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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原产于中国 ， 已有
5000 多年的种植历史。大豆栽培
在我国乃至世界的农业生产中都
占据重要地位， 因此驯化和改良
大豆的相关研究，从未停止过。

近日，广州大学、澳大利亚
塔斯马尼亚大学、中国科学院遗
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武汉理
工大学等多家研究团队合作，发
表研究论文称，他们发现 Tof11
和 Tof12 这两个有特定分子结
构的 PRR 同源基因可调控大豆
开花期，而大豆开花期在大豆驯
化中的生态适应过程中能起到
关键作用。

最早的大豆是由分布于我
国黄淮流域（北纬 32-40 度）的
野生大豆驯化而来。 大豆是典型
的光周期极为敏感的短日照作
物，野生大豆比栽培大豆对光周
期要更为敏感，开花期和成熟期
相对栽培大豆也延迟很多。 而栽
培大豆通过驯化与改良，已相对
适应更广泛的地理生态环境。

但其单个品种或种质资源

一般仍只适宜于纬度跨度较小
的区域内种植。 因此，如何让大
豆适应不同生态区环境一直是
重要的科研问题。

新研究发现，利用全基因组
关联分析、图位克隆、分子生物
学等手段，克隆了这两个可调控
大豆光周期的同源基因 Tof11
和 Tof12：通过减弱生物钟基因
LHY 对豆科特有的花期因子 E1
的抑制，导致成花素基因 FT 表
达下调。 此举最终可令大豆延迟
开花，从而进一步缩短了栽培大
豆的开花期和生育期，因此提高
了栽培大豆的适应性和种植。

该研究不仅进一步建立了
完整的光周期调控分子网络，
阐明了大豆适应高纬度生态环
境的遗传基础， 还发现了大豆
驯化过程中同源基因的逐步进
化与选择的分子机制， 从而确
认了光周期开花是作物核心的
驯化性状。

该论文已于 3 月 30 日发表
在 Nature� Genetics 杂志上。

昆明动物研究所最近在人
类创造力遗传基础方面取得新
进展。 研究人员发现，创造力与
精神分裂症、抑郁症、冒险行为、
智力等共享许多遗传基础。

该研究结果日前在线发表
在 Schizophrenia� Bulletin 杂
志上。

准确测量创造力很难
创造力是人类特有的一项

重要特质，一般被描述为“发现
新问题，产生新想法、视角，以及
发明创造，从而传达或解决问题
的能力”， 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
重要推动因素。

创造力一直被认为与智力
等特质有关。 但有研究表明，与
智力相比，创造力在人类进化史
中的形成时期更晚，大约形成在
6 万到 3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
晚期，可能与同时期智力活动中
的艺术、科学、政治、宗教、语言
的出现有关。 因此创造力也被认
为是区别人和其它物种的主要
特征之一。

但目前人们对创造力的成
因仍不清楚，普遍认为创造力是
一种有一定遗传力的内在稳定
特质，会受到包括基因、家庭社
会环境、个人经历及教育等多方
面因素的影响。

如何准确测量创造力的确存
在一定难度，但多项流行病学调查
表明，创造力和精神疾病、个性、冒
险行为等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分析了 5000 个中
国人的基因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
所李明课题组，近期与北京师范
大学心理系和认知神经科学与
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合作，试图
解析创造力的遗传基础。

研究人员利用合作方开发
的“典型行为测验的创造性思维
能力”问卷，在近 5000 个中国人
中进行了创造力评估，并开展了
全基因组关联分析。

研究发现，遗传因素在创造
力中占比与其在智力等性状中
类似，需要极大的样本量才可检
测到显著单位点遗传效应。 利用
多基因风险分数的分析，发现创
造力与精神分裂症、 抑郁症、冒
险行为、智力等共享许多遗传基
础，并证实了它们内在遗传基础
的关联。

他们还发现，影响创造力的
遗传位点可能也会影响人类大
脑中壳核和伏隔核的体积。 壳核
是埋藏在两侧大脑半球深部的
一些灰质团块中的一部分，它处
于构成大脑豆状核的外侧；伏隔
核则是基底前脑的一个较大的
核团， 是一组波纹体中的神经
元，被认为在大脑的快乐中枢对
诸如食物、性、毒品等刺激会有
反应。

这一发现对于进一步探索
创造力形成的神经生物学基础
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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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教授在讲座中提到，中
国在 2016 年已开始了全世界第
一例肺再生的修复临床试验。 一
位姓彭的老先生通过长达一年
的干细胞移植的治疗，他之前被
认为是“永久性损伤”的一部分
肺部结构得到了修复，肺功能从
10%提升到 97.3%。

目前中国的研究者们已在
全国和世界范围内推进这种临
床研究。 2019 年 3 月，通过国
家药监局的受理， 第一代干细
胞新药 REGEND001 细胞制剂
已获得国家药监局 1 类新药临床
试验受理。左教授认为，在不远的
将来，可能两到三年之后，这个技
术便可以惠及更多的人群。

研究还在进一步推进———
他们希望能结合基因工程，培
养出更多有特殊功能的干细

胞， 再把这些具有特殊功能的
干细胞移植到人体内， 做出一
些有特殊功能器官的“增强
人”。 比如他们可以用一种叫抗
菌肽的基因，来修改肺干细胞，
让肺部干细胞穿上对抗感染的
“盔甲”， 这样患者以后便不会
轻易被普通细菌的感染， 具有
了特殊的抗菌能力。 这对于临
床上反复感染无法治疗的患者
有非常大的价值。 类似的研究
还在延伸到更多人类器官，比
如肾脏、肝脏、肠道、子宫等。

或许有一天， 我们去医院
换肺、换肾、换肝……就像去商
场挑件衣服那么容易了———这
当然是我们的美好愿望。 如果
这个愿望成真， 人类整体的平
均寿命提升 20 岁自然不会是
难题。

德国大陆电子将基于 HMC
Genesis GV80 车型的高阶版本 ，
向市场推售一种基于自动立体
3D 显示器的仪表盘。

这种 3D 显示器可以在屏幕
上以三维的方式显示刻度 、指针
等物体 ，例如在驾驶员的视线中
显示停车标志警告。 通过这种技
术 ，用户不需要佩戴任何特殊的
眼镜就可以看到三维警告信号。

这种技术其实是一种被称
作“视差屏障”的 3D 技术。 这种
技术使用倾斜的障栅来为用户
左右眼分别呈现出同一对象在
不同视角下的图像。 当用户左右
眼同时看到两个不同的视图后 ，
就会像看到实物一样在大脑中
形成一幅三维图像。

该仪表板系统内部设计的
摄像头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非
常重要的作用。 它会在系统工作

时 ， 不断地检测驾驶员的视线 ，
并据此调整仪表盘上所呈现的
3D 视图。

另外 ，为了防止驾驶员过长
时间 将 注 意 力 集 中 在 3D 屏 幕
上 ，该摄像头也会通过注意力检
测 ，向驾驶员提出不要分心或疲
劳驾驶等预警。

（BOBO/文 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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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 同济大学医学院教
授左为在中科院主办的 SELF 格致
论道讲坛上讲到器官修复的专业研
究成果时， 曾提到人们可能都尝试
过的一个小试验： 大家屏住呼吸直
到倒计时结束， 感受一下那种窒息
感。 他说这种窒息感其实是那些肺
纤维化患者的日常感受。 这些患者
可能要靠呼吸机来辅助呼吸， 甚至
需要人工肺来帮忙———而未来有一
种基于干细胞的再生修复技术，也
许可以帮到他们。

这种再生修复技术目前仍处于
试验阶段， 尚未广泛推广应用，但
左教授称：“未来20年，相信我们可
以拿出20套器官再生修复的整体
解决方案。 它带来的直接后果，可
能就是人类整体平均寿命可以提
升20岁。 ”

希腊神话中，有一位因盗取天火而被惩罚的神
祇普罗米修斯。 他被绑在绝壁之上，每天白天会有
一只老鹰来吃他的内脏， 晚上内脏又重新长起来，
但第二天又被吃掉，痛苦永不停息。 这或许正反映
了古希腊人民对于器官再生的美好愿望。 事实上，
人体任何一个内脏要进行“更新”， 很长时间以来
几乎都是不可能的。

达·芬奇的一个相关展览中， 曾公开展出过
这位著名科学家的解剖手稿。 达·芬奇曾参与解
剖了将近 20 多具尸体， 其解剖水平极大地领先
于当时他所处的时代，他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
把肺的结构图画出来的科学家（如右图 ）。 他画出
来的肺非常精巧、精细，是一个由支气管和肺泡
组成的器官。 可以看出，人们在 16 世纪时已经知
道，肺其实是一个软组织，是支持我们呼吸、交换
能量的一个结构。 我们的肺部就像一棵倒着长的
树———支气管从喉咙下面开口，有 23 级分支，最
终形成了末端上亿的肺泡———我们称之为“呼吸
的树状结构”。 如此精巧的肺，想要“换一个新的”
只怕更是难上加难。

因此肺部出了问题，通常是件很严重的事。 禽
流感等重症流感其实可以让一个人的肺在短短两
周内就彻底毁掉———肺的固体状态会变成液态，整
个肺可以用一根吸管就吸出来；另一方面，肺部如
果出现纤维化，则意味着肺会变得非常硬，硬到连
刀都割不动，此时它失去了正常的弹性，也没有办
法维持正常工作。 如果人类不能呼吸，后果肯定非
常严重。

左教授表示 ，我们现有的所有药品、所有的
输液方法和传统的手术技术，暂时都没有办法治
疗这一类疾病。 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只能进行
肺移植。 而这类疾病的病人量却非常大。 他提供
了这样一个数据： 在 2018 年， 我国患慢性阻塞
性肺病以及支气管扩张、肺纤维化等的病人加起

来有上百万人 ， 一共却只有 403 例成功实施了
肺移植手术。 这个数据落差相当大。

早在 1963 年， 美国密西西比大学医院的
James� Hardy 博士便实施了全世界首例肺脏移植
手术。 但为什么 50 多年过去了，肺移植仍然这么难
呢？ 因为肺移植还存在许多现实困难， 比如供体不
足、免疫配型困难等。

但人们终于发现，干细胞再生可能是解决肺移
植问题的最理想研究方向。

我们身体的绝大部分组
织器官里面都有干细胞。 它是
一种具有自我更新和分化潜能
特性的细胞， 主要功能就是修
复我们身体里的坏细胞。 它起
始于生命最开始时的受精卵
的胚胎中，最终分化到我们身
体的各个组织器官中。 可惜的
是，随着我们年纪增长 ，这种
非常有用的干细胞存在的比
例只会越小。 成年人身体里的
干细胞可能只有万分之一或
者是十万分之一，所以人才会
慢慢衰老。

倒是一些低等动物， 比如
涡虫、海星、壁虎等，它们却一
生都保留着很强的器官再生能
力。 如果把一只涡虫切成 160
段，每一段都可以长成一个新
的涡虫 ， 就是因为涡虫体内
25%的组成结构都是由干细
胞组成的。

人类的肺也是可以自我修
复的， 毕竟还是有干细胞一直
存在于我们体内。 比如那些患
流感而导致严重肺损伤的病
人， 如果可以挺过最难的 2-3
周，肺就会慢慢长好，两到三个
月甚至能完好如初。 研究者终
于在人类肺部的支气管里面找
到了肺的干细胞藏身之处———
它们不在平滑的管状结构表
面，而是在凹陷的结构上面———

大部分时间它都处于类似于冬
眠的静息期， 只有当肺的炎症、
损伤把它激活之后，它才会出来
工作，去修复肺的损伤。

研究者进一步发现， 成年
人肺里面的干细胞是可以体外
培养的。 如果给它营造了一个
胎儿期的环境， 短短 4 周内这
些肺部的干细胞就可以从上千
个扩增到上亿个， 这是非常强
大的扩增能力。

但干细胞的培养一直是干
细胞研究领域的难题。 好在研
究者们最终还是达到了自己的
目的， 他们将培养出来的干细
胞用水母的绿色荧光蛋白标
记，然后移植到小鼠的肺里，培
育出了长着人肺结构的嵌合小
鼠 。 它 们 被 研 究 者 们 称 为
Chimera，这是一种古希腊传说
中狮头羊身的神兽。 研究者们
希望通过这种嵌合小鼠的肺，
最终研发出能解决干细胞治疗
难题的“干细胞新药”。

这种“干细胞新药”不同于
其他一些药物的地方， 当然是
指它是用干细胞做成的。 我们
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将在体外
培 养 的 数 量 扩 增 后 的 干 细
胞 ，通过一系列操作，就像吃
药一样 ，运输到患者体内，让
它们对患者受损伤的肺部进
行修复。

成年人体内的干细胞只会越来越少

我们还可以轻松换肾、换肝……

我们能像普罗米修斯那样长出新内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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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仪表盘
用上“裸眼 3D 显示器”

再生修复技术

驯化大豆，先控制开花期
———延迟花期，可令大豆种植适应性提升

羊城晚报记者 易芝娜 审美潮
人 趣趣味味

研研究究新新进进展展：：
创创造造力力也也有有遗遗传传基基础础

以色列设计师 Kobi Levi 花 了
一个月时间 ， 设计了一系列动物款
式高跟鞋 ， 推出的限量版十分吸引
眼球。

动物的形象一直被用在各种服
饰上，早就被玩尽各种花样。 但这系
列高跟鞋还是能让人眼前一亮 ，因
为它们并不是单纯地把动物的形象
印在做鞋的皮革上 ， 而是将鞋的样
式设计成动物的形象 。 毕竟鞋的样
式还是相对有限的 ， 所以这一系列
的鞋子才显得格外有异域情调 ，它
们 变 成 了 鲸 鱼 、 美 洲 豹 和 火 烈 鸟
……等各种模样。

设计师坚持每个款式只定制 20
双，这更让这些鞋子身价不菲。

（CC/ 文 视觉中国 / 图）

———与动物朋友们同行

图 / 视觉中国

古希腊神话中一种特殊
的神兽 Chimera

（资料图片）

□那 拉

高跟鞋

大开脑脑脑脑脑脑脑脑脑脑脑脑脑脑脑脑脑脑洞洞洞洞洞洞洞洞洞洞洞洞洞洞洞洞洞洞

可能将人类平均寿命
提升 20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