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专业科学杂志《自然》发表
了五项研究，详尽描述了去年 9 月美
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完成的一
次“双小行星重定向测试”（DART）的
结果，称这次测试成功改变了小行星
的飞行轨道，或可对未来被观测到可
能撞上地球的小行星进行人为干涉，
化解地球的灾难。

而就在一个月前，刚刚有一颗长
相奇特的小行星“2011 AG5”掠过地
球，它离地球表面的飞越高度仅约为
180 万千米，略低于月球与地球之间距
离的五倍。根据各种观察数据，人们
相信它还将于 2040 年重返地球，因其
长宽比超过 3 的细长条造型，有科学
家认为它到时仍有可能穿过一条“特
殊通道”撞向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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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婵莉） 3月 19日，由银川市科协、教育局、科
技局、团市委联合主办，银川市第九中学、宁夏锐思互动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承办的银川市第十九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银川市
第九中学举办，共有 100余所中小学校近 2000名选手同台竞技，
开启精彩的青少年“科创盛赛”。

本届大赛设常规项目和本地特色项目两部分，常规项目
包括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竞赛、科技实践活动、科学影像节
活动和科技辅导员创新成果竞赛，本地特色项目包括青少年
创客设计活动（编程马拉松、创客马拉松、乐高马拉松）和梦
想实践场展演活动，同时开展科普小讲师网络视频海选赛。
大赛通过评选推荐、资格审查、多轮选拔，共选出 1000 余件作
品参加决赛，内容涵盖数学、物理与天文学、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化学、生命科学等 8 个学科。

银川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是面向全市科技教师和中小
学生开展的具有示范性和导向性的科技教育活动之一，是弘
扬科学精神、提高青少年科技创新能力的有效载体，通过参
与活动和实践，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增强创新
意识和实践能力。

本次大赛由专家库抽选 8名评委对参赛作品进行评审，将推
荐优秀作品参加宁夏回族自治区第 37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银川市第十九届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开赛

新华社北京电 德国一项最新研究发现，猴子用石头砸坚果
时石块破裂产生的碎片，与人类最早的石片工具非常相似。在探
寻人类祖先制造工具的历史时，需要把这一点考虑进去。

黑猩猩和猴子等一些野生灵长类动物会利用石块作为敲击
工具。生活在泰国南部攀牙湾的食蟹猴经常用一块石头当砧板，
另一块石头当锤子，砸开油棕果坚硬的果核，获取里面的果仁。
在此过程中石头经常会发生剥落、碎裂，在果核加工地点周围留
下大量边缘锐利、有着打击痕迹的石片。

研究小组观察食蟹猴砸果核的行为，从 40个加工地点收集
了一千多块石片进行分析，与出土于东非、有 156万至 330万年历
史的石片工具进行比较。当前学术界判断石片为人造工具的标
准，是形状和大小、断面形态、空间分布等方面的一些特征。但新
研究发现，上述特征在食蟹猴留下的石片中全都存在，猴子的“作
品”如果出现在考古研究环境里，很容易也被当成人造工具。

石器特征能反映原始人类的认知水平，比如他们是否会选择
更实用的石材、能否注意到石块破裂的规律、动作的精准和协调
程度如何。新研究可望帮助理解原始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
认知差异，准确识别和解释考古证据。

猴子能无意中造出原始石片工具

美国科学家称，从月球释放尘埃可能是阻挡阳光、缓解全球
变暖趋势的好方案，月球尘埃会在部分阳光到达地球前发挥拦截
作用，充当地球的临时“遮阳伞”。

其实，这并非一个全新构想，几十年以来，科学家一直在思
考如何使用物体或者灰尘颗粒来阻挡足够多的太阳辐射，从而减
轻全球变暖产生的影响。

利用计算机建模，科学家决定研究两种情况的可行性。第一
种情况是在拉格朗日 L1点放置某种人造“太空平台”，它是一种
比空间站略小的人造结构。拉格朗日点引力处于平衡状态，该区
域的物体通常保持不变。尘埃将从“太空平台”喷射，这些尘埃可
能是月球灰尘，也可能是地球灰尘，如煤颗粒。当尘埃从 L1平台
精确发射时，将沿着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路径运行，至少保证在一
段时间内有效制造阴影。但是这些尘埃很容易被太阳风、辐射和
太阳系引力吹离轨道，因此该平台需要在最初灰尘消散后，每隔
几天就制造出新的尘埃，并将其送到轨道。但目前看来，让人造
平台在 L1点停留足够长的时间，并投射影子是相当困难的。

第二种情况是将月球表面的尘埃射向太阳。人们发现月球
尘埃的固有属性能有效充当遮阳板，从月球发射尘埃是遮蔽地球
成本最低、最有效的方法，但具体如何实现仍待确定。

研究作者、美国犹他大学理论天体物理学家本·布罗姆利表
示，他们不是气候变化方面的专家，也不懂物质转移所需的火箭
科学，仅是在不同轨道上探索不同类型的尘埃，观察这种方法是
否有效。 （据《北京日报》）

月球灰尘当“遮阳伞”或可解决地球变暖

据新华社北京3月 20日电 美国研究人员设计出一种脱氧
核糖核酸（DNA）药物，能恢复患有“渐冻症”的小鼠体内一种重要
蛋白质的水平，促进运动神经元再生，可望用于延缓“渐冻症”患
者发生瘫痪的过程。

“渐冻症”医学名称叫作肌萎缩侧索硬化症，是一种神经退
行性疾病，影响大脑和脊髓中与运动相关的神经细胞，造成运动
神经元死亡，令大脑无法控制肌肉运动。主要临床表现是肌肉逐
渐萎缩无力，患者最后会因呼吸衰竭而死亡。

此前研究显示，几乎所有“渐冻症”患者体内一种称为 TDP-
43 的蛋白质都存在异常，使另一种蛋白质 stathmin-2 的水平降
低。后者对运动神经元再生并维持与肌纤维的连接至关重要，其
缺失会导致运动神经元连接肌纤维的轴突脱落，神经元退化、死
亡，肌纤维不能正常收缩。

正常的 TDP-43蛋白质会保护组装 stathmin-2蛋白质的“生产
线”，研究人员有针对性地设计出一种 DNA药物，能替代 TDP-43
蛋白质发挥保护作用。该药物注射到患“渐冻症”的小鼠脑脊液
中后，stathmin-2的“生产线”恢复正常运作，该蛋白质水平回升，
运动神经元轴突再生的情况也恢复到正常水平。

对于另一些神经退行性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病、额颞叶痴呆，
部分患者也存在 TDP-43蛋白质异常的现象，研究人员认为，这种
DNA药物也可能为治疗这些疾病提供思路。

新药可延缓“渐冻症”导致的瘫痪

但也有人提出问题：小行星在
地球附近有个“特殊通道”，一旦从
中飞过，就可能会与地球相撞，那
这颗“宇宙虫”届时是否会通过这
个“特殊通道”呢？

这个“特殊通道”是指一个叫
做“重力锁眼”的特殊位置。它其
实是小行星与某个大天体之间形
成的特殊引力区，又被称为“引力
眼”。当小行星靠近大型天体时，
都会产生一个属于它的特别位置，
小行星在引力牵引时，如果能够到
达这个位置，那么它的下一次靠近
就有可能会通过这个特殊的位置，
从而改变它的运行轨迹，撞向大型
天体并成为其的一分子。

2011AG5在 2月 3日靠近地球

时，人们预测到它这次与地球之间
的“重力锁眼”位置是在距离地球
300万千米的位置，区域直径大概
为 100千米。如果它进入了这个区
域，可能在 2040年 2月 5日再次来
到的时候，它与地球相撞的几率会
达到 1/625——这个几率表明它与
地球相撞的可能性极大，因为只要
几率在万分之一以上，人类就必须
要考虑采取针对性的行动了。

其实当小行星离地球的距离
比这个“重力锁眼”离地球的距离
更近时，小行星已经极有可能会被
地球引力捕获，从而开始围绕地
球旋转了。好在，如今 2011AG5
已飞离地球，NASA根据掌握到
的各种数据声称：“它在很长一

段时间内都不会接近地球，所以在
未来的许多年里，它都不会对人类
构成真正的威胁。”这说明它这次
虽然离地球距离够近，却没有进入
这个区域。但很难保证它下一次
靠近地球是否会刚好进入这个区
域。尤其是它的长条形造型，令其
运行模式可能会产生让人意想不
到的变化。 （据《羊城晚报》）

2040年再来的小行星有条“特殊通道”坏消息：

探测器撞过的小行星被成功改道好消息：

被探测器撞过的小行星
确认“不会对地球构成威胁”

3 月 1 日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 5 项研究结
果，主要是在描述人类发射的一个仅高尔夫球车大
小的DART探测器，在撞击了一颗与金字塔差不多
大小的小行星 Dimorphos后，被推算检测出的各种
数据。大致就是要表达一个意思：被探测器撞过的
小行星已确认“不会对地球构成威胁”。

“双小行星重定向测试”是指 NASA在 2021年
12月发射的一个航天探测器要完成的一个主动行
星防御技术测试任务。在这个任务中，探测器明确
目标地去撞击了一组双小行星中的一颗，并成功导
致小行星改变了原有的运行轨道——使它围绕另
一颗小行星运行的轨道缩小，现在运行一周的时间
比撞击前快了 33分钟。

研究者们将探测器的轨道数据与小行星撞击
前的表面照片结合起来，发现探测器在与小行星相
撞后，使预测重达 43亿公斤的小行星 Dimorphos喷
射出至少 100万公斤的岩石碎片。撞击后，探测器
已“尸骨无存”，但小行星上那些碎片则令小行星形
成了一条“尾巴”，延伸了数万公里。在数周时间内，
人类的各种望远镜观察到这条尾巴在太阳光线下的
移动和变化，其中哈勃太空望远镜甚至还发现了小
行星的第二条尾巴，但在撞击 18天后便消失了。

这次任务算是顺利完成，而相关研究结果表
明，像这样的DART探测器可能是保护地球免受小
行星撞击的可行方法。如果探测到一颗可能有危
险运行轨迹的小行星正朝着地球飞来，那么人类也
有办法撞击它，并可能使其轨道偏离地球。

天文学家们还通过观测到的各种数据证明，这
组双小行星在改变了相应运行轨道后，无论现在还
是将来，应该都不会对地球构成威胁。

据悉，欧洲航天局已计划于 2024年发射一颗
“Hera”探测器，大概在 2027年抵达这组双小行星所
在区域，以开展更加深入的科学探测，包括撞击给
小行星所带来的动量和撞击陨坑的形态，以全面评

估此次撞击的“效率”，从而提高人类对于
如何最有效地改变小行星轨迹的实

践经验。同时，人们对这组双
小行星的观测还将持续数周，

直到它们远离地球无法
被望远镜观测到

为止。

撞偏小行星 人类能自救？

“宇宙虫”2040年还会再来

但就在一个月前，一颗看起来
像长条虫一般造型的小行星 2011
AG5刚刚掠过地球。

人们早已经预测到它并不会
带来撞击的危险，但它离地球的距
离也会相当近。2 月 3 日，这颗被
人们称为“宇宙虫”的小行星在离
地球约 180万千米的时候，又逐渐
远离。

领导这次观测的科学家之一
的 NASA 喷气推进实验室首席科
学家兰斯·本纳说：“迄今为止，
在行星雷达观测到的 1040 个近
地天体中，2011AG5 是我们见过
的 长 宽 比 最 大 的 天 体 之 一 。”
2011AG5 长得的确很怪异，它就

像一条虫，长约 500 米、宽约 150
米，虽然实际大小其实与美国的
帝国大厦相当，但它已成为行星
雷达迄今为止观测到的最细长的
小行星之一。

它早在 2011 年就被人类发
现，这次近距离接触，科学家又对
它进行了密切跟踪。1 月 29 日至
2 月 4 日期间，戈德斯通太阳系
雷 达 对 2011AG5 的 观 测 结 果 显
示：这个小行星的两个半球之一
大而宽的凹面外，似乎还具有隐
约可见的暗区和亮区，这表明小
行星可能拥有几十米宽的小型
表面特征；如果用裸眼观察这颗
小行星，它看起来会像木炭一样

黑；它的自转速度较慢，需要 9 个
小时才能完全旋转一周。

戈德斯通雷达的观测还提
供了小行星绕太阳轨道的关键
测 量 值 。 这 些 相 当 精 确 的 距
离 测 量 ，也 可 以 帮 助 NASA 近
地 天 体 研 究 中 心 的 科 学 家 去
研 究 如 何 改 变 小 行 星 的 轨 道
路 径 。 最 近 ，他 们 又 得 出 一 个
结 论 ：2011AG5 每 621 周天会绕
太 阳 公 转 一 次 ，到 2040 年 会 再
次与地球发生非常近距离的接
触，届时它将在大约 110 万千米
之 外 ，即 地 月 距 离 的 近 三 倍 。
按此推算，届时它仍会“安全地
掠过地球”。

特殊造型可能让它通过“特殊通道”

小行星掠过地球。（模拟资料图）

▶这幅拼贴图展示了行星雷达对 2011 AG5
的观测结果。（资料图片）

咖啡因不产生额外的精
力，而是预支精力

咖啡因的化学结构很像人体
中的腺苷，而腺苷是能量代谢的
产物。腺苷源源不断地从细胞中
产生出来，分泌到细胞外，当它和
细胞膜上的腺苷受体结合，就等
于告诉细胞：“能量消耗差不多
了，我累了需要休息了”。

人在清醒状态下，神经细胞
上的腺苷每个小时都会增加，达
到一定数量就会产生困倦。然
而，这时如果饮用咖啡会导致咖
啡因与腺苷受体结合，抢占腺苷
的结合位点。但咖啡因毕竟不是
腺苷，它与腺苷受体结合后并不
会触发细胞内的信号传导，因此
不会引起困倦。此时的腺苷仍在
人体细胞中不断产生，既然不能
与细胞膜上的受体结合，就在细
胞间隙流浪。等到约四五个小时
后，咖啡因被人体代谢掉，积累的
腺苷会占据几乎所有的腺苷受
体，人就会感觉更加困倦。

长期饮用会出现反向调节

长期饮用咖啡后，腺苷受体
会发生反向调节，在神经细胞上

的表达水平升高。人体逐渐对咖
啡因耐受，从最初精神百倍到习
惯后就没有明显的亢奋了。习惯
饮用咖啡者在戒断咖啡状态下，
精神状态和认知能力会有所下
降，需要摄入与平时相等剂量的
咖啡才能恢复到正常水平。这样
看来，为了提高学习或工作效率
而喝咖啡可谓得不偿失，因为你
必须每天喝一定量来维持正常的
精力，否则还不如正常状态。

想必有些咖啡迷看到这个结
论就开始考虑戒掉咖啡了。那么
在戒掉咖啡一段时间后，人脑中
腺苷受体的表达水平就会回到正
常，恢复到咖啡成瘾前的状态。
咖啡的确是一种成瘾物质，只不
过相对毒品没有明显的身心伤害
和戒断症状，才能成为可以合法
获取的商品。

除了咖啡因，咖啡还含有糖
类、有机酸、酯类、甾醇、二萜等多
类数百种化学物质，对人体机能
调节也是多方面的。关于咖啡对
健康的利弊一直颇具争议，有科
学家统计了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关
于咖啡与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报
道，得出的结论是：在适量的前提
下，咖啡对人体的益处略高于害

处，可降低老年性痴呆和某些癌症
发病率，害处则是容易引起女性不
易受孕，导致骨质疏松。

建议每天不超过两杯

该不该喝咖啡？答案因人而
异。如果吸引你的是咖啡独特的
口感和芳香的气味，你对咖啡的热
爱已深入骨髓，也不必刻意拒绝其
诱惑。如果你想靠咖啡提神，不如
在某些重要时刻偶尔饮用，有助发
挥超常水平，据说某些运动员就是
这么做的。

咖啡对人体的影响与剂量密
切相关，欧洲食品安全局建议每
天不超过 400毫克咖啡因，即大约
两杯咖啡。值得注意的是，对于
儿童和青少年而言，由于脑发育
并未成熟，摄入咖啡因对神经系
统的刺激更强，因此，教育神经科
学领域的专家们反对未成年人饮
用。医学界认为，失眠、甲亢、消
化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以及孕
妇应少喝或不喝咖啡。

最后提醒大家，咖啡并非咖
啡因的唯一来源，茶叶、可可、可
口可乐、巧克力里面也有咖啡因，
如果嗜好这些食品也应限制摄入
总量。 （据《科普时报》）

咖啡原产于非洲中北部，为茜草科咖啡属植物，
已有 3000 余年被人类饮用的历史。它是世界上流传最
广的饮料之一，约 80%的欧美人有每天喝咖啡的习惯，
中国市场对咖啡的消费也呈逐年上升趋势。人们热衷
咖啡的提神效果，那一缕缕浓郁芳香令人陶醉。

咖啡的提神效果来自咖啡豆中的生物碱，其中最
具代表性的就是咖啡因。从生物进化角度来讲，咖啡因
原本是植物果实中有苦味和一定毒性的化学物质，用来
保护植物免遭动物啃食。许多动物会因摄入咖啡而中
毒，然而，灵长类动物由于长期吃植物果实，导致其肝脏
对其有较强的解毒能力。

靠咖啡提神 实则在超前“消费”精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