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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2023年6月7日

类固醇或是最早的复杂生命痕迹
 

地球上最早的生命形式是简单的单细胞生物，后来在某种程度上出

现了更复杂的生物——真核生物，并最终进化成今天存活的所有动物、植

物、真菌和藻类。

真核生物化石可以通过形状和类固醇（真核生物用来构建细胞膜的

分子）的检测得到证实。最古老的真核生物化石是在加拿大和中国发现

的10亿年前岩石中的红藻和绿藻。

近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Jochen Brocks团队收集的证据表明，这些

更古老的化石实际上是真核生物，可以产生更简单的类固醇分子（原类

固醇）。

《自然—遗传》 2023年6月8日

谷子，从主粮到杂粮
再到“地球村的希望” 
 

10000多年前北京门头沟的先民吃的是

什么主食 ？4000多年前的青海人用什么做面

条？是什么作物让6000年前的中原人口第一

次大幅度增加？考古证明，答案都是谷子，也就

是人们俗称的小米。

《自然—遗传》发表了中国农业科学院作

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刁现民团队在全球首次

完成的谷子高质量图泛基因组图谱。该研究不

仅从基因组水平上证明了中国是谷子唯一起

源地，而且创制了谷子图基因组精准高效育种

方法，为培育突破性品种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技

术路径。

这一成果不仅是谷子研究又一次里程碑式

突破，也是对“小作物、大作为”的最好诠释，并

将对其他作物研究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农业可持续性及粮

食安全的挑战日趋显著，科学家对耐旱、耐瘠

薄、拥有碳四高效光合作用、环境适应性强、养

分利用效率高、具有较小的二倍体基因组、短生

育周期、易转化和易实验室操作的谷子，给予了

新的关注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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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进展》 2023年5月10日 

澳大利亚野火可能引发罕见的
“三次探底”拉尼娜现象 
 

2019—2020年澳大利亚致命森林大火严重程度和产生的烟尘让世

界大吃一惊。发表在《科学进展》上的一项新的建模研究表明，这种烟雾可

能在另一半球引发了一种重要的气候现象——热带太平洋罕见的三年拉

尼娜现象。

拉尼娜现象是指南美洲海岸深处的冷水导致热带太平洋表层水周期

性降温。这种转变影响了世界各地的天气。最近“三次探底”拉尼娜现象不

仅给巴基斯坦和澳大利亚东部带来了洪水，还加剧了非洲的干旱，那里有

数千万人正在与严重的饥饿和缺水作斗争。 

《科学》2023年5月18日

世界50%以上的大湖泊正面临缺水 
 

在全球范围内，淡水湖和水库储存了地球87%的液态淡水，是人类和

地球生态系统的宝贵资源，却日益受到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威胁。

尽管湖泊为大部分人类提供的用水比河流还多，但湖泊没有得到很

好的监测。目前，湖泊水位的长期变化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未知的。

为此，弗吉尼亚大学研究员Yao（音译）等基于一系列卫星数据和模

型对全球湖泊蓄水量变化的趋势及背后驱动因素进行综合评估，发现世

界上50%以上的大湖泊正面临缺水。

《自然》 2023年5月24日

柔性单晶硅太阳电池诞生了
 

在“双碳”背景下，把太阳能转化为电能的光伏产业高速发展，单晶硅太

阳电池则是其中的主力军，在光伏市场的占有率已上升到95%以上。

单晶硅太阳电池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它很“脆弱”，在力学上，稍微给它

一个弯曲的应力，或者在运输过程中有振动，都可能导致其直接碎掉。这也

使得单晶硅太阳电池的应用场景非常有限。

来自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成功开发出

柔性单晶硅太阳电池，实现了里程碑式的跨越。这也是距单晶硅太阳电池发

明69年以来，第一篇发表在 《自然》 的纯单晶硅太阳电池长篇研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