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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短讯

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讯“互联网之父”、谷歌公司副

总裁温特·瑟夫在近日举行的美国科学促进

会年会上表示，他担心由于软件和硬件过时，

我们存储在计算机内或者云端的所有图像和

文件最终都将丢失，未来的人可能没有 21 世

纪的记录，可能会以为我们进入了“数字暗黑

时代”。

瑟夫帮助设计了数据包如何在网上移动，

是互联网领域的巨人，目前担任谷歌公司资深

副总裁兼首席因特网专家，负责评估新创网络

技术。

瑟夫目前关注的是，如何解决有可能消除

我们历史的一个新问题。

他表示，我们的生活、记忆、最珍爱的家庭

照越来越多是以数字形式存在的——储存在

我们的硬盘上或“云端”，但随着科技的发展和

数字革命的加速前进，这些信息和内容被丢失

的风险也日益逼近。

瑟夫说：“我非常担心，你和我都在经历这

样的事情。我们已经创造出来的旧格式的文

件或许无法被最新版的软件读出，因为向后的

兼容性一直没法保证。长此以往，可能发生的

情况是，即使我们积累了大量数字内容，我们

最终可能犹如看天书一样，不知道这些内容究

竟是什么。”

瑟夫也提出了一个保存所有软件和硬件，

让其永不过时的想法，就像博物馆一样，只不

过采用数字形式，将其存储在云端的服务器

内。他解释说：“办法是对内容、应用软件和操

作系统一起做一个 X 光快照，加上对运行这一

快照的机器的描述，将其长期保存。这个数字

快照未来将重塑过去。”如果他的想法可行，那

么，我们非常珍惜的记忆，未来的人都可以翻

看和使用。

如此一来，需要一家公司来提供这一服

务，但很少有公司能存在数百年，即便谷歌也

没法活到公元 3000 年，那么，如何保证我们的

私人记忆以及整个人类历史能保存那么长时

间呢？

瑟夫解释道：“我们要捕获的 X 光快照应

能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地方，因此，我能将其

从谷歌云端移到其他云端或我的电脑中。而

且，更重要的是，如果将所有描述标准化的

话，我们就知道如何对数据拆包并进行正确

的解读了。”

瑟夫指出：“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如何

确保这些标准在未来仍然是可知道的；并仍然

可以对这个精心建造的 X 光快照进行正确地

解读？”

瑟夫将这一概念称为“数字牛皮纸”，美国

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教授、美国计算机学

会和电气电子工程学会院士马哈德夫·萨坦纳

拉雅纳已对这一技术进行了展示。瑟夫说：

“尽管目前还比较粗糙，但主要概念已经显示

是可行的。” （刘霞）

“互联网之父”担心数字信息终将丢失
这一问题或许可用“数字牛皮纸”解决

英国一位著名的遗传学家曾表示，遗传

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制造出“设计婴儿”更

加成为可能，社会需要为此做好准备。而英

国广播公司（BBC）网站近日报道说，英国巴

斯大学的克隆领域专家托尼·派瑞宣布，他的

研究团队利用老鼠进行实验，在老鼠受孕时，

对其 DNA（脱氧核糖核酸）进行了精确的编

辑。派瑞说，最新研究再加上遗传学在过去

20 多年取得的巨大进步，让“设计婴儿”不再

只是英国著名科幻小说家赫伯特·乔治·威尔

斯小说中的人物。

“设计婴儿”是对胚胎进行遗传方面的修

改，让婴儿更美、更聪明，甚至免于罹患某些

疾病，目前，对于很多人来说，设计婴儿都已

经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有些资深科学家

和生物伦理专家也认为，现在到了对这一议

题开展严格的公众探讨的时候了。

“设计婴儿”来袭

派瑞在《科学报道》杂志上撰文指出，在

来自精子的 DNA 和来自卵子的 DNA 相遇的

那一刻，研究人员精确地对老鼠的基因组进

行了编辑。派瑞说：“我们用到了一对分子剪

刀以及一个分子卫星导航系统，导航系统的

主要作用是告诉剪刀将 DNA 的何处剪开进

行编辑，这一方法的精确度已经接近 100%。”

派瑞所在的研究团队想要克隆出全球第

一头克隆猪和第一只克隆鼠，他说，这种想法

距离现实还有一定的距离，但科学的快速发

展正使得相关技术成为可能。

最新研究是目前最热门的基因编辑系统

CRISPR 技术的最新应用。与以往的任何技

术相比，CRISPR 技术能对 DNA 进行更精确

地编辑。自 2012 年以来，研究人员使用这种

技术对生物的 DNA 序列进行修剪、切断、替

换或添加。

2013 年，这一技术当之无愧地成为当年

的十大科技突破之一，科学家们认为，这一

技术将开启遗传学领域的新时代，目前，全

球有成千上万个实验室在使用这项技术。

CRISPR 技术可通过简单地切开 DNA 来制

造变异——派瑞团队就是这么做的，除此之

外，该技术也能用来将新的遗传代码片段插

入剪切点内。

派瑞说，这一技术有望用于不孕不育的

治疗过程中，不过，也将再次引发关于对人类

进行遗传修改的讨论和争议。派瑞补充道：

“涉及到人的问题时，我们必须谨慎。”

“有些 DNA 中的变异可能会导致遗传疾

病，因此，有些人会说，‘我不希望我的孩子重

蹈覆辙’。”

这些变异包括囊肿性纤维化（一种遗传

疾病，目前仍未有治疗方法，该病可能会影响

身体多处，其中以肺部和消化系统所受的影

响最为严重）以及可能会增加癌症风险的基

因等。

派瑞强调说：“我们一定要对此进行认真

地 思 考 ，英 国 人 工 授 精 与 胚 胎 学 管 理 局

（HFEA）也需要为此做好准备，因为他们可能

很快就要面临这个问题。”

应进行广泛而严格的讨论

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遗传学部门负责人

罗 宾·洛 弗 尔 - 巴 杰 的 实 验 室 也 在 使 用

CRISPR 技 术 ，他 认 为 ，在 进 行 体 外 受 精

（IVF）时测试胚胎是否容易罹患某类疾病，将

是预防疾病代际相传的最好办法。而且，这

一技术还有一个潜在的应用，那就是通过破

坏变异从而治疗男性不育。他解释说，尽管

这些不育的男性现在能通过体外受精的方法

拥有孩子，但他们的儿子仍然会拥有这个变

异，因此也需要体外受精才能有后代，而遗传

修改是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此外，当所

有胚胎都可能携带有不好且有患病风险的基

因时，也能用到这一技术。

洛弗尔-巴杰说，目前，英国对这一技术

采取绝对禁止的态度，他认为，管理规则必须

改变，需要对其进行认真地探讨。除了讨论

这一技术用于治疗领域可能产生的影响之

外，还要考虑其用于其他方面，比如，只是为

了让孩子拥有某些优良的属性可能会带来的

后果。比如，我们现在只需要对 DNA 进行较

小的变动，就可以改变婴儿眼睛的颜色；使孩

子拥有 HIV抗体等等。

英国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委员会目前正

在考虑提交一份针对此议题的报告。纳菲尔

德生物伦理学委员会是一个享有国际声誉的

独立的伦理咨询委员会，每年都会针对各种

新兴生物技术展开伦理学研究并发布报告。

2012年，该委员会发布的有关“一父两母”

婴儿符合伦理的裁决就成为了公众对该议题

进行讨论的核心内容。这次，该委员会表示，

需要对生殖系疗法进行更加广泛的讨论。

今年 2月 3日，英国下议院以 382票赞成、

12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线粒体替代基因治

疗技术——“一父两母”婴儿的辅助生殖技

术。此前，有关“一父两母”婴儿线粒体置换

技术也引发了各界激烈的讨论。美国食品与

药物监督管理局（FDA）曾针对线粒体置换技

术召开了一场专题讨论会，正在考虑是否应

该给其临床试验开绿灯。该技术能够避免携

带有遗传病致病基因的女性将疾病遗传给下

一代。线粒体是细胞里的一种核外遗传物

质，但是这些核外 DNA 只能由母亲遗传给孩

子。线粒体缺陷能引起严重的发育障碍，美

国每年大约有 4000名新生儿有线粒体疾病。

线粒体置换技术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将

线粒体 DNA 异常的备孕妈妈的卵细胞核抽

出来，然后将其植入另外一个由他人捐赠的、

已经去掉细胞核的正常卵细胞当中，组装出

一个完全正常的备孕卵细胞，再与精子结合，

如此一来，这种卵细胞受精之后就携带有 3

个人的遗传物质，也就是说这个孩子拥有一

个父亲两个母亲。

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委员会的负责人

休·惠托尔表示：“我认为这是一个挑战，对我

们所有人来说，我们应该更快更公平地对这

一情况进行深入地研究和讨论。”

他说，公众可能会认为，这一技术或许只

有有钱人用得起，因此有失公正，而且也涉及

到了统治和管理的问题。

独立监查组织“人类遗传学警报”（Hu-

man Genetics Alert）的主任戴维·金博士也呼

吁公众参与这个议题。他说：“不可避免的，

我们会到达科学上可行的那个时刻点，与 5

年前相比，现在的基因组编辑技术更加经济

可行。但这并不意味着说，这是我们的必经

之路，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使用这一技术。

在进行人体试验之前，我们需要对这一技术

的有效性、安全性以及可能会产生的后果进

行完整的评估。”

英国人类受精与胚胎管理局的一名发

言人说：“我们密切关注着此类科技发展，也

欢迎与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有关的讨论。

不过，我们应该记住，对于核心 DNA 进行生

殖系修改在英国是非法的。议会需要制定

新的立法，但在此之前，需要进行‘公开的公

众讨论’。”

“设计婴儿”来袭，我们准备好了吗？
本报记者 刘 霞 综合外电

加拿大：博物馆里体验春节“庙会”
2月 14日，加拿大皇家安省博物馆

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联合推出“欢
乐春节——三羊启泰迎新岁”活动，通过
京剧表演、书画展示、茶艺交流等丰富多
彩的内容，与观众共庆即将到来的中国
农历羊年春节。图为小朋友们向一名京
剧演员（中）学习京剧动作。

新华社发（邹峥摄）

科技日报多伦多2月15日电 （记者冯卫
东）苹果切开后一旦与空气接触，果肉就会变

为黑褐色，令人食欲大减，不过，这样的情景也

许很快就要终结了。日前，加拿大科研人员通

过 RNA（核糖核酸）干扰技术培育的不变色苹

果 ，已 获 得 美 国 农 业 部 动 植 物 卫 生 检 疫 署

（APHIS）的上市核准。

APHIS 此 次 解 除 管 制 的 这 两 个 苹 果 品

种，被称为北极青苹和北极金冠，是澳洲青苹

和美国金冠苹果的转基因品种，由加拿大不

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奥卡诺根特色水果生物技

术公司设计，该公司发现了一种方法可将导

致苹果释放多酚氧化酶的基因静默，经基因

改造后的北极苹果无论是切片还是碰伤时都

不再变为褐色。

奥卡诺根公司历经 5年申请，终于在 13日

获 得 美 国 农 业 部 核 准 ，得 以 在 当 地 上 市 。

APHIS 在完成了数项植物害虫生物风险评估

后表示，北极苹果不会给美国的农业和其他作

物带来风险。同时，其环境评估报告认为，允

许北极苹果的种植和生长也不太可能给人类

环境带来显著的影响。

不过，加拿大和美国的一些组织对转基因

北极苹果的上市提出了异议，他们担心传统的

或有机苹果树会与转基因苹果树之间产生异

花授粉，而且消费者一旦对苹果产生负面印

象，会引起非转基因苹果销量的大跌。

奥卡诺根公司表示，经过美国当局严格的

科学与法规检验程序后核准上市的北极苹果，

堪称是全世界最安全的苹果，同时也会是最可

口的苹果。现在他们已开始向美国果园推广

北极苹果的树苗。

该公司强调，北极苹果将给本土餐饮服务

业带来绝佳机会，就像迷你胡萝卜在上世纪

90 年代改变了消费者的习惯一样，北极苹果

将首先在沙拉、小吃和便当中受到人们的欢

迎，由于无需喷涂钙和抗坏血酸来保鲜，生产

成本也将大大降低。

加转基因苹果获准在美上市
新华社海牙2月13日电（记者刘芳）荷兰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日前宣布，该校来自中国的

博士生朱授恩用自己设计制造的高温炉制备

出高质量石墨烯，这一成果有望推动石墨烯这

一新型材料的低成本、规模化制备。

石墨烯是一种由单层碳原子构成的蜂窝

状二维薄片，具有很多出色的电特性、热特性

以及机械特性，被视为革命性的神奇材料。但

石墨烯的制备并非容易，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

海姆和诺沃肖洛夫因为在 2004 年首次制出石

墨烯而获得 2010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如今，

他们使用的机械剥离法仍是实验室制备石墨

烯的常用方法之一。

朱授恩设计制造的高温炉设备运用化

学气相沉积原理制备石墨烯。当炉温达到

1000 摄氏度，甲烷中的碳原子会在铜箔表面

沉积，从而生成单原子层的石墨烯。这名来

自福州的 29 岁留学生告诉记者，这套设备全

部成本不到两万欧元，却可在一小时内就制

出石墨烯。

他说：“许多科学家尝试运用这一原理制

备石墨烯，方法上并没有新意，技术本身一点

也不难，难的是仪器设备的精密程度和操作过

程中的精确控制。”

据介绍，这种方法有望大幅降低石墨烯的

工业化制备成本。朱授恩表示，计划进一步改

进设备，继续研究石墨烯的低成本规模化制

备。他已向欧洲专利局申请专利。

新方法有望推动石墨烯低成本量产

据新华社华盛顿2月 15日电 （记者林小
春）美国联邦航空局 15 日提出监管草案，对小

型无人机的飞行做出多种限制，包括飞行不得

离开操作人员视线范围，不得从无人机上扔物

品等。这意味着无人机快递可能短期内不会

在美国成为现实。

这份监管草案适用于重量 25 千克以下的

无人机，它限定无人机只能在白天飞行，且全

程都必须保持在操作人员的视线范围内，飞行

高度不得超过 150 米，飞行时速不得超过 160

公里，不得从人头顶上飞过，不得从无人机上

扔东西，遇到飞机必须避让，如果有可能危害

其他航天器、人员或财产，必须中止飞行。此

外，小型无人机都必须避开飞机飞行路线和飞

行限制区，必须遵守有关临时限飞令。

无人机操作人员也必须满足有关资格：

年龄至少超过 17 岁，通过了航空知识考试，获

得了美国联邦航空局无人机操作人员资格证

书，资格证书每两年更新一次，每次更新须参

加航空知识考试。但小型无人机操作人员无

须持有私人飞行执照，没有飞行时间或医学

检查的要求。

这份草案对一些关键问题仍持有一定的

开放态度。比如，如果可以让无人机离开操作

人员的视线，那么应该做出怎样的限制？对于

2 千克以下的“微型”无人机，是否有必要为它

们设立一个新类别，采取更宽松的监管措施。

美国联邦航空局说，将会就此征求美国民众的

意见，再做出最终决定。

白宫发表的声明说，无人机是一种潜在变

革性技术，可应用于农业、执法、沿海安全、军

事训练、搜救、医疗急救支持等多个领域。

目前，只有得到美国联邦航空局许可的少

数公司，才可以在美国操作无人机进行商业服

务飞行，而美国国会要求 2015 年 10 月起美国

空域对无人机开放。

2013 年底，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宣布它

正研究用小型无人机快递小件包裹的计划，

引起业界关注。另外，美国达美乐比萨公司

也尝试过用无人机运送比萨饼。美国媒体还

报道说，谷歌公司也在进行无人机送货的研

发工作。

美 提 出 小 型 无 人 机 监 管 草 案

新 iPS细胞技术
可用于糖尿病治疗

据新华社东京 2月 15日电 （记

者蓝建中）日本京都大学一个研究小

组最新发布的研究成果显示，他们利

用人类诱导多功能干细胞（iPS细胞），

制作了能发育成胰腺细胞的胰芽细

胞，移植到实验鼠体内后，确认能正常

发挥作用。未来有望利用这一技术开

发糖尿病新疗法。

研究小组利用 iPS 细胞培养胰芽

细胞时，不是在培养皿中进行平面培

养，而是让胰腺前驱细胞漂浮在培养

液中，使其成为团块状，制作出如同胰

腺在胎儿体内发育的环境，然后添加 3

种促进分化的蛋白质，最终团块中约

40％的胰腺前驱细胞发育成胰芽细胞。

研究人员将培育出的胰芽细胞移

植给十几只实验鼠后，发现这些胰芽

细胞形成了类似胎儿胰腺的组织结

构，最终分化出能根据血糖值上升而

分泌胰岛素的成熟胰腺β细胞。

欧航局最后一艘自动
货运飞船结束太空使命

据新华社巴黎 2月 15日电 （记

者张雪飞）欧洲航天局 15 日宣布，该

机构向国际空间站发射的第五艘也是

最后一艘自动货运飞船（ATV）“乔治·
勒迈特”号当天如期完成为期 6 个月

的太空之旅，并在可控情况下在南太

平洋无人区上空的大气层中焚毁。

欧洲航天局当天发表公报说，飞

船在格林尼治时间 14日 13时 40分（北

京时间 14日 21时 40分）与国际空间站

脱离，并于格林尼治时间 15日 18时 04

分（北京时间16日 2时 04分）在南太平

洋的无人区域上空焚毁，残骸落入太

平洋中。飞船在脱离国际空间站时还

带走大量空间站无法处理的废弃物。

从 2008 年起，欧洲航天局共向国

际空间站发射了五艘自动货运飞船。

欧洲航天局说，这些欧洲建造的自动

货运飞船总共向国际空间站输送了

31.5 吨物资，多次利用自带燃料协助

空间站提升轨道，并在必要时帮助躲

避太空碎片。这一系列任务的完成充

分证明欧洲掌握了对未来开展太空探

索至关重要的“自动对接”技术。

欧洲航天局及其欧洲工业合作伙

伴在设计、建造和运行五艘自动货运

飞船期间收获的知识和经验，为欧洲

参与美国“猎户座”载人飞船计划打下

重要基础。正在建造的飞船服务舱

“欧洲服务舱”将在数年后“猎户座”飞

船下一次试飞期间为其提供水、氧气、

电力及轨道转移和姿态调整所需的推

进力。

日发现一种可遏制
癌细胞转移的基因

新华社东京 2月 14日电 （记者

蓝建中）日本名古屋市立大学的一个

研究小组在新一期的美国在线科学杂

志《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卷》上报告

说，他们发现人体内一种基因拥有遏

制癌细胞转移的功能，这将有助于弄

清癌细胞转移的机制并开发出新药。

该校研究生院教授今川正良率领

的 研 究 小 组 注 意 到 ，一 种 名 为

“fad104”的基因与细胞移动等有关，

因此通过实验调查了其是否与癌细胞

的转移有关。该基因能促进脂肪细胞

分化，在肺的形成过程中，还对 II型肺

泡上皮细胞的分化和成熟以及骨骼的

形成等发挥重要作用。

研究小组发现，癌细胞会借助血

管等在体内移动。研究人员对人类恶

性黑色素瘤的癌细胞进行处理，减弱

了其中“fad104”基因的功能后发现，

癌细胞更容易进入实验鼠的血管。相

反，如果强化癌细胞中“fad104”基因

的功能，并将这种癌细胞注射到实验

鼠尾部，癌细胞向肺部的转移则急剧

减少。

研究小组指出，这一发现促进了

对癌细胞转移分子机制的认识，并有

助于推动开发新的治疗药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