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 幕 降 临 ，当 我 们 穿 梭 在 昏 暗 的 街 道 或 房 间 时 ，常 常
会 看 到 猫 咪 的 眼 睛 在 黑 暗 中 闪 烁 着 神 秘 的 光 芒 ，宛 如 两 颗 璀
璨 的 宝 石 。 这 一 现 象 不 禁 让 人 好 奇 ：为 什 么 猫 的 眼 睛 在 晚 上

会 发 光 呢 ？ 今 天 ，就 让 我 们 一 起 走 进 猫 咪 眼 睛 的 世 界 ，揭 开
这一神秘面纱。

猫眼夜光之谜：
揭秘猫咪眼睛的神奇奥秘

模拟人体环境“盖房子”
器官芯片技术未来可期

随着生命科学和工程学的深
度融合，将器官芯片与干细胞、基
因编辑、类器官、生物 3D 打印、生

物传感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结合，
是器官芯片与微生理系统领域的
发展趋势。

其中，生物 3D打印技术能将生
物材料与细胞、蛋白质等生物单元，
依据仿生形态学、细胞微环境要求，
精准构建出具有特定功能的体外三
维生物模型。“生物 3D 打印技术构
建高度仿生的生物学模型，特别适
用于器官芯片和微生理系统。”清华
大学教授孙伟说。

不过，器官芯片距离真正应用
还有一定距离。深圳理工大学研究
员张先恩认为，器官芯片无论是实
现“形态模拟”还是“功能模拟”，都
需要做大量工作。

专家讨论认为，通过生物学、工
程学、医学、药学和信息学等学科高

效融合，有望建立更高仿真度的人
体微生理系统，提升我国重大疾病
研究和新药研发原始创新能力。此
外，器官芯片和微生理系统领域的
发展还涉及伦理、标准制定和科学
监管等多方面工作，需要推动新兴
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持续催生原创
性、突破性和颠覆性的研究成果，满
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秦建华说：“当前生物医学研究
正迈入一个新时代，器官芯片与微
生理系统不仅拓展了疾病研究的边
界，还有可能推动未来药物开发、精
准医疗和动物实验替代技术的革
新。如今，我们站在科学与应用的
交汇点，共同探索这一革新性生物
技术的无限可能，大有可为。”

（据《科技日报》）

持续跳动的“心脏”、有代谢功能的“肝脏”、会呼吸的“肺”……在巴掌大小的芯片上，先“盖”出模拟人体环境的“房子”，再向其中引入相关细
胞，就能部分模拟人体器官功能。

器官芯片与微生理系统是当前生命科学领域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兴方向之一。它融合了多个学科，可在体外模拟人体器官微环境，形成一种仿
生的微生理系统，为生命科学、医学研究和新药研发等领域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生命系统非常复杂，人们迫切需要新的理
念、研究范式和高效工具去理解生命机制，探究
疾病的发生与发展机理，从而开发有效策略以
满足生命健康需求。

据介绍，单药研发成本高达 20亿至 30亿美
元，从药物研发到获批平均需要 10至 15年。当
前生命科学领域急需通过新兴前沿技术提供更
贴近人体生理环境的体外模型，从而缩短药物
研发周期，提高疾病治疗效率。

类器官是一种来源干细胞的可再生模型。
“如果把人体比作汽车，构成人体的器官就是汽
车零部件。零部件坏了可以更换，人体器官因
衰老等原因损坏也能替换。”中国科学院院士、
南昌大学教授陈晔光说，类器官是在体外培养、
能够自我组装的微型三维结构，拥有对应器官
的细胞类型和类似空间结构，并且能够模拟器
官部分功能。过去，研究者只能通过动物模型
了解器官的生长发育。现在，他们能直接“看
见”类器官的生长过程。

“和干细胞来源的类器官不同，器官芯片是
一种基于人体生物学的仿生微生理系统，通过整
合工程学和生物学策略，可在体外模拟人体器官
的动态微环境、器官间交互作用以及对外界环境
或药物作用的响应等，为在系统层面开展生物学
研究、复杂疾病建模机理和药物评估等提供了新
的策略和工具。”会议执行主席之一、中国科学院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秦建华介绍。

长期以来，传统药物研发过程中，二维细
胞培养和动物模型在仿生人体组织微环境，以
及对药物作用的预测价值等方面仍面临诸多
局限。

器官芯片技术快速崛起于 21 世纪初。经
过 10多年发展，研究人员已成功构建心、肝、肠、
脑、肾等众多器官模型，并不断推动生物医药研
究创新。在国际积极推动非临床试验替代法和
尽可能减少动物试验的背景下，这种新模型、新
技术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将器官芯片与类器官、材料学、工程学等多
学科手段结合，可助力生命科学朝着反映更真
实的体内环境、更完善的信号调控与监测、更系
统的组织器官互作研究、更多突破性的疾病模
型构建等方向发展。

创新工具助力研发 关键问题有待突破

我国在器官芯片与微生理系统
领域的整体研究起步较晚，不过仍
取得一些重要进展，并呈现快速发
展的态势。例如，将器官芯片技术
率先用于新冠感染模型研究和多器
官损伤评估；建立多器官微生理系
统，开展肝脏-胰岛轴和肺-脑轴模
拟以及糖尿病、重大感染性疾病等
研究。

当前，仍有一些关键科学问题
有待解决。“器官芯片模型如何达到
高仿真模拟？如何实现精准评估？
如何将‘实验室有效’推进到‘临床
有效’？这些问题涵盖干细胞与器
官发育、器官功能重塑、器官交互作
用、多参量表征和微生理系统构建
等方面。”秦建华说，解答这些问题
需要在微生理系统的基础理论和关

键技术等方面实现突破，需要将理
性设计、精准模拟、定量表征、数据
评估和智能分析等有机结合，还需
要大量的科学数据进行验证。

“以糖尿病、脑卒中、冠心病等
泛血管疾病为例，这些疾病可引发
多器官、多系统的病理改变。多器
官损伤涉及复杂的多器官协同机
制，现有研究方法在实时性、系统性
和综合性上仍存在局限。”在中国科
学院院士、南京大学医学院教授顾
宁看来，开发能够在活体环境中实
现跨尺度、多维度的多器官关联实
时动态监测的工具和方法，是建立
仿生微生理系统和体外生命支持系
统需要关注的问题。

中国科学院院士、昆明理工大
学教授季维智说：“基于干细胞的多

能性，研究人员尝试构建类器官和
器官芯片，以探索器官发育的调控
机制，替代动物进行药物筛选，甚至
创造具有人体功能的替代器官。然
而，由于对人体器官发生与发育机
制的认识尚不充分，目前尚无法构
建类似体内的微循环系统，相关技
术发展受到限制。”季维智认为，可
将器官芯片与干细胞、类器官和实
验动物等方式结合，形成闭环式微
生理系统，以充分理解器官发生和
发育机制。

中 国 科 学 院 动 物 所 研 究 员
胡宝洋说，当前，基于干细胞、类器
官和器官芯片技术所构建的各类
系统相互协同，能较好地模拟组织
的结构和部分功能状态，具有广泛
应用前景。

融合发展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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蜥脚类恐龙通常身形庞大，有很长的颈和尾，粗壮
的四肢支撑着如酒桶般的身躯。而在西藏昌都市冻多
村，我国科学家新发现了一批侏罗纪中期的蜥脚类恐龙
足迹化石，其足迹尺寸最小仅 8.8厘米。

由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地质调查局研究人员
组成的科研团队 1月 10日发布此项新发现，并称这是目
前已知世界最小的蜥脚类恐龙足迹化石。这一成果近
日发表于国际古生物学学术期刊《历史生物学》。

恐龙研究专家、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副教授邢立
达介绍，昌都所在的侏罗纪地层最大厚度超 4800米，产
出了大量恐龙足迹化石。2023 年 7 月，中国地质调查
局相关人员在此开展化石遗迹调查时，意外发现疑似
爬行动物脚印的岩石石壁，后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展开合作。

考察队在冻多村发现了两个足迹点。其中一处遗
迹化石是尺寸较小、孤立的蜥脚类恐龙足迹，大小从 8.8
厘米到 15.5厘米不等，可能由 6只以上恐龙留下。

“这么微小的蜥脚类恐龙足迹相当罕见。”邢立达
说，韩国的白垩纪地层曾有过 12.2厘米的足迹记录，我
国内蒙古白垩纪早期地层也记录过 11.5至 13厘米的足
迹，此次的新发现是目前已知最小的蜥脚类足迹，造迹
者体长估计 2至 3米。

据了解，蜥脚类恐龙的成年个体与幼年个体有着巨
大的体型差异，二三十米长的巨型蜥脚类恐龙，其幼龙
刚破壳而出时体长还不到半米。

另有一处遗迹化石是由 3个连续的、长度平均约 42
厘米的兽脚类恐龙足迹构成的一条行迹。研究人员判
断其为实雷龙的足迹。这种中型肉食性恐龙体长可能
达 6米。

此外，发现恐龙遗迹化石的地层距今约 1.7亿至 1.6
亿年前。一些化石遗迹表明这里曾是浅水环境。丰沛
的水资源吸引了恐龙活动，从而留下了足迹化石。

“这些新发现表明西藏的恐龙学研究还有很大空
间。随着研究深入，其在科研和科普方面的价值将进一
步体现。”邢立达说。

（据新华社）

我国科学家在西藏发现
世界最小蜥脚类恐龙足迹化石

在五彩斑斓的热带水果世界里，榴莲蜜以其独特
的魅力脱颖而出，成为无数食客的心头好。乍一看，
很多人以为榴莲蜜是榴莲与菠萝蜜的杂交品种，其实
不然。

榴莲蜜之所以被称为榴莲蜜，并非因为它是榴莲与
菠萝蜜的杂交品种，而是因为它的气味与榴莲相似，口
感、果形、外皮等特性又与菠萝蜜相似，但果实较小，皮
较薄，因此得名。

榴莲蜜是桑科、波罗蜜属植物，又名尖蜜拉、小菠萝
蜜等，是一种珍稀热带水果，原产于马来西亚，主要栽种
于泰国、越南、柬埔寨等热带地区。我国台湾地区首先
从马来西亚引进榴莲蜜，之后，它被推广至福建、海南、
广西、广东和云南等地种植。

尽管榴莲蜜与榴莲在名字上有所相似，但两者在多
个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

一是科属关系。榴莲属木棉科常绿乔木，而榴莲蜜
则是桑科、波罗蜜属植物。两者在植物分类学上属于完
全不同的科属。

二是外观特征。榴莲蜜与菠萝蜜相似，果皮布满瘤
状突起，外形呈长椭圆形 ，成熟时果皮不开裂。而榴莲
果皮坚实，密布三角形刺，外形呈不规则球形，成熟时外
壳会自然裂开，露出果肉。

三是口感与香气。榴莲的果肉软糯多汁，入口即
化，带有浓郁的果香和独特的臭味；而榴莲蜜的口感则
更加清新，甜度适中，香气四溢，没有榴莲那种强烈的
臭味。

四是营养价值。两者都富含营养成分，但具体含
量有所不同。榴莲蜜在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等
方面表现出色，而榴莲则以其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含
量著称。

由此便知，榴莲蜜与榴莲并无亲缘关系。而事实
上，榴莲蜜与菠萝蜜均属于桑科波罗蜜属，这表明它
们在植物分类上具有非常近的亲缘关系。众所周知，
在植物学研究中，同科同属的植物往往具有相似的遗
传特性和生物学特征。这种相似性不仅体现在它们
的形态特征上，还可能包括一些生理和生态习性的相
似性。在外观特征上，榴莲蜜与菠萝蜜的果实外形均
呈椭圆形或圆形，且外皮颜色相近，多为黄绿色或棕
黄色。

此外，两者的果实表面都具有一定的纹理或瘤状
物。在果实结构与口感方面，榴莲蜜与菠萝蜜的果肉
质地和口感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例如，它们的果肉
都较为细腻且多汁，同时带有独特的香气和味道。这
些相似性使得榴莲蜜在外观和口感上很容易与菠萝蜜
混淆。因此，榴莲蜜与菠萝蜜可以被视为同一科属内
的近缘种。

目前，在我国南方地区，榴莲蜜属于新兴的热带水
果品种。例如在海南，虽然引进时间不算太长，但榴莲
蜜已逐渐成为当地百姓增收的“甜蜜”新兴产业，具有较
大的发展潜力。随着消费者对新奇、特色水果的需求不
断增加，榴莲蜜有望在热带水果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据《科普时报》）

榴莲蜜“喊冤”澄清“非杂交”身世

猫眼发光的奥秘：
反光膜的神奇作用

猫咪的眼睛之所以在夜晚能够
发光，关键在于它们眼睛里有一个特
殊的结构——反光膜。这个位于视
网膜后方的膜状结构，就像一面镜
子，能够将射入瞳孔的光线反射回视
网膜，使视锥细胞再次接受光的刺
激，从而达到二次利用光线的目的。
当光线进入猫眼后，大部分光线会被
反射回来，这样猫的视网膜就能够接
收更多的光线，从而使它们在黑暗
中能够看清楚。这种独特的结构是
猫科动物在漫长的生物进化中发展
而来的，使它们能够在低光条件下
更好地狩猎和导航，具备出色的夜视
能力。

猫眼颜色的多样性：
色素与光线的奇妙互动
猫咪眼睛的颜色丰富多彩，从

清澈的蓝色、深邃的绿色到神秘的
金色，各不相同。而猫眼在夜晚反
射出的光的颜色也并非千篇一律，
大多数猫眼反射出的光是黄绿色
的，但也有些蓝眼睛的猫，会反射出
红色的光。这主要是因为猫眼里的
色素细胞以及光线的散射共同决定
了眼睛的颜色和反光颜色。猫咪的
眼睛颜色来自于虹膜上的色素沉淀
和蓝光反射，眼睛颜色越近似黄褐
色，黑色素沉淀越多；越近似绿色，
黑色素沉淀越少。而当猫咪的眼睛
是蓝色时，虹膜上没有黑色素。在

夜晚，反光膜中含有锌和核黄素等
物质作为光的反射剂，经过色素细
胞过滤及散射后，就形成了我们所
看到的不同颜色的反光。

人类眼睛不发光之谜：
眼部结构的差异

与猫咪不同，人类的眼睛在夜
晚并不会发光。这是因为人类的眼
睛没有像猫咪那样的反光膜结构。
人类的视网膜直接吸收光线，没有多
余的光线被反射回来。我们的瞳孔
虽然也能在不同光线条件下调节大
小，但这种调节能力远远不及猫咪，
无法像猫咪那样在黑暗中最大限度
地捕捉光线。从进化的角度来看，人
类主要在白天活动，不需要像夜行性
动物那样具备超强的夜视能力，因此
人类的眼睛结构也就没有朝着增强
夜间视力的方向发展。

猫瞳的奇妙变化：
应光线的精妙调节

猫的瞳孔能够根据不同光线条件
进行快速而精准的调节，这也是它们
能够在各种环境下保持良好视力的关
键因素之一。在强光下，猫咪的瞳孔
会收缩成一条竖直狭长的缝，以减少
光线进入眼睛，保护视网膜不受强光
刺激；而在昏暗环境中，瞳孔则会扩大
到接近圆形，甚至能扩大到眼球表面
的 90%，以便捕捉更多的光线。这种
独特的瞳孔调节机制，使得猫咪的眼
睛能够在不同的光线条件下保持高效
的视觉能力，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

猫咪眼睛在夜晚的发光现象，
是大自然赋予它们的一种神奇能
力，也是生物进化的奇妙结果。通
过了解猫眼发光的原理，我们不仅
能够更加深入地认识这些可爱的小
动物，还能对生物世界的奇妙和多
样性有更深的感悟。下次当你在夜
晚看到猫咪眼睛闪烁的光芒时，不
妨想象一下它们在黑暗中自由穿
梭、敏锐捕捉猎物的英姿，感受大自
然的神奇魅力吧！

（据科普中国）

新华社洛杉矶1月 14日电 美国航天局近日发
布报告说，2024年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地球正在
持续变暖。

报告说，据美航天局的科学家们估算，2024年地球
表面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水平（1850年至 1900年平均
值）高出约1.47摄氏度，是188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

《巴黎协定》提出，应将全球平均温度较工业化
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 2摄氏度以内，并为把升温幅
度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而努力。美航天局表示，
2024年已有多个月份的平均温度升幅超过 1.5摄氏
度，由于“数学上的不确定性”，全年平均温度升幅可
能已经首次超过这一数值。

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发布报告说，对来源于多个
机构的数据综合分析显示，2024年为有记录以来最
热年份，且是首个全球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水平升
高幅度超过 1.5摄氏度的年份，升幅达到 1.55摄氏度。

美航天局表示，不同机构在分析全球温度数据时
使用了不同的方法和模型，但显示出相同的持续变暖
趋势。科学家已经得出结论，近几十年的变暖趋势由
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驱动，而如今因为使用化
石燃料而产生的二氧化碳仍在大幅增加，大气中的二
氧化碳浓度已达 420ppm。

美航天局：2024年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
地球正持续变暖

新华社合肥1月14日电 每平方米每秒钟可极速喷
射出亿亿亿个粒子！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
究院获悉，该院大科学团队成功研制强流直线等离子体
装置“赤霄”，如同一把性能超强的“激光剑”，为研制“人
造太阳”核心材料提供科技利器，14日经专家组鉴定，

“赤霄”参数达到设计指标，整体性能国际先进。
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致力研究可控核聚变实

验装置，这种被称作“人造太阳”的大科学装置，内部
有与太阳类似的核聚变反应机制。

研究“人造太阳”存在一系列重大挑战，其中之
一是寻找能承受巨量等离子体粒子流冲击的超级材
料，用于制作“人造太阳”的“炉壁”。

“未来的‘人造太阳’要长时间持续发电，为它研
制‘坚韧抗造’的壁材料难度极大，我们需要尖端的
模拟实验环境，来测试研制出的材料是否达标。”中
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周海山介绍，他带领的科研团队经过 5年多攻
关，研制出强流直线等离子体装置“赤霄”。

中 国“ 人 造 太 阳 ”配 上“ 赤 霄 光 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