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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此刻姻 姻

一个会写科学新闻的机器人

“小柯”秀

更多内容详见科学网小柯机器人频道：
图片来源：NASA

《自然 -遗传学》

新研究发现癌症合成致死新策略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 Trey Ideker团
队发现，一种多谱系筛选方法能够识别出人类癌
症中可供人操作的合成致死相互作用。11 月 18
日，相关研究结果发表于《自然 -遗传学》。

癌症由多种基因的改变驱动，形成可被治疗靶
向的依赖关系。然而，许多遗传依赖关系在不同肿
瘤中表现不一致。

研究人员描述了一种识别核心网络中高度渗
透、可操作的遗传相互作用的策略 SCHEMATIC。
首先，通过对肿瘤谱系进行系统的组合性基因敲
除扰动基本细胞过程，研究人员识别了 1805个合
成致死相互作用。然后，通过分层合并分析这些相
互作用，研究人员揭示了其中一半可靠区分不同组
织类型或生物标志物的状态，并且有相当一部分在
不同谱系中表现出渗透性。

这些相互作用集中在 49个多基因系统上，这
些系统在聚合酶功能受损时变得至关重要。大约
266个相互作用转化为具有药物敏感性的稳健生
物标志物。

相关论文信息：

《自然 -方法学》

科学家开发出靶向
空间转录组学的探针集

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的 Fabian J. Theis团队开
发出靶向空间转录组学的探针集选择。11 月 18
日，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自然 -方法学》。

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端到端的探针集选择管
道 Spapros。它优化了基因集特异性和细胞内类型
表达变异，同时考虑了先验知识、探针设计和表达
限制，以解决空间上不同的细胞群体。研究人员评
估了 Spapros，结果显示，它在细胞类型恢复和恢复
细胞类型外的表达变异方面优于其他选择方法。

此外，研究人员使用 Spapros设计了一个成人
肺组织的单细胞分辨率原位杂交实验，展示了如何
识别感兴趣的细胞类型，并检测到细胞类型内部的
空间变异。

相关论文信息：

《中国科学报》换发第七版
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公示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开展 2024年

第七版新闻记者证全国统一换发工作的通知》
（国新出发函〔2024〕176号）、《新闻记者证管
理办法》的有关要求，中国科学报社已对《中国
科学报》新闻记者证持证人员进行逐一核查，
现将拟换发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予以公示。

国家新闻出版署举报电话：
010-83138953
中国科学报社举报电话：
010-62580740

11月 20日，一项发表于《生理学前沿》的研
究发现，太空环境可能会使宇航员的工作记忆、
处理速度和注意力变差。这引发了人们对认知
能力受损可能影响太空任务的担忧。
太空的极端环境，包括失重、强烈辐射、缺

乏规律的日出日落，会对宇航员的健康产生影
响，可能导致肌肉流失或心脏病风险增加等健
康问题。然而，长期太空旅行对认知的影响一直
没有得到充分研究。
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约翰逊

航天中心的 Sheena Dev和同事，研究了 25名宇
航员在国际空间站期间的认知表现。

研究团队对宇航员进行了 10项测试，其中
一部分在地球上进行，分别在一次任务前和两
次任务后；另一部分则在国际空间站进行，分别
安排在任务初期和晚期。这些测试测量了宇航
员的某些认知能力，如在网格中找到图案以测
试抽象推理能力，或在气球爆炸前选择停止充
气的时机以测试风险决策能力。

结果发现，宇航员在国际空间站上完成处
理速度、工作记忆和注意力测试需要的时间比
在地球上更长，但准确性没有下降。尽管宇航员
的认知能力未出现损伤或受到持久性影响，但
某些指标，如处理速度在宇航员返回地球后需

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正常。
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的 Elisa Raf-

faella Ferr侉 表示，获得太空旅行对认知影响的
明确数据，对未来的航天任务至关重要，但只
有在地球和太空收集更多数据，才能了解这
一问题的全貌。
“火星任务不仅时间更长，而且对自主性

要求更高。”Ferr侉说，“由于距离和通信延迟，
宇航员在那里与地面控制的交互将完全不
同，因此他们必须完全自主地作出决策，这使
得其表现至关重要。你绝对不希望火星上的
宇航员在注意力相关任务、记忆或处理速度方

面反应迟缓。”
英国东英吉利大学的 Jo Bower表示，考虑

到太空这一非同寻常的环境，认知能力出现某
些特定下降并不意外。“这未必是需要特别担忧
的问题，但了解这一点很有帮助，尤其是让宇航
员了解自己在这些极端环境中的极限。”

Bower补充说，这种意识对于执行长时间
任务的宇航员尤其重要。“例如在睡眠不足的情
况下，人的表现力往往会下降，但你可能意识不
到自己的表现力变差了。” （杜珊妮）

相关论文信息：

合作应对全球气候挑战 中国声音与行动获赞誉
姻新华社记者赵冰陈汀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
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正在阿
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
立场和行动受到高度关注。记者注意到，在支
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坚定
有力的“中国声音”、务实有效的“中国行动”
不断获得赞誉。
“到 2030 年，适应（气候变化的）需求和资

金之间的缺口可能达到每年 3590亿美元。”联
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 COP29世界领导人气
候行动峰会开幕式上说，“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需要兑现资金承诺。”

中方在 COP29召开前夕发布的《中国应对
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2024年度报告》中写
道：“当前发展中国家核心关切是气候资金等实
施手段支持，这也是实现气候雄心、维系多边互
信的基础。”

为应对气候变化，中方始终强调“共同但有
区别的责任”、公平及各自能力等原则的重要
性，并不断以自己的方式落实气候承诺。数据

显示，截至 2024 年 6 月底，中国已与 42 个发
展中国家签署 50 多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文
件，开展系列援助与交流，支持发展中国家提
升能力。2016年以来，中国提供并动员项目资
金超过 1770 亿元，有力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
应对气候变化。
“中国现在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努力中不

可或缺的国家。世界的绿色发展离不开中国。太
阳能、风能、水电、蓄电池、电动汽车等每一个绿
色经济领域的发展都离不开中国的突出贡献。”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埃里克·索尔海姆在大会期
间告诉新华社记者。

大会期间，中方代表团不仅积极推动气候
谈判，还设立“中国角”向国际社会介绍应对气
候变化的“中国经验”。在“中国角”11月 15日举
行的“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高级别论坛”上，
COP29首席执行官埃尔努尔·索尔塔诺夫说，
中国正在成为全球绿色转型的主要驱动力。

巴西政府分管气候变化事务的副部长安
娜·托尼表示，中国不仅在本国加速推进能源转

型，还积极与国际社会分享应对气候变化的经
验。中方在 COP29期间举办的系列活动，“体现
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坚定决心和分享发展经
验的意愿，彰显了影响力和领导力，展现了负责
任大国形象”。
“气候变化没有国籍，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

也不分国界。”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主任迪
玛·哈提卜强调，面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挑
战，许多发展中国家迫切希望获得来自国际社
会的支持和帮助。

巴库气候大会期间，中方正式发布《国际零
碳岛屿合作倡议》，呼吁全球岛屿利益相关方通
过开展国际零碳岛屿合作，保护生态环境，减少
气候风险，探索零碳路径，促进绿色发展。
“气候变化是全球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而对许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更是关乎
生死存亡的危机。”安提瓜和巴布达气候大使鲁
雷塔·卡马乔·托马斯在大会期间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说，中国出台大量措施，切实帮助发展
中国家提升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2023年 9月，中国宣布实施“非洲光带”项
目，利用中国光伏产业优势，帮助解决相关非洲
国家用电困难问题，助力其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迄今，中方已推动与乍得、马里、布隆迪等 10个
国家开展项目磋商，与其中 5 个国家签署合作
文件，预计将帮助解决约 3 万户非洲家庭日
常用电问题。中方还通过举办气候变化南南
合作“非洲光带”培训班，支持非洲国家相关人
才培养。
“由于电力严重短缺，布隆迪有超过 90%的

人口需要使用木材生火做饭。如今，布隆迪正积
极参与中国倡导的‘非洲光带’项目，大量布隆
迪家庭开始使用太阳能发电装置和清洁、经济
的炉具。”布隆迪水利、能源和矿业部能源司司
长马丁·恩达伊泽耶对新华社记者说。

塞舌尔农业、气候变化和环境部长弗拉维
安·茹贝尔说：“中国的光伏发电设备让我们的
学校有了更充足的电力供应，让我们国家的岛
屿上能用到 LED太阳能灯。我们感谢中国为塞
舌尔应对气候变化提供的帮助。”

20岁“谷歌学术”能扛住 AI冲击吗

本报讯美国谷歌公司的“谷歌学术”在本周
迎来了 20岁生日。研究人员表示，作为最大、最
全面的学术搜索引擎，“谷歌学术”已成为科学
界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然而，据《自然》报道，近年来，学术搜索引
擎领域的竞争越发激烈，“谷歌学术”迎来了利
用人工智能（AI）改善搜索体验以及允许用户下
载数据的竞争对手。
“如果‘谷歌学术’的主要搜索引擎地位被

推翻，可能就是现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
的计算社会科学家 Jevin West说，现在，其他竞
争对手也在创新，新的工具不断涌现。
“谷歌学术”刚出现时曾带来一场革命———

研究人员终于不用跑到图书馆翻阅资料或通过

访问科学引文数据库的付费在线服务来搜索学
术论文了。当时，访问免费、信息广泛和搜索选
项丰富等诸多优势，使得“谷歌学术”逐渐成为
研究人员的“心头好”。

不过，“谷歌学术”在一些方面仍不透明，还
限制了搜索结果的批量下载，这些结果多用于
文献计量分析。而在过去几年里，可以提供这种
文献计量数据的竞争对手不断出现。西班牙格
拉 纳 达 大 学 的 文 献 计 量 学 家 Alberto
Mart侏n-Mart侏n 表示，如今，“谷歌学术”的许多
优势，其他平台也都具备。

与此同时，AI驱动的聊天机器人，如 Chat-
GPT以及其他使用大语言模型的工具，已成为
一些科学家搜索、回顾和总结文献时的首选应

用程序，甚至已替代了“谷歌学术”。
对此，“谷歌学术”正在努力做出调整，从而

跟上时代的步伐，比如使用 AI 对文章进行排
名、为进一步的搜索查询提出建议，并推荐相
关文章等。本月早些时候，谷歌在其 PDF 阅
读器中引入了 AI 生成文章大纲的功能。“谷
歌学术”联合创始人 Anurag Acharya 介绍，现
在的搜索工具能够尝试理解用户查询的意图
和背景。

目前，“谷歌学术”尚未提供的一个功能是
利用 AI生成搜索结果的概述。Acharya表示，以
简洁的方式总结多篇论文的结论，其中还要包
括重要的背景，这非常具有挑战性。“我们还没
有找到有效应对这一挑战的方案。” （徐锐）

变形红细胞帮蝙蝠过冬

本报讯科研人员发现，蝙蝠在冬眠时会
改变它们的红细胞，使其更厚、更硬。相关成
果近日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此前的研究已经发现红细胞通过改变
形状适应不同的压力和血管。德国格赖夫斯
瓦尔德大学的 Gerald Kerth和同事想知道冬
眠蝙蝠的红细胞是否会变形，以保持血液在
寒冷环境中的流动。

研究团队分析了数十万个来自冬眠的普
通夜蝠和不冬眠的埃及果蝠，以及人类的红
细胞。对所有这 3种红细胞来说，当温度从
37℃降到 23℃时，红细胞的弹性和黏度都会
降低。当温度进一步降至 10℃时，蝙蝠的红
细胞会继续发生这种变化，而人类则没有。

事实上，蝙蝠，甚至那些不冬眠蝙蝠的红
细胞，在极低温度下都会变得厚实、坚硬和功
能化。这种变化可能使红细胞在通过肌肉和
肺部的毛细血管时减慢了速度，从而能够在
全身高效地交换氧气等气体。

目前还不清楚这种结构变化究竟是如何
发生的，但研究团队推测，蝙蝠红细胞膜的机
械特性起到了关键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有朝一日，药物可以诱

导人类红细胞膜模仿蝙蝠红细胞膜对寒冷的
反应。”Kerth说。外科医生已经在某些手术中让
患者身体降温以减缓新陈代谢，防止器官受损。
未来，“冬眠”还可以实现高效的远距离太空旅
行，即只需要很少的食物和其他资源。（张晴丹）

相关论文信息：

地球最大火山喷发前
发生了什么

本报讯美国地质调查局的 Kendra Lynn
与合作者发现，美国夏威夷冒纳罗亚火山在
2022年喷发前，其破火山口下有持续两个月的
岩浆侵入期。这一发现增进了人们对火山喷发
机制的理解，有助于全球科学家更准确地预测
火山活动。相关研究近日发表于《自然 -通讯》。

冒纳罗亚火山是夏威夷 5座火山中的一
座，也是地球上最大的活火山。该火山于
2022年 11月 27日开始喷发，火山活动持续
了 13天。

研究人员通过研究喷发熔岩的组成和形
成、测量气体羽流数据以及监测地震数据和
地面形变，追踪了冒纳罗亚火山前兆扰动的时
空演化。他们认为，在 2022年喷发前，大量岩浆
从破火山口下 3000米至 5000米运移到 1000
米至 2000米深处，这增加了浅层岩浆储库在喷
发前受到的压力。这种侵入在之前几十年的火
山休眠期中从未见过，可能为构建这种高风险
喷发的羽流网络提供了一个新模型。

火山喷发前可能有岩浆运移到浅层储库
区域的可追踪信号。结合这些指标，有望提高
人们对火山喷发的预测能力。 （冯维维）

相关论文信息：

科学家揭示干细胞起源
本报讯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取得了一项里

程碑式的成果：利用单细胞生物的遗传工具，创
造出能够长成一只小鼠的干细胞。人类与单细
胞生物有着共同的祖先。这一突破重塑了我们
对干细胞遗传起源的理解，为动物与其古老单
细胞亲戚之间的进化关系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相关论文 11月 14日发表于《自然 -通讯》。

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的 Alex de Mendoza
与中国香港大学转化干细胞生物学中心的 Ralf
Jauch合作，利用与动物有关的单细胞生物———
领鞭毛虫的一种基因，制造出干细胞，然后又用
这些干细胞培育出一只活的小鼠。

领鞭毛虫是现存的动物近亲，其基因组包
含 Sox和 POU基因的不同变体。这两个基因因
驱动哺乳动物干细胞的多能性而闻名，后者指

发育成任何细胞类型的潜力。这一意想不到的
发现挑战了一个长期存在的观点，即这些基因
仅在动物体内进化。
“我们用来自单细胞亲戚的分子工具成功

创造出一只小鼠，见证了这一功能在近 10亿年
进化过程中的非凡延续。”Mendoza说。这项研
究表明，参与干细胞形成的关键基因可能比干
细胞本身的起源早得多，并可能为人们今天看
到的多细胞生命铺平道路。

日本科学家、201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获得者山中伸弥，证明了仅通过表达 Sox（Sox2）和
POU（Oct4）等 4种转录因子，就可以从“分化”细
胞中获得干细胞。在这项新研究中，研究人员将领
鞭毛虫 Sox基因引入小鼠细胞，取代原生 Sox2基
因，实现了向多能干细胞状态的重编程。

为验证这些重编程细胞的功效，研究人员
将它们注射到发育的小鼠胚胎中。由此产生的
嵌合小鼠显示出供体胚胎和实验室诱导的干细
胞的生理特征，如黑色皮毛斑块和深色眼睛，证
实了这些古老基因在使干细胞与动物发育兼容
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Sox和 POU蛋白可以结合 DNA并调节其
他基因，这项研究追踪了单细胞祖先如何使用
它们的早期版本，并最终成为形成干细胞和动
物发育的不可或缺的功能。

Mendoza 解释说：“领鞭毛虫是单细胞生
物，它们没有干细胞，但有这些基因，后者可能
控制了多细胞动物后来用于构建复杂身体的基
本细胞过程。”

这一新颖的见解强调了遗传工具在进化上

的多能性，让科学家一瞥在真正的多细胞生物
出现前，早期生命形式如何利用类似的机制推
动细胞特化。

研究人员认为，这一发现具有超越进化生
物学的意义，可能为再生医学提供新信息。通过
加深对干细胞机制如何进化的理解，科学家有
望找到优化干细胞疗法的新方法，并改进用于
治疗疾病或修复受损组织的细胞重编程技术。
“研究这些遗传工具的古老起源，让我们能

够更清晰地了解多能性机制如何被调整或优
化。”Jauch指出，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基因的合
成版本可能比原生动物基因表现得更好，这可
能会带来全新的认知。 （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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