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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责任编辑 武云生 张爱华 彭 东 电话：（010）58884051 传真：（010）58884050 科技日报微博：新浪@科技日报 腾讯@科技日报

科技日报讯（仰东萍 记者李颖）日前，

世界首例经 MALBAC 基因组扩增高通量测

序进行单基因遗传病筛查的试管婴儿，在北

京大学第三医院诞生。这标志着我国胚胎

植入前遗传诊断技术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婴 儿 父 亲 所 患 的 单 基 因 遗 传 病 是 指

由基因组 DNA 上一个或一对等位基因突

变所导致。大部分单基因病具有致死性、

致残性或致畸性，除部分可以通过某些治

疗手段进行校正外，大部分至今尚无有效

的治疗手段。

夫妻二人 2013 年 5 月来到北医三院生

殖医学中心就诊，期望通过胚胎基因诊断，

帮助他们挑选正常胚胎，不要让自己的孩子

也患上同样的疾病。

为了能够使夫妻二人得到一个健康的

宝宝，此次应用了近年来新发展的二代测序

技术，即仅需低深度高通量测序，就能同时

完成突变位点及胚胎染色体的检查，而且能

发现新的突变位点，保证低成本、快速对胚

胎完成全面的遗传诊断。其中，MALBAC

单细胞全基因组均匀放大技术是这一工作

的关键技术。

这一成果是在科技部、北京市科委、国

家基金委、北大 985 项目基金的资助下，由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乔杰教授团队、北京大学

生物动态光学成像中心谢晓亮教授团队以

及汤富酬教授团队共同合作完成。

2012年底，谢晓亮哈佛团队首次报告了

MALBAC 技术。2013 年底，乔杰教授团队

与 BIOPIC的谢晓亮教授团队以及汤富酬教

授团队合作，在《细胞》杂志发表文章，第一

次显示了 MALBAC 技术在试管婴儿临床应

用的可能性。

成功避免单基因遗传病试管婴儿诞生

“迄今为止，我国只产生了两

个国际公认的中药新药”成为日前

召开的第十四届全国中药和天然

药物学术研讨会上，被专家们提及

最多的一句话。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药研究所药物安全评价中心主

任、首席研究员叶祖光表示，中国

每年研发的中药新药数量多达几

十种甚至上百种，但真正在治疗某

一疾病中达到“离了这药根本就不

行”这种水准的中药新药，只有青

蒿素和三氧化二砷这两种。

叶祖光认为，近 30年来，我国

研发上市的中药新药不仅数量多，

而且还有一个在临床医学中位于

前沿水平的新药方阵，不乏有像连

花清瘟胶囊、复方丹参滴丸、血栓

通注射液等一批“有优势和特色”

的中药新药，但我国中药新药还缺

乏“拿得出手”并引起国内外更加

“轰动效应”的创新药。所谓“拿得

出手”和“轰动”，就是这种药在临

床疾病一线用药治疗中是“非它莫

属”的，而不是可有可无的。他举

了个例子。2011年，我国获得了生

物医学领域有名的奖项“拉斯克

奖”，该奖并非我国青蒿素等抗疟

药研发人员主动申请获得的，而是

第三方推荐产生的，当时在我国医

药界引起不少轰动。评奖委员会

认为，由于青蒿素的问世，数百万

儿童的生命得到拯救。

中国是天然产物研究大国，

国际上 40％的天然产物化学论文

来自中国，每年新增 4000 多种新

的天然产物，发现大量活性成分。

然 而“ 有 活 性 不 等 于 是 新

药”。第二军医大学教授张卫东

认为中药新药的靶标发现和优化

研究不够，成药性研究不深入，是

导致活性成分不足以成为临床一

线用药的主要原因。

“基础研究是创新药研发的重

要源泉之一。”叶祖光认为任何新

药的产生都与基础研究的进展及

其新知识的掌握密不可分，“由海

归人员为主体的珅奥基药物公司，

首先在基础研究中发现了新的雌

激素 ER36 受体，进而发现该受体

和若干肿瘤的发生、发展具有相关性，在此基础上

筛选和研发了治疗肝癌的一类中药新药，该药有望

近期完成临床研究而被药监部门批准上市。”

“将名老中医临床经验与现代医药学二者相

结合，升华成为完美的创新新药，这是我们的新药

研发优势，也是‘拿得出手’新药产生的重要途

径。”叶祖光用著名中医眼科专家唐由之教授和药

学专家相结合研发中药新药滴眼剂为例，说明上

述二者相结合的重要性，唐由之根据自己多年的

临床经验研发了一种治疗眼疾的滴眼剂，但该滴

眼剂有作用时间较短的缺陷。中药的制剂学专家

将滴眼剂制备成凝胶剂的滴眼药，延长了该药的

作用时间，从而提高了老中医的滴眼剂的药效。

面对只有两个新药能拿得出手的尴尬局面，

张卫东提出，“多数现代中药没有明确的分子靶

点，作用机制不清楚，大多是在一些疾病动物模型

上部分地验证了治疗作用，从研发水平上难以被

国际医药主流学术界和工业界所接受。”

叶祖光呼吁，在加强基础研究的同时，应该重

视立项抢救名老中医的治疗经验、思路以及他们

在中医理论方面的心得，使之与现代药学和制药

学理论相结合，研发出更富中医药特色并更有效

的中药新药，从而让全世界受益，造福于全人类。

他还建议，加强中医临床医院进行“带有科研

性的临床实践”，在治疗中发现、优化、评价，最终

研发产生中药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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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0日，内蒙古通辽市迎来了久违的一场大雨。

“好久没有下雨了。”通辽的农民说。今年是大

旱之年，不过通辽开鲁县开鲁镇明仁村的农民王锐

利却并不担心。在自家“比别的品种高出一大截”

的玉米地面前，他乐观地估计，一亩地打个 2000 斤

没有问题。

“种京科 968，多打粮食多赚钱，小日子过得美美

的，天天有酒喝，天天有肉吃。”对他来说，有好收成，就

是幸福。

京科 968是北京农林科学院自主研发的玉米良种，

短短几年时间，全国种植面积已经扩大到 1000万亩，光

在通辽这个农业大市，就种植了 400万亩。

实现品种的突破

“玉米团长”赵久然又一次来到通辽。

9月 20日，他站在通辽科尔沁区丰田镇辽阳村玉米

种植示范地前，听村书记孙立新介绍他们如何找村上

的党员代表开会商量种植京科 968，又如何在看到第一

年的种植成果之后决定扩大种植面积，明年全村 3400

亩地都要换上京科 968。

赵久然还和兴奋的村民在黄澄澄谷穗饱满的玉米

地前合了个影。孙立新指着地里的玉米说：“今年的情

况，应该能亩产 2100斤到 2300斤，增产 300到 500斤。”

京科 968 就是由北京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主

任赵久然及其团队精心选育的。在京科 968之前，郑单

958 和先玉 335 是我国玉米的两大主导品种，而且已经

推广种植 10年以上。

这两大品种的长年强势，其实也反映了另一种尴

尬：迟迟没有新的亮眼品种出现。

赵久然没有走老路，他要培育出和这两大品种都

不同的新品种，不是对前者的简单复制，而是另辟蹊

径。赵久然介绍说，京科 968是集成应用“高大严”选系

等五种技术，创新种制，按照“高产、优质、多抗、广适、

易制种”目标选育出的强优势玉米新品种。

实验结果也完美地实现了最初制种的目的。

在东华北区的生产试验中它表现突出，跟目前主

导品种相比，增产幅度达到 10%；而且，它对各种主要的

玉米病虫害具有抗性。说起来京科 968 也是经受了多

重考验——2012 年，全国多地玉米大斑病重发流行，很

多品种严重染病减产，但京科 968 表现良好；同样是

2012 年，粘虫大爆发，一些地块的玉米几乎被吃成光

杆，而京科 968受危害程度很小；2012年北京暴雨，房山

种粮大户范学连的京科 968示范种植地，在洪涝灾害之

后亩产仍达到 1300多斤…… （下转第三版）

玉 米 种 子 的“ 突 围 ”
—京科968的推广之路

本报记者 张盖伦

近日，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刘金国和

英国萨里大学教授高扬合作，在《科学》杂志上发表题

为《中国机器人成就斐然》的研究报告，对中国机器人

领域取得的成就进行了评述。这一文章在国内引起热

烈反响。

文章作者刘金国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中国机器人技术 40多年来取得了长足进展，在空间

探索、深海探测、灾难救援、南北极科考等极限环境任

务中得到成功应用。他所在的沈阳自动化所亦在机器

人领域取得多项科研成果，参与完成了“蛟龙”号载人

潜水器、灾难救援机器人、南极和北极科考机器人等。

但他告诉记者，面向未来深空和深海的应用，中国研发

的机器人还面临着环境适应性、系统可靠性、作业自主

性等方面的挑战。“虽然我们国家机器人领域的从业人

员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整个国家的机器人技术和产业

现状并不乐观”。

超七成依赖进口 高性能机
电器件尤甚

刘金国所说的这个“不乐观”首要的问题便是对进

口的依赖。我国机器人的进口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整机的进口和关键器件的进口，两者的进口都在 70%以

上。高性能机电器件技术尤其缺乏。

机器人的整个研发过程有需求分析、系统设计、器

件购置、本体加工、集成测试、系统应用等环节。而高

性能机电器件与整个机器人研发过程的各个环节密切

相关。高性能机电器件如电机、减速器和驱动器充当

机器人的“器官”或者“肌肉”，对实现机器人的主要功

能而言必不可少。就机器人产品而言，其主要的高性

能机电器件包括高精密减速器、伺服电机和驱动器等。

刘金国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曾有专家做过成本

分析，大部分机器人产品中，高精密减速器、伺服电机、

伺服驱动三者将占到机器人总成本的一半以上；以一

台国产的 50 公斤级工业机器人为例，减速器、伺服电

机、伺服驱动三者所占的成本分别为 35%、14%、13%。

这些高性能器件目前主要从日本、美国和欧洲进口，如

精密减速器市场被国外 Nabtesco、HarmonicDrive、住友

等几个大公司所垄断。这些器件在我国的售价大多数

是在原产地的售价 2倍及以上，部分高性能等级产品甚

至禁售中国。 （下转第三版）

我国机器人产业崛起之困
本报记者 李 艳

科技日报讯（记者王小龙）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

加哥分校的科学家日前开发出一种能够分辨出单个气

体分子的超高灵敏度“电子鼻”。这种新型气体传感器

对气体分子的吸收能力比传统化学传感器强300倍。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用来制造这种高灵敏度“电

子鼻”的材料竟是此前被认为残次品的、存在缺陷的

石墨烯。相关论文发表在《自然·通信》杂志网站上。

在制造石墨烯的过程中，石墨烯逐渐形成晶格或

片状时，会随机出现一些单晶颗粒。这种多晶结构与

单晶之间的边界被称为晶界。由于晶界会造成电子

的散射，削弱石墨烯晶格的性能，具有晶界的石墨烯

通常都被认为是毫无价值的次品。但美国伊利诺伊

大学芝加哥分校机械和工业工程教授阿明·萨利希-

空锦带领的研究小组却发现，这些缺陷正好适合用来

制造高灵敏度气体传感器。

物理学家组织网 9月 23日（北京时间）报道称，为

了验证这一想法，测试石墨烯缺陷的电气性能，研究

人员用单个石墨烯晶界制造了一个微米尺寸的气体

传感器。他们在测试中发现，石墨烯晶界能够将气体

分子吸附到其表面并让它们聚集起来，石墨烯晶体上

却没有这样的现象。这使具有这种缺陷的石墨烯成

为观测气体分子的理想场所。

由切赫·克拉尔带领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

一个理论化学小组，对该晶界所具备的这种独特吸引

力和电子特性进行了解释：晶界的不规则特性使其具

备了数百个不同灵敏度的电子传输间隙。这就像是许

多平行的并联开关，当气体分子在晶界上发生聚集，电

荷发生转移时，这些开关会突然打开或者关闭。这一

切都发生在一个非常短暂的时间当中。而这便是用其

制成的气体传感器能够具备超高灵敏度的原因所在。

萨利希-空锦说：“数十年来科学家们一直试图制造

出一种强大的、具有超高灵敏度的传感器。我们的研究

将其变成了现实，可以在微米级的尺寸上将这些晶界集

成起来进行统一控制。使用这种技术能很容易制造出

芯片级的传感器阵列。借助晶界对气体分子超强的吸

附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用石墨烯晶界阵列制成的电子

鼻甚至能够检测出单个气体分子。这种材料集精确和

可靠于一身，是制造气体传感器的理想材料。”

化学家有言道：“凯撒放个屁，全意大利闻得

到。”有了超灵敏的石墨烯鼻子，戏言成了真。芝加

哥科学家的发明绝对有用。台湾高雄燃气大爆炸之

类的事故，有了超级嗅觉，很容易预警。超能鼻子可

以闻出周边的所有植物和过敏原。保安机器配上此

等嗅觉，还能鉴别出“生人味儿”。医疗传感器能闻见

“ 病 灶 味 儿 ”。

到那时，蛛丝蚁

粪，无从隐遁。

石墨烯可 够 厉

害的。这还是

石墨烯里的残

次品呐。

残次石墨烯可造超灵敏“电子鼻”

科技日报讯 （记者韩义雷）9 月 19 日，随着工商

海淀分局副局长刘春梅的宣布，34 家创新创业服务机

构被中关村核心区认定为集中办公区。连同此前的

11 家，至今有 45 家创新创业机构被认定。

“在集中办公区里，两平方米，一张办公桌，就能

注册一家公司。”作为最新 34 家集中办公区的代表，中

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创业服务中心主任赵新良说，

“作为改善创业环境、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载体，集中

办公区将为创业企业在工商、税务、创业咨询、投融资

等方面提供服务。”

当前，中关村核心区着力发展科技服务业，初步

形成传统孵化服务机构与新型服务组织并存，实体孵

化与虚拟孵化结合，国有、民营、民非等多元机构性质

互补，服务内容涵盖投资、孵化、培训、联盟等环节，服

务范围覆盖项目发现、团队构建、企业孵化、专业技术

服务、后续支撑等全价值链条的区域创新创业服务生

态体系。

在实体孵化的集中办公区授牌的同时，代表虚拟

服务的中关村创新创业服务平台也在同时启动。作

为海淀智慧园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平台将面向

企业、人才，在线提供各类创新创业活动所需的服务，

包括随时搜索各类服务资源，集中选取各种服务项

目，便捷入园、入孵和加入联盟、协会，并可快速提交

需求获取帮助；面向区内各类创业服务机构，提供标

准化管理支撑，包括企业入园、入孵、入驻、加盟的审

核，机构物业与服务资源的管理，高端人才和科技成

果的管理等；面向园区管理者和工作人员，提供管理

与决策支撑。

中关村：一张办公桌就能注册公司
集中办公＋创新创业平台＝实体孵化＋虚拟服务

科技日报塞拉利昂弗里敦9月23日电
（黄显斌 洪建国）22日开始，正在此间执行

抗击埃博拉疫情的我军援塞医疗队，在中塞

友好医院为塞方的首批24名护士、2名实验

室工作人员和10名病房清洁工进行了传染

病防治业务与操作技能培训，为期 3 天，为

即将开展埃博拉出血热患者的收治工作奠

定基础，受到塞方医护人员的欢迎和称赞。

目前，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

等 西 非 部 分 地 区 埃 博 拉 出 血 热 疫 情 肆

虐。塞方医护人员虽然具有良好的医学

和护理基础，但缺乏传染病防治的相关知

识与业务技能，特别是重大传染病疫情的

防治经验，急需接受系统的传染病防护知

识和技能的相关培训，为中塞联手抗击埃

博拉出血热疫情筑牢安全屏障。

此次由解放军 302医院独立抽组的我

军援塞医疗队，曾参加过抗击“非典”、防控

“甲流”等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工作，多名队

员赴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执行人道主

义救援任务，具有丰富的传染病防治经验。

据医疗队队长、302 医院副院长李进

介绍，医疗队员们将为塞方医护人员进行

丰富系统的传染病防治知识和实践技能

培训，从防护用品的穿脱流程到“三区”

（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行走路线流

程，从出入传染病病房的特殊工作流程到

“三区”及周围环境的消毒防疫等，通过耐

心讲解示范，严抓细抠动作，确保参加培训的每位医护

人员人人过关，熟练掌握防护工作流程，为塞方留下一

支“带不走的传染病防治队”。

右图 9月 22日，中国援塞医疗队队员向塞方人员
讲解传染病防治知识。 新华社发（黄显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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