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姻2024年 8月6日 星期二

姻责编：赵彩娥

姻投稿：kxdbnews@163.com4 科学 知

人之所以能看到东西、感知冷热等，是因为

体内有光、温度等的感受器。植物和人类一样，

其根、茎等部位也有诸多感受器，在感受外界环

境变化并做出相应调节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缺水对植被和农作物

的影响会越来越严重。陆生植物是从水生祖先

进化而来的，它成功克服了缺水和水分波动这

两个看似难以逾越的障碍，适应了陆地环境。

“动物和植物体内都有感受器，但强度不

同，比如小麦有 40 多个感受干旱和多水的基

因，而小狗等哺乳动物只有几个类似的基因。”

远方说，这是它们的生存环境决定的，动物能跑

动，而植物是固定在一处生长的。

高等植物通过阻止脱水和过渡吸水的作用

在陆地缺水和水分波动中生存。早在 35 年前，

就有科学家将低渗透压诱导的钙信号增强推测

为低渗透压感受机制，但其分子基础未知。

“长期以来，业界一直假设细胞质钙离子浓

度的增加是在再水合过程中感知低渗透压的。

通俗地说，植物周边水分增多时，其体内的钙离

子浓度就会增加。但钙信号为什么增强、是谁干

的，业界一直没弄清楚。”远方表示。

钙离子是植物生长发育和逆境响应的核心

调控因子。当植物感受到外界环境变化时，会产

生钙信号，进而激活下游相应机制。

“钙信号是最上游、反应最快的，它像通信

兵一样，向后传递前方‘战况’后撤离，最快的钙

信号两秒内起始、3 分钟结束。我们想弄清楚环

境变化后最上游发生了什么。上游的一个基因

感受到钙信号后可能影响下游几十乃至上百个

防御基因，进而增强抗性，这对植物育种等研究

来说很关键。”远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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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螺旋铁电结构
展现巨大压电效应

西藏山南：

近日袁位于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甬舟铁路地下 58
米深处袁野甬舟号冶盾构机顺利完成 200 环的掘进施工遥
甬舟铁路西起宁波东站袁 东至定海区白泉镇袁 全长约
77 公里袁设计时速 250 公里袁其中金塘海底隧道全长
16.18 千米袁采用两台盾构机分别从宁波和舟山相向掘
进袁是目前世界长度最长尧直径最大尧地质最复杂尧施工
难度最大的海底高铁隧道遥 胡学军

聪明的植物在逆境中出品质
第二信使“拿到”第一信使的“信

件”后，具体作何反应？

团队研究发现，很多钙信号往往

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消失。“从外界环境

变化到第二信使接收到这一变化信

息，最快的仅两秒钟。”远方说。

为什么信使不多待会儿，给下游

基因更多反应时间？远方表示，植物里

的不同基因各司其职，钙信号将信息

传递后就回去“睡大觉”了，但这并不

是因为它懒惰，而是其生存需要所决

定的。如果钙信号传递信息后不返回，

会导致细胞质内的钙离子浓度太高进

而产生毒性，不撤离就是自杀行为。

远方举了一个种子萌发的例子。

种子萌发时，温度、水分、地点等因素

一定要适宜，这是种子萌发的关键因

素。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旦种子萌发就

要活下去，否则没法繁殖下一代。这要

求种子首先能感受到外界的温度和水

分环境，萌发后根据外界环境的变化

调整自身对水分等的需求。

如果持续干旱，植物会调高自身

细胞的渗透压，降低对水的需求，同时

在细胞质内制造一些多糖、离子等渗

透调节物质，加强自身保水能力。

“逆境出品质。”远方说，为什么干

旱时水果往往会更甜，因为它在锁水

过程中不断产生多糖、离子、氨基酸等

渗透调节物质。而当夏季多雨时，水会

不断渗入植物，此时它需要不断将体

内的多糖、离子、氨基酸排出细胞外，

否则细胞会不断膨大至破裂。这也解

释了为什么夏天多雨时香瓜、甜瓜会

裂开。总之，当外界环境超过一定极

限，植物内部调控系统往往会崩溃。

浙江宁波：

找到钙离子浓度增加的“开关”

研究成果登上《自然》后的两个月里，远方

越来越忙了。除了开展日常研究外，她还继续和相

关科研机构深入交流，以期将研究成果应用在更多

领域。

低渗，即水分增多时，植物细胞内的钙信号会

增强。早在 35年前，科学家就观察到了这一现象，

并推测这是由低渗透压感受机制导致的，但始终

不知道机制背后的钙信号增强是“谁干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农业大学教授邹学校

科研团队的教授远方和刘峰课题组研究发现，当

水分增多时，植物低渗感受器OSCA2.1和OSCA2.2
会迅速感知外界丰富的水分，使胞质内钙信号增强，

从而作出防御等反应，可以说，它们是植物周围多水

环境下钙离子浓度增加的“开关”。

姻 王昊昊

近日袁西藏山南市扎囊县迎来青稞丰收季袁人们

忙着收割青稞袁感受丰收的喜悦遥 张汝锋

浙江自然博物馆的郑文杰与合作者发现了一个 1
亿年至 6600 万年前晚白垩世时代的中等体形深吻暴龙

新物种，为暴龙科在亚洲最南部的物种，为暴龙科在晚

白垩世的多样性和演化提供了新见解。相关研究近日发

表于《科学报告》。

研究者通过对 2017 年在江西省赣州市南雄组发现

的化石遗骸进行研究，鉴定出上述新物种。该化石包括

一个长 47.5 厘米的接近完整的头骨和部分身体骨骼，样

本总体长为 3.5~4 米。研究者对其右腓骨结构的分析表

明，该遗骸属于一个尚未完全成年的个体，但已经度过

了最快生长期。

新物种被命名为“徐氏亚洲暴龙”，以此向恐龙学

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徐星致敬。

对暴龙类物种关系的分析表明，徐氏亚洲暴龙与大

型深吻暴龙特暴龙属和暴龙属是近亲，后两者的体形比

徐氏亚洲暴龙大两倍以上。它们的体形不到长吻虔州龙

的一半，虔州龙是与徐氏亚洲暴龙生活在同一地区、同一

时代的暴龙物种。头骨结构和大小的差异表明，这两个物种

可能采取了不同的进食策略，并占据了晚白垩世生态系统

的不同生态位。虔州龙显然是食物链的顶端，而徐氏亚洲暴

龙可能居于虔州龙和较小的窃蛋龙之间的生态位。

研究者认为，徐氏亚洲暴龙可能是目前唯一确定的

中等体形暴龙。 冯丽妃

“甬舟号”海底超大盾
构机顺利推进 200 环

我国发现中等体形
暴龙新物种

喝酒不利健康，但通常是一项社交活动 姻 资料图

35 年未解的
“假设”之谜

与所有生物体一样，陆生植物必须

监测其环境中可利用水的多少来调控

生长和发育。对植物感受器开展深入研

究，不仅能真正了解植物对水分等的需

求，还能借助感受器在育种方面取得新

突破。

“植物体内原本是有很多感受器

的，它自身能很好地应用，但我们不知

道其原理，更没法利用它改良作物以提

高抗性等。如果发现了这些植物感受

器，就能在植物处于逆境下的关键生命

周期对其进行改造，这很有应用前景。”

这是远方开展植物感受器研究的重要

原因。

“我们终于搞清楚植物在多水环境

下为什么钙离子浓度会增加了。”远方

表示，关键是找到了两个基因，它们能

够感受多水环境，是植物周围多水环境

下钙离子浓度增加的“开关”。

她解释说，高温、低温、干旱等外界

环境就像第一信使，当 OSCA2.1 和

OSCA2.2 感受到外界的多水环境后，会

立即将第一信使传递到植物细胞中。这

个信号就像第二信使，细胞识别到第二

信使后会立即将第一信使的信息传导

到细胞下游影响其基因表达，告诉它们

“该干活了”。

迎来青稞丰收季

西湖大学特聘研究员刘仕团队利用基于机器学习

的分子动力学方法，揭示了在经典铁电材料钛酸铅中，

通过施加适当的应变，可以诱导出一种新型螺旋铁电

结构，这种结构展现出巨大的压电效应。相关研究成果

近日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

刘仕团队采用密度泛函理论和基于机器学习的分

子动力学模拟相结合的方法，不仅能够预测材料的性

质，还能模拟大量原子在温度和电场共同作用下的集

体行为，从而揭示材料的动态结构和性能。

研究发现，在钛酸铅中施加适当的应变可以诱导

出一种螺旋铁电结构。这种结构中的电偶极子在三维

空间中螺旋排列，展现出高度关联的动态行为。这种螺

旋结构展现出了比传统多畴结构更优异的压电性能，

其压电系数甚至可以超过 320PC/N。这一发现为提升

铁电材料的压电效应提供了新机制。

此外，通过模拟原子的集体行为，研究团队揭示了

钛酸铅在压电效应方面的潜在优越性，并提出了利用

拓扑结构提升压电性能的新手段。

该研究不仅在物理层面发现了铁电体系中的螺旋

拓扑结构，还在科学方法论上展示了人工智能辅助的

分子动力学在揭示材料新物理性质方面的应用前景，

也为未来手性声子、非共线铁电拓扑等方面的研究提

供了新思路。 温才妃

为何许多研究都说喝点酒有益健康

对 107 项研究的回顾分析得出

结论院 即使少量饮酒也会缩短人的

寿命遥 这些研究着眼于饮酒如何影

响人们在特定年龄的死亡风险遥 只

有那些有严重缺陷的研究才会认为

适度饮酒有益健康遥
野人们需要对该行业近些年来

流行的说法持怀疑态度遥冶加拿大维

多利亚大学的 Tim Stockwell 说袁
野很显然袁他们将其产品描绘成能帮

你活得更久袁 而不会给你带来癌症

的东西袁这对他们很有好处遥 冶
Stockwell 说袁 尽管适度饮酒的

风险很小袁 但人们应当被告知喝酒

是没有好处的遥野它可能没有你做的

其他事情危险袁 但重要的是让消费

者知情遥冶他表示袁野我认为要求生产

者通过警告标签告知消费者风险很

重要遥 冶
理论上讲袁 检测酒精对人类影

响的最佳方法是随机安排受试者从

童年时便开始摄入或不摄入酒精袁
然后在他们的一生中持续监测健康

与饮酒状况遥 由于无法进行这样的

实验袁 研究人员只能询问人们的饮

酒习惯袁并在较短时间内追踪调查遥
21 世纪初袁 许多此类研究表

明袁 饮酒与特定年龄死亡风险的关

系呈现一条 J 形曲线袁 即少量饮酒

者的死亡风险略低于不饮酒者袁但喝

多了会导致死亡风险急剧上升遥
Stockwell 说袁 他当时以为科学

的结论已经尘埃落定遥但从那之后袁
他和其他人发现袁 这些研究存在重

大缺陷遥
最主要的问题是这类研究通常

不是将从未饮酒者与饮酒者进行对

比遥相反袁许多研究其实是将戒酒者

和饮酒者进行比较遥 Stockwell 解释

说袁戒酒的人袁特别是在晚年戒酒的

人袁往往存在健康问题袁所以相比之

下袁适度饮酒者看似更健康遥
Stockwell 表示袁 一些研究声称

是将从未饮酒者和当前饮酒者作对

比袁 但它们对前者的定义实际上往

往包括了偶尔饮酒者遥
野在我们看来袁绝大多数研究都

没有处理这种潜在的偏差来源遥 冶
Stockwell 说袁野换句话说袁 人们已经

试图消除这些误差袁 但我们不认为

他们的处理方式是恰当的遥 冶
事实上袁Stockwell 团队发现袁在

107 项研究中袁只有 6 项充分处理了

这些偏差来源袁 而且都没有得出适

度饮酒能够降低死亡风险的结论遥
Stockwell 说院野这些高质量研究

表明了一种线性关系遥饮酒越多袁患

心脏病的风险就越高遥 尽管我们的

研究着眼于全因死亡率袁 但这毫无

疑问是主要原因之一遥 冶
英 国 饮 食 协 会 的 Duane

Mellor 表示袁 这项回顾性分析清晰

地表明低质量研究更有可能得出饮

酒有益的结论遥
但 Mellor 指出袁 它并没有考虑

到适度饮酒的社交性功能遥 野当然袁
无酒精的社交会更健康袁 但与他人

共度时光的好处可能仍然大于喝 10
或 20 毫升酒带来的风险遥 冶他说遥

冯雨晴
徐氏亚洲暴龙复原图 姻 资料图

以“挖矿精神”持续钻研小领域

为什么钻研一项 35 年都没有答

案的科学难题？远方认为是团队的“挖

矿精神”在支撑。

她认为，科学研究就像挖矿，挖到

最好的“原矿”固然重要，而更关键的

是将“原矿”打磨成最漂亮的“宝石”，

也就是发现科学现象背后的机理和关

键作用。

这些年来，远方所在团队一直在默

默无闻地研究影响钙信号的植物感受

器。“植物感受器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

但我们从一开始就聚焦影响钙信号的

植物感受器这一小领域，因为我始终认

为上游的感受器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弄清其原理对生物育种等研究更为关

键。”远方表示。

“展望未来，我们构思将系列研究

成果和园艺，以及水果和农作物结合起

来，针对不同植物摸清对应的干旱、多

水等的感应机制。”远方表示，“这些研

究的战线只会更长，即使我们这一代人

没法享受到研究成果，我们仍会踏踏实

实潜心做研究，让这些科学构想尽快实

现。”

远方（右）和团队成员观察实验植物生长情况 姻 资料图

8 月 1 日，山西能投光伏农业公司阳曲县杨兴

20MW 光伏电站，湛蓝色的光伏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该光伏电站是山西省光伏产业、新能源领域及农畜业

的重点项目，利用荒山荒坡因地制宜进行建设，实现了

生态、经济和社会三大效益的有机统一，成为名副其实

的“绿电”。 李兆民

山西阳曲：

“绿电”推动产业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