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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短讯

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 4月 27 日电 （记者房琳
琳）设想有那么一天，科学家可以在实验室通

过替换机体 DNA 来寻找一系列问题答案，或

许医生还能设计改变病人基因的药物来治疗

基因异常。有点像科幻小说？随着基因编辑

技术（Cas9/CRISPR 系统）的发展，这终将成

为现实。

但在实现之前，科学家必须克服一系列困

难，包括如何提高基因组编辑修改目标 DNA

序列的速度。而这正是美国哈佛大学化学生

物学教授刘大卫和他的同事要破解的难题。

刘教授带领的科研团队开发出一种可以

被小的类药物分子激发活性的 Cas9 形式，修

改人类基因组中目标 DNA序列的速度比标准

Cas9 形式快 25 倍。研究成果发表在最近的

《自然·生物化学》杂志上。

“研究旨在通过对活跃期的 Cas9 仔细控

制来提高基因编辑的特异性。我们设计了一

个 Cas9 形式，只在给细胞提供无害类药物小

分子时才能表现活跃。”刘教授说，“我们能证

明用这个系统可以高效修改基因组。”

刘教授解释说，用小分子控制 Cas9活性的

想法虽然得以实现，但与其他药物治疗或实验

室工具不同，基因编辑技术不是一个“稳态”化

学过程，“我们想要的就是爆发的基因编辑活性

短暂到足以修改一到两种目标基因，然后你还

可以让这种活性消失并不再影响细胞进程。”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为了获得这

种“短暂爆发的活性”，刘教授领导的团队成功

设计了这种只在类药物小分子出现时才表现

活性的蛋白质形式，“目前发表的基因编辑技

术通常没有时间限制，这一过程持续数天甚至

更长。但是用我们设计的系统，可以让 Cas9

蛋白保持几小时的活性，然后立刻‘收手’，蛋

白质很快变得‘迟钝’起来。在活性高峰期过

后，新的 Cas9蛋白质就不会再持续活跃了。”

刘教授希望有一天 Cas9 和 CRISPR 技术

能够精准到修改速率低于同步自然免疫的速

率。他解释说：“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病人使用

基因编辑技术相关疗法后，再患上癌症或其他

基因疾病的风险会大大降低。”

鉴于基因编辑是一项全新的技术，他建

议，科学家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建立一种对话

关系，确保在发展和应用中对这项新技术“充

分考虑”。

类药物分子使基因编辑更精准
基因疗法致癌风险有望大大降低

寻找地外生命的队伍日前又添了一支生

力军：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气候科

学家们。NASA 戈达德太空研究所一个有着

30 多年研究地球经验的团队，决定对其全球

气候模型加以调整和修改，以模拟潜在的宜

居系外行星上的环境条件。据《自然》杂志网

站报道，近日在华盛顿特区召开的一个会议

上，NASA 宣布启动一个新计划——系外行

星系统科学联合(NExSS)，希望通过跨学科研

究来推动类地行星的搜寻和确定工作，而气

候科学家的加盟正是这一计划的一部分。

目前，NASA 的开普勒空间望远镜通过

观测行星从其母星前方经过时发出的星光信

号的短暂中断，已经精确定位了 1000 多颗系

外行星。其中至少有 5 颗行星大小与地球相

似，并且位于可能有水存在的宜居带内。下

一步，科学家们将检测穿过这些系外行星大

气的光线，这将为了解这些遥远世界拥有什

么样的环境条件提供线索。

搜寻工作成为跨学科课题

“我们必须开始从更广泛的角度研究这

些系外行星。”领导戈达德太空研究所气候科

学家团队的气候建模专家安东尼·德尔杰尼

奥说，“突然间，这已经不仅仅只是天文学家

的课题，也是行星科学家的课题，而现在，气

候科学家也参与进来了。”

“我们正在将一帮不同学科的专家汇聚

到一起，他们也都期待以不同的方式研究行

星的形成和运行。”负责 NASA 天体生物学项

目并组织 NExSS 计划的玛丽·沃伊泰克说。

但她同时表示，虽然各方表现出了极大兴趣，

但彼此之间的沟通交流仍然是个挑战，“你甚

至没法让这些团队就宜居带的定义达成一

致。”

NExSS计划部分建立在华盛顿大学虚拟

行星实验室基础上，该实验室于 2001 年启

动，目前拥有来自 23 个机构 55 位研究人员，

在跨学科系外行星研究方面展开合作。

“当我们开始这个计划时，人们还以为我

们疯了。”该项目首席研究员、天文学家维多

利亚·麦道思说，“但这不是一个单一学科能

够解决的问题。”

麦道思表示，NExSS 将使合作研究系外

行星的队伍进一步扩编，应该能够帮助科学

家理解现有的数据以及未来詹姆斯·韦伯太

空望远镜和系外凌日现象观测卫星的观测结

果，后两者都计划于 2018 年发射；它也可以

帮助 NASA制定 2020年及以后的搜索系外行

星任务。

用地球参数为类地行
星建模

德尔杰尼奥团队一共有 16 名成员，他们

中既有地球和行星科学家，也有太阳物理学

家 和 天 体 物 理 学 家 ，都 将 参 与 到 NASA 的

NExSS计划中。他们研究的初期年预算大约

为 1000万美元至 1200万美元。

在戈达德太空研究所，德尔杰尼奥团队

已经开始对他们的重要工具——地球系统气

候模型的目标进行重新设定。研究人员正在

梳理它的源代码，来定位一些对于地球而言

是固定设置的简单参数，比如一天 24 小时，

运行一周是 365 天等，以建立一个可以适应

不同行星系统的系外行星模型。初始模拟将

把重点放在远古的地球以及金星和火星的演

化上，虽然现在的金星和火星都无法支持生

命，但它们的表面都可能曾有液态水存在过。

该团队的最终目标是，通过混合和匹配

一些确定一颗行星能否维持生命的关键因

素，研究宜居带的概念。他们将把这些参数

输入到系外行星模型中，以此打造一个“假想

类地行星”数据库，这些行星的大气光谱对于

天文学家来说是可见的。

多个团队为了同一个
课题

德尔杰尼奥团队只是利用气候模型研究

系外行星的几个小组之一。法国皮埃尔-西

蒙·拉普拉斯研究所物理学家弗朗索瓦·佛希

尔带领的研究小组就使用类似的模型，探测

当水汽在行星的大气中积聚并捕获向外辐射

热量时所导致的失控的全球变暖。2013年 12

月，他们在《自然》杂志上报告说，早期地球承

受的太阳辐射可能比科学家们认为的要多。

另外还有两个研究小组也在开展类似的实

验，德尔杰尼奥说，他的团队所研究的也是同

一个课题。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大气科学家詹

姆斯·卡斯廷说，3D 模型对于定义宜居带来

说特别有用，他正在努力建立一个一维的系

外行星模型。他补充说，不过，最终能否取得

进展，还有赖于对系外行星的更佳观测结果。

“在 15 年或 20 年内，我们可能会得到一

个看起来与地球类似的行星的光谱，然后每

个人都来用他们的模型试着给这个行星建

模。”卡斯廷说，“我希望这一切能够尽快发

生——但我们还需要一个大望远镜。”

地外探索需要气候学家“掺和”
——NASA启动跨学科计划推动类地行星搜寻工作

本报记者 陈 丹

科技日报北京 4月 27 日电 （记者常丽
君）据近日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的最后试验

数据显示，第一个进入临床三期试验的疟疾候

选疫苗（RTS,S/AS01），经在非洲婴幼儿身上

接种后，部分抗疟效果可达 4 年。这表明，该

疫苗能预防大量的临床疟疾，有望成为第一个

获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使用的抗疟疾疫苗。

每日科学网站报道称，试验数据也揭示了

在抵抗临床和严重的疟疾方面，对幼儿接种疫

苗的效果比小婴儿要好。但在这两组中，疫苗

效力都会随时间减弱，如果再注射一次加强

剂，效果会更好。

在该疫苗第三期随机临床试验中，研究人

员从7个传染程度不同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的11个地区，共征集了15459名婴幼儿（婴儿在

6—12周，幼儿为5—17个月），分三次给他们接

种疫苗，并在18个月后注射（或不注射）加强剂

或对照疫苗。试验开始 18个月后的最初结果

显示，约 46%的幼儿、27%左右的小婴儿能抵抗

临床疟疾。在随后的 20—30 个月的跟踪研究

则表明，疫苗效力随时间延长而逐渐下降，而总

体上注射加强剂的效果相应更好一些。

研究论文作者、英国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

学校临床热带医学教授布莱恩·格林伍德解释

说：“虽然疫苗效力会随时间下降，但它带来的

利益还是很明显的。每千名接种幼儿中，在接

种后4年里，平均防止临床疟疾1363例，接受加

强剂的达到 1774例；每千名接种婴儿中，在接

种后3年里平均防止临床疟疾558例，接受加强

剂的达到983例。”格林伍德称，在2013年，全球

估计疟疾病例为 1.98亿，如给婴幼儿接种疫苗

的话，则有望将这一数字降低到百万级。

格林伍德还说，“欧洲药监局（EMA）将根

据这些最后数据来评估疫苗的质量、安全性和

效力。如果 EMA 给出有利评价，世界卫生组

织最早可能在今年 10 月推荐使用该疫苗，它

将成为第一个获得批准的、抵抗寄生虫病的人

类疫苗。”

首个临床三期的疟疾疫苗有望获批

科技日报华盛顿4月27日电（记者何屹）
由美国西北大学和杜克大学组成的联合研究

小组利用液体激光增益材料，成功研发出实时

可调节的等离子体激光器。该研究发表在近

期出版的《自然通讯》杂志上。

通过传统激光技术，光只能聚焦到其频率

的一半，即所谓的衍射极限。对此，科学家们

已经找到了突破这一极限的办法，通过建立等

离子体激光，将激光束和金属（例如黄金）表面

的等离子体（振动表面电子）结合，排在一个阵

列中。不过，这种方法也有其局限性，因为它

不得不依赖固体激光增益材料，导致激光不易

调整，且不是实时的。而美联合研究小组的新

研究成果，通过利用一种液体作为激光增益材

料的方法，能够达到实时调节激光。

研究人员使用金阵列、等离子体纳米谐

振腔阵列和液体染料溶剂作为增益材料，这

样就可通过改变染料的折射率改变激光的波

长。与以固体为基础的增益材料相比，新成

果具有两个主要优势：首先染料能够快速溶

解在不同溶剂中，具有不同的折射率，可实时

调节激光；其次，因为增益材料是液体，可以

通过通道灌入腔体，即可通过使用不同的液

体动态改变。

实时可调等离子体激光器问世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园园）美国扫地机器

人制造商 iRobot 日前与美国国家射电天文台

就无线电频率使用问题争起来了。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iRobot试图

制造一款可以在室外使用的割草机器人。

iRobot 并没有为割草机器人安装强大的

“大脑”让它自动识别草坪边缘，取而代之的

是，iRobot决定让使用者在草坪周围安装信号

发射装置。为了实现这一目的，iRobot向美国

联邦通信委员会提交豁免申请，请求允许销售

这样的产品。

在美国，这种情况下企业必须提交豁免申

请，供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审查频率使用计

划，以避免网络通信的发展干扰现存系统，如

电话和全球定位系统（GPS）。不过，国家射电

天文台知悉了这项申请后，也向美国联邦通信

委员会提出豁免申请，希望能够阻止 iRobot的

这项计划。

美国国家射电天文台拥有众多观测台，其

中一些是专门对太空中的甲烷进行谱线观测

的，这项观测恰恰要使用 iRobot所申请的频率

范围（6650至6675.2兆赫）。美国国家射电天文

台指出，如果割草机器人的信号发射器在这些

观测台附近发射信号，这些观测台将无法运行。

目前尚不清楚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会支

持哪一方。不过，这次争执很可能在众多技术

领域引发关注，因为它可能成为未来美国室外

无线电频率应用的方向标。

iRobot与美天文台“杠上了”

4月26日，在德国莱比锡，一家参展方的代表带着他们的绵羊参加动物展示活动。
2015年德国莱比锡农业展当日进入最后一天。莱比锡农业展是德国东部地区规模最大的农业展会之一，每两年举办一届。今年展

会吸引了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000家展商前来参展。 新华社记者 张帆摄

德国莱比锡：周末逛逛农业展

中国政府首支医疗救援队
抵达尼泊尔

新华社加德满都 4 月 27 日电
（记者周盛平）由国家紧急医学救援

队四川队相关单位 58 人组成的中国

政府医疗队，当地时间 27 日上午抵

达加德满都特里布万国际机场，前往

尼泊尔地震灾区参加抗震救灾医学

救援。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吴春太前往

机场迎接中国政府医疗队一行。

这支医疗队是我国向尼泊尔震

区派出的首支医疗救援队伍，由四

川省卫计委、四川省人民医院、四川

大学华西医院、四川省疾控中心等

单位抽调人员组成，四川省卫计委

副主任杜波担任医疗队队长。医疗

队分为综合协调组、医疗救援救治

组、后勤保障组合防疫组，涵盖重症

医学科、药剂科、骨科、护理科、心理

科等多学科专家，将在尼泊尔开展

医疗救治、卫生防疫、心理危机干预

等工作。

据介绍，这支医疗队计划在尼泊

尔灾区工作 10 天左右，医疗队伍携

带了必要的医疗设备、物资耗材以及

生活保障物资，预计满足在尼泊尔工

作、生活两周所需。

据悉，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四

川队是一支能够在海拔 3500 米安

营扎寨、在海拔 4000 米高原紧急施

救的救援队伍，它更是一支有着丰

富抗震医疗救援经验的医疗队，参

与过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芦山地震

的医疗救援。

意发现迄今欧洲最古老
智人牙化石

据新华社米兰电（记者宋建）意

大利研究人员日前在美国《科学》杂

志上报告说，他们发现了迄今欧洲最

古老的两颗智人牙齿化石，其历史可

上溯至 4万年前。

这两颗牙齿化石分别是 1976 年

和 1992 年在意大利北部两处洞穴里

被发现的，当时一同被发现的还有一

些史前同期的艺术装饰品和工具。

它们虽被发现数十年之久，但一直未

确认其所属年代。

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的斯特凡

诺·博纳齐对新华社记者说，他和费

拉拉大学的研究人员运用数字分析

技术，对上述牙齿化石进行了研究，

确认它们约有 4.2 万年历史，这两颗

牙上提取的 DNA属于已知的欧洲最

古老人种。

研究人员表示，4.2 万年前尼安

德特人也在欧洲生活。因此，这两颗

牙齿化石和发掘地点的其他遗存，可

能有助推测人类先祖在尼安德特人

灭绝之谜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幽 门 螺 杆 菌
可 诱 发 基 因 突 变
据新华社东京电（记者蓝建中）

很多人都知道寄生在胃部的幽门螺

杆菌可致癌，但它们究竟是如何引发

癌症的呢？日本冈山大学研究人员

近日宣布，幽门螺杆菌所含物质能诱

发胃上皮细胞基因突变，从而引发癌

症。这一发现有望为预防胃癌开辟

道路。

幽门螺杆菌是一种单级、多鞭

毛、螺旋形弯曲的细菌，感染这种细

菌与胃癌发生之间的密切关系已为

大量研究证实。

冈山大学副教授有元佐贺惠领

导的研究小组将幽门螺杆菌浸入水

中，然后将提炼出的物质添加到鼠伤

寒沙门氏菌中，结果鼠伤寒沙门氏菌

的基因发生突变。他们又将幽门螺

杆菌提取物添加到实验室培养的多

种人体细胞中，结果发现其中的胃上

皮细胞会发生基因突变。

研究人员还将幽门螺杆菌提取

物和低剂量烷化剂类致癌物一道加

入人体细胞，发现在这种情况下发

生突变的胃上皮细胞数量明显多于

单纯添加烷化剂类致癌物的情况。

研究人员认为，这显示幽门螺杆菌

增强了上述致癌物的功能。但他们

也发现，将幽门螺杆菌提取物加热

到 100 摄氏度后，它们就难以导致

基因突变了。

研究人员表示，很多癌症是由正

常细胞基因突变导致的，如能确定究

竟是幽门螺杆菌中的哪种物质诱发

基因突变，并弄清其功能，就有可能

阻止基因突变，从而促进胃癌预防药

物的研发。

据新华社伦敦电（记者张家伟）英国纽卡

斯尔大学最近发布公告说，该校人员参与的一

项研究，首次清晰地记录了具有耳鸣症状的患

者脑部活动状况。分析结果有望加深医学界

对这一症状的认识，探寻新疗法。

纽卡斯尔大学和美国艾奥瓦大学的研究

人员共同开展了这项研究。发表在学术刊物

《当代生物学》上的论文称，在大脑的几乎整个

听力皮层范围内以及其他区域都发现了与耳

鸣相关的脑部活动，这一发现打破了以往认为

这类脑部活动仅限于很小范围的观点。

纽卡斯尔大学研究人员威廉·赛德利说，

与耳鸣直接相关的脑部活动涉及非常广泛的

脑部区域。相比而言，当病人听到研究人员发

出的模拟耳鸣声时，脑部仅仅有一个很小的区

域内出现了反应。这说明，与耳鸣相关的脑部

反应与普通声音、甚至那些与耳鸣相近声音引

起的脑部反应非常不同。也就是说，未来要深

入了解并探寻相关疗法时，研究人员有必要从

新的角度去审视这一病症。

耳鸣主要是指，在没有外界声、电刺激下，

耳朵主观感受到不舒服声音的一种听觉功能

紊乱现象。仅在英国就有超过 600万人不同程

度地被这一症状困扰。

耳鸣与脑部活动关系首次展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