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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学家日前在脑
图谱研究领域取得新突
破。《自然》杂志7月2日发
布一项重要研究成果，我国
科研团队成功绘制出小鼠
三维脑区和立体定位图谱
（以 下 简 称“STAM 图
谱”）。这项研究成果以1
微米的各向同性分辨率实
现了脑图谱的精确测绘，为
解开脑科学的奥秘提供了
关键工具。

经过十年攻关，中国科
学院院士、海南大学生物医
学工程学院教授骆清铭、华
中科技大学教授龚辉及美
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
授董红卫带领的研究团队，
成功获取了包括14000张
冠状切面、11400张矢状切
面和9000张水平切面在内
的亚微米分辨的小鼠全脑
细胞构筑图像。基于海量
切片数据，研究团队划分并
标注了916个脑区的三维
视角可调地图，其中236个
全新发现的脑亚区揭示了
未知的神经连接网络。

该研究成果发布的
STAM图谱好比为大脑配
备的“精密导航”，可以在神
经系统疾病研究中发挥关
键作用。

“脑部是人类身体上
最后一个‘黑匣子’。”中国
解剖学会理事长、空军军
医大学教授李云庆说，阿

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等
神经系统疾病，不仅病程
漫长，早期症状隐匿，且病
症多在大脑多个区域逐步
发展，给早期诊断和有效
干预带来巨大阻碍，而
STAM图谱可以帮助科研
人员精准定位病变脑区和
相关神经元，更好地进行
定位治疗和干预靶点。

“这次发布的 STAM
脑图谱有两个数量级的精
度提升，神经科学家经常使
用的小鼠脑图谱终于更新
换代，可以用中国人的高精
度图谱了。”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部执
行部长薛天说。

“我们对宇宙的了解都
比对人脑的了解更多。”骆
清铭说，大脑的精妙之处在
于，每个脑区像一个庞大而
复杂的网络节点，相互紧密
且复杂连接，共同协作行使
着丰富多彩的大脑功能。
要想真正深入理解这些功
能的形成机制，仅仅停留在
宏观层面远远不够，必须开
展更深入的细化研究。

《自然》杂志审稿人评
价称：“该研究获取如此高
质量的尼氏染色全脑数据
集是前所未有的，为在单细
胞水平研究大脑提供了一
个强有力的神经信息学工
具，达成了一项极具意义的
重大成就。” 据新华社

外星系不明物体
造访太阳系

2017年，人类首次观测到
一个进入太阳系的“星际访
客”，并将其命名为“奥陌陌”
（夏威夷语，意为“远方的信
使”），最长处约400米。美国
哈佛大学天体物理学家阿维·

洛布说，如果A11pI3Z确定为
19公里宽，其质量将是“奥陌
陌”的 1000 万倍。研究人员
最初以为“奥陌陌”是一颗小
行星，后来分析认为它是一颗
彗星。

2019 年发现的天体 21/
Borisov是目前已知光临太阳
系的第二个“星际访客”，据分
析是一颗彗星。 据新华社

新型“活体建筑材料”
可吸收二氧化碳

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可3D打印
制作的“活体凝胶”，这种可用作建筑
材料的光合活体材料融合了古老的蓝
藻，能从空气中更高效去除二氧化碳。

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等机
构的研究人员在英国《自然-通讯》杂
志上发表论文说，他们将蓝藻这种光
合细菌稳定地融合到凝胶中，开发出
一种“活着的材料”。这种材料可通
过3D打印塑形，生长所需的仅是阳
光、二氧化碳以及含有基础养分的人
造海水。这种生物材料吸收的二氧
化碳远多于其通过有机生长所固定
的二氧化碳，这是因为蓝藻不仅能在
生物质中储存碳，还能以矿物形式封
存碳。

研究人员表示，这种低能耗、环保
的新材料可从大气中封存二氧化碳，
用于补充现有的化学碳封存工艺。未
来，人们将进一步探讨将这种材料作
为建筑外墙涂层，在建筑整个生命周
期内持续封存二氧化碳。 据新华社

美国研究人员近日在美国《国家
科学院学报》上发表论文称，通过构
建可视化的地震模型，他们首次实时
追踪了断层面之间微观接触点在地
震周期中的演化过程，从而揭示板块
构造应力缓慢积累与地震快速破裂
背后的物理机制。研究结果有望为
地震预测和预警开辟新路径。

借助透明的丙烯酸材料，研究人
员在实验室“真正看到”了地震破裂
的实时过程。

在分析了26种不同的模拟地震
情境后，研究人员发现破裂速度与断
裂能（即“撕裂”或“裂开”材料所需的
能量）之间的关系符合线弹性断裂力
学的预测。

这一发现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
可能为现实世界的地震预测带来突
破。未来，监测断层真实接触状态的
物理属性可能成为短期预警系统的
关键。 据新华社

可视化模型
为地震预警开辟新路径

微塑料进入环境后到底去哪
了？美国一项新研究发现，细菌自然
产生的黏性生物膜能让河床中的微
塑料处于松散状态，从而更容易被流
水带走。这一发现有助于更有效地
开展污染清理工作，并识别出隐藏的
污染点。

微塑料在自然环境中甚至人体
内的积累问题日益令人担忧。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
发现，生物膜的存在是决定微塑料颗
粒在何处积聚的关键因素之一。

研究人员持续3个小时向水槽
中注入混有微塑料颗粒的水流，随后
用紫外光照射底床表面使塑料颗粒
发出荧光，以便测量其浓度。

结果揭示了会影响塑料颗粒在
不同表面积聚情况的两种现象：一方
面，模拟根系周围的湍流阻碍了颗粒
的沉积；另一方面，随着沉积在底床
中模拟生物膜含量的增加，颗粒的积
累也随之减少。

研究人员说，虽然水流扰动、底
床表面粗糙度等其他因素会使情况
复杂化，但这项研究为实地微塑料污
染调查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视角。

据新华社

研究揭示生物膜
如何抑制微塑料堆积

欧洲航天局2日发布公报
说，天文学家近日观测到一个
可能来自太阳系外的天体正在
向太阳靠近，一旦确认，它将是
人类观测到的从星际空间进入
太阳系的第三位“星际访客”，
该系外物体代号A11pI3Z。

天文学家估算这一天体宽
约 10至 20 公里，也有可能更
小。预计它从现在到10月底之
间，将变得越来越明亮并逐渐靠

近太阳，在此之后到明年也仍可
通过望远镜观测到。

欧航局专家表示，这一天体
将深入太阳系内部飞行，刚好从
火星轨道内侧经过，但不会威胁
到这颗与地球相邻的行星，对地
球也不构成威胁。

“星际访客”为研究太阳系
之外事物甚至生命提供了难得
的机会，相关研究也将有助于人
们更好地了解太阳系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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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人的数据

体积庞大：

初步估算其直径在10到20
公里之间，如同一座小型的城市，
在星际访客中算是个不折不扣的

“大块头”。

速度惊人：

它正以每秒约 60公里的速
度狂飙，这个速度远远超过同等
距离上的太阳系天体。天文学家
表示，当前观测到的这个天体比
之前两个“星际访客”速度快得
多。这个速度意味着它不像起源
于太阳系内部的彗星那样，受太

阳引力束缚。其运行轨迹也意味
着它并不是环绕太阳运转，而是
来自星际空间，然后又飞回那里。

近日位置：

目前位于小行星带和木星之
间，距离地球数亿公里。即使在
去年10月距离太阳最近时，它也
在火星轨道之外，且所在位置与
地球分别位于太阳两侧。

它将于2025年10月29日到
达离太阳最近的位置（天文学上
称之为“近日点”），距离太阳约
1.35个天文单位（约2亿公里），位
于火星轨道以内。

第一个访客“奥陌陌”

第二个访客“21/Borisov”

第三位
“星际访客”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