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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知科技

人造子宫能代替母亲孕育宝宝吗
鲜事鲜事新

古人类的物理遗存，例如骨头或
牙齿可以告诉我们大部分信息。此
外，科学家在古代DNA方面的发现也
源源不断。

202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
得者斯万特·帕博开创了一个研究领
域，他首先拼凑了尼人的基因组。在
发现和解释古代DNA方面的进步，使
科学家能够看到基因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发生的变化，甚至有可能计算出来
自不同地区的人从人类远古表亲那里
继承了多少遗传物质。

研究表明，一些非洲人几乎没有
尼人的DNA，而现代人的欧亚人群有

1%—2%的DNA来自尼人。在世界大
部分地区几乎检测不到丹人的DNA，
但在从新几内亚岛延伸到斐济群岛的
美拉尼西亚人的DNA中，丹人的DNA
占4%—6%。

科学家表示，尽管只有 10万尼人
曾经存在过，但他们基因组的一半仍
然存在，分散在现代人中的各个角落，
这也足以切切实实地影响现代人类。
例如，尼人的DNA与格雷夫斯病和类
风湿性关节炎等自身免疫性疾病有
关。

英国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人类
进化研究员克里斯·斯特林格表示，从
非洲走出来的智人通过与尼人和丹人
混居，免疫系统得到了快速修复，这在
5万年前是个好消息。但今天的结果

就是，一些人的免疫系统过于敏感，有
时会自我攻击，导致类风湿性关节炎
等疾病。

2020年，斯万特·帕博团队证实：
感染新冠后发展为重症的风险是由从
尼人那里遗传到的大约50kb（千字节）
长度的基因组片段所引起的。2021
年，他们又发现一个能够减轻新冠重
症的基因片段，也是从尼人遗传而来。

尽管如此，每一项新的科学发现
都表明，我们应感激“失散”多年的远
古表亲。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
古人类学家约翰·霍克斯说，人类进化

并不关乎“适者生存”，而是关乎“交流
与融合”。

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研究人员
希望从越来越微小的古代生命痕迹中
提取更多信息。科学家甚至在现代人
的遗传密码中发现了“幽灵种群”（其
化石尚未被发现的群体）的证据。即
便没有化石，今天的科学家也可以从
古人类曾经生活过的土壤和沉积物中
获得DNA。

科学家们希望在世界上更多的
国家建立生物样本库，找到更多证
据来证明我们与远古表亲在多大程
度上交流与融合。瑞典卡罗林斯卡
医学院的雨果·泽伯格博士说，因
此，我们或许不应该把他们定义为
一群“陌生人”。（据《武汉科技报》）

前段时间，网络上出现了一批消
息，说是有位 39岁的博主去高原旅游
半个月，结果身高竟然长高了2厘米。

看到这样的消息，很多网友也纷纷
表示想去西藏之类的高原地区旅个游，
让自己再长长个。那去高原旅游一段
时间，真的能让已经停止长个的成年人
继续长高吗？

其实，这事并不靠谱。目前并没有
任何科学研究能够证实高原地区能够
让人长个子。且不说30多岁的成年人
已经停止长高了，这个长高速度也是相
当离谱的。

根据 2018 年国家卫健委发布的

《7~18岁儿童青少年身高发育等级评
价》，一般情况下，处于青春期，生长旺
盛阶段的孩子每年身高增长也只有 10
厘米左右，成年人半个月长高2厘米这
件事也不太靠谱了。虽然去西藏不能
让人长高。但如果你去一个更高的地
方，那还是有机会长高的。

去太空真的能长高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

统副总设计师、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
心总体室主任吴大蔚的说法，航天员在
太空中常驻一段时间后，身高确实会有
3—5厘米的变化。

这是因为在微重力环境下，椎间盘

之间的缝隙会变大，让脊椎变长了。因
此，人们在为航天员设计衣服的时候，
也需要考虑到这一点。不过，航天员在
太空“长”出来的身高只是暂时的，在回
到地球的正常重力环境后，椎间盘之间
的间隙又会恢复原来的大小，多出来的
身高也会“缩回去”。

不过，这个“一拉一缩”的过程，可能
会对航天员的身体造成一些不利影响。
在2016年，《脊柱》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
究就指出了这一点，研究观察记录了美
国宇航员的身高和脊柱相关的生理指
标，发现宇航员在太空中停留6个月的时
间，确实长高了4—6厘米。但这些宇航
员也出现了脊柱疼痛的问题。这跟脊柱
周围的肌肉含量下降存在一定的关系。
而且，对比宇航员和其他战斗机飞行员
的数据，会发现宇航员患椎间盘突出的
风险比其他飞行员要高4.3倍。

目前，国内外的航天员在太空中都
是要进行特定的锻炼，以减小微重力环
境对身体产生的负面影响。

相比于长高
成年人更应该关注“老缩”

对于接近 40岁的成年人来说，长

高已经不再是需要特别关注的事情
了。相比之下“老缩”（也就是随着年龄
增大，身高会开始“缩水”）才是更值得
关注的事情。

根据阿肯色医科大学老年病学家
Pham Liem 的说法，随着年龄的增长，
老年人可能会因为关节之间的软骨磨
损、骨质疏松症等等原因导致脊柱变
短，从而变得更矮。而对于成年人来
说，也可能因为肌肉量下降而引起身高
下降。在 30岁到 70岁之间，成年人的
身高可能会降低大约2.5厘米，而在 80
岁之后，可能会继续减少 2.5厘米。而
另一项针对45岁以上中国人的调查预
测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大约会

“缩水”3.3 厘米，女性会“缩水”3.8 厘
米。

虽然“老缩”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
情，但这项研究还发现，“老缩”的程度
跟人们的生活条件，特别是营养水平有
很大程度的负相关性。也就是说，注意
均衡饮食确保钙质的摄入，以及保持运
动，减缓肌肉量下降的速度，也可以减
少身高“缩水”。

（据《成都商报》）

联合国此前预测，到2023年，全球
人均产生 8公斤电子垃圾。这意味着
一年内丢弃的电子垃圾将达到6130万
吨。全球废弃电气电子设备（WEEE）
论坛官网近日报道，在这些含有贵重物
质和有害物质混合物的废物中，只有
17.4%会“在全球范围内得到适当收
集、处理和回收”。剩下的5060万吨将
被投入垃圾填埋场或焚烧，以不合标准
的方式处理，或者干脆囤积在家中。

国际电子垃圾日由WEEE论坛及其
成员发起，于每年10月14日举行。“隐形”
电子垃圾成为了今年第六届国际电子垃
圾日的焦点。之所以称之为“隐形”，是因
为它们并不被消费者视为电子垃圾。

WEEE论坛与联合国训练研究所
合作，量化了全球有多少电子垃圾是在
没有意识到有回收潜力的情况下被处
理掉的，并在12日发布的《2023年国际
电子废物日隐形电子废物统计简报》上
公布了结果。

电子玩具产生垃圾占大头
据估计，每年，大约1/6的电子垃圾

是“隐形”的。这包括未使用的电缆、电
子玩具、LED装饰的奇装异服、电动工
具、电子烟设备以及其他无数小型消费
品。如果将这些“隐形”电子垃圾集中
在一起，总计达90亿公斤，相当于近50
万辆40吨重卡车的重量。

在这些电子垃圾中，占比排在第一
位（约 1/3）的是电子儿童玩具，约 32亿
公斤。每年被丢弃的73亿件玩具中包
括赛车套装、电动火车、音乐玩具等；其
次是电子烟，每年重达 4200 万公斤。
研究报告估计，一年中有8.44亿支电子
烟被扔掉，重量相当于3座纽约布鲁克
林大桥。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一项调查显
示，英国小型“快科技”（fasttech）电器的
消费正在成为新问题。去年，有近5亿
件小型电器被扔掉，例如电缆、灯、迷你
风扇和一次性电子烟。报告称，这些

“快科技”产品指的是快时尚的电子版
本，是增长最快的电子垃圾类型。

废弃电缆可绕地球107圈
为什么扔掉这种“隐形”的电子垃

圾会带来问题？WEEE论坛总干事帕
斯卡·勒罗伊称，“隐形”电子垃圾因其
性质或外观未受重视，因此消费者忽视
了其可回收潜力。

美国《新闻周刊》称，电子垃圾被丢
弃的同时也造成了资源的浪费。电子
垃圾代表着稀有金属和材料的丰富来
源，这些金属和材料因产品而异。

“电池通常含有钴、锂，而所有电缆
都含有铜。”勒罗伊称，智能手机几乎含
有元素周期表中的所有元素。如果这
些产品被扔掉，这些材料无法被利用并
回收成新产品，将需要开采来满足需
求。与回收和利用废物相比，采矿对生
态的破坏性更大。

每年总共有近 570亿美元的稀有
金属和原材料以电子废物的形式被丢
弃。其中，“隐形”电子产品中可回收原
材料的价值近100亿美元。

研究发现，去年全世界丢弃了 9.5
亿公斤电缆，其中含有珍贵且易于回收
的铜，这些电缆足以绕地球107圈。据
美国雅虎新闻网报道，仅在欧洲，到

2030年，为满足可再生能源、通信、航
空航天和国防等关键行业不断增长的
需要，铜的需求预计将增加6倍。

“隐形”垃圾存在大风险
这些“隐形”垃圾还可能含有有害

物质，会渗入到环境中。勒罗伊表示，
铅、汞、六价铬、镉、多溴二苯醚都是有
害物质，虽然它们在新产品中的使用受
到限制，但仍然存在于许多产品中，如
果处理不当，铅、汞或镉等物质可能会
渗入并污染土壤和水。

此外，电子烟等设备中含有锂，被丢
弃后还会带来火灾隐患。同时，锂又是
一种关键的电池矿物，为向清洁能源过
渡，世界需要大量的锂。勒罗伊认为，这
是一个值得令人高度关注的问题。

欧盟环境专员维吉尼尤斯·辛克维
丘强调，电子设备生产和消费的持续扩
张对环境和气候产生了重大影响，因
此，不仅要减少其对环境的影响，还要
加快延链强链，促进电子产品的循环经
济发展。

（据《科技日报》）

近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FDA）的儿科咨询委员会召开独
立顾问会议，讨论是否批准进行全
球首个“人造子宫”人体临床试验，
引发广泛关注。什么是人造子宫？
它真的能代替母亲孕育宝宝吗？

目前只是短期抚育器
人造子宫最早由英国出生的印

度裔生物学家、遗传学家哈登在
1924年提出。

2017年 4月，美国费城儿童医
院的阿南·弗雷克团队发表研究成
果：一只无毛的羊羔侧睡在一个充
满液体的透明袋中，这只羊羔是弗
雷克团队进行人造子宫实验的受试
者之一。该团队制造的人造子宫是
一种由特殊材质制成、类似塑料袋
的“生物袋”，并在早产羔羊身上进
行了实验。生物袋中充满电解质液
体模拟羊水，袋子外部配置了一个
机器胎盘装置与早产小羊脐带连
通，实现营养物质交换。研究人员
将早产羊羔在人造子宫中养育了 4
周左右，其间早产羊羔全部正常发
育，部分出生小羊也与正常分娩的
小羊没什么明显差异。

弗雷克团队的研究成果证明人
造子宫首次通过动物试验。该成果
发表后激发了人们无限想象，生命
体外孕育似乎逐渐走进现实。

弗雷克团队表示，人造子宫技
术旨在改善超早产儿的存活率和长
期健康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将早产
定义为妊娠37周前出生，不足28周
出生的婴儿属于超早产儿。早产可
以自发发生，也可因感染、高血压等
使宫内环境不再适合胎儿生存。从
目前来看，他们研发的人造子宫承
担着孵化器作用，在妊娠的最后阶
段扮演子宫功能。让早产儿在体外
继续发育，度过发育不成熟的艰难
时光，以救活早产儿。

完全替代面临诸多难题
与医生和科学家针对早产儿所

研制人造子宫不同，公众有着更高
的期望，希望“用人造子宫完全代替
母体孕育生命”。要实现这一期望，
人造子宫还面临着两大难题：技术

和伦理。
从技术来看，现有的人造子宫

从羊羔到人类仍需要技术上突破。
处于同一发育时期的羊羔要比人类
胎儿大2—3倍左右，开展人体实验
意味着医生需要在更精细的范围内
开展手术，并进一步缩小人造子宫
以适应人类早产儿，这在技术上存
在着挑战。

另外，从理论上讲，人造子宫必
须至少符合两个条件才能实现完全
代替自然生育：一是具有子宫内膜
接受受精卵着床；二是受精卵着床
后，能形成胎盘，满足母胎之间的营
养和氧气供给和交换。现有的人造
子宫更像是一个短期的孵育器，在
胎儿发育的最后阶段完成体外生
长。目前，妊娠早期胚胎着床、胎盘
建立等诸多环节尚未实现，无法支
持从受孕到出生的整个过程。因
此，在技术上还不能达到自然子宫
的要求。

弗雷克团队积极寻求监管部门
批准开展人造子宫人体临床实验，
这也引起了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伦
理争议。作为辅助生殖技术之一，
最初试管婴儿技术因没有经过自然
生殖过程，被认为不合伦理。辅助
生殖技术目的并不是对自然生殖的
革命，而是治愈疾病手段，因此在严
格规范适应症后，该技术因解决生
育困难而逐渐被接受。从伦理来
看，能正常生育的人是否可以用人
造子宫代替生育？失去女性子宫保
护环境，人工子宫孕育孩子会不会
存在缺陷？母亲与胎儿的割离，会
不会影响母婴之间建立情感？所
以，人造子宫能否代替人类生育，不
仅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实现技术突
破，还需要更为完善的法律和伦理
规则来支撑。

最终，关于“人造子宫人体实
验”，FDA 会议未能按照既定日程
投票，会议认为动物实验基础是
否足够、儿童保护和安全监测等
问题尚未能够解决，需要进一步
的讨论。

（据《科普时报》）

英国卫生部门近期宣称，最新研制
的超灵敏3D人体扫描仪在治疗癌症、痴
呆症等方面迈出了巨大的一步，能以前所
未有的速度和准确性检测出严重疾病。

这种新型设备可以在5分钟内完
成人体全身扫描，在1分钟内完成儿童
全身扫描。它将提供一次性全身扫描，
而不像当前设备提供多张扫描图像，且
扫描速度更快、更灵敏，便于医生检测
到较小的肿瘤和人体异常情况。专家
介绍，这种PET-CT扫描仪可用于癌症
患者治疗，检测肿瘤是否扩散，此外，还
可显示药物是否有效清除了心脏病患
者血管内的堵塞，以及痴呆症患者大脑

中有害分子积累的情况。
常规PET-CT扫描仪需要向患者

体内注射一种轻度放射性物质，通过它
对肿瘤或血块的附着，来显示病灶的位
置。其缺点是传感器仅能探测到20厘
米直径范围的放射性物质，所以患者需
要在多个时间点重复接受扫描，以便将
扫描图像拼接在一起。而这款3D人体
扫描仪拥有更多的传感器，覆盖面积是
人体的4倍以上，能够对身体大部分区
域一次性成像，且对患者使用的放射性
物质剂量更低。专家指出，这项技术可
能会为医学带来重大变革。

（据《北京日报》）

智人幸存要感谢远古智人幸存要感谢远古““表亲表亲””

从某种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说，，尼安德特人尼安德特人（（以下简称以下简称““尼人尼人””））

仍仍““活活””在我们体内在我们体内，，因为在我们的每个细胞所保存的因为在我们的每个细胞所保存的

““祖传祖传DNADNA””中中，，它们很可能它们很可能““亦有贡献亦有贡献””。。

包括丹尼索瓦人包括丹尼索瓦人（（以下简称以下简称““丹人丹人””））在内的人类的在内的人类的

远古远古““表亲表亲””，，曾经与我们早期智人祖先一起生活曾经与我们早期智人祖先一起生活。。他们他们

在共存期间有了后代在共存期间有了后代，，因此这种因此这种““混血混血””基因得以延续基因得以延续。。

利用新兴的利用新兴的、、先进的技术来拼凑古代先进的技术来拼凑古代DNADNA片段片段，，

科学家们发现科学家们发现，，人类从远古的表亲那里继承的特征现人类从远古的表亲那里继承的特征现

在仍然存在在仍然存在，，影响着我们的生育能力影响着我们的生育能力、、免疫系统免疫系统，，甚至甚至

影响着身体应对新冠病毒的能力影响着身体应对新冠病毒的能力。。

我们“体内的尼人”

进化关乎“交流与融合”

高原旅游半个月增高高原旅游半个月增高22厘米厘米？？
错错！！真能长高的地方是……真能长高的地方是……

百亿美元价值被忽视

“隐形”电子垃圾成焦点

图片来源：IC photo

一项新研究发现，夜间暴露在光
线中会扰乱人体生物钟，增加患精神
疾病的风险，但白天的光照会减少这
一风险。该发现启发一种新思路，用
于改善心理健康。

人体的昼夜节律通过环境光线变
化作出反应，调节警觉和睡眠周期。
虽然锻炼、社会活动和气温等都能影
响昼夜节律，但光线仍旧是最强有力
的影响因素。昼夜节律混乱是许多精
神疾病的常见特点，为此，澳大利亚蒙
纳士大学研究人员做了世界上最大的
关于暴露在白天和夜晚光线下对精神
疾病风险影响的研究，从英国生物样
本库招募了 86772名成年人，对他们
暴露在灯光下的睡眠、身体活动和精

神健康等情况进行检查。结果显示，
夜间暴露在大量灯光下的人，抑郁症
风险增加了 30%；而暴露在白天大量
光线下的人，抑郁症风险下降了20%。

研究共同作者之一肖恩·凯恩称：
“我们的发现将产生潜在的巨大影响。
一旦人们了解到灯光暴露形式会对自
己的精神健康产生强有力的影响，他们
便能够采取一些简单的方法去改变，比
如，白天获得光明，晚上得到黑暗。”

现代社会中，人造光和来自手机、
电脑和电视机荧屏的光，使人体的生
物钟混乱。凯恩称，晚上避开灯光，白
天寻求光线，可能成为一种简单有效
的改进心理健康的非药物方式。

（据《北京日报》）

夜间暴露在光线中有害
或使患抑郁症风险增加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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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人体扫描仪5分钟成像
可筛查癌症痴呆症等重疾

在华盛顿史密森尼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人类起源大厅在华盛顿史密森尼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人类起源大厅，，大屏幕上向观众展示着人类祖先的面孔大屏幕上向观众展示着人类祖先的面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