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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熟悉的器官移植手
术大多是人类捐献者的器官移
植到有需要的人身上，但这次
的器官移植手术内容显然大不
相同，用来移植的器官竟是利
用来自患者自身的细胞体外培
育后“再生”的。

因为人类捐献者的器官数
量太有限，远不足以拯救那些
有需要的患者，科学家们早就
在考虑用什么来替代有限的捐
献品呢？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的数据，人类捐献的器
官每年仅能满足全球不到 10%
的器官移植需求。以中美两国
为例，有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登
记在册的需要器官移植人数大
概为30万，但每年只有约1.6万
个器官能够被成功移植；而在
美国器官移植率约为 20:1，平
均每天就有10人因为等不到合
适的移植器官而死亡。

科学家们想到过“异种移

植”，即用非人类的动物的活细
胞、组织或器官移植或灌注到人
体内。早前的移植猪心脏的病例
就是其中的一次伟大尝试。但跨
越物种移植技术最大的生理障
碍，就是人体免疫系统可能对外
来的组织或者器官产生排斥反
应。给人体移植猪心脏的实验，
虽然艰难地克服了这种人体免疫
系统排斥反应带来的大部分问
题，但最后又输在了异体细胞
DNA带来的病毒感染问题上。

人体自有一套非常复杂的
组织结构，要找到合适的替代
品并非易事。

在这些“土住居民”中，有些
种类的白蚁甚至可以“种地为
生”。它们会利用植物残渣或者
自己的粪便，来制作蘑菇的培养

基（主要成分是白蚁难以消化
的纤维素），慢慢就会形成一
个巨大球形的菌圃——它们
会以菌类长出的菌丝为食，有
些种类的真菌还会长出专门

给白蚁食用的营养体，
彼此形成“共生”。

白蚁和真菌的这种
“共生”关系，对吃货们
来说至关重要。因为
这些真菌们中不少种
类可谓是“山珍”，比
如 ：鸡 枞 菌 、鸡 枞 花
等。这些野生蘑菇在

雨季时节会从蚁巢的菌圃中生长
出来，冒出土壤，成为人类的盘中
美味。

除了能生产食物，白蚁本身
也是食物。看似长相怪异甚至有
点吓人的白蚁，地位其实有点尴
尬——它们并不算凶猛，对很多
动物来说，它们也不过是一种重
要的高蛋白营养品。因为比起蚂
蚁，白蚁更好欺负——它们不像
蚂蚁那样具有硬壳，还“全员皆
兵”地不好招惹。单个的白蚁“战
斗力”十分堪忧，像蚂蚁这种同体
形的昆虫，叼起白蚁就能跑路，似
乎全不费力。

除此之外，白蚁可算得上“命
运多舛”了：穿山甲舔食它们；各
类捕食性节肢类动物也会吸食它

们，咀嚼它们；各种鸟类会啄食它
们；甚至有些灵长类动物（包括
人）都学会了撸根树枝捅进白蚁
洞，去钓它们上来“打牙祭”。总
之，诸多动物都认为：白蚁就是一
道美食。

当然，白蚁虽弱，还是有点防
御手段的。白蚁中有专门的“卫
兵”——兵蚁，它们什么都不会，
即使吃饭都要工蚁投喂，但它们
都有一对巨大且强有力的牙（上
颚），会一门心思地保卫同伴和家
园。此外，还有一种白蚁叫象白
蚁，它们长着个“象鼻”，能向天敌
发射有毒的化学物质用以防身。
但总的来说，白蚁们对抗入侵者
的主要方式，仍然是“生得多，生
得快，你吃得光才算我倒霉”……

刺 绣 艺 术 家 Konekono
Kitsune 说，他最开始学刺绣，
是受到喜欢刺绣的祖母的影
响。但祖母会绣花，他却爱上
了绣菜。他说：“我不是农民，
也不特别擅长烹饪，但有一次
碰巧绣了一棵蔬菜，我发现绣
线的纹理更适合表达这种植物
纤维。”

这位艺术家的工作室，看
上去可能更像是一个农贸市
场，里面摆满了各色蔬菜。辣
椒、花椰菜、羽衣甘蓝、带荚的

蚕豆，等等，都是他创作的对
象。他用线与少量的毛毡做基
底，小心地缝绣出有卷曲叶子
的羽衣甘蓝、豆荚饱满的蚕
豆、红茎绿叶的菠菜等，看上
去如此逼真，有时甚至连植物
根部的泥巴或偶尔的一片枯叶
都被表现得惟妙惟肖。

这种刺绣已不是我们传统
印象中的温婉细腻，而是用一种
较粗的绣线来表达纤维的纹理，
更给人一种随性不羁的灵动。
（文/BOBO 图/艺术家个人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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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一例器官移植手术震撼医学界——
一位57岁的心脏病患者被换上了一颗猪心脏，并成
功存活了近两个月，虽然患者最终还是感染猪巨细
胞病毒而因并发症去世，这样的器官移植术仍让人
脑洞大开。

最近又有一例器官移植手术吸引众人围观——
6月2日，3DBio公司宣布，他们首次在人体实验中，
成功地为一位患有小耳症的20岁出头的姑娘移植
了来自患者自身细胞培殖的3D打印的耳朵。

很多人可能都还记得那只在裸鼠身上培养成形
的人耳朵，而这次3D打印的耳朵与那只耳朵似乎又
不一样。

3DBio 公司本身是一家定
制设计3D生物打印活体植入物
的临床阶段再生医学公司，他们
正在开发的相关技术包括有3D
生物打印机、生物墨水、细胞培
养系统等。

这次的人体实验中，他们首
次成功地从一位原本患有小耳
症的患者身上提取了半克细胞，
并利用专利技术将其培育成数
十亿个体外细胞，用于生产一种
基于胶原蛋白等组成的“生物墨
水”，然后用特殊的3D打印机打
印了一只与患者另外一只完好

的耳朵一模一样的“活的耳朵”，
最终成功移植到患者身上。

实验其实早在几个月前就
在进行了。目前这只打印出来
的耳朵中的软骨组织已成功再
生并与患者的身体自然愈合。
研究人员也惊叹：“它几乎与另
一只原生耳朵一模一样。”

虽然这次成功移植的器官，
还未真正涉及影响到生命存活
的官能器官，但相关专家表示，
这可能是“再生医学新时代的号
角”，至少它表明这种器官再生
技术是可行的。

或许，还是用人体自身的细
胞进行器官再生实验会更靠谱。

早在1997年，已有科学家利用
组织工程技术，在一只裸鼠背上成
功再生了人耳廓形态软骨。这只

“人耳鼠”的诞生虽然显得荒诞怪
异，却给器官再生技术带来了希
望。到2010年，这项技术已发展到
可以利用人类的耳软骨细胞在体
外培养箱中再造人耳廓形态软骨，
将它植入一只“祼鼠”身体后，仍能
与裸鼠的活细胞一起继续生长。

近年来，3D打印个性化假体
技术为器官再生技术带来了新
的启发。关节疾病患者是获益
者之一。目前该技术在髋、膝关
节置换和髋、膝关节翻修甚至复
杂的骨折内固定等方面均实现
了临床应用，在 3D 打印医疗领
域大放光彩。但替换并不是“再
生”，替换的新关节可能需要“活
过来”才能更好地为患者解除痛
苦——今年1月出版的《科学》专
业期刊报道的一项关于人工关
节软骨再生的研究称，美国的生
物工程师已发现利用一套纳米
材料制作的压电支架，便能刺激
动物关节软骨再生。这无疑将
为关节重建锦上添花。

如今这只“3D 打印的人耳”
移植成功，更令研究人员信心倍
增。显然，他们已不仅仅是简单
的造型软骨重建，还做到了让这
只人耳“再生”并与人体“自然愈
合”。他们甚至已经开始探讨如
何让这只“再生”的人耳进一步
完成神经系统、免疫系统等的重
建或再生。然后下一步，实验目
标应该还会扩大到包括“再生”
鼻子、“再生”脊柱甚至是乳腺癌
手术后的乳房重建，为人类带来
更多福音。

这项技术在真实世界中的应
用，将带来再生医学领域的革命
性变化。

捐献器官不够用，
“异种移植”来帮忙

人体细胞体外培育，3D打印体也能“再生”

刘畊宏直播间里的白蚁真的能吃?
蛋白质含量是牛肉的N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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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是一群
悲情的“小强”

前阵子刘畊宏直播间里忙着打白蚁，
有人说恨不能油炸了吃掉。的确，对于很
多动物来说，这种会飞的白蚁就是一种重
要的高蛋白营养品。

5月、6月正是白蚁的繁殖季节，在有
白蚁分布的地区，又会见到这种小虫子飞
来飞去。这些小虫子是害虫吗？有必要
对它们赶尽杀绝吗？如果它们真进了你
的家门，你又该怎么处理呢？

这些长了翅膀到处飞的小虫
子正是白蚁的繁殖蚁。繁殖蚁成
群结队出来聚会的行为，专业术
语称之为“分飞”——就是白蚁们
的“相亲大会”。

这“相亲大会”通常都约在雨
夜。它们聚集在昏暗灯光下，一晚
上过去，可能就只见到它们留下满
地的翅膀和落水的同伴。正是因
为它们喜欢在下雨天出来约会的
习惯，人们又称它们为“水蚁”。

但不管是叫白蚁还是水蚁，
它们都不能与蚂蚁混为一谈。

白蚁并不是白色的蚂蚁。昆
虫学家早已将白蚁和蚂蚁分到了

两个家族中——白蚁原本自立门
户，统称为等翅目，后来又归进
了被称为“小强”的蜚蠊目，变成
了一类具有社会性生活习性的

“蟑螂”；而蚂蚁却和胡蜂、蜜蜂
是同一类。

与绝大多数蟑螂一样，白蚁
也是以烂木头、烂树叶等的腐殖
质为主要食物来源的。而蚂蚁的

“菜单”上，除了各种甜食，还有
各种昆虫，甚至包括白蚁——要
知道，白蚁的蛋白质“是牛肉的N
倍”，对蚂蚁而言可谓上等佳肴。

白蚁与蚂蚁都是社会性昆
虫，但这两类在成员组成上却有

些不同。
交配后，白蚁是雌雄“双双把

家还”——配对后就一起找合适
的住处，一起挖掘筑巢，生儿养
女，之后建成大家族，成为我们通
常所说的“蚁王”“蚁后”。我们常
见到的大白肉虫的蚁后，其实就
是“婚后发福”的白蚁“蚁后”。

而蚂蚁的雌雄繁殖蚁在交配
之后，雄蚁便一命呜呼，独留下
雌蚁自己挖掘巢穴、养育后代。
所以蚂蚁只有“蚁后”，并没有

“蚁王”。因此，相较之下，一个
巢穴中的白蚁成员数量也普遍要
大于蚂蚁的数量。

白蚁吃木头这事，的确让我
们恨之入骨，看到它们就想将之
尽数消灭。因为对于过去那些基
本以木结构为主的房子来说，白
蚁确实破坏性极强。古文中提到
白蚁时曾说“城门自倾，大船自
复（覆）”，“新构房屋，不数月为
其食尽”，这些还真不是夸张。

但真的要对它们除之而后快
吗？且慢。白蚁其实是自然界中
非常重要的一分子。它们的食物
来源主要是木头和其他的腐殖
质。它们能以其他分解者数倍的
速度，将这些死亡的植物快速降

解成土壤中的营养物质，加速自
然界物质的循环。木头可不是好
消化的食物，白蚁能以木头为食
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它们有“内
援”——它们的肠道共生菌能够
帮助它们把木头消化，转化成它
们需要的营养——这些共生菌就
像传世的宝贝一般，年长的工蚁
会通过反哺的方式将共生菌传递
给年轻未成年的工蚁。

朽木的空间本就有限，或许
也因此限制着这类白蚁的家族
并不会太大。这些“分飞”后就
双双栖息在你家中朽木内的白

蚁，其实只是白蚁大军中的少
数 。 大 部 分 的 白 蚁 都 住 在 土
里，以分解自然界的腐殖质为
生的，比如我们常见的黄翅大
白蚁和黑翅土白蚁，这俩就是
我们见到“白蚁相亲大会”的主
要成员，它们就住在深深的地
下。在一些纪录片中，我们还
能看到有些白蚁会将巢穴向地
面上发展，筑就一个个巨大的

“蚁造烟囱”。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白蚁爱

吃烂木头的习性与人类的利益有
冲突，就对它们赶尽杀绝。

但人类对于入侵到自己家中
的白蚁还是持“斩尽杀绝”的态
度。因为一旦被白蚁入住到家中
的木制品内，还真是一场悲剧。

所幸，白蚁繁殖蚁看似浩浩
荡荡，其实并不用太担心，要防
止它们入住或者消灭掉它们也并
不难。我们可以这样做——

一、严防：现在的住房大多都有
防蚊窗。在下雨天时一定要关好窗
户，白蚁便无进屋的可乘之机。

二、早期杀灭：繁殖蚁“分
飞”是有向光性的，所以有个简

单有效的办法就是架个灯，在灯
下放个水盆，等繁殖蚁飞累了就
会全部掉进水里一命呜呼。有些
白蚁可能进不了家，却会在房外
的墙角或者是哪个有土的缝隙中
打洞入住。对付这种，我们只要
能找到这些有被挖出土粒的墙角
或缝隙，稍微往下一挖，便能发
现一对“蚁男女”，杀之即可。

三、打药：如果家里已经有规
模地住进了白蚁，就只能打药
了。最稳妥的方法，就是交给专
业的白蚁防治人士来处理。

总的来说，我们无需对白蚁
有太大的恐惧。现在木结构的房
子越来越少，家具所使用的木
头，也会因防腐需要，加入了不
少化学药剂，令白蚁避而远之。

钢筋水泥下，白蚁其实早已
没了生路。那些能飞进我们视野
的，多是山林之中的白蚁，是城
市的灯光迷失了它们的方向。而
它们一旦进城，结局绝大多数都
是死亡，可以说它们就是一群

“很悲情的小强”。
（来源 科学辟谣 公众号平台）

更多器官缺损者
或将受益

它们不是蚂蚁，而是“小强”

白蚁都该赶尽杀绝吗？

“吃白蚁的”与“白蚁爱吃的”

白蚁入侵该怎么办？

不
绣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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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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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蚁

3DBio 公司打印的人耳
真实照片（资料图片）

实验室培育出的 3D 生物
打印人耳植入物（资料图片）

会喷毒液自卫的象白蚁

低地开阔森林中的白蚁丘

展翅求偶的白蚁

人耳鼠（资料图片）

又一例“再生器官”移植手术——

她装了个
““33DD打印的耳朵打印的耳朵””

国际科学期刊《自然·通
讯》近日在线发布了我国“嫦娥
五号”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证
明月壤中不仅明显地含有羟基
形式的“水”，而且这些“水”在
月球晚期岩浆活动过程中可能
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月表水”意义重大

2020年 12月，“嫦娥五号”
探测器成功着陆在了月球风暴
洋北部地区，并将1731克的月
球样品带回地球。基于样品的
实验室研究，研究人员已确定

“嫦娥五号”着陆区玄武岩的年
龄约为20亿年。

大家都知道，“嫦娥五号”
探测器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
获取采样区的形貌与物质成
分，解析月表水特征。因为半
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争
论和探测月球表面水的存在，
而月表水的探测对于约束月
球的形成过程、月球科研站建
设和原位资源利用等都至关
重要。

科研团队通过对“嫦娥五
号”所携带“月球矿物光谱分析
仪”探测的数据进行研究，早前
已首次获得月表原位条件下的
水含量。研究显示，每1吨月壤
中便约有120克“水”，1吨岩石
中约有180克水。这一研究成
果已于 2022 年 1 月 8 日在《科
学·进展》上发表。科研团队当
时称，光谱仪所探测到的“水”
主要指矿物里的水分子或者羟
基，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应该能
转化为人可以喝的水。

着陆区便有“月表水”

近日，新的研究结果又出
来了，研究人员在国际上首次
联合月球样品的实验室分析结
果和月表就位探测的光谱数
据，检验了月球样品中水的有
无、形式和多少，回答了“嫦娥
五号”着陆区水的分布特征和
来源问题，为遥感探测数据中
水的信号解译和估算提供了地
面真值。研究结果已在线发布
在《自然·通讯》上。

研究团队称，“嫦娥五号”
当时在月球上获取原位探测光
谱数据时，就进行了精心地时机
设计：要避免探测器着陆时发动
机羽流成分的影响；要选择月面
温度最高（约 62℃-87℃）的（接
近）正午，最大限度地挥发了月
表的动态“水”；要尽量屏蔽太阳

风，避免了太阳风轰击产生的动
态“水”（羟基 OH）等因素。因
此，最终获取的着陆点月土壤光
谱才是最“干净”的“水”吸收光
谱。经严格的校正处理和分析，
研究团队发现，“嫦娥五号”着陆
区月壤中明显地含有羟基形式
的“水”，但平均含量较低，仅约
30ppm（溶质占全部溶液百万分
比）。

探究“水”的来源

目前普遍认为，月球“水”
的来源主要有三种可能：一是
太阳风粒子与月表物质相互作
用产生的（动态）羟基物质；二
是撞击月球的彗星或陨石带来
的水和含羟基物质；三是月球
原生（内部）水。

当研究团队对返回月球样
品进行了系统分析后，阿波罗
月球样品之前的相关研究认
为，月壤中（撞击）胶结玻璃包
含了太阳风长期注入形成的羟
基物质，胶结玻璃的含量是影
响月球样品中“水”含量的重要
因素。

但中国研究团队提出，“嫦
娥五号”月球样品是一类年轻
玄武岩，胶结玻璃含量很少（不
足 16%），仅为阿波罗月球样品
的 1/3，由此估算“嫦娥五号”
月壤样品中来自太阳风注入胶
结 玻 璃 形 成 的“ 水 ”不 多 于
18ppm。他们认为，“嫦娥五
号”着陆区月壤样品中外来撞
击溅射物非常低，对“水”的贡
献可以忽略，因此“嫦娥五号”
月壤样品中肯定存在来源于月
球内部的原生水。他们还发现
了至少一种含水矿物——羟基
磷灰石，证明了“嫦娥五号”月
壤样品中存在来自岩浆结晶过
程的“水”。

这说明，“水”在月球晚期岩
浆活动过程中不仅存在，而且可
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嫦娥五号”项目新成果，
揭示月球上“水的存在”

□海珠

已证实月球上有羟基形
式的“水”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