组为 7.6%，但差异不显著。随访期间，巴洛沙韦
组中有 7.2%的原发患者出现了耐药病毒株，而家
庭接触者中未检测到耐药病毒。研究结果显示，单
次口服剂量的巴洛沙韦能够降低流感病毒向密切
接触者传播的发生率。

相关论文信息：

他们为何

只睡 3小时

大多数人每晚需要 8小时睡眠，但一种罕
见的遗传状况让一些人只需 3小时睡眠即可精
力充沛。在 5月 5日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
刊》的一项研究中，科学家发现了一种基因突
变，可能解释了部分人群的有限睡眠需求。

论文合著者、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
分校的神经科学家和遗传学家傅嫈惠表示，研
究天生短睡眠者的基因变化，有助于开发睡眠
障碍的治疗方法。天生短睡眠者通常指每晚睡 3
至 6小时而没有负面影响的人。
“当我们入睡后，身体仍在持续工作，例

如排毒和修复损伤。”傅嫈惠说，“而这些人在
睡眠期间进行的各项生理功能，都比我们表
现得更好。”

在 21世纪初，傅嫈惠及团队接触到一些每
晚仅睡 6小时或更少的研究对象。通过分析一
对母女的基因组，他们在调节人体昼夜节律（控
制睡眠-觉醒周期的生物钟）的基因中发现了一
个罕见突变。研究人员认为，后者解释了两人的
短睡眠需求。这项发现也促使其他有类似睡眠
习惯的人联系实验室进行 DNA检测。

该团队目前已掌握数百名天生短睡眠者的
数据。傅嫈惠和同事迄今已鉴定出与这种特征
相关的 4个基因中的 5种突变，不过不同的家

族往往有不同的变异。
在最新研究中，团队在天生短睡眠者的

DNA中发现了一个新的 SIK3基因突变。该基因
编码的酶在神经元的间隙具有活性。日本研究
人员此前在 SIK3基因中发现了另一个突变，能
够导致小鼠异常嗜睡。

研究人员通过对小鼠进行基因改造使其携
带了这种新突变，发现其睡眠时间较普通小鼠
减少约 31分钟———小鼠通常每天睡 12 小时。
团队还发现，这种突变酶在大脑突触中活性最
强。傅嫈惠指出，这表明该突变可能通过维持大
脑稳态缩短睡眠时间。

美国哈佛医学院的神经学家 Clifford Saper
表示，小鼠仅减少部分睡眠时间的事实说明
SIK3突变并非减少睡眠需求的主因。他补充道：
“该基因突变导致小鼠异常的睡眠模式。这项研
究与此前关于 SIK3的认知高度吻合，有助于我
们理解困倦的生物学基础。”

这些基因及其变异如何影响睡眠的机制仍
在探索中。傅嫈惠希望在天生短睡眠者中找到
足够多的突变，从而帮助科研人员更好理解人
类的睡眠调节机制。 （李木子）

相关论文信息：

有些人在睡眠不足的情况下也能很好地工作。 图片来源：Oleg Breslavtsev/Getty

研究人员开发出
可修复牙表的抗菌新材料

据新华社电俄罗斯研究人员领衔的国际团
队日前在英国《生物材料科学》杂志上报告说，
他们开发出一种牙科治疗新材料，可抑制有害
菌并模拟牙齿表面微观形态结构进行修复，在
口腔临床治疗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链球菌属等细菌能在牙齿上形成牙菌斑
并引发表面损伤，目前一般使用含氟防护涂
层预防龋齿，但清洁口腔时容易被洗掉。为应
对这一问题，俄罗斯沃罗涅日国立医科大学
和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利
用聚二羟基喹啉和牙釉质的主要矿物成分纳
米晶体羟基磷灰石研制出一种新的牙科治疗
涂层材料。

试验显示，将含有上述两种成分的涂层材
料涂抹到受损牙齿表面并等待约 30分钟后，这
种材料会凝固并形成分布均匀的薄层。在这一过
程中，涂层材料中含有的纳米晶体羟基磷灰石成
分会聚集和定向排列，并能模仿天然牙釉质的力
学性能，达到与牙釉质近似的显微硬度值。

显微硬度是一种压入硬度，反映被测物体
对抗另一硬物体压入的能力。研究人员介绍说，
经扫描电子显微镜检验，这种涂层能紧密附着
在牙釉质上并模拟牙齿表面的自然纹理，其显
微硬度值仅比健康牙釉质低 10%至 20%。测试
还显示，这种涂层材料能破坏链球菌属细菌的
细胞，抑制其活性，阻碍牙菌斑形成。

研究论文主要作者帕维尔·谢列金说，这项
研究开发的牙科生物仿生学技术同时展现出抗
菌和固化作用，对于未来口腔临床应用具有较
大潜力。下一阶段，研究团队将在模拟临床条件
下研究新涂层的耐久性等。 （栾海）

神秘足迹揭开翼龙“落地”之谜

本报讯超过 1.6亿年的足迹化石，帮助科
学家缩小了翼龙适应陆地生活的时间范围。这
些中生代的飞行动物，常被想象在恐龙的头顶
翱翔，而最新研究表明，其中一些翼龙在地面同
样行走自如。5月 1日，相关研究论文发表于《当
代生物学》。

在这项研究中，古生物学家将化石足迹与
特定类型的翼龙联系起来。通过三维建模、详细
分析以及与翼龙骨架的对比，证明了至少有 3
种不同类型的足迹与不同的翼龙相匹配。

这项研究支持了一个观点，即翼龙在大约
1.6亿年前的恐龙时代中期经历了一次重大的
生态转变，有多个种群变得更适应陆地生活。论
文第一作者、英国莱斯特大学的 Robert Smyth
解释道：“足迹为研究翼龙的自然栖息地提供了
独特窗口。它们不仅揭示了这些生物的生活地
点和运动方式，还为了解其在早已消失的生态
系统中的行为及日常活动提供了线索。”

通过将足迹与特定类群关联起来，科学家
现在有了一个强有力的新方法，可以研究这些
飞行爬行动物如何在不同时代的生态系统中生
活、运动和适应。

论文作者之一、莱斯特大学的 David Unwin
表示：“在首次发现翼龙足迹 88年后，我们终于
知道是谁留下了这些足迹，以及如何留下的。”

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来自“新神龙翼
龙类”，其中包括史上最大的飞行动物之一、翼
展 10米的风神翼龙。它们的足迹遍布全球沿海
和内陆地区，支持了“这些长腿生物不仅主宰天
空，还经常栖息在地面上，与许多恐龙共享同一
环境”的观点。部分足迹一直延续到 6600万年

前的小行星撞击事件，该事件导致翼龙和恐龙
灭绝。

此外，还有一类以长喙和针状牙齿著称的
“梳颌翼龙类”，其足迹最常见于沿海沉积层。这
些动物可能沿着泥泞的海岸或浅水湖行走，利
用特有的捕食策略捕捉小鱼或漂浮猎物。此类
足迹的丰富性表明，这些海岸翼龙在其栖息地
中的数量，远比罕见的骨骼化石更为普遍。

第三类足迹发现于保存该翼龙骨骼化石的
岩层中，其足迹与骨骼的紧密关联为确定脚印
主人提供了有力证据。这些“准噶尔翼龙类”拥
有强健的四肢和喙部：无齿的弯曲喙尖适合撬
取猎物，而喙部后方的大圆齿则能够完美地压
碎贝类等坚硬食物。

Smyth指出：“研究翼龙时，足迹常被忽视，
但它们提供了关于这些生物运动、行为及与环
境互动的海量信息。通过细致分析足迹，我们现
在能发现从其他途径无法获知的生物学和生态
学特征。” （蒲雅杰）

相关论文信息：

（上接第 1版）

回望这些科研成果和突破，张嗣瀛说：“人
生最大价值，莫过于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最大限
度地贡献给祖国与人类！为此我将努力到生命
最后一刻。”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1999 年的金秋十月，在青岛流亭机场的出
口，时任青岛大学校长徐建培伸出热情的双手，
欢迎 74岁的张嗣瀛加盟青岛大学。

从机场返校的路上，张嗣瀛坚定地对徐建培
表示：“我不是来养老的，我是来工作的，我要为
年轻的青岛大学干点事。”

入校不到两个月，张嗣瀛就筹备成立了复杂
性科学研究所并任所长。此后，他着手主持申报
“系统理论”硕士点及博士点并获批准；他主持引
进了一批具有海外留学经历的高层次人才，建立
了一支完整的学术梯队；2004年，他创办了《复杂
系统与复杂性科学》并任主编，该刊被北京大学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编委会入编为自然科学
总论类核心期刊。

在短短 5年时间里，一个研究所、一份学术刊
物、一个博士点、一支人才队伍、一个人才培养基
地在青岛大学诞生了。10年间，张嗣瀛带领团队进
行复杂网络的研究，践行了自己的承诺。

2013 年，因在科研方面的突出贡献，张嗣瀛
被授予青岛市科学技术最高奖。他将获得的 50
万元奖金全部捐出，在青岛大学设立了助困励
志奖学金，以奖励家庭困难、学习优秀的在校研
究生。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张嗣瀛常对学生说，

“要不为利所动，不为权所倾，不为名所累，不为位
所争。”

离开伏案钻研的公式和数据，生活中的张嗣
瀛是一位至情至性，处世如春风、律己如秋风的长
者。“正直、敦厚、热情”是所有认识张嗣瀛的人对
他的评价。

张嗣瀛喜欢钓鱼，尤其喜欢夜钓。一次夜钓
时，突然下起了雨，张嗣瀛和钓友们不得不撤回帐
篷里。寒气袭人，他拿出一瓶酒，摆上几个自备小
菜，几个人围坐在一起，用酒瓶盖代替酒杯，其乐
融融早已超出夜钓本身。他在《雨夜宿帐》中写道：
“帐外细雨夹斜风，岸边轻涛伴蛙鸣。夜深寒侵不
能寐，把酒对坐话人生。”

张嗣瀛还喜爱竹子，青岛大学家属区的四丛
竹子都是他亲手所栽，分布在院子东南西北 4个
角落。最惹眼的是临门东侧的一丛，最是茂密繁
盛，现已高及楼顶，他称之为“竹林”。

2019 年 10 月 4 日，94 岁的张嗣瀛溘然长
逝。“孜孜弗倦，可登堂奥；涓涓不息，而成江河。”
这是他常对学生说的话，而他的精神正如水一样
奔流不息，永远流淌在一代代科研人心中。

张嗣瀛：
用一生兑现“让祖国强大”的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