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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界经常使用元素碳的同位素“碳 14”来测定
古生物的年代，近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黄方教授课题
组研究发现，可以通过另一种化学元素锶的同位素组
成来追踪判断中华绒螯蟹的真实地理起源，识破用“洗
澡蟹”冒充阳澄湖大闸蟹等市场欺诈行为。

同一类化学元素可以有多种“同位素”，它们原子
核中的质子数量相同，但中子的数量却不同。比如元
素碳就有多种同位素，其中拥有6个质子和8个中子的

“碳 14”可被用于考古，人们通过检测古生物体内的
“碳14”含量，来推算它的死亡年代。同位素也可以用
作“特征指纹”，用来追踪化学物质的来源。

近期，中科大的研究团队发明了一种“同位素指
纹”方法，可以用于食品溯源。化学元素锶在自然界中
有4种稳定的同位素，其中“锶87”和“锶86”在不同地
质环境中的相对含量不同，而这种同位素特征又会通
过水和食物传递到生物体内。研究人员采集了阳澄
湖、太湖、固城湖等湖区的中华绒螯蟹（俗称大闸蟹），
对其进行锶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来自同一湖区的
大闸蟹的锶同位素成分相同，而不同湖区的大闸蟹则
具有显著不同的锶同位素成分。

他们进一步研究发现，大闸蟹的锶同位素特征与
产地的水源相似，不受外来饲料的影响。因此，锶同位
素检测可以作为追踪大闸蟹地理起源的可靠方法。

牙好胃口就好——在恐龙演化过程中，蜥脚类恐龙
为何能成为恐龙家族中的“大个子”，很可能是因为其把
前辈基干蜥脚形类恐龙在胚胎时期就具有更替牙齿齿
系的特性又重新“捡”回来的缘故。这是吉林大学恐龙演
化研究中心专家领导的国际联合研究团队的最新发现。

禄丰龙是一种生活在侏罗纪早期的基干蜥脚形类
恐龙。科学家通过对禄丰龙胚胎化石的研究显示，其
胚胎中牙齿的发育及替换机制，与成年禄丰龙牙齿的
个体发育模式明显不同，但却与蜥脚类恐龙成年个体
牙齿的发育方式近似。

蜥脚类恐龙由于体积庞大需要大量进食，牙齿会
被严重磨损，因此需要具有快速而高效的牙齿替换机
制来支撑其生存。此前人们不清楚蜥脚类恐龙这种牙
齿发育特性的起源，在其前辈基干蜥脚形类恐龙身上
也未发现过类似特性。

吉林大学恐龙演化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军说，恐龙
胚胎化石十分罕见，而此项研究收集到的、保存着不同
个体发育阶段牙齿的禄丰龙胚胎化石更是罕见。研究
人员运用交叉学科技术，结合了高精度显微CT扫描与
数据重建、化石骨组织学的研究方法，对多个禄丰龙胚
胎化石中牙齿的个体发育情况进行了精细研究，并将
其幼体和成年个体之间牙齿的发育模式进行了比较。

天文专家介绍，5 月 12 日至 16 日，在日出前的一
个多小时，月亮将依次穿过木星、土星和火星，上演“月
过三星”的精彩戏码。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赵之珩
介绍说，从2020年1月起，火星、木星、土星就出现在东
南方天空，每天日出前都能看到三星“连线”的现象。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这三颗明亮的行星依然在天空呈
近乎一条直线排列，只是相互间的排列位置发生了变
化。在5月，从右到左依次是木星、土星和火星，其中，
木星最亮，火星次之，土星再次之。

本次的“月过三星”从12日凌晨开始，微微凸起的
亏凸月先是慢慢接近木星；13 日凌晨，已经接近下弦
的月亮，来到土星的左下方；14日凌晨，月亮渐渐离开
土星向火星靠近；15 日凌晨，月亮由下弦月变成了弯
弯的残月，来到火星的右下方；16日凌晨，又窄了一些
的残月，穿过火星，继续向东而去。

“在晨光中，这四个明亮的天体聚在一起的景象还
是非常壮观的，值得早起观测。”赵之珩提醒说，感兴趣
的公众如果连续 5天观察月亮，就可以明显看出月相

（从地球上所看到的月球的外形）的变化。
（本组稿件/河北日报记者王璐丹综合新华社）

《科学通报》近日刊发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和中
国科学院海洋大科学研究中心的一项科研成果：我国
科学家在西太平洋一处深海热液区发现超临界二氧化
碳，这是全球首次在自然界发现超临界二氧化碳，并为
研究生命起源提供了新启示。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张鑫介绍，在“科学”
号科考船2016年深海热液航次中，科研人员利用我国
自主研发的深海原位拉曼光谱探针，在1400米深海热
液区发现了喷发含有超临界二氧化碳流体的热液喷口。

“在 31 摄氏度、7.3 兆帕的温压条件下，二氧化碳
才会以超临界态的形式存在。超临界二氧化碳既有气
态性质，又有液态性质，能快速溶解有机物。日常生活
中的干洗就是用超临界二氧化碳，石油工业中也大量
使用超临界二氧化碳作为溶剂，虽然被广泛应用，但此
前还从未在自然界中发现超临界二氧化碳。”张鑫说。

利用深海原位拉曼光谱分析，科研人员发现，含有
超临界二氧化碳的热液流体中有大量氮气，远高于周
围海水和热液中的氮气浓度，这说明超临界二氧化碳
对氮气有富集作用。此外，这些热液流体中含有一些
未知有机化学物质。

科学家分析认为，深海热液区的超临界二氧化碳、
氮气与周围矿物质结合，催化产生有机物，从而实现从
无机到有机的转化过程，而有机物是生命基础，这为研
究生命起源提供了新启示。

□河北日报记者 王璐丹

谁才是地球的“原住民”

自人类祖先诞生在这个星球上，我
们和病毒起码已经打了 25 万年的交道。
但如果把 25 万年比作 1 天，人类是在最
后1分钟，才开始认识这位老对手。

1918 年大流感暴发时，医学上尚没
有有效应对病毒感染的措施，人们甚至
不知道流感是由病毒引起。随着1937年
第一台扫描透射电子显微镜问世，生物
学家才第一次看到病毒的真容：这些屡
次让人类成为手下败将的家伙，构造简
单得甚至无法“独立”。

“病毒一般由两种物质构成，即蛋
白质衣壳包裹核酸遗传物质（DNA 或
RNA）。”河北省药学会药学科普专委会
主任委员、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西院
区药学部主任刘焕龙说，和细菌不同，
细菌还属于我们可以理解的单细胞生
物，能够独立完成所有生物功能，而且
有细胞壁，而病毒却算不上真正的生
命。

多数细菌可以独立生存，并且能够
进行新陈代谢，它们分泌的毒素会导致
我们产生发热等生病的症状。但病毒没
有独立的代谢和能量转化系统，只能侵
入其他生命体的细胞，借助细胞加工遗
传物质才能繁衍。

万万没想到，这些构造简单的家伙，
却是地球真正的“原始”居民。“病毒是所
有生态系统的重要部分，我们呼吸的氧
气很大一部分是在病毒的帮助下生产
的，地球的温度和病毒的活动息息相
关。”甚至有科学家发现，人类有 8%的
DNA来源于病毒。

“胎盘的进化就来自病毒的贡献，如
果没有病毒，我们可能都没法‘出生’。”
科学家认为，大约 1 亿年前，哺乳动物的
祖先感染了一种病毒，这种病毒把抵御
免疫系统攻击的能力转移给了哺乳动
物。胎儿的血型、基因与母亲不同，却可
以免受免疫系统攻击，就是因为胎盘拥
有了欺骗免疫系统的能力。

据有关报道，一个人一生中，要被
500-600种甚至1000种不同的病毒攻击。

进入体内的病毒，实施打击只需几
步：首先，吸附和注入宿主细胞。接下
来，利用宿主细胞进行蛋白质和核酸的
复制，并制造病毒外壳。第三步，将组装
好的病毒核酸和外壳从破裂的细胞中释
放出去，感染新细胞。

“每种病毒的攻击目标和方式不一
样，一些病毒攻击表皮细胞，会留下疤
痕，而真正对人体造成致命打击的，是在
人体内部器官进行复制的病毒。”专家介
绍，比如新型冠状病毒，它是一种危险的
呼吸道病毒，表面有很多凸起的刺突蛋
白，它能利用这些蛋白依附并进入人体
细胞。“刺突蛋白被聚糖包裹，而这些聚
糖就像盾牌，可以掩护病毒，帮助它们躲
开人体免疫系统的攻击。”

“人们总喜欢用抗生素来治疗各种
传染病，但抗生素的作用机理是通过破
碎细胞壁，从而使细菌灭亡。而病毒没
有细胞壁，所以无法用抗生素去消灭，况
且它还有极强的自我繁殖能力，导致人
类对病毒束手无策。”刘焕龙说。

发现抵抗病毒的“武器”

在和病毒的对抗中，人类曾打过胜
仗。

18世纪，英国医生爱德华·琴纳在奶
牛场发现，奶牛也会得天花，即牛痘，但
从未死亡，而且牛场的挤奶工也从来没
人得过天花。1796 年，琴纳将一个奶场
女工手上牛痘脓包中取出来的物质，注
射给一个八岁男孩。孩子患了牛痘，但
很快痊愈。琴纳又给他种天花痘，不出
所料，孩子没有出现天花病症。

长久的束手无策后，人类终于以这
种方式第一次向病毒发起了反击。1796
年，世界上第一个疫苗诞生。人体的免
疫细胞会存储识别和击败病毒的信息，
受到同样病毒的二次攻击时，会产生抗
体。人类学会了通过注入微量病毒或战
斗力不强的同类病毒，让人体预先产生
抗力，预防病毒感染。

从那时起，疫苗被认为是终结这场
战役的最佳“武器”。

1977 年，索马里记录了世界上最后
一例天花。1980年5月8日，世卫组织正
式宣布，全世界已消灭天花。这个和人
类缠斗了几千年的烈性病毒，被击败了。

伴随着分子生物技术、生物化学、遗
传学和免疫学的迅速发展，针对不同传
染病及非传染病的亚单位疫苗、重组疫
苗、核酸疫苗等新型疫苗不断问世。狂
犬疫苗让人类不再担心100%致死的狂犬
病。古埃及时就作祟人间的小儿麻痹
症，因疫苗的出现正从世界上大多数地
区消失。有研究显示，通过疫苗接种，全
球每年死亡人数减少300万例，平均每分
钟就有约5人因接种疫苗被挽救了性命。

“可喜的是，科技的进步让我们拥有

了越来越多的武器来对付病毒。”刘焕龙
说，药物化学等学科的发展，让抗病毒药
物走上了历史舞台。自上世纪60年代第
一种抗病毒药物碘苷得到批准，截至
2016年已有约 90种、共 13类抗病毒药物
被正式批准。

“抗病毒药物主要分为六类：穿入和
脱壳抑制剂、DNA多聚酶抑制剂、逆转录
酶抑制剂、蛋白质抑制剂、神经氨酸酶抑
制剂和广谱抗病毒药。”刘焕龙介绍，不
同的抗病毒药物可以在病毒“入侵”的不
同阶段对其进行狙击，干扰病毒的吸附、
复制、释放。

“拿多年来一直在我们身边帮忙的
治疗甲型和乙型流感病毒的奥司他韦来
说，它是一种典型的神经氨酸酶抑制剂，
通过抑制甲型和乙型流感病毒的神经氨
酸酶活性，从而抑制病毒从被感染的细
胞中释放，减少甲型和乙型流感病毒在
人体内的进一步传播，达到缓解流感症
状、缩短流感病程的目的。”刘焕龙说。

与病毒赛跑

多种抗击病毒的“武器”出现，让一
种乐观的情绪笼罩在当时科学家心头。
甚至有声音预测：足够的食物加之微生
物控制方面的科学突破，显微镜下地球
上的所有灾星都将被灭除。

直到埃博拉病毒的出现，才捅破人
们幻想的泡沫。研究者发现，这是一种
和已出现的马尔堡病毒亲缘关系较近的
新病毒。除了隔离，别无他法。

“这正是病毒最可怕的地方，它们的
进化速度是人类的 4000 万倍。”专家说，
它们结构简单，基因组复制时缺少严格
的校对机制，常出现差错，发生变异。某
些病毒还可能发生重组，即当宿主同时
感染多种病毒，病毒间可能交换基因，产
生全新的病毒。

“病毒种类太多了，共性少，变异快，
很难找到广谱的抗病毒药物。”刘焕龙
说，病毒快速繁衍，不停地发生突变，刚
研发出药物，病毒又突变了。病毒彼此
之间的侵染机制和复制机制都差异极
大。一种抗病毒药物的思路往往很难推
广到其他种类病毒的研究中。这也导致
抗病毒药物的研究变得更加困难，药物
的适用面也很窄。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流行对
人类健康和生命造成巨大的威胁，给全
球经济带来灾难性的损失。科学家认
为，新型冠状病毒还在不断变异，以克服
不同人群的免疫系统抗性。因此，国内

外研究团队纷纷提速科研与病毒赛跑，
加紧测试不同的临床治疗药物与方案。

“很多药物在体外实验中有效果，不
一定说明在人体中有效，必须通过临床
试验验证。”专家表示，即便药物在个例
临床观察中显示出效果，也并不代表该
药在严密临床研究下能被证明有效，可
能还会有毒副作用。

药物研发要遵守科学程序。面对突
发疫情，研发新药常是“远水难救近火”，

“老药新用”成为更实际的操作。
前不久，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

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李兰娟团队，公布
了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最新研究成
果。李兰娟表示，根据初步测试，在体外
细胞实验中显示，阿比多尔和达芦那韦
能两种药物，一定程度可抑制新型冠状
病毒以及病毒复制。

“可是所有的抗病毒药物在对抗病
毒的时候，只不过是阻止了病毒的进一
步复制和扩增，并不能有效地消灭病
毒。”刘焕龙说，要想把这些病毒消灭掉，
还是要靠人体本身的免疫系统。疫苗的
研发就显得非常迫切，因为疫苗可以把
病毒的样貌介绍给免疫系统认识，让免
疫系统识别出这个病毒后，自动产生特
异性抗体。

5 月 6 日，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
动物研究所秦川团队、科兴控股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
所王祥喜团队、浙江省疾控中心张严峻
团队、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等多
家单位合作，发表了首个公开报道的新
冠疫苗动物实验研究结果。

这项研究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
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免疫后的恒河猴
肺部组织病理变化显著减小，病毒载量
也显著下降。高剂量组的恒河猴感染后
的第 7 天，咽喉、肛门和肺部都未检测到
病毒，也没有观察到抗体依赖的增强现
象。这意味着，对抗新型冠状病毒迈出
了重要一步。

“无论是抗病毒药物还是疫苗的研
发，每一场与病毒的‘战争’中，都促
使着医学工作者、科学家乃至管理者更
新手中的‘武器’。”刘焕龙表示，像抗
菌药、激素等辅助治疗，其实都是帮助
身体更好地对抗病毒，但战胜病毒更为
关键的因素，仍旧在于我们每个人自身
免疫系统的强健程度，以及我们是否有
着良好的卫生习惯和应对突发疫情的正
确态度，这才是我们战胜病毒的最终法
宝。

□河北日报记者 王璐丹

随着新冠病毒在全球传播，大家对预
防病毒、增强免疫力尤为关注。很多商家
也趁机推出各种可以“提高免疫力”的食
物，比如维生素C、乳铁蛋白、冬虫夏草、燕
窝、益生菌、纳豆、酵素等。那么，我们到底
要不要吃提高免疫力的食物呢？免疫力真
的是越强越好吗?

免疫力并非越强越好

免疫力是人在长期进化中获得的自我
保护功能，我们称其为人体免疫功能，它是
由人体的免疫系统来执行的。

“ 免 疫 系 统 是 一 个 非 常 复 杂 的 系
统。”河北省免疫学会理事、河北省人民
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张风肖介绍，免疫
系统是由免疫活性物质 （抗体）、免疫细
胞 （淋巴细胞、巨噬细胞等）、组织和免
疫器官 （骨髓、胸腺、淋巴等） 形成的

巨大网络。
很多人认为“提高免疫力”“增强免疫

力”就可以防治百病，对此，张风肖表示，这
种认识是错误的。

“免疫力也有一个均衡水平，免疫力低
了，容易发生感染；但也不能太高，否则会
把自身的某些细胞和组织当作外来侵袭的
敌人而加以围攻，使自身组织和器官受到
伤害。”张风肖说，大多数人对免疫力低会
格外重视，对免疫力太高却往往会忽视。

免疫力过高会怎么样呢？
张风肖举例，尘埃、花粉、药物或食物，

它们作为抗原刺激机体产生不正常的免疫
反应——过敏，导致人体发生过敏性鼻炎、
过敏性哮喘、荨麻疹（风疹块）、食物过敏、
食物不耐受等。

此外，免疫力过高可能还会导致一些
自身免疫疾病，比如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
红斑狼疮、青少年型糖尿病、慢性活动性肝
炎、恶性贫血等疾病。

2016 年底以前，我国批准的保健食品
功能说明中，有一条就是“增强免疫力”。
但从那以后就不再使用这种说法，而是改
成了“有助于维持正常的免疫功能”。这也

提示大家，我们需要的并不是一味地“提高
免疫力”，而是让免疫力能够维持正常的功
能。

那么，如何来判断一个人免疫力的高
低呢？

“初步判定可以看个人的临床表现。”
张风肖介绍，如果一个人比常人更容易感
染，且容易反复发作，比如容易感冒，那就
可以初步判定这个人免疫力比较低；如果
经常出现一些过敏反应以及自身免疫疾
病，就说明免疫力可能太强。当然，在临床
上也有具体的指标，比如去正规医院抽血，
做一个评估来进一步检查，看看白细胞数
以及淋巴细胞总数是否正常，还可以做一
些跟免疫力相关的排查。

养成健康生活方式

提及现在市场上出现的很多鼓吹可以
“提高免疫力”的保健品，张风肖认为，对于
没有先天性免疫缺陷的人来说，没有必要
通过各种营养品大补特补。并且，虽然有
些产品广告都宣称可以提高免疫力，但是
否真的可以提高，目前还没有相关研究可

以证实。
那么如何不让免疫力降低，又如何提

升本来较低的免疫力呢？
“吸烟和过度饮酒会导致免疫力的降

低，没有规律的作息也同样会负面影响到
免疫系统的功效。而压力，无论是身体上
的压力，还是心理上的压力都会降低人的
免疫力。”张风肖说，我们也经常会有这样
的感受：当身体或心理疲倦的时候，感冒、
嘴角疱疹等疾病也会容易发生。

“一定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免
疫力自然会调节到一个理想状态。”张风肖
说，比如饮食均衡合理、经常锻炼、不熬夜、
积极乐观的心态等。

此外，在日常生活中不要因为防病心
切而滥用药物。“药物能够快速地杀死或抑
制病原微生物，受到大家的青睐。但同时，
药物的应用也会让免疫系统失去和病原微
生物作战的机会，导致免疫系统的作战能
力得不到提高。”专家表示，大多数的疾病
都可以在免疫系统的作用下自愈。所以，
只有在免疫系统很难或无法降伏病原微生
物的时候（比如急性流感），才需要去使用
药物。

锶同位素检测可判断
大闸蟹真实产地

侏罗纪早期恐龙牙齿
演化研究有新发现

天宇上演“月过三星”
精彩戏码

寻找病毒寻找病毒““杀手杀手””
在研究者看来，永不停

歇的“军备竞赛”，是对人类

与病毒关系的准确描述。

从艾滋病、丙型肝炎、流

感等疾病相关病毒，再到当

下的新型冠状病毒，人类一

直致力开发针对它们的疫苗

和抗病毒药物。但是病毒独

特的结构和增殖方式，让药

物研发面临天然挑战。数十

年来，强有力的病毒“杀手”

依然很少。迎战不断变异的

病毒，究竟该如何“制敌”？

◀新冠疫苗研发再加速，灭
活疫苗启动临床试验。

新华社发

▲为助力抗击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科研团队纷纷研发
抗病毒药物。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