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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14

换血术真能让人重返青春？

天文学家发现气体灰尘中的超级黑洞

据美国宇航局网站报道，有时超大质量黑洞隐藏

在宇宙气体和灰尘之中， 多数望远镜无法探测到它

们，但是它们吞噬高能X射线时会暴露踪迹，目前，美

国宇航局核分光望远镜阵列能够探测到这一现象，近

期核分光望远镜阵列探测到两个被气体包裹的超大

质量黑洞，它们位于邻近星系中心区域。

这两个黑洞是中心发动机，被天文学家称为活跃

星系核，活跃星系核是极端明亮天体，其中包括：类星

体和耀变体。依据这些星系核的朝向位置，以及哪些

物质环绕包裹它们，在望远镜观测下它们呈现出差异

性。活跃星系核非常明亮，因为环绕黑洞区域的粒子

非常炽热，在完全电磁波谱下喷射放射线，从低能射

电波至高能X射线，然而，多数活跃星系核被认为由密

集气体灰尘环形区域环绕包裹，从而在视线下难以观

测中心区域。

（据《科技日报》）

成人脑组织首次培育出活性神经细胞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官网日前发布公告

称， 该院詹姆斯·艾贝文的研究团队首次利用手术切

除的脑组织，在实验室培育出成人神经细胞，并从中

识别出5种脑细胞类型及每种细胞合成的蛋白质。

这次试验中的脑组织不含肿瘤细胞， 分别来自7

位患者， 其中3位癫痫患者接受颞叶切除术后提供了

颞叶组织，4位胶质母细胞瘤患者接受手术后，研究人

员从切除组织中挑出不含任何肿瘤细胞的部分使用。

获得这些组织样本后，他们立即用一种能分解蛋白质

的木瓜蛋白酶进行分离处理，成功培育出活性神经细

胞。他们对其中300多个活性细胞进行逐一分析后，识

别出5种已知的脑细胞类型：少突胶质细胞、小胶质细

胞、神经元、内皮细胞和星形胶质细胞。

由于不能对成人患者的单个神经细胞进行研究，

人类对大脑疾病的认知以及开发相关疗法进展缓慢。

“能培育出神经细胞让我们很惊讶， 我们终于可以对

人体最神秘器官的细胞特性展开探秘之旅了。” 艾贝

文说，“之前的老年病研究主要依靠动物模型，但这次

培育的神经细胞来源于20岁到60多岁的不同年龄段，

可用来检测老年人神经细胞与年轻人的分子标记差

异，提供一种全新的老年病研究体系。”

研究人员表示，新研究对利用细胞替代疗法修复

受损脑组织的“修复神经外科”意义重大，有望使这一

疗法早日进行人体临床试验。

（据《科技日报》）

青藏高原湖泊在扩张

蒙古高原湖泊在萎缩

高山湖泊的动态变化，如它们的出现或消

失、扩张或收缩，是环境变化的重要指标，这些

变化整合了气候和人类活动的影响。

除地球南北极外，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也

是气候变化最敏感的地区。据中国科学院青藏

高原研究所发布的消息，该所张国庆副研究员

联合国内外科学家，对过去40多年来青藏高原

和蒙古高原湖泊变化模式及演化规律进行了

系统的定量研究。通过系统研究揭示出，青藏

高原湖泊扩张，蒙古高原湖泊萎缩，其背后的

主要成因是两高原各呈现暖湿化和暖干化的

气候模式。研究成果近期发表于《地球物理研

究快报》期刊。

这项研究主要围绕着“在气候变暖背景下，

过去40多年来，水和冰冻圈如何在世界上相邻、

最大的高原———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上循环”

这一科学问题开展，利用遥感数据对1970~2013

年间两个高原的湖泊变化进行了监测。

张国庆与合作者发现，青藏高原新增了99

个湖泊，并有广泛的湖泊扩张情况，这与蒙古

高原湖泊消失和湖泊急剧收缩形成对比，后者

有208个湖泊消失，且剩余湖泊75%已经收缩。

与临近的蒙古高原不同，青藏高原有广泛

分布的冰川和冻土。过去几十年来，这两个高

原经历了相似的快速变暖，升温率高出世界其

他地区的3倍。

研究表明，青藏高原湖泊主要分布在内流区

（即羌塘盆地），其变化特征体现为湖泊的扩张和

新湖泊的出现；长期连续时间序列湖泊（内流区）

的快速扩张，主要发生在1997或1998年后。

蒙古高原湖泊出现消失和萎缩，连续时间

序列变化显示其萎缩主要发生在1997或1998

年后。

湖泊水量平衡变化分析显示，青藏高原湖

泊的扩张主要归因于降水的增加和冰冻圈的

贡献，在内流区尤为突出。蒙古高原湖泊的萎

缩主要归因于降水的减少，同时伴随有人类活

动的影响， 内蒙古相比于外蒙古更为明显。两

个高原湖泊变化相反的模式及水循环的变化，

特别是时间序列拐点发生在1997或1998年，被

认为是大尺度及区域大气环流变化对气候变

暖的响应。

（据《北京日报》）

美国一家初创公司近

日开始尝试一项抗衰老方

法： 将被试者身体的血液

更换为年轻人的血液，意

图帮其重返青春。 这个好

似吸血鬼故事的实验引发

不少争议。

由美国企业家杰西·

卡拉马金建立的初创公司

安布罗西亚目前正在开展

实验， 研究输入年轻人血

液和血浆带来的健康效

果。该公司招募600名志愿

者， 分别在两天时间内接

受16~25岁间的捐赠者捐

出的血液。 参与者需为此

支付8000美元。

卡拉马金说， 在一个

月时间内， 已有30名参与

者一次性接受输入约两升

被移除了血细胞后的血

浆，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

出现“看得见的好处”，如

注意力、 外观和肌肉张力

的改善等。

这位32岁的普林斯顿

大学毕业生称， 其灵感来

自连接两只老鼠血管的异

种共生实验。2013年，哈佛

大学研究人员把一只年轻

小鼠与一只年老小鼠缝合

在一起， 两者共享一套血

液循环系统， 年轻小鼠的

血液似乎让年老小鼠恢复

青春。

这项发表在《细胞》杂

志上的研究称， 年轻小鼠

血液中一种名为GDF11的

蛋白质让年老小鼠的肌肉

恢复了力量。 但后来其他

研究者未能重复上述结

果。

有研究者指出， 在哈

佛大学的实验中， 两只小

鼠的血液循环系统共享了

近４周， 而卡拉马金短暂

的一次性输血实验能否奏

效让人生疑。

换血术确实在临床治

疗阿尔茨海默病方面产生

了一些效果。2014年，斯坦

福大学神经系统科学家托

尼·维斯－科赖通过研究

发现， 年老小鼠在接受年

轻小鼠的10次输血后神经

元增长、记忆改善。在此基

础上， 维斯－科赖还成立

了初创公司开展更大规模

的研究。

不少科学家和外科医

生表示， 卡拉马金的实验

设计难以提供换血术效果

的有效证据。 另一些人则

认为征收8000美元费用的

行为无异于诈骗， 但卡拉

马金称这些钱并非为了盈

利而是用于实验。

维斯－科赖在接受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采访

时说， 一些人相信年轻人

的血液中蕴含着青春的能

量， 但目前并未弄清换血

让老鼠变年轻的机制，也

并不确定这一机制是否会

在人身上起作用，“可能人

们只是因为吸血鬼传说而

对此着迷”。

此外， 输血可能会带

来很多副作用， 比如荨麻

疹、 肺损伤甚至致命的感

染等。 美国旧金山的加州

太平洋医疗中心主任多布

里·基普罗夫说，他见过一

些对该实验感兴趣的人，

但他试图劝说他们不要接

受实验， 以免暴露于不必

要的风险中。

（据新华社报道）

月球年龄比原来估计更古老

科学界对月球年龄的研究结论不一。 一项最新的分析结果称，月

球的年龄为45.1亿岁，比太阳系晚6000万年诞生。这个岁数比此前许

多科学家认为的都要大。

月球被广泛认为是由一颗火星大小的天体与早期地球相撞而形

成的。科学家通常通过分析美国“阿波罗”飞船带回的月球岩石样本来

确定月球年龄。由于使用的分析方法不同，得出的答案有较大差异：有

些科学家认为月球比太阳系晚1亿年形成， 也有的认为月球更年轻一

些，差不多比太阳系晚1.5亿至2亿年形成。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等机构研究人员日前在美国《科学进

展》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利用铀铅测年法对“阿波罗14号”航天任务采

集的8颗月球锆石微粒进行了分析。这些样本由“阿波罗14号”飞船宇

航员于1971年从月球带回地球。

地球化学和宇宙化学教授、 此项研究的发起人之一凯文·麦基根

称：“锆石能够很好地保存地质历史，还能透露自己的起源。”

分析结果显示，月球在45.1亿年前诞生，比太阳系晚6000万年。研

究人员认为，误差只有1000万年左右。而此前另一项研究曾利用不同

方法分析这些锆石微粒，得出月球比太阳系晚6800万年诞生的结论。

此次研究人员在论文中写道， 他们得出的月球年龄“高度精确”

“可靠”，将有助于认识包括地球在内的整个太阳系的演化。

科学家们对此都很兴奋，因为这很可能是揭示地球和太阳系演变

的又一把重要钥匙。地球至今已有45.4亿年的历史，而月球与地球的

年龄差距已经被拉近到0.3亿年。虽然还有14个同批样本未被检测，不

过科学家们认为，即便再进行检测，月球的年龄也不会超过45.2亿年。

关于月球的形成，除了最主流的碰撞说外，还有分裂说、俘获说和

同源说等。以色列研究人员日前在新一期英国《自然·地球科学》上报

告说，月球可能是由一系列撞击形成的，而非一次巨大的碰撞。他们认

为，这能解释月球为什么看起来主要由类似地球的物质组成，而不是

地球和其他行星物质的混合体。

（据《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