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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脑海中橡皮擦”的阿尔茨
海默病，是一种发病机理不清且无法治
愈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美国《科学》杂
志近期发布调查报道指出，阿尔茨海默
病领域一篇 16年前的重要奠基性研究
论文涉嫌造假，威胁到主流理论“β淀粉
样蛋白沉积（Aβ）”，可能对研究方向及
新药研发产生影响。

疑似造假

多年来，阿尔茨海默病药物研发主
要基于最被认可的“假说”——β淀粉样
蛋白沉积。脑部 β淀粉样蛋白异常沉
积，可能引发 Tau 蛋白过度磷酸化、神
经递质紊乱以及氧化应激等系列反应，
导致神经元受损，继而痴呆。而阻止β
淀粉样蛋白沉积被认为是最可靠的治
疗策略。但几十年来，数以百计以β淀
粉样蛋白为靶向疗法的临床试验以失
败告终，越来越多科研人员开始怀疑该
假说。

直到2006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
究生西尔万·莱内在英国《自然》杂志以
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在小鼠模型中
直接证明 β 淀粉样蛋白的亚型 Aβ*56
具有神经毒性，会导致小鼠痴呆，这相
当于重新给β淀粉样蛋白假说注入“强
心针”，当时《自然》评论称Aβ*56是阿
尔茨海默病的“头号嫌疑人”。

这正是此次被怀疑造假的论文，发
现疑点的是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神经
学家马修·施拉格。2021年，施拉格意
外发现莱内的多篇论文图像有问题，多
数论文都与Aβ*56有关，包括在《自然》
发表的论文。

施拉格将发现发给《科学》，随后
《科学》开展了为期 6个月的调查，证据
强烈支持施拉格的怀疑。独立图像分
析师和一些顶级阿尔茨海默病研究人
员应《科学》要求审查了这些图像，一致
认为莱内论文中有几十张图片可能存
在问题。

不过，目前对于论文是否确认造假，
尚未盖棺论定。《科学》说，需相关研究人
员提供完整、未经发表的图像和原始数
据来辨别。明尼苏达大学也在审查莱内
研究的争议点，或许将耗时数年。

争议难消

《科学》称，施拉格的发现可能威胁
阿尔茨海默病领域的主要理论，统计显
示，该论文引用数已超过2300次。据报
道，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本财年已在β
淀粉样蛋白相关项目上花费了约 16亿
美元，约占其阿尔茨海默病研究总资金
的一半。

不过，记者采访的一些神经科学专
家说，这篇被质疑的论文尚不能撼动β

淀粉样蛋白假说目前的主流地位。北
京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李延峰
告诉记者，即便论文确认造假，对相关
研究影响也有限。目前，学术界对于阿
尔茨海默病致病机理的主流结论还是β
淀粉样蛋白假说，β淀粉样蛋白沉积依
然是阿尔茨海默病的重要病理标志，是
触发神经变性的病因。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
考古系特任教授王程韡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从科学史视角看，很多科学发现
都是从假说开始的，假说不断提出、被
证实或证伪，是科学进展必不可少的自
然过程。方向的转化也是很缓慢的，特
别是一些‘开脑洞’的假说，不会因为一
两个实验有问题就轻易被否定掉。”

事实上，关于β淀粉样蛋白假说的
争议一直存在。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
术研究院丘志海博士告诉记者，一般认
为先有细胞外淀粉样斑块形成，后有神
经细胞死亡，但最近也有文章提出“先
有神经细胞死亡，后有细胞外淀粉样斑
块出现”，后续相关研究值得期待。

研发黑洞

阿尔茨海默病药物一直是药企研
发“黑洞”，几十年投入巨大但收效甚
微。研发主要围绕β淀粉样蛋白和Tau
蛋白沉积展开。然而，近年来靶向这两

个靶点的药物临床试验鲜有成功，导致
“垄断”该领域近 30年的β淀粉样蛋白
假说面临越来越多质疑。

美国药物研究机构和制药厂商协会
的报告显示，1998年至2017年，共146项
阿尔茨海默病药物临床试验失败。丘志
海说，很多药物研发存在争议，主要是由
于疗效不明确，可能的原因包括：第一，
对阿尔茨海默病理解不够，靶点不对；第
二，缺乏很好的动物模型，无法在临床前
对药物作用进行充分试验。

不过专家认为，在争议中前行的阿
尔茨海默病新药研发，新靶点和新希望
正不断出现，已经进入“大航海时代”。

阿尔茨海默病药物发现基金会发
布的报告显示，现有阿尔茨海默病研发
管线不仅专注于β淀粉样蛋白和Tau蛋
白，而且针对多样的创新靶点。目前临
床开发阶段有118款在研疗法旨在改变
阿尔茨海默病进程，多达 77%的疗法涉
及与衰老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病理发生
相关的多个领域，包括神经保护、炎症、
线粒体和代谢功能、突触功能和神经递
质、遗传和表观遗传学等。

“阿尔茨海默病与其说是一种疾
病，不如说更多是一种以遗传、代谢、生
活及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为诱因的综
合征，可能无法被单一靶点药物治愈。”
丘志海说。 （据新华社）

新闻分析：美国重磅阿尔茨海默病论文缘何引争议

据新华社电 土星是太
阳系第二大行星，它以相对
于轨道平面成26.7度的倾斜
角度自转，主要由水冰小颗
粒组成的土星环是它的标志
性特征之一。长久以来，科
学界对土星自转轴倾角和土
星环的成因未有定论。美国

《科学》杂志近日发表的一项
建模研究认为，土星自转轴
倾角和土星环的形成可能与
一颗 1亿多年前被摧毁的卫
星有关。

“卡西尼”探测数据
带来新进展

如同旋转中的陀螺一
样，土星的自转轴会随时间
推移发生周期性运动，这种
现象称为旋进。由于土星旋
进速率与海王星几乎相同，
天文学家此前认为，土星自
转轴倾角是它与海王星发生
引力关联的结果，又称轨道
共振。

美国航天局“卡西尼”探
测器环绕土星运转 10 多年
间的观测数据，使科学界的
看法发生转变。科学家发
现，土星最大的卫星土卫六
正以比此前预计更快的速度
远离土星。科学家根据土卫
六向外迁移的速度及其引力
推测，土卫六可能是导致土
星自转轴倾斜并保持与海王
星共振的原因。

这个解释能否成立，一
个关键因素是土星的转动
惯量，而计算转动惯量需
要知道土星内部的质量分
布。

在最新研究中，美国麻
省理工学院等机构参与团
队利用“卡西尼”探测器对
土星周围引力场的精确观
测数据，模拟了土星内部的
质量分布。结果令研究人
员惊讶，土星的转动惯量表
明它接近与海王星共振的
状态，但恰好稍差了一点。
这意味着两颗行星可能一
度处于轨道共振状态，但目
前土星已摆脱与海王星的
共振。

寻找使土星摆脱
共振的原因

研究团队检验描述土星
旋进规律的方程后发现，如
果从土星曾拥有的全部卫星
中去掉一颗，便可解释土星
目前的状态。研究团队认
为，如今拥有 83颗卫星的土
星曾至少拥有一颗多出的卫
星，他们将这颗卫星命名为

“蝶蛹”。
研究团队通过模拟得出

“蝶蛹”的一些基本属性。它
与土星第三大卫星土卫八大
小相当，曾与“兄弟姐妹”一
起环绕土星运转数十亿年。
它对土星的引力使土星保持
一定自转轴倾角，并与海王
星形成轨道共振。

研究人员推测，距今 2
亿年到 1 亿年间的某个阶
段，“蝶蛹”进入一个混乱的
轨道区。经历数次与土卫
八和土卫六的近距离相遇
后，它在与土星“擦身而过”
时 被 巨 大 的 引 力 撕 成 碎
片。失去这颗卫星使土星
脱离与海王星的共振，并形
成目前的自转轴倾角。“蝶
蛹”的大部分残片可能已撞
向土星，少部分碎片可能仍
悬浮在轨道上，最终分解成
小冰块，形成了标志性的土
星环。

研究人员表示，“失去的
卫星”理论不仅可以解释土
星自转轴倾角的形成，还与
对土星环年龄的研究结论相
吻合。此前有研究显示，与
形成于 45 亿年前的土星相
比，土星环的历史相对短暂，
它形成于约1000万年至1亿
年前。

就像“破茧成蝶”一样，
“这颗卫星休眠了很长时间，
突然变得活跃起来，然后（土
星的）环出现了。”麻省理工
学院行星科学教授、研究论
文主要作者杰克·威斯德姆
说。威斯德姆强调，就像任
何其他理论假说一样，“失去
的卫星”理论还须由其他研
究人员进行检验。

科普：

“失去的卫星”理论解释土星两大谜团

据新华社电 当地时间 2022年 9月
20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

“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部长级会
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视频致辞，
近40国外长及国际机构负责人等出席。

王毅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
倡议以来，已有 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
合国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支持倡议，60
多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
组”。“之友小组”已成为团结协作、共谋
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成为共商2030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落实大计的有效平台。今
年 6月，习近平主席主持全球发展高层
对话会，宣布中方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
32项重要举措，与各国领导人共同推动

将发展议题重新置于国际议程的核心，
为加速落实2030年议程注入强劲动力。

王毅表示，中国愿与联合国发展机构
加强战略对接，同“之友小组”国家一道，为
落实2030年议程再采取七大行动。一是
发布全球发展倡议项目库减贫、粮食安全、
工业化等领域首批50个项目清单；二是推
进“促进粮食生产专项行动”；三是推进“全
球清洁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四是推进“智
慧海关、智能边境、智享联通”合作；五是发
起成立世界数字教育联盟；六是同国际竹
藤组织共同启动制定“以竹代塑全球行动
计划”；七是宣布中国去年11月发射的“可
持续发展科学卫星1号”数据面向全球开
放共享。

王毅就国际社会形成合力推进发展
倡议提出建议：一是坚持协同增效，加强联
合国发展系统的引领作用。二是坚持共
商共建共享，凝聚集体智慧和力量。三是
坚持包容共进，重振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王毅表示，中国愿继续与各国分享
发展机遇，实现全人类共同进步，将坚
持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全力以
赴推进发展倡议落实，共建更加美好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

王毅代表中国政府向联合国赠送
了全球耕地、森林覆盖等 6套全球可持
续发展数据产品。

古特雷斯秘书长和与会各方高度赞
赏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欢迎中方率先

采取32项务实举措并发布全球发展倡议
项目库首批项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坚
持多边主义，聚焦发展中心任务，实现经
济复苏和包容转型发展，营造公平的发展
环境，更好应对粮食能源安全、气候变化
等共同挑战。

会后，各方发表新闻声明，进一步
明确了全球发展倡议的推进路径和原
则。

同日，王毅先后会见马耳他、所罗
门群岛、马里、委内瑞拉、英国、阿根廷
等国外长。抵美后，王毅还分别会见了
埃塞俄比亚副总理兼外长、巴基斯坦、
法国、尼加拉瓜、古巴等国外长，并集体
会见海合会国家外长。

王毅主持“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部长级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