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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2月，西班牙
的一项人类化石研究显
示，尼安德特人和他们祖
先的骨骼化石有季节性
损坏，这表明早期的人类
可能是通过冬眠来度过
寒冬的。

这篇发表在《人类
学》（L'Anthropologie）杂
志上的论文指出，从西班
牙北部一个古老的万人
坑里挖出的化石显示，人
类 骨 骼 生 长 中 断 了 数
月。科学家们认为，早期
人类骨骼化石中的损伤
和其他损伤迹象与其他
冬眠动物骨骼中的损伤
和其他损伤迹象相同。
这表明，人类的祖先们通

过减缓新陈代谢和数月
的睡眠来“应对寒冷的环
境和食物的匮乏”。

科学家们表示，这些
人类骨骼可以追溯到 40
万年前，很可能来自早期
的尼安德特人。遗址周
围的地区无法为人类的
祖先提供足够的“富含脂
肪”的食物来过冬，“由于
天气寒冷，冬眠策略是他
们活下去的唯一办法，他
们不得不在山洞里度过
数月”。科学家们还认
为，远古人类很可能发现

“低代谢状态可以帮助他
们在食物有限的寒冷环
境中长期生存”。

纽卡斯尔诺森布里

亚大学的法医人类学家
帕特里克·伦多夫·昆尼
称这一观点“非常有趣，
但 肯 定 会 引 发 争 论 ”。

“对于人类骨骼出现的
变 化 ，还 有 其 他 的 解
释。在我们得出任何现
实结论之前，这些都必
须得到充分的论证。我
认为，这还没有完成。”
该专家如是说。

据悉，这些人类骨骼
是从西玛德洛斯赫索斯洞
穴（Sima de los Huesos
cave）中挖出的，该洞穴也
被称为“骨头坑”，是世界
上最重要的化石遗址之
一。此外，在该洞穴中还
发现了冬眠熊的遗骸。

人类可以冬眠吗？
中国科学院深港脑科学创新研究院最新研究表明，通过体温调控有望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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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福建22选5第23039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23年2月18日

本期开奖号码：06+07+09+11+16
本期出球顺序：07+09+16+06+11

本期销售金额：107396元。
本期特等奖出自：漳州 3506030728门店（2

注）。
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3年4月19日，逾期作弃

奖处理。
第23040期开售时间：2023年2月18日20：10：00。

止售时间：2023年2月19日20：00：00。

中国体育彩票福建31选7第23039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23年2月18日

本期开奖号码：06+08+12+15+18+29+31 20
本期出球顺序：31+06+18+08+29+15+12 20

本期销售金额：523898元。
179262.98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3年4

月19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第 23040期开售时间：2023

年 2月 18日 20：10：00。止售时
间：2023年2月19日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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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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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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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福建省）第23039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23年2月18日 本期开奖号码：7 6 3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 42422000 元，本省

（区、市）销售金额747166元。
6484782.5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3年4月19日，逾期

作弃奖处理。
第 23040期开售时间：2023年 2月 18日

21：10：00。止售时间：2023年2月19日21：00：00。

奖级

一等奖
合计

中奖
注数

132注
132注

单注
奖金

100000元
-

应派奖金
合计

13200000元
13200000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3039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23年2月18日
本期开奖号码：7 6 3 0 8

福建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本期全国销售金
额：17692486元。

177559682.84 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
为 2023年 4月 19日，
逾期作弃奖处理。

开奖信息查询网站：https:
//www.lottery.gov.cn

投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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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
中奖注数
11193注

0注
47468注

本地
中奖注数

348注
0注

566注

单注
奖金

1040元
346元
173元

体 彩 开 奖 公 告

本期销售金额：977882元
125638.5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

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3年4月

19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第23040期开售时间：2023年2

月18日20：10：00。止售时间：2023
年2月19日20：00：00。

中国体育彩票福建31选7附加第23039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23年2月18日

本期开奖号码：06+08+12+15+18+29+31 20
本期出球顺序：31+06+18+08+29+15+12 20

中国体育彩票福建36选7第23016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23年2月18日

本期开奖号码：07+15+19+25+26+28+36 17
本期出球顺序：36+25+07+26+15+28+19 17

本期销售金额：805728元。
56682673.60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 2023年 4

月19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第23017期开售时间：2023年

2月 18日 20：10：00。止售时间：
2023年2月21日20：00：00。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幸运奖

本地中奖注数
0注
0注

13注
42注

375注
685注

11664注
0注

单注奖金
0元
0元

2149元
500元
50元
20元
6元
0元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3017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23年2月18日

本期出球顺序：
27+02+09+05+22 11+10
本期开奖号码：
02+05+09+22+27 10+11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325814136元。
本期使用第3套摇奖球。
本期一等奖出自：浙江（基本26注 追

加23注）、福建（基本1注）、河南(基本1
注)、云南(基本1注)、甘肃(基本1注)。

709369027.0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3年4月19日，逾

期作弃奖处理。
开奖信息查询网站：https://www.lottery.

gov.cn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八等奖
九等奖
合计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中奖注数
30注
23注

101注
25注

333注
892注

20865注
25479注
51220注

864792注
9009491注

---

单注奖金
5817626元
4654100元
143902元
115121元
10000元
3000元
300元
200元
100元
15元
5元

---

应派奖金合计
174528780元
107044300元
14534102元
2878025元
3330000元
2676000元
6259500元
5095800元
5122000元

12971880元
45047455元

379487842元

投注方式

任选一

任选二

任选三

任选四

任选五

任选六中六

任选六中五

任选六中四

猜单双一单

猜单双二单

猜单双三单

猜单双四单

猜单双五单

猜单双六单

猜单双七单

猜单双全单

猜单双全双

本地中奖注数

128注
826注

1086注
184注

3注
0注

47注
767注

0注
0注

41注
0注
0注
0注
0注
0注
0注

单注奖金

31元
22元

128元
900元

8000元
84000元

100元
10元
76元
13元
4.5元

3元
4元
9元

46元
610元

1225元

N中国科学院微信公众号

指纹独特的弓型、环型
和螺旋型图案是在胎儿发育
过程中，由指尖上微小脊状
波纹扩散后相互碰撞形成
的。这与斑马产生条纹或猎
豹产生斑点的过程类似。

一项 2 月 9 日发表于
《细胞》的研究表明，两种蛋
白质之间的相互作用（一种
刺激脊纹形成，另一种抑制
脊纹形成）会产生周期性脊
纹，后者出现在指尖的 3个
不同区域。脊纹间碰撞和
这3个区域的精确位置产生

了指纹的独特图案。研究
合著者、英国爱丁堡大学发
育生物学家Denis Headon
说：“要形成不同的弓型、环
型和螺旋型，关键不仅在于
分子成分，还在于它们是如
何在手上分布的。”

指纹可增加指尖的摩

擦力和灵敏度，且长期以来
一直被用于识别个体和诊
断一些发育状况。去年，
Headon等研究了影响指纹
形状的基因，其中许多与肢
体发育有关。它们似乎为
指纹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
其中许多基因在指纹形成
过程中并不活跃，表明它们
并没有直接参与指纹中脊
的形成。

为了解更多关于指纹图
案的信息，Headon等研究人
员追踪了指纹在胎儿发育过
程中是如何形成的。解剖学
研究和基因活性分析表明，
形成脊纹的细胞遵循一种最
初模仿毛囊的发育路径。但
是，与毛囊的基因活动模式
不同，脊细胞无法吸收皮肤
表面下更深层的细胞。

这些分析支持了“图灵
反应-扩散系统”的存在。
当激活发育过程的分子同
时刺激自身和一种抑制分

子时，就会创建这种系统。
西班牙坎塔布里亚生物医
学与生物技术研究所的发
育生物学家Marian Ros表
示，这是一个能创造周期性
图案的自组织系统。

1952 年，数学家艾伦·
图灵提出了该系统，将其作
为发育过程的化学解释，例
如植物叶子的排列或小型
水生生物水螅的触须。从
那时起，图灵反应-扩散机
制就被认为有助于建立各
种人类熟悉的生物景象，包
括一些热带鱼鲜艳的鳞片
和鸟类的羽毛图案。

为找到指导形成指纹
图案的分子，Headon等研究
了小鼠脚趾上的脊，以及三
维培养的人类细胞。他们
发现，一种名为WNT的蛋
白质，在毛囊发育过程中起
着重要作用，能刺激脊纹的
形成。另一种名为BMP的
蛋白质则会抑制它们，从而

形成图灵反应-扩散系统。
脊状波纹来自 3 个区

域：指尖、指尖中心、指尖底
部的褶痕（手指弯曲的地
方）。Headon团队在这3个
区域改变了脊纹起源的时
间、角度和精确位置，并创
建了弓型、环型和螺旋型图
案。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
学的发育生物学家 Cheng
Ming Chuong说：“这些波
纹会相互碰撞并产生漩涡，
这有助于指纹图案多样性
的形成。”

Chuong 指出，过去对
皮肤皱纹（如指纹）的研究
往往更侧重于理论和建模
方法，而不是实验数据。
但最新的研究利用了细胞
培养技术及其他方法推动
这一领域的研究。他说：

“这项研究开拓了这一领
域，现在人们可能会更多
地关注我们皮肤上这些隐
藏的图案。”

指纹为啥不重样

在科幻电影中，人们设想能在冬眠中飞往外太空，或得到生命的延续。那么，
人类可以冬眠吗？我们距离人工冬眠还有多远？

近日，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脑认知与脑疾病研究所/深港脑科学
创新研究院王虹和戴辑团队，在非人灵长类身上实现了基于中枢神经调控的稳定
体温调节，揭示了下丘脑视前区（POA）在灵长类动物体温调节中的作用，绘制了
体温降低过程中全脑特异激活的神经网络，以及灵长类对抗失温的体温保护机
制，为潜在的临床转化和航天应用提供了理论和实验支撑。

该成果在线发表于《创新》（Innovation）。审稿人在评价中指出，该研究对于
理解非人灵长类和人类的体温调节产生深远影响。期刊编辑认为，这项研究为实
现人类休眠跨出重要一步，为临床转化和航天应用打下基础。

冬眠是一些物种为适应
极端生存环境，趋同演化出
的一种周期性生理现象。冬
眠与日间休眠的动物，通过
抑制机体的代谢率，达到全
身水平的低体温、低能量消
耗，同时这个过程伴随着基
因表达、解剖结构、生理参数
的剧烈变化。在冬眠过程
中，虽然动物停止进食、饮水
等维系生存的必要行为，但
是从休眠中苏醒后，动物能
够继续生存，其肌肉也不会
发生萎缩。有研究表明，休
眠的动物对衰老和辐射有一
定的抵抗作用。

在动物界，能自然休眠
的动物并不多，其中只有一
种灵长类动物，即狐猴，包括
人类在内的灵长类动物都不
能自然休眠。科学家希望破
解自然休眠动物的奥秘，建
立诱发休眠的技术，并在人
体中实现休眠，但至今没有
实现。

随着神经科学研究的进
步，POA逐渐成为该领域的
研究热点。此前的研究表

明，在转基因小鼠脑内，特异
性激活POA脑区神经元，可
以促使小鼠在 1至 2个小时
内体温降至 28℃，并且维持
十余个小时低温状态。同
时，该调控还促进小鼠增加
散热、降低心率和活动量。
这个现象与小鼠的自然休眠
有类似之处。如果特异激活
相同脑区，是否可以在非人
灵长类动物中实现定时降低
体温甚至休眠呢？

对此，王虹和戴辑团队
利用化学遗传学工具，以非
人灵长类动物为模型，展开
神经调控体温研究，同时采
用无线体温遥测、自主活动
定量监测、生理生化测定及
功能核磁共振成像等技术，
研究动物体温调控的系统
机制。团队发现，利用化学
遗 传 技 术 精 准 升 高 猕 猴
POA 脑区的一类在进化上
保守的兴奋性神经元的活
性，可以促进动物降低体
温。

“我们发现，非人灵长类
动物对体温的变化非常敏

感，这与小鼠存在显著差
异。当体温降低约0.5℃时，
非人灵长类动物已经通过加
速心率、肌肉战栗、收缩外周
血管等调节形式进行自主神
经机制产热，以抵抗体温降
低。同时，非人灵长类动物
还会大幅增加运动量，通过
运动产热，抵御体温降低。”
论文共同通讯作者王虹分析
说。由此可见，非人灵长类
动物有着更强的御寒能力，
其体温调节机制较小鼠更加
精密复杂。

为进一步了解 POA 调
控体温的脑网络机制，研究
团队通过功能核磁共振成像
的方法评估了 POA 激活前
后全脑水平的神经网络变
化，发现化学遗传学刺激方
法不仅激活了 POA 局部网
络，也特异性激活了与温度、
心率及内感相关的多个核团
（如岛叶皮层 IC等）。通过
功能连接分析等定量化方
法，研究团队绘制了体温降
低过程中全脑特异激活的神
经网络。

21世纪以来，美国宇
航局和欧洲航天局陆续
提出诱导人类“休眠”的
设想，以期实现深空探索
计划。这里的“休眠”是
通过各种技术手段降低
人的核心体温，使代谢变
得“迟钝”，不仅可以减少
物资消耗，还能降低对航
天员的精神健康威胁。

“休眠”的主要目的是降
低体温和代谢，例如冬眠
动 物 的 代 谢 率 可 降 低
80%~98%，目前还不能在
人类身上诱导实现。

团队历时 5 年，通过
反复实验，解决了如何在
非人灵长类动物身上使用
化学遗传技术、如何监测
清醒动物生理生化指标等
关键技术问题。他们利用
化学遗传学手段，通过操
控下丘脑兴奋性神经元，
稳定降低了灵长类动物的
体温，进一步为人工冬眠
漫长的探索道路带来重要
借鉴意义。

此外，该研究还明确
了灵长类动物体温调节中
枢的功能，探索了与体温

调节相关的全脑功能网络
连接，为潜在的临床转化
和航天应用提供理论和实
验支撑。

“通过降低体温来降
低神经元对能量的需求，
被证实在中风等脑疾病的
小鼠模型中具有神经保护
作用。但小鼠作为自然休
眠的物种，对低温耐受能
力很高，如何将基于小鼠
的研究成果，推广到体形
为其数千倍的人类身上，
还有着漫长的距离。”论文
共同通讯作者戴辑说道。

历时5年 向人工冬眠迈进

早期人类也会冬眠？

探索休眠机制 实现猕猴体温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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