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 7日至 19日，联合国《生
物多样性公约》第 15次缔约方大会
（COP15）第二阶段会议在加拿大
蒙特利尔举行。当前，地球上平均每
一小时就有一种生物消失，面对自
恐龙灭绝以来最严重的生物多样性
丧失，国际社会对“2020 年后全球
生物多样性框架”寄予厚望。在此背
景下，中外科学家呼吁：遏制万物生
灵走向毁灭。

编者按

《自然》

植食性动物限制共生固氮机制

英国利兹大学 Sarah Batterman 团队发现了
植食性动物限制共生固氮的机制。相关论文 12
月 7日发表于《自然》。
研究人员调查了动物的植食性对限制热带

森林共生固氮的影响，评估了固氮树是否比其他
树经历了更多的植食性、植食性是否带来了巨大
的碳成本，以及植食性高是否与固氮树富含氮的
叶子相关。通过对 1626片叶子（来自巴拿马 43
种热带树的 350株幼苗）进行分析，研究人员发
现，植食性动物降低了所有幼苗的生长和存活，
但固氮树的植食性比非固氮树高 26%；由于植食
性动物，固氮树的碳机会成本比非固氮树高
34%，超过了固氮的代谢成本；固氮树的高植食
性不是由高叶氮驱动的。

总之，这些发现表明，植食性动物可能足以
限制热带森林共生固氮，并可能限制其在缓解热
带森林碳汇氮限制方面的作用。
据介绍，最近的观察表明，成熟和恢复中森

林的大量碳汇可能受到氮的强烈限制。与细菌
共生的固氮树为热带森林提供了新氮的主要
天然来源。然而，固氮树的丰度会受到严格的
限制。新氮进入热带生态系统的限制性因素目
前还不清楚。

相关论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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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会写科学新闻的机器人

“小柯”秀

更多内容详见科学网小柯机器人频道：

“毅力”号在火星上见到了许多沙尘暴。
图片来源：NASA

图片来源：Shutterstock/Teeradej

科学此刻姻 姻

科学家第一次听到火星沙尘暴
本报讯通过美国宇航局（NASA）“毅力”号

火星车搭载的麦克风，人类第一次“听见”了火
星上的沙尘暴——— 一个从火星车上方经过的
尘卷风，这可能有助于预测未来的风暴。相关研
究 12月 13日发表于《自然 -通讯》。

沙尘暴是一种旋风，卷着火星上的沙尘飞
到空中几分钟，然后消散，这样的现象在火星表
面每天上演数百万次。沙尘暴会造成局部大气
压力下降，进而被检测到。已经穿越了数百条路
径的“毅力”号记录下了其中的一些。

由于“毅力”号的麦克风每周只打开两次，
且每次只有几秒钟，所以直到 2021年 9月 27
日，人类才捕捉到第一个沙尘暴导致尘埃颗粒

砸向火星车的声音。
“如果你站在沙尘暴前，可能会看到沙尘向

你袭来，但由于空气稀薄，你既感觉不到这一过
程，也听不到任何声音。”法国图卢兹大学的
Naomi Murdoch说，声音在火星上不好传播，这
些颗粒一定是麦克风附近撞击而发声的。

Murdoch团队将麦克风录音与“毅力”号其
他传感器数据相结合，计算出该沙尘暴的直径
约为 25米，高度至少为 118米，平均每秒有 60
次尘埃颗粒撞击，这与其他团队在地球上测量
到的沙尘暴相似。

然而奇怪的是，沙尘暴撞击过程有 3次短
暂的爆发，而研究人员预计，尘埃颗粒大部分在

旋涡壁上，随着沙尘暴经过只会导致两次爆发
性撞击。沙尘暴的图像显示其旋涡中心有一团
令人意想不到的尘云，但研究人员不确定导致
这一现象的原因。
“迄今，科学家在模拟火星气候时遇到的主

要问题之一，就是如何预测火星沙尘暴何时发
生。我们无法正确建模的原因之一是不完全理
解火星尘埃何时、为什么，以及如何被抛入大气
层。”Murdoch说，沙尘暴作为小规模的沙尘气
象，可以帮助人们理解甚至预测火星上更大的
风暴。 （徐锐）

相关论文信息：

泡沫塑料比

人脑结实 10倍

一项 12月 14日发表于英国《皇家学会杂
志 -界面》的研究发现，人类大脑出奇地柔软、
有弹性。其抗压能力类似明胶，而且比用于包装
的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更容易破裂。

研究阐明了精确测量活体大脑物理特性的
新方法。此前人类对大脑物理特性的了解，大部
分来自脑切片或保存在化学物质中的脑组织，
而这会影响脑组织的硬度和弹性。

研究人员借助机器学习算法与核磁共振技
术，计算出大脑及头骨连接组织的不同特性。他
们量化了大脑在受压时的塌陷程度、侧推反应
以及结缔组织的弹力。

该研究作者、卡迪夫大学的 Nicholas Ben-
nion说：“大脑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软得多。如果
你触摸一个没有以任何方式保存的大脑，会发
现它的硬度低得令人难以置信，而且非常容易
破裂。”

研究发现，大脑比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更容

易塌陷———是后者的 10倍，它的弹性大约是橡
胶的千分之一，这意味着它的柔软度与明胶相
当。Bennion说，机器学习算法计算出大脑与头
骨的连接组织也相当柔软，这可能是为了在人
类突然移动时保护大脑。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 Ellen Kuhl说，尽管研
究人员早就知道大脑是非常柔软和脆弱的，但
该研究使这一概念足够精确，以便更好指导敏
感的外科手术。

麻省理工学院的 Krystyn Van Vliet 说，这

种新的测量方法可能无法完全捕捉大脑在剧烈
运动时的变形方式，如被撞击或交通事故产生
的头部创伤。在这些情况下，大脑内的液体流动
会改变其物理特性。

该团队希望他们的模型可以基于核磁共振
技术，预测病人手术时大脑发生的变化。这种方
法有望在大脑手术中精准控制位置，减少手术
侵入性。 （孟凌霄）

相关论文信息：

地中海饮食提高生育能力
本报讯地中海饮食以水果、蔬菜和豆类为

主，长期以来因其多种健康益处而备受赞誉。如
今，澳大利亚一项研究表明，它可能有助于克服
不孕不育，有望成为备孕夫妇的非侵入性和可
负担的策略。

研究发现，地中海饮食可以提高男性的生
育能力、辅助生殖技术成功率和精子质量。相关
论文近日发表于《营养素》。

不孕症是一个全球性健康问题，影响着全球
4800万对夫妇和 1.86亿人。研究人员发现地中
海饮食的抗炎特性可以提高夫妇受孕的机会。

南澳大利亚大学研究人员 Evangeline
Mantzioris表示，改变饮食是一种非侵入性的、
改善生育能力的潜在有效方法。

“要孩子是人生中最大的决定之一，但事情
如果没有按计划进行，对夫妻双方来说都会非
常有压力。”Mantzioris说。

研究表明，炎症会影响男性和女性的生育
能力，以及影响精子质量、月经周期和受精卵着
床。“令人鼓舞的是，我们发现的证据一致表明，
坚持抗炎饮食，包括大量的多不饱和脂肪或‘健
康’脂肪、类黄酮（如绿叶蔬菜），以及少量的红
肉和加工肉类，可以提高生育能力。”

地中海饮食主要以植物为基础，包括全谷
物、特级初榨橄榄油、水果、蔬菜、豆类、坚果、草
药和香料，以及酸奶、奶酪和瘦肉蛋白来源，如
鱼、鸡肉等；红肉和加工肉只吃少量。

相比之下，西方饮食包含过多的饱和脂肪、

精制碳水化合物和动物蛋白，使其能量密集，缺
乏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通常，西方饮食
与较高水平的炎症有关。

莫纳什大学的研究人员 Simon Alesi说，了
解地中海饮食等抗炎饮食与生育能力之间的
关系，对那些有生育需求的夫妇来说可能意
义重大。
“地中海饮食一直被列为世界上最健康的

饮食之一，它也可以提高怀孕和生育的机会。”
Alesi说，“当然，这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但至
少转向地中海饮食不仅会改善身体整体健康，
还会提高怀孕的机会。” （李木子）

相关论文信息：

遏制万物生灵走向毁灭
姻Shahid Naeem吕永龙 Jeremy Jackson

12月 7 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开幕的联合
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5 次缔约方大会
（COP15）第二阶段会议将决定万物生灵的命
运。如果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那是因为几周
前刚刚经历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7次缔约方大会（COP27）大规模的媒体报道。
这个时机不太好，因为 COP15比 COP27重要
得多。在一个以环境危机为标志的世纪，从大规
模物种灭绝到新出现的疾病再到入侵物种，所
有这些问题都是人为导致的全球性问题，而气
候变化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考虑到围绕化
石燃料和工农业温室气体排放的政治和经济担

忧，气候变化主导全球变化议程就不足为奇了，
但《生物多样性公约》必须占据中心地位。之所
以这样说，是因为人为全球变化涉及许多方面，
其中最关键、最复杂和最具挑战性的是生物多
样性丧失。

我们有大量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策略，
但是缺乏强力的政治意愿来推进实施。相比之
下，我们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的选择只有一
个，那就是扭转这一趋势，生物多样性丧失会削弱
和破坏地球上所有生态和生物地球化学系统，包
括气候系统的稳定。然而，迄今为止，十年尺度上
的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全球协议大都以失败
告终。《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将在 COP15第
二阶段会议上最终敲定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
性框架，其目标是到 2030年遏制生物多样性丧
失，并在 2050年扭转这一趋势。面对即将达到
100亿人口的自然资源需求压力，地球上的陆地、
海洋和淡水系统正逐步走向崩溃，因此 2020年
后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只能成功。

COP15 第二阶段会议由于疫情原因从中
国昆明迁至蒙特利尔举办，社会各界对此次会
议寄予厚望，认为此次会议有可能扭转目前世
界各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颓势。虽然这
种观点看似有些天真，但是我们仍有理由对此
次大会持乐观态度。首先，全面的科学证据表
明，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全球变化最终与生物
多样性保护息息相关。例如，近 30年的全球变
化研究表明，生物多样性保护可以提升许多生

态系统功能和服务的规模与韧性，比如生物多
样性保护可以为减缓气候变化提供一个巨大的
碳库，用以封存和储存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其
次，全球变化生物学的最新研究已经确定了生
物多样性丧失的几个主要驱动因素，其中最主
要的是土地和海洋利用变化、海洋和自然资源
的过度开发与污染，以及气候变化和生物入侵。
气候变化和生物入侵这两个驱动因素虽然有一
定影响，但影响程度较小。上述这些研究结果可
为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提供明确的指导。

另一个乐观的原因源自新冠肺炎疫情对生
物多样性的影响，它揭示了人类作为生物多样
性威胁者和守护者的双重身份，而这之前往往
只存在于想象中但从未被证实。纽芬兰纪念大
学教授 Amanda Bates和 300多位学者总结发现
新冠肺炎大流行导致全球人类活动减少 57%，
并将这一时期称为“停滞期”。他们的研究证实
了交通、工业噪声、污染以及人类与野生动物接
触的减少，对世界各地的自然生态系统产生了
广泛积极的影响。但是，反过来看，人类在物种
和栖息地保护、保持和恢复等方面活动的减少
对生物多样性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因为非法狩
猎、过度捕捞和栖息地退化没有得到遏制。研究
传递的关键信息是，阻止生物多样性丧失不能
只减少人类活动的压力，还需要加强在研究、修
复和保护上的投入。

最后值得乐观的理由是：“30×30目标”越
来越受欢迎。尽管《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进

行了十年努力，但“2020爱知目标”基本上没有
实现。其中，“爱知目标”第十一项旨在保护 17%
的陆地和 10%的海洋栖息地，是一个适中的保
护目标，但由于国家之间的差异而未能实现这
一全球目标。然而，越来越多的国家（63个国家
承诺支持）愿意在 2030年前，为生物多样性保
护预留出 30%的陆地和 30%的海洋栖息地（包
括 30%的重要淡水生境），即“30×30目标”。

看似乐观的 COP15第二阶段会议能否成
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转折点，仍面临重大挑战。
例如，“30×30目标”需要照顾到那些对陆地或
海洋资源高度依赖群体的生存与发展，并且需
要具有完善的、有针对性的、高精度的实施和管
理策略。另一个挑战涉及融资机制，由于许多生
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位于低收入经济体，制定长
期可持续的融资机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的
落实至关重要。最后，我们长期以来关注的重点
为陆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但是海洋生物多样性
及其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正受到过度捕捞、环
境污染、气候变化和海上交通的严重威胁，因此
COP15应将海洋保护作为优先事项。

科学界一直并将持续作为《生物多样性公
约》坚定的合作伙伴，包括但不限于提供科学
数据、知识框架、预测模型、专家意见、共识文
件、监测指标和评价体系。期待在蒙特利尔召
开的 COP15 能成为遏制和扭转生物多样性
丧失的关键转折点。现在至未来，科学和科学
界的作用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历史告诉
我们，我们能够迎接挑战。
（作者 Shahid Naeem系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教授，吕永龙系中国厦门大学教授，Jeremy
Jackson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教授 ，本文英
文原文系《科学进展》社论）

相关论文信息：

世卫组织对抗生素
耐药性增加表示高度关注

据新华社电 世界卫生组织 12 月 9 日发
布报告说，感染人类的细菌表现出对抗生素
的耐药性越来越强，世卫组织对此高度关注。

这份《全球抗生素耐药性和使用监测系
统报告》首次提供了在各国检测覆盖范围内
的抗生素耐药性分析和 2017 年以来的趋势，
以及 27个国家的人用抗生素消费数据。参与
调查的国家达 127个，覆盖世界人口的 72%。

报告说，在经常引起医院血流感染的细
菌中，如肺炎克雷伯菌和不动杆菌，耐药性水
平高达 50%以上。这些威胁生命的感染需要
用到碳青霉烯类抗生素治疗，但耐药性导致
死亡风险上升。

一些常见细菌感染正变得越来越耐受治
疗。比如，超过 60%的淋病奈瑟菌分离物（一
种常见的性传播疾病）对最常用的口服抗菌
药之一环丙沙星表现出耐药性，超过 20%的
大肠杆菌分离物（尿路感染中最常见的病原
体）对一线药物（氨苄西林和复方新诺明）和
二线药物（氟喹诺酮类药物）都有耐药性。

报告说，尽管在过去四年里大多数细菌的耐
药性趋势保持稳定，但与 2017年相比，因耐药性大
肠杆菌和沙门氏菌引起的血流感染以及耐药性淋
病感染至少增加了 15%。世卫组织说仍需更多研究
来确定观察到的耐药性增加背后的原因。

世卫组织说，在人类抗生素消费方面，27
个提供报告数据的国家中有 65%达到了世卫组
织确定的目标，即确保至少 60%的抗生素消费
来自“可用”类抗生素，这类抗生素对广泛的常
见感染有效且产生耐药性风险较低。 （刘曲）

联合国官员：将生物多样性
纳入商业战略和决策主流

据新华社电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
书处执行秘书伊丽莎白·穆雷玛 12月 12日呼
吁，各国工商企业有必要将生物多样性相关因
素纳入商业战略和决策的主流。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COP15）第二阶段会议期间召开的“商业与生
物多样性”论坛上，穆雷玛对企业界在本届会议
上的活跃表现以及为推动“2020年后全球生物
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框架”）达成所展现的
积极态度表示赞赏。

穆雷玛说，“框架”的达成不仅仅是政府事
务，“也是关乎我们所有人的事情”，“企业现在
采取并加快行动很重要，一切照旧不再是一种
选择”。

中国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张玉
军主任在论坛上说，中国生态环境部持续推动
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改革。 （林威史霄萌）

这套关键技术中藏着“秘方”：既控制钢水的
纯净度，又控制稀土的纯净度，称为“双低氧”。

经过 15 年研发，稀土轴承钢的拉压疲劳
寿命提高了 40 多倍，滚动接触疲劳寿命提升
了 40%。

之后，在对比夹杂物三维形貌和尺寸时，李
殿中和李依依等人把自己研制的稀土轴承钢，以
及从国外进口到的最好的轴承钢，切成试片，进
行电解和夹杂物的淘洗、分离，放进扫描电镜观
察。拍出的照片显示，稀土轴承钢里的夹杂物呈
现为一粒粒直径小于 5微米的小球，而国外进口
的轴承钢中则为 50微米以上的条状。

做高端轴承不用再跑半个中国

科研人员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怎么把高端
材料变成高端轴承。

起初，李殿中等人与国内优势企业合作研制
机床轴承，发现想做一个好的轴承，要“跑遍半个
中国”。做一个好轴承有 100多道工序，例如，锻
造在广东，车加工在山东，热处理在辽宁，磨加工
在浙江，组装在黑龙江、浙江，轴承现场测试又要
回到广东。

国内的轴承加工水平和技术体系也让人忧
心。滚子是盾构机主轴承运转时承受负荷的元
件，也是大型滚子轴承中最薄弱的零件。盾构机
主轴承技术总师、中科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胡小
强曾带人专门对滚子的质量和生产情况做过调
研分析。他们发现，进口的 3米级主轴承里的滚
子精度非常高，无论是从粗糙度、硬度均匀性还
是接触面、工作面来看都非常好，而国内由于受
国外进口设备限制，大型滚子加工精度只能达到
二级，不能实现一级精度加工。
复杂的工艺、薄弱的链条，都让李殿中和胡

小强心中不安：“任何一个环节做不好，最后就会
导致轴承的服役寿命不长、性能失控。贯通技术
链，不让每一个环节掉链子十分重要。”

2020年 2月，中科院 C类先导专项———“高
端轴承自主可控制造”获批成立。这让科研人员
吃下了“定心丸”。

C 类先导专项是中科院发挥国家战略科技
力量建制化优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聚焦
“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启动设立的重大科
技攻关任务。

在先导专项的支持下，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整
合所内轴承钢、热处理、陶瓷、保持架等 12个团
队，凝聚中科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等中科院 7
家研究所的力量，组成了覆盖轴承研发、轴承材
料、制造、评价与服役全生命周期的全链条团队。
“我们还汇集了全行业的优势力量，不管国

企、民企，只要动作快、有力量，我们就一起干。”
李殿中说。

20多家科研机构和企业各显神通，主轴承
材料制备、精密加工、成套设计中的 12项核心关
键技术问题先后得到解决。他们研制出的直径
100毫米以上的一级滚子，使我国轴承行业突破
了一级大型滚子精密加工技术。
轴承研制耗时 3年，团队用 1467.4吨稀土

轴承钢研制出 41支大型套圈、7996粒滚子、492
段铜钢复合保持架，光焊缝就焊了 36.9万条。
最终，国产的直径从 3米级到 8米级的盾构

机主轴承逐一诞生。其中，直径 3米的主轴承已
应用于沈阳地铁工程。
回顾数十年的研发历程，李依依感慨，8 米

级盾构机主轴承的研制成功得益于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在稀土钢性能提升、滚子精度提升、
铜钢复合保持架研制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
用，而主轴承的研制也进一步带动了基础学科
的发展。”
“盾构机用超大直径主轴承的研制成功，为

我国高端基础零部件攻关提供了良好的范式，是
‘贯通技术链、打造创新链、对接产业链’的积极
实践，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开展‘政产学研
用’协同创新的生动体现。”李殿中说。

历时十多年，
他们啃下这块“硬骨头”
（上接第 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