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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理工大学

阿尔茨海默病治疗迎来新希望
本报讯（记者刁雯蕙）阿尔茨海默

病（AD）是最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
一旦发病不可逆转。1月 14日，一项发
表于《神经元》的最新成果，有望为 AD
治疗带来一种更加有效的新方法。

论文通讯作者、深圳理工大学生
命健康学院讲席教授叶克强介绍，他
们揭示了大脑里一种突变基因
（ApoE3 R136S）通过阻断微管相关蛋
白（Tau）的传播，进而延缓 AD患者病
程的保护作用。

AD的发生主要是大脑中β-淀
粉样蛋白（Aβ）和 Tau的异常沉积导致
的神经元死亡和一系列病理，而载脂蛋
白 E（ApoE）是脑部运输 Aβ和 Tau的
最关键蛋白，能够影响 AD的发展。研
究发现，突变蛋白 ApoE3 R136S和 Tau
有很强的结合力，同时与细胞膜上的受
体结合能力下降，导致细胞不能有效摄
取能够传播毒性的 Tau，从而阻断 Tau
的传播，延缓AD进程。

据了解，人群中有 3种常见 ApoE
亚 型 ， 分 别 是 ApoE2、ApoE3 和
ApoE4。其中，ApoE2携带者患 AD的
风险较低；ApoE4 携带者患 AD 的风
险显著升高；而 ApoE3是最常见的基
因型，在人群中占比达 70%以上。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AD 的患

病风险和不同亚型 ApoE传播 Aβ或
Tau的能力有关。因此，如果有一种可
以天然阻断或降低 Aβ 或 Tau 传播
的 ApoE蛋白，可能会为 AD治疗带
来新希望。

2019年，美国格莱斯顿研究所报
告了一例同时携带 PSEN1突变和两个
ApoE3 R136S的女性。PSEN1突变基
因是一种家族性 AD遗传基因，相比其
他携带 PSEN1突变的家族成员在 40
岁左右确诊 AD，ApoE3 R136S使该女
性一直到 70岁之后才出现轻微的认知
下降。

叶克强说，当时进一步的检查结
果表明，尽管该女性大脑中 A茁 沉积
较高，但 Tau 的沉积显著减少。“所
以，我们结合 ApoE 本身作为转运蛋
白的功能，猜想 ApoE3 R136S 突变
可能抑制了 Tau 的病理蛋白在脑部
传递，可能具有阻碍 AD发展的保护
作用。”

研究人员在小胶质细胞上进行了
实验，得到了 ApoE3 R136S 抑制 Tau
传播的结果。这一发现为未来进一步
开发治疗 AD的新方法提供了重要理
论支持。

相关论文信息：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研究揭示免耕提升沙地农田
土壤碳库的作用机制

本报讯（记者王一鸣）近日，中国
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研究团队
在探索干旱半干旱沙地农田免耕管理
对土壤碳封存的影响方面取得重要进
展。该研究系统性揭示了免耕在干旱
半干旱沙地农田中提升土壤碳库的机
制。相关成果发表于《生态过程》。

免耕是一种无需通过耕作扰动土
壤即可种植农作物或牧草的农业技
术。这种有效减少土壤侵蚀和退化的
保护性耕作方式，已被广泛证明能提
高土壤碳封存。然而，目前大多数研究
集中在质地较好的肥沃土壤，而在干
旱和半干旱地区的沙地生态系统中，
免耕对土壤碳含量的提升效果和作用
机制尚不清晰。

研究团队在辽宁省阜新市彰武县
科尔沁沙地建立了实验平台，以具有耐
旱性的油莎豆为研究对象，比较了翻耕
与免耕两种管理方式下的土壤和作物
特性，并计算了植物光合作用、微生物

碳利用效率、碳饥饿指数等指标，通过
16S rRNA扩增子测序分析土壤细菌群
落组成，预测其潜在生态功能。

研究发现，免耕可能通过 3 种机
制提升沙地土壤的总碳含量。首先，
通过增加植物的光合作用和生物量
从而增加植物源碳的输入，提高土
壤可溶性有机碳和总碳含量；其次，
通过提高土壤微生物碳利用效率并
降低呼吸熵，使更多碳固持在微生
物生物量中；最后，降低土壤有效氮
磷含量，优化细菌群落结构，增加寡
营养菌的相对丰度，从而减少土壤
活性碳组分的损失。

该研究深化了人们对免耕在干旱
半干旱沙地农田中提升土壤碳库的机
制理解，为减少沙地碳损失、提升作物
产量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荒漠化地
区的碳封存策略提供了重要参考。

相关论文信息：

帕米尔克拉雅依拉克冰川跃动。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

究院供图

发现·进展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新疆冰川灾害
需警惕冰川混合洪水

本报讯（记者叶满山）近日，中国
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一
项关于新疆冰川灾害时空变化的研究
取得重要进展。该研究深入剖析了过
去 70年新疆冰川灾害的演变规律与
驱动机制，为当地乃至全球的防灾减
灾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科学参考。相关
论文发表于《第四纪科学评论》。

新疆作为中国冰川资源第二大
省份，其冰川数量占全国冰川总数
的 42.86%，面积占比 43.7%。新疆冰储
量全国最多，占比 47.97%。然而，随着
全球气候变暖，新疆冰川持续退缩，冰
川灾害频发，给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带
来严峻挑战。

针对这一形势，中国科学院西北
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研究员上官冬辉
表示，研究人员通过收集和分析大量
历史数据，结合先进的遥感技术和现
场观测手段，对过去 70年新疆冰川灾
害的时空分布格局与变化趋势进行了
全面梳理。研究发现，新疆冰川灾害事
件在 1950年至 2000年间呈现快速增
长趋势，而自 2000 年以来，虽然频次
有所下降，但灾害类型和范围却发生
了显著变化，如昆仑山北坡等地近年
来就监测到冰川混合洪水的发生。
“我们的研究揭示了新疆冰川灾

害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空间格局
上，天山和帕米尔 - 喀喇昆仑山一
带是冰川灾害的高发区，这些区域
由于特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使得
冰川灾害的发生具有显著的地域特
征。”上官冬辉解释说，天山地区是

冰川跃动、冰川洪水和冰川泥石流 3
种灾害的聚集区，而帕米尔 - 喀喇
昆仑山一带以冰川跃动和冰川泥石
流为主，对中巴公路等交通要道构
成严重威胁。

上官冬辉强调，温度是驱动冰川
灾害时空变化格局的主要影响因子。
研究人员通过对冰川变化、气温和降
水等 3 个驱动因子的深入分析和评
估，发现温度上升是导致冰川灾害频
发和变化的主要原因。

上官冬辉表示，该研究不仅揭示
了新疆冰川灾害的发生过程、孕灾环
境和机理，还为相关部门制定防灾减
灾策略提供了精准的范围参考。这将
有助于减少冰川灾害对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的威胁，保障新疆地区的可
持续发展。

相关论文信息：

你的大脑“不定时炸弹”拆了吗？
■本报记者冯丽妃实习生宋书扉

你的睡眠质量好吗？
人一生中有 1/3的时间在睡眠中度

过。一夜好眠让人精力充沛，但也有人深
受失眠困扰。严重缺觉的人甚至会罹患
阿尔茨海默病等神经系统疾病。

新年伊始，科学家发布了一系列研
究成果，为睡眠“保驾护航”。

工作压力是“隐形杀手”

入睡困难、夜间醒来后再难入
睡、过早醒来无法重新入睡、无论睡
多久都感觉疲惫，你是否遇到过这些
睡眠困境？

近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
授李健带领团队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
工作压力正在成为许多“打工人”的睡
眠质量“隐形杀手”。

研究团队连续 9年随访了 1721名
美国“打工人”数据，并采用 6种方法量
化他们的工作压力，发现较高工作压力
与随访期间睡眠障碍显著增加有关。那
些一开始就反映压力大的“打工人”，在
此后 9年中持续出现更多睡眠问题。这
不仅证实了工作压力与睡眠质量的关
联性，更重要的是，这种关联具有长期
性和持续性。

需要注意的是，工作压力对不同群
体的影响不尽相同。“对于需要经常加班
或在周末工作的女性来说，情况更加严
峻。”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国际生命周期研
究中心研究员Gill Weston在接受《中国
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研究发现，工作时
间超长的女性比工作时间正常的女性出
现抑郁症状的比例高 7.3%。

对此，李健与合作者建议，一是企业
要给员工合理的工作量，避免员工“压力
爆表”；二是让员工有更多自主权，能够灵
活安排工作。这样不仅能使员工睡得更
好，工作效率也会随之提高。

同时，解决睡眠问题，除了企业层
面的行动，个人习惯同样重要。

睡眠就像“洗脑机”

一夜好眠总能让人神清气爽、头脑
清醒。

其实，当你处于深度睡眠时，大脑
会进行一场精密的“洗脑”工作。“这就
像睡前打开‘洗脑机’，醒来时大脑就变
干净了。”兼任美国罗切斯特大学与丹
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的Maiken Neder-
gaard对《中国科学报》说。

那么，睡眠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Nedergaard与合作者近日在发表于《细
胞》的一项研究中发现，随着大脑进入
深度睡眠模式，“洗脑机”开始运转，脑
干会以约每 50 秒一次的速度释放一
种大脑清洁分子———去甲肾上腺素，
从而触发血管收缩，产生缓慢搏动，使
周围脑脊液产生有节奏的流动，将废
物带走。
“你可以把去甲肾上腺素看作管弦

乐队的指挥，每一次挥动指挥棒，血管

就会像泵一样有节奏地收缩和舒张，驱
动脑脊液通过大脑，从而清除废物。”英
国牛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的 Natalie
Hauglund说。

研究还发现，采取服用助眠药物等
辅助措施可能会扰乱睡眠的“洗脑”系
统。研究人员在实验中发现，服用常见
助眠药物唑吡坦，虽然会让小鼠更快入
睡，但也会使深度睡眠期间的去甲肾上
腺素降低 50%，导致进入大脑的脑脊液
运输量下降 30%以上，干扰去甲肾上腺
素驱动的脑废物清除。
“越来越多的人在服用睡眠药物，

弄清这是否影响健康真的很重要。大家
应当意识到睡眠的问题所在，作出明智
的决定。”Nedergaard说。事实上，在当
今快节奏的社会中，高质量的深度睡眠
正在受到多种因素的威胁。

工作习惯或成“不定时炸弹”

当前，对着电脑工作已成为现代职
场人的“标配”———约有八成职场人是
“久坐一族”。“现在的工作方式正在偷偷
破坏我们的睡眠。健康睡眠不仅仅意味
着要睡够 8小时，还包括容易入睡、整夜
安睡和作息规律。”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
心理学教授Claire Smith说。

Smith与合作者在 10 年间调查了
1000多名职场人，发现久坐不动和不按
传统工作时间工作对睡眠健康构成重
大威胁。其中，久坐不动使失眠症状增
加 37%，其特征包括入睡困难、睡眠中
断和白天经常感到疲倦。

令人担忧的是，睡眠障碍的影响会
持续很久。研究发现，90%的失眠者在
10年后仍未摆脱睡眠困扰。

这使得不健康、不规律的工作习惯
成为一颗威胁健康的“不定时炸弹”。
Smith与心理学、精神病学、老龄化和医

学领域的跨学科合作团队研究发现，睡
眠不佳除了影响生产力，还会影响个人
幸福感。

英国约克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 Scott
Cairney与合作者在近日发表于美国《国
家科学院院刊》的研究中发现，睡眠不足
会让人难以摆脱不愉快的记忆。因为睡
眠充足的人，大脑右背外侧前额叶皮层
会更加活跃，能承担“过滤”功能，有效阻
止那些不想要记忆的“闯入”，而睡眠不足
则难以阻挡这些“不速之客”。

更严重的是，睡眠不足还会罹患阿
尔茨海默病等难以逆转的神经系统疾
病。“所以，找到合适的方法让人们获得
长时间恢复性睡眠十分重要。”Neder-
gaard说。

为此，拆除不良工作和睡眠习惯的
“不定时炸弹”十分关键。Smith建议：
“在工作时间适当活动，下班后该休息
就休息。坚持这样做，不仅能让你当晚
睡得香，还能避免 10年后发生持续的
睡眠问题。”

中国科学院院士陆林在接受《中
国科学报》采访时曾表示，睡眠障碍会
导致焦虑、抑郁、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
病，以及高血压、心肌梗死、高脂血症、
肥胖、免疫功能失调等疾病。因此，一
定要自我训练，实现规律作息。“无论
前一晚睡了多久，尽可能在基本固定
的时间起床，不要赖床或睡回笼觉，也
不要过分强求睡眠时间的长短。同时，
避免就寝前做看电视、玩手机等让大
脑过于活跃的事情。”

所以，新的一年，你打算开始睡个
好觉了吗？

相关论文信息：

图片来源：Pixabay

全球科技创新十大趋势发布
本报讯（记者刁雯蕙）近日，博鳌

亚洲论坛在深圳发布《博鳌亚洲论坛
创新报告 2024》（以下简称报告）。报
告由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和德勤中国
撰写，是论坛连续发布的第四份创新
报告。

报告指出，全球科技创新面临经济
波动、不确定性增加、地缘政治紧张、数
字鸿沟扩大等严峻挑战。报告认为，经
济环境越复杂，就越需要各国加强政策
协调，建立可监管、具有包容性的合作
机制，营造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体系
与环境，推动亚洲科技创新一体化，以
此带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报告公布了全球科技十大趋势。
一是外部环境错综复杂，抑制科

技合作创新。报告指出，受地缘政治因
素影响，全球科技发展呈“去全球化”
趋势。

二是国家战略引领，政策效应凸
显。报告指出，国家聚焦政策引领，强化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趋势明显。在国家政

策引导背景下，2023年亚洲专利申请量
约为 244万件，占世界总量的 68.7%。

三是从“跨界”到“无界”，“大科学”
时代到来。报告指出，全球创新已步入
以多学科交叉融合为主要特征的“大科
学”时代，不断催生新研究领域。如化
学、物理学、材料学、计算科学等多学科
与生命科学的交叉融合，催生了基因编
辑、合成生物学等新兴技术；生物、纳
米、材料等技术交叉融合，进一步赋能
机器向智能化方向发展。

四是“有组织科研”模式成为攻关
主力。报告指出，科技集群的建立，是各
国推动有组织科研模式的重要体现。
2023年，科技集群数量排名前十的国家
中，亚洲国家占 40%。中国科技集群发
展势头强劲，共有 24个科技集群进入
百强名单，首次超过美国，居全球第一。

五是市场需求倒逼技术变革。报告
指出，不同于以往技术创新—应用研
究—产品开发的传统线性模式，“市场
需求—技术需求—科学突破”的反向互

动更加明显。消费者偏好、政策环境等
市场压力，迫使企业不得不通过科技创
新保持优势和竞争力。

六是前沿技术密集爆发，不确定风
险增加。报告指出，基因编辑、量子计
算、可控核聚变等前沿技术处于发展初
级阶段，受性能、安全隐患与伦理道德
等因素制约，在实用化和商业化进程中
面临诸多挑战。另外，前沿技术迭代更
新加快，导致传统治理范式难度加大，
同时立法也面临时效性问题。

七是智能化全方位渗透生产生活。
报告指出，人工智能（AI）领域持续性突
破，不断推动智能化加速应用于生产生
活。基于 AI技术的机器正在延伸和扩
展人类的思维过程，实现思维智能化。

八是颠覆性技术的标准制定和场景
建设加快。报告指出，随着部分颠覆性技
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得到提升，标准化
工作和应用场景扩展加速。在通信技术
领域，全球领先机构积极推进 6G技术
标准化；在 AI领域，适用于不同场景的

大模型开始涌现，同时更多专注于服务
垂直领域的小模型诞生；在量子计算领
域，全球主要国家加快实用化步伐。

九是可持续发展领域创新不断。报
告指出，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专利日益
丰富。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领域的专
利数量最多，有效专利族达到 290 万
个。气候行动和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领
域专利数量具有较强上升趋势。太阳能
光伏、风能、绿氢等绿色技术正在有力
推动能源转型，同时一些关键领域的企
业也在积极行动，推进全产业链减排，
增强气候适应韧性。

十是企业创新能力与质量持续提
升。报告指出，在全球研发投入排名前
50的企业中，1/5为亚洲企业。在 PCT
（《专利合作条约》）申请量方面，企业超
过研究机构、高校等其他科研主体，占所
有已公布 PCT申请的 87%。亚洲企业在
PCT国际专利申请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2023年，在 PCT国际专利申请排名前
十的企业中，亚洲企业占 80%。

广州首艘全息投影造型新能源游览船开建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 通讯员钟

志朝）近日，广州首艘采用 3D 全息
投影技术呈现多元化外观造型的游
览船———“珠江夜游”新能源观光游
览船在广州南沙举行铺龙骨仪式。记
者获悉，该船建成后将投入“珠江夜
游”营运。

游览船总长 43.4 米、宽 13.5
米、设计航速 10 节、428 客位，船体

采用双体船型，为磷酸铁锂纯电动
力推进游览客船。该船在船身运用
大量折角和斜面，组合出各种几何
变化，在不同时间、角度下产生丰富
的光影效果，呈现出独特的美感和
视觉吸引力，整体突出非现实感的
未来科技与赛博朋克风格，且观光
视野十分宽阔。

值得一提的是，该船采用 3D全

息投影技术呈现多元化外观造型。3D
全息投影是一种利用干涉和衍射原理
记录并再现物体真实三维图像的技
术，观众无须配戴眼镜便可以看到立
体的人物、景象。应用 3D全息投影技
术，可以根据季节、景物、活动主题等
元素的需要呈现不同的外观造型，进
一步丰富游客的视觉享受，展示广州
独特的城市魅力。

428客位“珠江夜游”新能源观光游览船效果图。 钟志朝供图

115万吨！云南发现
超大规模稀土矿

本报讯（记者冯丽妃）记者 1 月 17
日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
该局在云南省红河地区发现超大规模
离子吸附型稀土矿，潜在资源达 115万
吨。其中，镨钕镝铽等关键稀土元素超
过 47万吨，这是 1969年在江西首次发
现离子吸附型稀土矿以后，我国离子吸
附型稀土矿的又一重大突破，有望成为
中国最大的中重稀土矿床。

此次发现的离子吸附型稀土矿主要
为中重稀土矿。中重稀土资源应用领域
更加广泛，是电动汽车、新能源等领域必
不可少的关键原材料，是发展高新技术
产业的关键金属。我国轻稀土资源丰富，
主要分布在内蒙古白云鄂博和四川牦牛
坪等地，但中重稀土资源较为稀缺。

中国科学院院士侯增谦表示：“此
次找矿突破的关键在于，我们通过地球
化学填图，不断加大比例尺，搞清楚了
中重稀土矿的富集规律。”

据悉，中国地质调查局通过 10余
年工作建立了全国地球化学基准网，获
取了海量地球化学数据，取得找矿理论
与勘查技术的重要突破，填补了离子吸
附型稀土矿地球化学勘查技术空白，对
我国其他中重稀土富集区实现找矿快
速突破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