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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特拉维夫3月27日电 （记者冯
志文）正当以色列网络安全产业界、学术界和

政府部门沉浸在 2015 网络技术展巨大成功的

喜悦中时，黑客帝国鼎鼎大名的“匿名者”黑客

组织发布视频，称将在 4 月 7 日对以色列发动

“电子大屠杀”，进攻政府、军事、金融、公共机

构网站，将以色列从网络世界抹去，以警告和

报复以色列政府对巴勒斯坦的“不公”。

事 实 上 ，每 年 的 4 月 7 日 ，以 色 列 的 网

络世界都会风云再起、充满刀光剑影，曾与

以色列“阵亡将士纪念日”巧合的这一天，

成 为“ 匿 名 者 ”组 织 动 员 其 全 球 精 英 发 动

“反以色列行动”的标志性日子，当然也成

为检验以色列网络防御能力的“试金石”和

锻炼网络攻防能力的“试验场”。

在过去的屡次攻防战中，“匿名者”虽然

没有给以色列造成“致命伤”，但也会让其“惊

出一身冷汗”。据以色列媒体报道，2013 年 4

月 7 日，“匿名者”组织“黑”掉了以色列多个

网站，有政府、学校、银行以及一个救治儿童

癌症患者的网站，包括以色列中央统计局、政

府出版署、海法污水处理厂、国家保险机构等

都上了被“黑”掉网站的新闻公告栏。“匿名

者”宣布那次攻击给以色列造成了 20 亿美元

损失，并将 1700 个以色列信用卡用户的个人

资料晒在网上。

以色列政府官员极力淡化那次网络攻击

的影响，称“几乎没有任何实质的破坏，他们只

是在网络上制造噪声吸引媒体注意”。但以色

列国家网络局建议一些大机构阻止某些来自

境外的网络访问，要求通讯、交通、电力、水务

等重要基础做好防护，必要时候切断和关闭一

些网站。以色列国防军更是不敢掉以轻心，其

通讯部门启动了诊断检查系统并模拟测试了

各种攻防情景。一些网络安全公司当天还为

个人用户提供义务扫描监测服务。同时，以色

列的黑客组织对“匿名者”也发动了反击并发

布了“巨大战果”。

2014年以色列网络安全界在 4月 7日前便

早早严阵以待，期待对网络来犯之敌迎头痛击，

一些网络安全技术公司更是秣兵厉马，一图“一

战成名”。但相比于 2013 年，“匿名者”进攻的

规模不成气候、进攻方式没有新意，当然“战果”

更是少得可怜。但这给以色列网络管理协调机

构和重要基础设施部门提供了非常难得的实战

锻炼检验机会，以色列似乎比以往更加成竹在

胸，从容布防、冷静迎战、认真总结。

烈火现真金、实战出真知。就像以色列电

力公司董事会主席易夫塔克·罗恩-塔勒在

2015网络科技大会上所说的那样，以色列电力

公司是全世界对以色列不怀好意的黑客最爱

光顾的地方，仅去年夏天“护刃行动”期间，该

公司的服务器每天遭受的黑客攻击多达近百

万次，“但我们顶住了这类攻击，我们还发展出

了一流的防卫体系和防御技术”。

对于这次“匿名者”的叫阵，以色列国家安

全研究所网络安全项目负责人加比·西博尼

说：“以色列面临的恐怖威胁不仅来自现实，也

来自网络，以色列每天都在与之斗争，现在的

网络攻击更加先进，不仅来自恐怖组织和犯罪

分子，国家间的网络攻击行为也在增多，对网

络安全的需求呈几何级数增长。”另一名来自

该机构的专家丹尼尔·科恩说，此前大约 100

多名黑客参与了攻击。在 4月 7日也许会看到

激烈的网络攻防，也可能攻击者会“晒”以色列

居民的信用卡信息，“有些不见得是当天得手

的，也许是以前偷走的”。专家们建议企业升

级服务器、对重要数据进行备份、拒绝不熟悉

的访问等，还建议个人设置复杂密码、不打开

来路不明的邮件、当心自己的手机短信等。

以色列备战黑客组织“2015电子大屠杀”

在加拿大国际顶尖医学科学奖——盖尔

德纳奖 2015年授予的 7名获奖者中，有 5名国

际学者得奖。他们的获奖是因为在揭示细胞

内部的基本运作过程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

他们的发现并不针对某一种特殊疾病，在大

多数情况下，这些突破性实验都完成于十几

年前，但它们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才刚刚显现

出来。他们揭开的细胞如何自我调控的“黑

匣子”，或将帮助人类理解生命究竟是如何运

行的。

1665 年，英国博学家罗伯特·胡克写到，

他通过显微镜凝视的软木薄片，发现里面充

斥着小小的空房间，于是他用了“细胞”一词

来形容他所看到的这些空洞的小房间。胡克

当然不知道，其实他懵懵懂懂之中发现的是

生命的基本单元和现代医学的关键。因为科

学家随后认识到，有生命的东西都是由细胞

组成的。但是，它们并不是空的。

细胞更像是一个城市。这个巨大的集成

系统有条不紊地协同工作着，它们调集资源、

给生产线供能、锻造精美结构、处理废物、保

存信息和延续增长。但与任何人类城市不一

样的是，一个细胞就是一个自我管理的大都

市，在这里不需要官僚来维持运行，靠的只是

基因的指引和几十亿年的进化磨练。我们的

生命则完全依赖于它。

一、细胞的供应链

得奖者：美国纽约威尔康乃尔医学院癌

症研究中心主任路易斯·坎特利，他发现了一

个可告诉细胞什么时候能获得营养的系统，

提出了糖尿病和癌症间的关联性。

正如一个城市必须输入粮食和能源，一

个细胞也需要引进资源以维持自身成长。但

是，应当在什么时候放下连接城里城外的吊

桥呢？对于细胞来说，答案取决于不同类型

分子间的相互作用链，一个分子触发下一个

分子。这些相互作用的总和传达了外部环境

的信息，从而使细胞作出响应，在有物资供应

时将其带进来。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路易斯·坎特利试

图弄清胰岛素是如何激活细胞吸收关键营

养物质葡萄糖的。他发现一种酶可检获胰

岛 素 已 被 穿 透 细 胞 膜 的 受 体 探 测 到 的 信

息。酶触发了内部信令系统，并最终使细胞

泵出葡萄糖。坎特利发现的这种磷脂酰肌

醇三激酶对身体功能至关重要。当系统滞

后时，葡萄糖会进入血液，导致糖尿病。当

其运行过载时，癌细胞可迅速吞噬助长肿瘤

生长的营养物质。

二、细胞的生长机制

得奖者：瑞士巴塞尔大学迈克尔·霍尔教

授，他发现了一种可让细胞知道什么时候生

长的蛋白，这种蛋白在癌症扩散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

1989年，科学家们对雷帕霉素非常好奇，

因为这种首先在蒙特利尔分离出的药物被证

明可有效抑制免疫系统，并防止捐赠器官发

生排斥反应，但当时并没有人了解雷帕霉素

的工作原理。雷帕霉素的名称来自其最初发

现于拉帕努伊岛（复活节岛）的土壤样本中，

由微生物攻击真菌产生。迈克尔·霍尔使用

酵母细胞对雷帕霉素进行研究中，最终描绘

出了雷帕霉素破坏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图。

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雷帕霉素的攻击目标

是一种蛋白，其在细胞增殖控制中扮演重要

角色。

这种蛋白被证明是负责细胞生长和大

小的中央控制器。当人类通过锻炼形成肌

肉，大脑形成新的连接促进学习时，细胞也

在生长，雷帕霉素的目标蛋白（TOR）也在

工作。那么问题来了，当 TOR 出现故障时，

它 又 在 做 什 么 ？ 答 案 就 是 促 进 癌 细 胞 转

移。这项研究为应对癌症和各种代谢性疾

病打下了基础。

三、细胞的回收机制

得奖者：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大隅良典教

授，他发现了一种通用回收服务机制，可使细

胞在资源枯竭时维持存活。

城市居民必须回收资源，细胞也是如

此。但对于细胞来说，回收是一个生死攸关

的问题。当营养稀缺时，细胞拥有一个系统，

可打破旧的或不必要的机制，并从中获益以

保持自身的延续。这一自噬系统，将可用于

回收的物质隔离在被称为自噬体的小泡中，

这个小泡发生迁移并与作为细胞回收中心的

溶酶体合并，其中的酶将大分子进行分解，准

备再利用。

1988 年，大隅良典在对酵母细胞的研究

中首次发现并描绘了细胞的这一重要功能。

整个系统的动态性非常强，因此了解其运行

并不容易，但得益于多年的显微技术经验，大

隅良典不仅看到了正在运行的自噬行为，还

找出了导致其失效的突变细胞。这反过来又

促使他发现了自噬所必需的基因和运行这一

过程的分子机制。虽然这只是在酵母中开展

的一项基础研究，但此项发现被广泛认为是

人类细胞存活研究的基础，自噬问题对阿尔

茨海默氏症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四、细胞的质控体系

得奖者：美国罗切斯特大学 RNA生物中

心主任林恩·马奎特，她发现了使错误指令远

离脱轨细胞的机制，为遗传疾病的病因研究

打开了一扇窗。

每一个细胞都需要指令以在正确的时间

行动、生存和死亡。这些指令来自一个细胞

DNA 库，在这里细胞可以复制成长长的粘性

分子——信使 RNA，然后发送出去形成所有

细胞活动的基本组成部分——蛋白质。但问

题是有时这些指令会发生错误。

林恩发现，所有的细胞都会犯错，但细胞

有一种机制可以识别和消除不良的指令，这

就是所谓的无义信使 RNA。林恩的最初动

机是想要理解蛋白生产中的问题是如何导致

囊性纤维化、癌症等一系列疾病的。上世纪

80年代，她开始探索这个问题，并在接下来的

30多年研究中发现了细胞中有一个重要的质

量 控 制 体 系 。 因 为 无 义 信 使 往 往 起 源 于

DNA 中的致病基因突变，此项发现有助于确

定疾病的确切原因，为未来的疾病治疗开辟

了新方式。

五、细胞的监管机制

得奖者：日本大阪大学实验免疫学实验

室副主任坂口文志，他发现的调控 T 细胞可

平衡免疫系统，使身体免受自身攻击。

要建立一个健康的有机体，细胞必须齐

心协力而且专业化，其中最专业的是 T 细胞，

它是免疫系统的捍卫者。T 细胞可产生破坏

性酶来摧毁致病原。当 T 细胞不能识别入侵

者和健康组织间的差异时，就会导致自身免

疫性疾病。

上世纪 80 年代，坂口文志通过小鼠研究

发现，在胸腺中存在一种新型 T 细胞，可减缓

免疫反应并预防感染后自身免疫性疾病。这

种调控 T 细胞，可为免疫系统中提供重要的

平衡。这种平衡可在一个方向上进行调节，

以帮助治疗炎症性肠病等，也可在另一个方

向进行调节，使免疫系统在同癌症的生长和

扩散进行作战时更具杀伤力。

（科技日报多伦多3月26日电）

揭秘细胞 造福人类
——2015年加拿大盖尔德纳国际奖解析

本报驻加拿大记者 冯卫东

科技日报多伦多3月26日电（记者冯卫
东）当地时间 3月 25日，加拿大盖尔德纳基金

会评选委员会公布了 2015 年度全球卫生奖、

怀特曼奖和国际奖的获得者名单。加拿大盖

尔德纳奖素有“小诺贝尔奖”之称，截至目前，

已有 82 名盖尔德纳奖获得者摘得诺贝尔奖

桂冠。

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院院长彼得·皮奥

特博士荣获盖尔德纳全球卫生奖，以表彰他

于 1976 年发现埃博拉病毒及确定非洲肺结

核和艾滋病关联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多

伦多病童医院的首席研究员珍妮特·罗森特

博士则获得了盖尔德纳怀特曼奖，以表彰她

在人类胚胎发育及干细胞起源方面的重要研

究成果。

2015年加拿大盖尔德纳国际奖的获得者

分别来自美国、日本和瑞士，他们是：

美国威尔康奈尔医学院的路易斯·坎

特利博士，在调控正常细胞生长及发现可

导致癌变的细胞缺陷方面颇有建树；美国

罗彻斯特大学医学和牙科学院的林恩·马

奎 特 博 士 ，发 现 了 无 义 介 导 信 使 RNA 衰

变，这种质量控制机制可消除触发疾病的

信使 RNA 分子缺陷。

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大隅良典博士，阐明

了细胞自噬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细胞可清理

自身体内的垃圾；日本大阪大学坂口志文博

士，发现了调控 T 细胞，可让免疫细胞避免攻

击健康细胞。

瑞士巴塞尔大学迈克尔·霍尔博士，发

现了一种可控制细胞增长的酶，此项发现对

发育和老化研究至关重要，对癌症、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和免疫疾病研究也产生了广泛

影响。

加拿大盖尔德纳奖是国际知名的医学研

究奖项，由加拿大人詹姆斯·阿瑟·盖尔德于

1957 年创立，从 1959 年开始授奖，共分全球

卫生奖、怀特曼奖和国际奖等 3 个奖项。每

名获奖者可获得 10万加元的奖金。

全球卫生奖和怀特曼奖各评出一名，其

中全球卫生奖授予来自基础科学、临床医学、

人口以及环境健康中任意一个领域的科学

家，所作贡献须惠及第三世界人民；怀特曼奖

则为在医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加拿大科学

家设立；国际奖主要针对在医学领域有重要

成就的科学家，每年评出 5名获奖者。

2015年加拿大盖尔德纳奖揭晓

新华社华盛顿3月26日电（记者林小春）

为什么一些人感染流感后病情严重甚至死亡，

而其他患者却症状轻微？对此，一名法国小女

孩提供了部分答案。欧美研究人员发现，在这

名曾差点死于流感的女孩体内，有一种基因存

在罕见突变，导致其免疫力削弱，流感病毒一

旦侵入便会引发严重病情。

26 日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的这项研

究结果提出，严重流感不仅是一种急性病毒性

呼吸道疾病，也是一种“遗传病”，基因突变可

能是某些人（尤其是儿童）患上严重流感的根

本原因。

多数流感患者通常治疗调养一周便可

康复，但有些人的病情非常严重，极少数情

况下会引发致命的呼吸衰竭等问题。2011

年，法国医生接诊了一名只有 2 岁半的女性

流 感 患 者 ，她 感 染 了 常 见 的 甲 型 H1N1 流

感 。 由 于 呼 吸 困 难 ，医 生 只 得 让 她 住 进 重

症 病 房 并 使 用 呼 吸 机 ，总 共 治 疗 20 天 才 挽

救了她。

让医生困惑的是这名小女孩并未患有会

加 重 流 感 的 其 他 病 ，也 没 有 肺 部 疾 病 家 族

史。为此，法国巴黎第五大学和美国洛克菲

勒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最近对小女孩及其

父母进行了基因组测序，结果发现她的“运

气”有点差。

人体内有一种名为 IRF7 的蛋白质，可刺

激产生抵御病毒感染的干扰素。编码合成这

种蛋白质的 IRF7 基因有两个，它们互为“复

本”。

研究显示，小女孩父母的 IRF7 基因的两

个复本中均有一个出现突变，而小女孩就遗传

了这两个突变的复本，结果她的免疫细胞和皮

肤细胞在流感病毒入侵时不能产生干扰素，造

成流感病毒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进行复制。

而小女孩的父母由于分别有一个 IRF7 基因复

本是正常的，因此他们能正常产生抵抗流感病

毒的干扰素。

小女孩现在 7岁了。由于流感疫苗不需要

靠 IRF7 基因诱发保护效果，因此她接种疫苗

后，未得过流感。

研究人员在论文结尾写道：“总之，我们证

明了与免疫力相关的先天性基因错误可导致

儿童患上严重流感，而基于干扰素、为患者量

身订制的治疗方案可帮助病情危及生命的流

感患儿。”

科学家发现引起严重流感的基因突变

荷兰北部电站故障导致大规模停电
3月 27日，有轨电车停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大街上无法运行。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附近一座电站27日发生技术故障，导致荷兰

北部地区大规模停电。 新华社/美联

一种化合物能降低
肝癌复发风险
新华社东京 3月 27日电 （记者

蓝建中）日本岐阜大学的研究人员日

前宣布，他们发现持续服用一种名为

开环状维甲酸的化合物，能够降低肝

癌复发风险。

在 临 床 试 验 中 ，科 研 小 组 把 约

130 名接受过治疗的肝癌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要求他们在 2 年内每天服用

600 毫克开环状维甲酸，而对照组的

约 130 名肝癌患者服用安慰剂。在结

束这种治疗又过了一年后，服用开环

状维甲酸的肝癌患者当中有 43.7％的

人没有复发，而服用安慰剂的对照组

患者则有 29.3％未复发。

开环状维甲酸具有与维生素 A类

似的分子结构，研究小组此前在动物

实验中确认，补充开环状维甲酸可使

即将出现癌变的肝细胞恢复正常。

研究小组准备今后继续开展临床

研究，增加研究对象数量，以获得更精

确的数据，进一步了解其预防肝癌的

效果。

与其他癌症相比，肝癌的复发率

非常高。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数

据，日本每年有 3 万多人死于肝癌。

现在遏制肝癌复发主要是利用干扰

素，但却存在副作用，心脏不好的人和

老年人无法用这一疗法。

“细胞修理工”或可
预防急性肾损伤
据新华社华盛顿电 （记者林小

春）急性肾损伤是心脏手术及化疗等

常见的危重并发症。中美科学家说，

一种叫做 MG53的蛋白也许能预防出

现这一危及生命的医学难题，从而改

变目前无药可治疗或预防急性肾损伤

的局面。

这项成果当天发表在美国《科学－

转化医学》杂志上。负责研究的俄亥俄

州立大学麻建杰教授对新华社记者说，

MG53是一种“细胞修理工”，一旦发现

细胞膜中有个伤口，便会马上调动细胞

的一切功能进行修复。这种蛋白主要

存在于心脏和肌肉中，但他们发现，肾

中其实也有MG53，只不过含量是肌肉

中的四十分之一，用于维持肾功能中

最需要保护的部分——肾上皮细胞，肾

损伤都是从这种细胞开始。

研究人员利用老鼠肾细胞进行的

试验发现，MG53 蛋白基因被“敲除”

的细胞用针扎一下，马上就会死亡；而

正常细胞扎几次都不会死掉。这证明

MG53 对肾确实具有修复作用，可以

预防肾损伤出现。

研究人员又利用大肠杆菌人工生

产出 MG53蛋白，并注射到老鼠体内，

然后通过堵住通往老鼠肾的血管来人

为制造肾损伤，结果也证实 MG53 对

肾有保护功能。为确认这种疗法的安

全性和有效性，他们还在狗身上重复

了类似试验，也获得预期结果。

麻建杰说：“这项研究使我们认识

到，MG53对人体肾也可能起到至关重

要的保护作用。”至于距离临床应用有

多远，他说，一是需要进一步改进人工

生产MG53蛋白的工艺；二是需要通过

大动物进一步验证 MG53的安全性和

有效性，在这之后还要通过人类临床试

验，估计人类试验还需要一两年时间。

细菌是如何“隐身”的？
据新华社旧金山电 美国斯坦福

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认定，一些细菌

之所以会“隐身”，源于特定蛋白质主

导细菌细胞壁“蜕变”，以躲避人体免

疫系统“侦测”或抗生素“攻击”。

二十世纪 50 年代，诺贝尔奖获得

者乔舒亚·莱德伯格发现，一些细菌会

脱落细胞壁，不再呈现特有形状，让免

疫系统“失察”；一段时间以后，这些细

菌会重新获得细胞壁，恢复原有形状，

再次全面具备感染人体的能力。

细胞壁的存在，有保护细菌作用，同

时也释放信号，触发人体免疫系统。而

抗生素的作用机理，一般针对细胞壁，试

图突破“防线”，实现对细菌的杀伤。

研究人员所做的是，首先施用一

种抗生素，突破大肠杆菌细胞壁，让它

改变形状。随后施用另一种抗生素，

针对一种名为 MreB 的蛋白质，令细

菌即使增殖，也无法恢复原有形状，不

再具备感染能力，最终自然消亡。他

们得出结论，MreB蛋白质是细菌得以

“隐身”的关键。

斯坦福大学生物工程学助理教授黄

国祯说，这项研究可以解释细菌抗药性

成因，“对细胞壁构建过程加深理解，可

望促成对抗生素运用战略更好筹划”。

细胞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