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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研究人员在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
上发表论文说，他们发现一种特定的基因突变可助
推肺炎链球菌产生抗生素耐药性。新发现有望帮助
研究人员更好地预测和预防细菌耐药性的发生。

肺炎链球菌感染是导致肺炎的主要病因之一。
随着时间推移，肺炎链球菌对抗生素的耐药性越来
越强，给肺炎治疗带来挑战。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发现，一种
名为Pde1的酶出现基因突变可赋予肺炎链球菌低
水平的抗生素耐药性。这种简单的基因变化还充当
了肺炎链球菌细胞产生抗生素耐药性的“进化通
道”，它能够让肺炎链球菌走上耐药性的进化之路，
以获得进一步的遗传变化和高水平的抗生素耐药
性。

论文主要作者、谢菲尔德大学生物科学学院的
安德鲁·芬顿博士说，在肺炎链球菌对抗生素治疗产
生耐药性后，这项研究识别出Pde1基因突变是在肺
炎链球菌基因组中留下的“遗传伤疤”，这是了解耐
药性如何发生以及如何预测耐药性的重要一步。

研究人员表示，这项研究成果能够帮助科学家
更好地预测未来哪些肺炎致病菌菌株将具有高度耐
药性，从而采取控制措施，挽救患者生命。（新华网）

一种基因突变可助推
肺炎链球菌产生耐药性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宣布，科研人
员观测到了反氢原子在重力作用下自
由下落。这是人类首次直接观测到反
物质在地球引力作用下与普通物质拥
有同样的表现，是反物质研究的“里程
碑”式发现，也再次印证了爱因斯坦在
广义相对论中的预测。

根据当前主流物理学理论，宇宙
诞生于距今约138亿年前的大爆炸，
大爆炸产生了等量的物质和反物质。
反物质一旦和物质接触，就会发生“湮
灭”，转化为纯能量。根据爱因斯坦的
广义相对论、现代引力理论，反物质和
物质应该以同样的方式落到地球上。
但宇宙中充满了物质，反物质则极为
罕见，因此科学家此前始终没有条件
直接观测到反物质在引力作用下的运
动表现。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反物质工厂的
阿尔法团队此前将反质子减速器释放
的反质子与反电子结合，创建出了反
氢原子。反氢原子为电中性，是反物
质的稳定粒子，这些特性使其成为研
究反物质在引力作用下表现的理想系
统。

在新研究中，团队将反氢原子“囚
禁”在一个名为阿尔法-g的垂直真空
磁阱中，并通过逐渐降低磁阱顶部和
底部的电流调节磁场，让这些反氢原
子在20秒内逃逸。计算机模拟结果显
示，对于物质来说，这种操作将导致大
约 20%的原子通过磁阱顶部逃逸，
80%的原子通过底部逃逸，这是由重
力引起的差异。研究团队综合了7次
释放反氢原子试验的结果后发现，反
氢原子从磁阱顶部和底部逃逸的比例
与计算机模拟结果一致。

这表明在当前试验精度范围内，
反氢原子在引力作用下表现出向下坠
落的运动趋势，其重力加速度也和普
通物质一致。

阿尔法团队发言人杰弗里·杭斯
特说，“这是反物质研究的一个里程
碑”，研究团队的下一个目标是更精确
地测量反氢原子下落的重力加速度。

“我们花了30年时间来研究如何制造、
捕获和控制反氢原子……下一步，我
们想确定反物质和普通物质是否真的
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下落。” （新华网）

基于对菊科植物独特的碳
氮平衡系统的详细了解，研究人
员可以通过重建碳氮系统的策
略来改善作物的适应性，以应对
全球气候挑战。

由于具有丰富的物种多样
性和超强的环境适应性，菊科植
物常被视为在进化上最为成功
的植物，但其背后的分子遗传机
制尚不明确。

近日，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杨
效曾团队和北京大学李磊团队
在权威期刊《自然·通讯》上发表
题为“比较基因组学揭示了菊科
特有的碳氮平衡系统”的研究成
果。研究揭示了菊科特有的碳
氮平衡系统，这种特有的系统或
是菊科植物具有丰富的物种多
样性和极强的环境适应性的原
因。

■菊科植物具有丰富物
种多样性和极强环境适应性

菊科是真双子叶植物中最大
的一个科，菊科植物具有丰富的
物种多样性和极强的环境适应
性。

论文通讯作者、北京市农林
科学院研究员杨效曾表示，现在
已知菊科植物至少有13个亚科、
超过1700个属和3万种，其物种
数量占整个开花植物总数的约
10%。菊科植物广泛分布在全世
界，具有极强的适应性，能够生存
于除极地极寒地区以外的任何地
区，包括沙漠、沼泽、冻土等极端
环境中。另外一个能够说明菊科
植物具有超强环境适应性的是在
《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

中，菊科植物种类最多。在我国
所有入侵有害植物中，菊科种类
也最多，占比约18%。

研究者普遍认为，菊科植物
进化出了独特的、千变万化的头
状花序，能够更好地吸引授粉者，
增加授粉几率。同时，很多菊科
物种的瘦果（瘦果是菊科植物中
最常见的果实类型，它们通常是
干燥而狭窄的果实，内含单个种
子）果皮部分进化出了独特的结
构，能够利用风或粘在动物的皮
毛上进行远距离传播，例如蒲公
英的冠毛和苍耳种子上的倒刺。
菊科植物以菊糖（果聚糖的一种）
作为代替淀粉，这是其能量的主
要存储形式。菊糖具有良好的水
溶性，提高了菊科植物的渗透压
调节能力，因此也被认为是菊科
植物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环境的重
要因素。但目前人们并不清楚，
在菊科植物丰富的物种多样性和
极强的环境适应性背后是否存在
独特的分子遗传机制。

■古多倍化事件对菊科
植物成功进化具有重要意义

“草海桐科与菊科相比，仅有
400多个物种，栖息地在太平洋
和印度洋热带沿岸。本研究选取
了草海桐科的代表物种草海桐，
通过一系列组装策略完成了草海
桐高质量基因组组装，为菊科研
究提供了重要的外群参照。”杨效
曾介绍。

为了更好地了解菊科植物，
团队通过三代测序、光学图谱等
技术完成了目前最高质量的莴苣
参考基因组。

论文第一作者、北京市农林
科学院生物所博士申飞介绍，比

较基因组学研
究揭示了菊科
植物起源时间
和古多倍化事
件（古多倍化
事件是种子植
物的关键进化

动力，有利于家
系分化和快速
扩张）的影响。

“将草海桐基因组作为参
照，我们确定了菊科植物共有的
古多倍化事件发生时间与草海
桐科/菊科分化时间接近。草海
桐科只发生了更为古老的事件，
并没有发生菊科植物共有的古
多倍化事件。通过对古多倍化
事件以后菊科植物保留区域
（TRR）的分析，我们发现这些区
域受到了高强度的选择，具有更
高的基因密度，许多与细胞壁合
成、脂质合成、细胞膜形成、开花
相关的基因得到了富集，这表明
菊科植物共有的古多倍化事件对
菊科植物的成功进化具有重要意
义。”申飞说。

■菊科植物的特异机制
或让其拥有超级适应性

研究发现，菊科植物通过古
多倍化事件和关键代谢基因的串
联复制逐步升级了碳氮平衡系
统，从而增强了氮吸收和脂肪酸
生物合成能力。通过在基因组层
面比较结合1000份陆生植物转
录组数据，团队发现菊科植物中
调控碳氮平衡的关键基因PII发
生了丢失。

团队进一步以莴苣为模式植
物，进行了一系列试验。研究发
现，转入PII基因的莴苣株系的碳
氮平衡体系被打破，说明了PII基
因的丢失对菊科植物碳氮平衡的
进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碳元素和氮元素是植物生
长发育所必需的两个元素。对植
物而言，对碳元素的吸收主要依
靠光合作用固定空气中的二氧化
碳。对于氮元素，植物则主要依
靠根从土壤中吸收和同化。”杨效
曾表示。

菊科植物约占开花植物的
1/10，强有力的氮同化能力和独
特的碳氮平衡系统或为其占据广
泛的生态位提供了重要的代谢基
础。

杨效曾表示，基于对这种独
特的碳氮平衡系统的详细了解，
研究人员可以通过重建碳氮系统
的策略来改善作物的适应性，以
应对全球气候挑战。 （人民网）

人类首次观测到
反氢原子自由下落 菊科植物

是如何成为植物界“小强”的

提到吃海鲜，很多人都会想到沿海城市，似乎只有在海边才能吃到最新鲜的海鲜。可令

人感到意外的是，他们从网上订购的“海鲜”或许是产自新疆、甘肃、宁夏等内陆地区。

那么，这些“海鲜”是怎么养出来的？这样养出的“海鲜”产量、口感如何？

内陆没有海也能养内陆没有海也能养““海鲜海鲜””
甘肃对虾、宁夏青蟹……

南美白对虾“游”进河西走廊

“这里的水富含锶元素，养出来的
虾透明度高，吃起来甜丝丝的。最近收
获的一茬虾，足有8000斤，已经全卖完
了。我们又捕了一茬，目前正在销售
中。”甘肃省张掖市丰森农渔养殖合作
社负责人李志刚介绍，该养殖合作社所
养殖的虾主要销往张掖、嘉峪关、酒泉
等地，辐射200公里范围内的市场，一
只虾最快在出货约3小时后就能够被
端上消费者的餐桌。

李志刚介绍，张掖市地处河西走廊
中段，干旱的气候让活虾运输难以实
现，而空运过来的活虾价格非常高。为
了让当地消费者吃上实惠、新鲜的海产
品，丰森农渔养殖合作社技术人员引进
了南美白对虾虾苗，并在这里给它们搭
了一个适宜繁殖、生长的“窝”。

养殖“海鲜”过程中会产生养殖尾
水。按照要求，这些养殖尾水需经沉
淀、过滤、净化等处理后，达到尾水排放
标准，才可以向外排放。

“不过，我们这里不具备养殖尾水
排放条件。为了不污染环境、实现绿色
养殖，丰森农渔养殖合作社和兰州交通
大学等高校自主研发了一套水循环系
统设备，模拟海水养殖环境，并安装了
分级净化设备。水进入这个循环系统
设备后，在水质一直达标的情况下，可
以5年不用更换。”李志刚补充道，张掖
市海拔高、冬季气温低，在2023年1月
零下27摄氏度的低温条件下，他们在
自主研发的智能化恒温大棚里，成功将

南美白对虾养殖了1个月，该技术还获
得了国家发明专利认证。

该养殖合作社养殖场一期建设项
目运行时，技术人员发现养殖水体盐度
越高，虾的抵抗力越强、生长速度越快；
但随着水体盐度提高，水循环系统等设
备的耐腐蚀性下降了。目前，养殖场二
期建设项目正在进行中，该养殖合作社
已经和上海交通大学建立合作。除了
提高养殖场设备的耐腐蚀性外，上海交
通大学科研人员还开发了相关软件，给
养殖场安装上“智慧大脑”，养殖户不用
到养殖场也可以远程监测控制水温、含
氧量、含盐量等水体数据。

“在养殖场二期建设项目中，我们
逐步提高了养殖用水的含盐量。养殖
场一期建设项目完工后，南美白对虾的
年产量是3万至4万斤，待二期建设项
目完成后，南美白对虾的年产量有望达
到30万斤。此外，我们最近还要引进
一个新品种——黑虎虾，让消费者有更
多选择。”李志刚说。

盐碱地里“长”出大青蟹

资料显示，宁夏用黄河水养鱼已经
有几十年历史，近年来又发展起用盐碱
水模拟海水养殖虾蟹。宁夏宜渔盐碱
水土分布广泛，引黄灌区土壤盐化多属
盐土分布类型，盐度多在2至18之间，
pH值在7.7至9.3之间，发展海产品养
殖优势明显。

2010年，宁夏开始利用盐碱地资
源推广日光节能温棚南美白对虾养殖
模式。截至2022年底，宁夏养殖南美

白对虾等海产品产量达217吨。青蟹
等海产品养殖在宁夏也相继起步。

“我们养的青蟹个头比较大，大的
一只有六两多，主要供应本地市场，部
分销往周边省市。”宁夏贺兰县晶诚水
产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诚公
司”）负责人高长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

青蟹在我国南海和东海地区分布
广泛，因其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颇受消
费者喜爱。可让生活在海里的青蟹在
宁夏“安营扎寨”，晶诚公司技术人员颇
费了一番功夫。

2021年，当时只养殖南美白对虾
的晶诚公司从浙江省宁波市买进了一
批蟹苗进行试养，最终成活率还不足
1%。后来，晶诚公司与宁波大学合作，
在运输、淡化培育（通常用海盐将养殖
水体调成海水并逐步将其淡化，帮海
虾海蟹适应淡水养殖环境）等方面开
展技术攻关，大幅提高了青蟹的成活
率。

“之前，在运输青蟹蟹苗过程中，一
个泡沫箱大概装三四十斤，环境狭小造
成挤压，不少蟹苗还没到地方就死了。
现在我们把泡沫箱分成几层，就像盖楼
房似的，每一层只装几斤，这样青蟹蟹
苗的成活率就超过了90%。”高长城进
一步说，他们还对青蟹淡化培育方式进
行了改进，将之前的淡化培育时间由7
天缩短至5天，并延长了青蟹在低盐度
水中适应的时间。除此之外，他们还将
淡化培育后的青蟹与南美白对虾进行
池塘套养。

“如此调整可以提高池塘的水体空

间利用率，而且青蟹喜欢摄食一些有机
碎屑、鱼虾和其他动物的尸体以及某些
携带虾病原体的中间宿主，这样就间接
抑制了各类微生物的繁殖，减少了虾病
害的发生，实现双赢。”高长城说，“目
前，我们公司青蟹的成活率已经达到了
60%。”

“移民”内陆的海虾海蟹安全吗

用盐碱水养出来的“海鲜”能放心
吃吗？这是不少消费者在初次接触这
类商品时会产生的疑问。

“在盐碱地开展海水鱼类养殖，早
已有之。”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
产研究所研究员李健说。例如，我国宁
夏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渔业
生产，近几年开始在盐碱地上挖池塘养
鱼，发展稻渔综合种养、设施渔业等，目
前已利用盐碱地开展池塘大宗淡水鱼
精准养殖15.9万亩，累计发展稻渔综合
种养100万亩。除此之外，澳大利亚、
印度、美国等国也开展了一些小规模的
盐碱水养殖，如澳大利亚试验开展了虹
鳟养殖，印度则进行了罗氏沼虾、凡纳
滨对虾养殖。

“宁夏、甘肃等我国内陆地区，工业
发展相对不充分，人稀地广，环境污染
较轻，因此这些地方产的‘海鲜’质量是
有保障的。除此之外，在营养、口感等
方面，有关专家也进行了研究，盐碱水
养殖方式与传统养殖方式差异不大。
由于盐碱水离子浓度比淡水高，一些养
殖品种中呈味氨基酸含量更高，肌肉色
泽更好。”李健说。 （科技日报）

眼睛奇痒流泪、打喷嚏流鼻涕、咳嗽喘息、皮肤
瘙痒……在我们周围，不少人曾有过各种各样的过
敏症状。严重的过敏性疾病甚至危及性命。

在过去的30年里，全球过敏性疾病发生率大大
增加，目前全球患病率已超过22%。因此，过敏性疾
病也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1世纪重点防治的三大疾
病之一。

近年来，大量临床研究和动物实验表明，膳食和
营养与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及症状严重程度密切相
关。近日，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生物多
样性研究组张萍研究员就这一主题对相关文献进行
系统整理和综述，相关成果发表在国际营养学期刊
《营养素》上。

◆过敏性疾病与多种因素密切相关

过敏性疾病，又称变态反应性疾病，是由于机体
对过敏原的过度免疫反应引起的黏膜组织长期的炎
症性疾病。“研究发现，包括哮喘、过敏性鼻炎和特应
性皮炎在内的过敏性疾病，在发达国家的发病率很
高；而在发展中国家，过敏性疾病发病率的急剧增
加，可能是受生活方式西化的影响。”张萍介绍。

除了生活方式等因素外，国外学者研究发现，肠
道微生物群也与过敏性疾病显著相关。食物成分在
塑造肠道微生物群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对维持肠
道上皮屏障的完整性和肠道免疫稳态至关重要。

近几十年来，全球肥胖和过敏性疾病的患病率
不断攀升，肥胖与个体过敏性疾病之间的联系，引起
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大量研究证实，肥胖是导致哮
喘的因素之一，并对预后产生负面影响。最近的一
项分析研究表明，肥胖可能会增加儿童患过敏性鼻
炎的风险。此外，肥胖可致使严重持续性过敏性鼻
炎的炎症进一步恶化。

此外，营养代谢与过敏性疾病之间也有着密切
联系。营养素及其内源性或细菌代谢产物，可以通
过肠-肺和肠-皮肤轴调节肠道以外远处器官的过敏
性炎症。

◆控制热量和动物性食物摄入有助改
善过敏症状

不同的饮食具有不同营养成分和不同量的特定
营养素，对过敏反应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要么
促进致敏并加剧疾病程度，要么预防过敏性疾病并
减缓疾病进展。

国外学者研究显示，摄入高能量、高饱和脂肪、
高蛋白和低纤维食物，会增加患哮喘和过敏性鼻炎的
风险。相比之下，地中海式的饮食，如摄入较多的蔬
菜、水果、橄榄油和鱼类，则会降低哮喘、过敏性鼻炎发
生的风险。此外，摄入足够的微量营养素，与过敏性
鼻炎等特应性疾病的风险降低和症状减轻有关。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维生素、矿物质锌、铁元
素、膳食纤维、脂肪酸和植物化学物质等营养素和膳食
成分，通过宿主和肠道微生物群衍生的代谢产物，在预
防或治疗过敏性疾病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张萍说。

此外，尽管成果有限，但已有研究证明，体重减
轻与特应性皮炎症状的改善有关。一份病例报告中
显示，通过联合饮食控制和运动治疗减轻体重，改善
了对标准环孢素治疗无反应的肥胖患者的皮肤病
变；另一项随机对照研究表明，通过湿疹面积和严重
程度指数评分以及环孢素剂量的使用来衡量，肥胖
特应性皮炎患者的体重减轻与特应性皮炎症状显著
改善有关。

“我们通过综合分析，发现大量研究表明控制热
量和动物性食物摄入，增加蔬菜、水果、膳食纤维、微
量元素的摄入对于缓解过敏症状大有帮助。”张萍强
调，热量摄入过多、蛋白质和饱和脂肪酸摄入过多，
或膳食纤维和微量营养素缺乏，会引发免疫系统的
防御机制，并引发过敏反应。因此，限制卡路里，加
上足够的膳食纤维和足够的常量营养素摄入，对于
维持对过敏原的免疫耐受至关重要。（中国科技网）

合理膳食
或可缓解过敏症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