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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雪龙2”号3月1日电（记
者 黄韬铭）北京时间3月1日，随着最后
一次磷虾拖网作业结束，执行中国第41
次南极考察任务的“雪龙2”号大洋队完
成了本航次的大洋调查任务。

“雪龙2”大洋队队长罗光富介绍，大
洋考察主要集中于阿蒙森海。本次调查
范围覆盖冰间湖、海山区以及开阔大洋
等海域，获取了从南极海洋表层至4千
米水深的生物、沉积物、海水样品，成功
回收了我国首套极地深水生态潜标，在
阿蒙森海山区获得一段超过8米的海底
沉积物岩芯，捕获大量南极磷虾、侧纹南
极鱼、南极深海鲑、海参等生物样品。

“我们顺利完成30余个站位的海洋
生态系统调查。获取到的样品将带回国
内，通过进一步分析来揭示全球气候变
化影响下，南极海洋生态系统变化的趋
势，为更好地认识极地、保护极地、利用
极地提供详实的数据支撑。”罗光富说。

接下来，“雪龙2”号将前往新西兰利
特尔顿港，这是“雪龙2”号本航次第二次
停靠该港口。靠港期间，“雪龙2”号将进
行人员轮替、物资补给等，同时还将举行
公众开放日活动。

中国第41次南极考察由自然资源
部组织，依托“雪龙”号、“雪龙2”号和各
考察站开展一系列综合调查和科学研
究。

新华社沈阳3月
2日电（记者 王莹）中
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
态研究所近期联合多
家国内外科研机构，
提出了一种生物多样
性维持新观点，相关
研究成果以“树种聚
集度响应多度变化的
纬度格局与森林物种
共存”为题发表在《自
然》期刊上。

长期以来，科学
家发现森林树种通常
呈现同种聚集分布格
局，即同一树种的个
体倾向于聚集在一
起。然而，关于这种
聚集分布格局如何随
纬度变化，以及这些
变化怎样影响森林多
样性的长期维持，一直没有更深入
的研究。

研究团队通过收集全球大型
森林样地数据，分析树种的聚集度
（个体的空间接近程度）和多度（个
体数量）关系，发现了一个令人惊
讶的格局：在热带森林，树种的聚
集度与多度没有明显关系；而在温
带森林，树种的聚集度与多度呈现
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稀有树种
的个体高度聚集，常见树种的个体
较分散。换句话说，热带稀有树种
的个体分布较分散，而在温带森林
中它们会紧密“抱团”。

经进一步分析，研究团队提出
了“扩散方式—菌根类型协同演
化”的生物多样性维持新观点，强
调动物传播和菌根类型是塑造这
一纬度梯度格局的关键。比如在
热带森林中，70%-80%树种依赖
动物传播种子，动物会将种子带离
母树，使得这些树种的幼树分布更
分散，表现为随机斑块分布；温带
森林的种子传播主要依靠风力和
重力，因此种子往往掉落在母树附

近，导致稀有树种更倾向于“抱团”
生长。

另一方面，菌根是菌根真菌
与树木根系形成的共生体，不同
类型的菌根塑造了树木的不同
生存策略：热带树种多与丛枝菌
根（AM）真菌共生，对土壤病原
菌的抵抗能力较差，容易受母树
周围病原菌影响而减弱聚集性；
温带树种多依赖外生菌根（EM）
真菌，具有较强的病害防护能
力，使树木在母树附近更容易存
活，提高了聚集性。

研究团队运用模型模拟方法，
验证了动物传播驱动的随机斑块
分布格局，是热带森林树种稳定共
存的关键所在；而在温带森林中，
树种可以通过菌根保护机制抵消
同种个体带来的竞争压力，进而形
成稳定的空间聚集分布格局。该
研究揭示了森林树种在不同纬度
地区通过不同的空间策略实现稳
定共存的奥秘，为理解森林生态系
统多样性、稳定性维持机制开辟了
新方向。

新华社洛杉矶3月 2日电
美国私营企业“萤火虫”航空航
天公司2日宣布，其研发的月球
着陆器“蓝色幽灵”号2日在月球

表面成功着陆。“蓝色幽灵”号将
在月球开展多项工作，帮助人类
进一步了解月球环境，为未来人
类登月任务做准备。

“萤火虫”公司官网消息显
示，“蓝色幽灵”号于美国中部时
间2日2时34分（北京时间2日
16时34分）确认成功着陆，着陆
点为月球正面东北部名为“危
海”的一处盆地内。随后，“蓝色
幽灵”号传回了成功着陆后拍摄
的第一张月球图像。

“萤火虫”公司官网称，该公
司成为历史上第一家实现“完全
成功月球着陆”的商业公司，“月
球上的这一小步代表着商业探
索的一大步”。去年2月，美国

“直觉机器”公司的月球着陆器
“奥德修斯”在月球着陆，但降落
到月面时侧翻，任务提前终结。

“蓝色幽灵”号和日本太空

技术企业“i太空公司”的月球着
陆器“坚韧”号，于1月15日搭乘
同一枚火箭从美国佛罗里达州
发射升空。“坚韧”号还要飞行一
段时间，然后在月球上的另外地
点着陆。
“蓝色幽灵”号搭载了10款美

国航天局科学技术仪器，着陆月
球后将开展多项工作，包括月球
地下钻探、风化层样本采集、耐
辐射计算等。这些科学数据将
帮助人类进一步了解月球环境
以及太空天气和其他宇宙力量
如何影响地球等，为未来人类登
月任务做准备。

“萤火虫”公司是美航天局
“月球商业运载服务计划”的月
球着陆器承包商之一。该计划
旨在向月球表面运送科学实验
设备和货物，为美国“阿耳忒弥
斯”登月计划奠定基础。

新华社巴黎3月1日电（记
者 罗毓）法国巴斯德研究所日前
发布公报说，其团队借助显微镜
在斑马鱼胚胎细胞间观察到隧
道纳米管。这是科学界首次在
生物活体内发现这一细胞间的
连接结构。

隧道纳米管是存在于细胞
间的膜管样结构，可以在细胞间
传输激素、酶、细胞器和囊泡等
物质。但由于隧道纳米管结构
易破坏、存在时间短以及形成后
不稳定，观察其动态形成与功能
存在一定难度。

此前，研究人员已在活体外
实验中观察到隧道纳米管。在
新研究中，巴斯德研究所团队选
用易于观察的透明斑马鱼胚胎，
对胚胎细胞进行荧光标记，并借
助活显微镜细胞成像技术追踪
观察。

结果发现，斑马鱼胚胎细胞
间的绝大多数“突起”确认为细

长、中空的隧道纳米管。此外，
利用活细胞成像，他们还发现线
粒体可通过隧道纳米管在细胞
间转移，表明隧道纳米管在胚胎
发育中也发挥重要作用。

隧道纳米管的确切结构、分
子组成以及在疾病中的角色，都
是近年来相关研究的关注点。
此前研究发现，一些神经退行性
疾病的致病蛋白质可能通过隧

道纳米管在细胞之间传播，某些
病毒在生物体内的传播也可能
与隧道纳米管有关。此外，隧道
纳米管可能通过传输特定分子
在某些癌细胞的增殖扩散中扮
演了一定角色。

研究团队认为，隧道纳米管
可以作为重要的治疗靶点，若能
破坏或阻断隧道纳米管，则有望
延缓或阻断某些疾病的发展。

第41次南极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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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学家
揭示森林树木“抱团”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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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a.热带森林；b.温带森林；c.纬度格局）

研究人员首次在生物活体内观察到隧道纳米管

通过纳米管连接的人类神经元细胞

美月球着陆器“蓝色幽灵”号成功在月球着陆

月球背面及南极影像

2月9日，“雪龙2”号副水手长何群在操控重力柱释放。垂直触底后，重力柱将收集海底沉积物样本以供研究。 新华社记者 黄韬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