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离研制出通用流感疫苗

更进一步

中美科学家研制出一种新型流感疫
苗，可提高免疫系统对抗流感毒株的能
力，动物实验显示新疫苗安全有效。研究
人员认为，这一成果距最终研制出通用
疫苗更近了一步。

迄今没有一种疫苗可以抵御所有流
感病毒，因此，研制出通用流感疫苗也成
为相关研究人员心中的“圣杯”。为了研制
新疫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药理学教授
孙仁(音译)领导的团队分析了流感病毒的
整个基因组，并测试了每个部分在接触干
扰素(病毒攻击时释放的蛋白质，有助于
防止流感)时不同的突变情况，确定了8种
最有可能使病毒对干扰素产生保护性对
抗的突变，然后将这8种突变合并成一种
新的“超干扰素敏感”(HIS)流感毒株。研究
人员认为，这种新菌株可能成为更广泛而
有效的流感疫苗的基础。

研究人员用实验小鼠和雪貂(流行性
感冒通用测试模型)对疫苗进行了测试，
结果表明，新疫苗不仅安全，而且有效。他
们在发表于最新一期《科学》杂志上的论
文中指出，新疫苗可引发强烈的免疫反
应，但不会使受感染动物生病。而且，与
目前的流感疫苗不同的是，新疫苗还引
发了抗病白血球(T细胞)的强烈反应。这
一点很重要，因为T细胞反应可能会比
目前的接种方法产生更长期的保护作
用，并抵御多种流感毒株。

不过，有科学家在《科学》杂志的评
论中表示，尽管这一疫苗可对抗流感病
毒株H1N1和H3N2亚型，但不一定能对
抗所有流感毒株。此外，触发对病毒的强
大免疫反应是否会将人类置于风险之
中，也是个问题。

（据《科技日报》）

本报记者 王昱

想法都很好，没一个
能实现

据悉，为了推动私人公司开发
登月器所需的技术，以降低空间任
务的成本，谷歌公司于2007年启动了
谷歌月球X大奖赛，以数千万美元资
助了这项竞赛。

为赢得这一大奖，参赛队伍必
须在2018年3月31日之前发射无人飞
船登陆月球，在月球表面行驶至少
500米，并将视频传回地球。

事实上，美俄中等国家已经发
射过的月球探测器，都曾经完成并
且超过了其项目提出的要求。但谷
歌公司为该项赛事所提出的要求是
参赛团队必须来自民间，而考虑到
谷歌公司为大赛设立的3000万美元
奖金，参赛者又不能像大国那样动
辄成百上千亿美元地往项目上砸
钱。所以这次竞赛从一开始就注定
是一场低成本、小规模的登月竞争。

据了解，这项赛事最开始有25
支队伍报名参赛，但一直坚持到最
后的队伍剩下五支：来自美国的
Moon EXpress、以色列的SpaceIL、印
度的TeamIndus、日本的Hakuto以及
国际空间爱好者合作组织Synergy
Moon。这五支队伍对于登月显然有
不同的设想和目的。

比如印度的TeamIndus是一家
靠网络众筹建立起来的公司，获得
了印度政府的力挺，印度空间研究
组织和印度国家航天局曾一度表示
将提供运载火箭，印度队的机器人
探测车重约9公斤，项目总耗资7000
万美元，包括航天器和月球车的制
造、发射费用。

很显然，印度队如此下血本不
是冲着奖金去的，据开发者自述：

“我们希望印度能成为继美国、俄罗
斯和中国之后成功登月的第四个国
家，并高举国旗。”

与印度队相比，日本队的探月
机器人Hakuto(中文意思为玉兔)则
是一个小成本的计划，该团队获得
了超过20家公司的赞助，并计划在
未来利用探险技术开采月球资源。
Hakuto月球车十分轻巧，总重只有4
公斤。而其发射也别出心裁地想“搭
便车”——— 试图和印度队搭乘同一
枚火箭上天。根据双方之前拟好的
协议，若该计划成型，日本队将把第
一的位置让给印度队，自己则争取
大赛的亚军和500万美元的奖金。

剩下的三支参赛队伍在“上天”
的思路上也是各显神通：以色列非
营利性机构SpaceIL打造的月球车重
达500公斤，原计划单独购买并搭乘
马斯克SpaceX公司的火箭进入太
空。而美国MoonEXpress则选择与美
国政府合作，试图搭乘美国宇航局
提供给民用的“电子飞船”火箭升
空。而国际队伍Synergy Moon因为
有一批国际财团撑腰，原计划自己
定制火箭进行发射。

可惜的是，这些设想最终都没
有如期实现。印度国家航天局去年
12月火箭发射计划因技术不成熟而
取消，一下子坑了印度和日本两个
队伍。而剩余三支队伍的升空计划
也遭遇了类似阻碍——— 以色列队甚
至在最后时刻喊话给谷歌，声称他
们今年8月就将发射探测器登月，请
求大赛延期，然而谷歌官方最终回
绝了该要求，因为此次大赛的截止
日期之前已经延期多次了。

民间登月，也许并不
太远

此次比赛最终以失败收场，谷
歌该项目负责人在声明中表示：这
场比赛没有赢家是很遗憾的事，但
我们从这次活动中也获得了很多。
这位负责人说：我们改变了人们的
观点，现在许多人都认为登月不再
是少数几个政府机构的权利，而是
可以通过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家、
工程师和创新者一同来实现。我们
感谢参赛团队十年来的辛勤工作。
事实上，已经有参赛团队正在建造
相关硬件，并正在与发射服务提供
商签订合同。

的确，谷歌月球X大奖赛的设
立，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间、低成
本甚至商业化登月的势头。美国已
在2015年立法承认私人在太空商业
化探险过程中发现并占有自然资源
的权利，其他一些国家也通过了类
似的法律。在这些法律条款的刺激
下，近几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商业公
司参与到了对登月的投资项目中
来。由于月球是稀土金属和其他有
益物质的宝库，可以在地球上使用，
不少目光长远的投资者对商业开发
月球十分感兴趣。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此次

大赛最终坚持到最后的五支队伍，
其预算基本都超过了谷歌开出的奖
金或与之持平，这个现象也从一个
侧面反映了其背后有商业资金在为
民间登月撑腰。的确，大量资金的涌
入，使得一些民间登月项目突然开
始以极快的速度启动。这也正是谷
歌宣布大赛结束时引起了一片惋惜
声的原因，不少关注者觉得，按照目
前的势头，谷歌如果愿意再等上一
年，也许大奖就不会落空了。

不过，即便技术在资金的催化
下成熟，民间登月、商业开发月球依
然面临很多问题，最为关键的是所
谓《外层空间条约》问题。1966年，联
合国大会通过了《外层空间条约》，
该条约是国际空间法的基础，号称

“太空宪法”，规定了从事航天活动
所应遵守的10项基本原则，其中的
第三条“不得据为己有原则”是这样
描述的：不得通过提出主权要求，使
用、占领或以其他任何方式把外层
空间据为己有。这个原则封杀了任
何国家在外太空中声称主权领土的
可能性，这也给商业开发月球造成
了障碍。美国等国近些年签署的承
认私人太空商业运作的条款，虽然
刺激了商人们的胃口，却受到俄罗
斯等国“公然违反《外层空间条约》”
的指责。民间如何“合法”地开发外
层空间，依然有待国际社会达成共
识。

可喜的是，虽然谷歌的大赛落
幕了，但参赛团队依然表示将把自
己的登月计划继续坚持下去，像之
前提到的美国队伍MoonEXpress，已
经宣布将在2019年把一些科学设备
运输到月球“南极”，检测月球南极
水资源存在的可能性。

如此看来，民间登月、商业登月
虽然暂时还只是梦想，但在不远的
将来，它也许就会实现。

美国一项新研究说，与通过探测氧气
来判断一颗星球是否可能存在生命相比，
探测那里是否有大量甲烷和二氧化碳，但
同时没有一氧化碳，可能是更好的方式。

许多科学家一直把探测氧气作为寻
找外星生命迹象的最佳办法，但美国华
盛顿大学研究人员约书亚·克里桑森-
托顿认为，人们无法得知宇宙中其他星
球上的生命是否也会产生氧气。

他和同行在新一期美国学术刊物《科
学进展》上发表的论文说，地球上的生命
体开始大量产生氧气的时间大约只占整
个地球史的八分之一，而能产生甲烷的生
命体则存在于地球史的大部分时期中。另
外，许多生命体活动也会产生二氧化碳。

虽然火山喷发等自然现象也会产生
甲烷和二氧化碳，但是还会同时产生一氧
化碳。而存在生命的星球不会蓄积大量一
氧化碳，因为微生物会消耗一氧化碳。

研究人员因此认为，如果在一颗星
球上同时检测到大量的甲烷和二氧化
碳，但没有一氧化碳，那里可能会存在生
命。研究人员希望这种新方法能在将来
为寻找外星生命带来历史性发现。

（据新华社）

恶劣环境下生存能力

女性高于男性

近期，丹麦和美国科学家分析历史
资料后发现，面对饥荒、传染病和奴役等
极端恶劣的情况，女性死亡率比男性更
低、预期寿命更长。

研究人员分析了生活在18世纪到20
世纪之间的7个人类群体，其中有的经历
了著名的爱尔兰土豆大饥荒，有的是19世
纪冰岛麻疹大流行的受害者，还有的是19
世纪英属加勒比地区的种植园奴隶。

这些人群的死亡率非常高，预期寿命
往往不到20岁。在这样的极端环境中，女
性寿命仍普遍比男性要长，差异从6个月
到4年不等。比如爱尔兰土豆大饥荒期间，
男性预期寿命为18 . 7岁，女性为22 . 4岁；获
得自由的黑人奴隶移居西非后，受到多种
热带病的袭击，抵达第一年出生的男婴预
期寿命为1 .68岁，女婴为2 .23岁。

（据《北京日报》）

上月球这种事
果然不能靠民间吗
谷歌民间登月大赛结束，十年没等到一个获胜者

▲ 以 色 列

“SpaceIL”团队的

登月艇。

日本队的

探 月 机 器 人
Hakuto。

正当人类对太空探索事业重新燃起兴趣，中美印日等国纷纷推出外太空探索计划时，1月24日，
来自美国谷歌公司的一则消息却兜头浇了一盆冷水：当天，谷歌公司发布推特称，其历时10年多的
谷歌月球X大奖赛(Google Lunar xPrize)即将于3月31日结束，由于显而易见没有任何一支参赛队伍
能够在此期限之前发射无人飞船登陆月球，金额高达3000万美元的大奖将无人认领。

此次谷歌月球X大奖赛要求参赛者必须是民间团体或公司，这一要求导致的大奖落空似乎证
明了人类太空探索技术虽然已经很发达，但离真正成熟、用于商业应用还有相当的距离。

搜寻外星生命

新配方“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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