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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4月10日电 美国芝加哥
大学一个科研团队发现，H5N1 禽流感病毒
感染人类肺上皮细胞的机制与两个人类基因
有关，因此可以通过影响这两个基因来开发
抗病毒的新方法。

相关论文 10 日发表在新一期美国学术
刊物《细胞报告》上。研究人员说，H5N1 禽
流感病毒感染人体时，常通过肺上皮细胞入
侵。为了筛查哪些基因与病毒感染机制有
关，研究人员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制造出约 1.9
万个存在不同基因变异的肺上皮细胞，让它
们接触 H5N1病毒。

结果发现，名为 SLC35A1 的基因负责编
码细胞表面的一种受体，病毒可利用这种受
体在细胞表面“着陆”。如果把它敲除，病毒
就失去了感染宿主的“抓手”。

另一个名为 CIC 的基因可调节免疫反
应，它抑制细胞对外来病原体的免疫应答。
如果将它的功能关闭，免疫反应就会更强，有
助于抵抗禽流感病毒。

但是论文作者之一、芝加哥大学微生物
学助理教授巴拉吉·马尼卡萨米表示，不能靠
永久性敲除 CIC 基因来抗病毒，因为感染结
束后，还需要它来关闭免疫反应，否则会引发
自身免疫性疾病。

研 究 人 员 说 ，这 些 发 现 有 助 于 开 发 帮
助人体抵抗禽流感病毒的新方法。此外，
他 们 还 用 类 似 方 法 让 细 胞 接 触 其 他 病 原
体，发现 CIC 基因在多种疾病中都发挥重
要作用，因此可能在多种疾病的治疗中被
作为靶点。

新研究发现两个人类基因
与感染禽流感有关

新华社华盛顿4月10日电 在动物界，
雌性动物的抚育对于幼崽的存活至关重要。
刊登在新一期美国《神经元》杂志上的一项研
究表明，雌鼠将幼鼠抱回自家窝里的“本能”
源自一种特定神经细胞的信号传导。

此前研究就发现，大脑中“内侧视前区”
区域是与母性行为相关的重要区域，但对其
中的具体神经信号机制并不清楚。

纽约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林大宇
团队在这次的新实验中，考察了雌性小鼠同
自家和别家“鼠宝宝”互动时其大脑“内侧视
前区”的活动。结果发现，雌鼠在接近“鼠宝
宝”并将其抱回窝的过程中，“内侧视前区”一
种名为“雌激素受体阿尔法”的蛋白质电信号
最为活跃；一旦“鼠宝宝”归窝，这种电信号水
平就降低了。

研究发现，如果通过化学手段阻断这些
细胞活动后，雌鼠的“护犊”行为就会消失。
如果人为激活这些细胞活动，“未育”雌鼠也
会出现类似母性行为。

论文高级作者林大宇对新华社记者说，
研究中发现“鼠妈妈”不能区分自家或别家的

“鼠宝宝”，因为“鼠宝宝”移动能力不强，出现
别家“鼠宝宝”的情况很少见。但“羊妈妈”却
可以分出自家或别家“羊宝宝”，林大宇推测
这是因为“羊妈妈”的嗅觉器官副嗅球参与了
辨识幼崽的行为。

她说，团队下一步准备研究雌性在孕育
和哺乳后代期间大脑发生了什么变化导致这
种蛋白质表达活跃，以及这一期间的雄性是
否也存在类似机制。

动物实验揭示
驱动母性行为的大脑机制

新华社南京4月12
日电 你知道化石除了保
存生物结构，还能“保存”
颜色吗？最近，中、德、英
三国的科学家通过对昆
虫化石结构色的研究，成
功还原一种 2亿年前飞蛾
的真实色彩。相关研究
成果 12 日在线发表于美
国《科学》杂志子刊《科学
进展》。

领 衔 该 研 究 的 中 科
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
所研究团队向记者展示
了这一成果。据悉，这是
世界上已知最早的昆虫
真实颜色，研究为今后复
原远古生物世界的色彩，

打开了新窗口。
昆 虫 是 地 球 上 物 种

数量最多的生物，展现了
极其丰富的颜色。不少
动物具有五彩斑斓的色
彩，并非因为体内具有相
应色素，而是因为它们的
身体具有特定微观结构，
使得照射在生物表面的
光 产 生 折 射 、衍 射 和 干
扰。由特定结构而产生
的颜色称为结构色，人们
常见的具有金属光泽的
甲虫壳、艳丽的鸟羽、蝴
蝶或飞蛾闪闪发光的鳞
片，都是典型的结构色。

利 用 结 构 色 结 构 与
色彩一一对应的原理，科

研人员对 500 多块来自英
国、德国、哈萨克斯坦的
侏罗纪蛾类标本进行了
系统调查。团队成员利
用显微镜、电镜观察等一
系列技术分析，首次发现
两 块 产 生 于 1.95 亿 年 前
和 1.8 亿年前的鳞翅目飞
蛾化石保留有可以还原
其色彩的微观鳞片结构。

据介绍，这两块标本
与现存最原始的鳞翅目昆
虫小翅蛾非常类似。它们
的鳞片具有鱼骨状的纳米
级光学结构。光学软件模
拟结果显示，这种近 2 亿
年前的远古飞蛾的翅膀鳞
片，能产生金黄色的结构

色。这一发现，将关于昆
虫真实色彩的记录前推了
至少1.3亿年。

南 京 地 质 古 生 物 研
究所研究员王博说，以前
从化石得到的是“黑白图
像”，现在的这项研究发
现，琥珀、压痕以及印模
化石标本中，完全可能保
留纳米级的生物光学结
构。

“复原生物结构色是
一项能让远古世界从黑
白走向彩色的开拓性研
究。以后回答古生物世
界什么颜色，也许不需要
靠猜，科学家就能给出准
确答案。”王博说。

科学家还原2亿年前
昆虫真实颜色

4 月 11 日，复旦大学微
电子学院教授张卫、周鹏团
队成员刘春森在实验室内对
硅片进行切割。

近日，复旦大学微电子
学院教授张卫、周鹏团队实
现了具有颠覆性的二维半导
体准非易失存储原型器件，
开创了第三类存储技术，写
入速度比目前Ｕ盘快一万
倍，数据存储时间也可自行
决定。这解决了国际半导体
电荷存储技术中“写入速度”
与“非易失性”难以兼得的难
题。

北京时间 4 月 10 日，相
关成果在线发表于《自然·纳
米技术》杂志。 新华社发

我国科学家开创第三类存储技术

据新华社突尼斯4月
10日电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首个海外中心——中
阿北斗中心 10 日在位于突
尼斯的阿拉伯信息通信技
术组织总部举行揭牌仪式。

中阿北斗中心位于首
都突尼斯市北郊贾扎拉科
技园内。中国卫星导航系
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冉承其
说，这一中心主要面向阿拉
伯及非洲地区国家，集宣传
展示、应用演示、测试评估、
教育培训和联合研究等功
能于一体，是全面展示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建设应用成
果的窗口，也是推动国际交
流与合作的平台。

冉承其介绍，中方将与
阿拉伯信息通信技术组织
一道把首个海外北斗中心
打造为样板工程，成为北斗

系统共建共享的纽带，推动
技术创新。中心将于 11 日
至 12 日举行首期卫星导航
培训班。

阿拉伯信息通信技术
组织秘书长穆罕默德·本·
奥马尔告诉新华社记者，中
阿北斗中心在阿拉伯地区
乃 至 全 球 都 具 有 独 特 意
义。他们将强化与中国在
卫星导航领域的合作，利用
这一先进技术推动地区技
术进步和经济发展。

突尼斯高等教育部负
责科研事务的国务秘书阿
米里·哈利勒说，北斗中心
有助于为突尼斯等阿拉伯
国家培养更多卫星导航系
统 人 才 ，支 撑 数 字 经 济 发
展，利用相关技术平台，推
广卫星导航技术应用，实现
互利共赢合作。

中国北斗系统
首个海外中心落成运行

新华社华盛顿4
月10日电 美国食品
和药物管理局批准首
款在强光下可自动变
暗的隐形眼镜，可供近
视、远视和散光的人群
日常使用。

美药管局 10 日发
布 声 明 说 ，美 国 强 生
视力健公司生产的这
款 名 为“ 转 换 光 智 能
技术安视优欧舒适隐
形 眼 镜 ”的 软 性 隐 形
眼镜含有对光反应变
色 的 添 加 剂 ，可 根 据
接触紫外光的量调节
进 入 眼 睛 的 可 见 光 。
在 强 烈 的 阳 光 下 ，镜
片 会 自 动 变 深 ，而 在
正常或暗光照条件下
会恢复正常。

美药管局医疗器
械与放射卫生中心眼
耳鼻喉部主任玛尔维
娜·埃德尔曼说，这是
首次在隐形眼镜中使
用与可自动调光框架
眼镜同样的技术。

美药管局评价了
24 名使用者的临床数
据，他们戴着这种隐形
眼镜在白天和夜间开
车。结果表明，没有证
据显示戴这种隐形眼
镜对开车表现或视力
造成影响。

美药管局说，这款
隐形眼镜如每天使用，
可 使 用 14 天 ，但 睡 眠
时不能戴，也不能接触
水。该产品不能用作
紫外线防护眼镜。

美药管局批准
首款可变色隐形眼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