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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据《卫报》9月 18日报道，英国科学家近日向英国政

府生育管理部门提出了对人类胚胎基因进行编辑的申

请。他们希望将修改人类胚胎的 DNA 作为对人类早

期阶段进行研究的科研项目的一部分。

这一事件使编辑人类胚胎基因组技术再次引发巨

大争议。几个月前，中国科学家对人类早期胚胎 DNA

进行修改的相关实验也曾在科学界掀起波澜。

改过基因的胚胎≠“设计婴儿”

这一申请由英国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的干细

胞科学家凯西·尼亚肯向英国人类受孕与胚胎学管理

局（HFEA）提出。这一团队的研究或将在数月之内带

来英国第一个修改了基因的人类胚胎。

该团队使用的是一对体外受精的夫妇捐赠出的多

余的胚胎。尼亚肯希望通过对胚胎基因进行修改来发

现人类卵子受精后的最初几天是哪些关键基因在起作

用。这一研究将会帮助科学家理解为何有的女性会提

前流产。

“我们获得的知识将对理解健康人类胚胎的发展

过程十分重要，它也可以让我们理解女性流产的原

因。这并不意味着走上‘设计婴儿’的不归路，因为英

国对这一领域的管理非常严格。”尼亚肯说。

在英国，对人类胚胎的研究只能在获得 HFEA许可

证的情况下进行。HFEA 目前还未对尼亚肯的申请进

行审理。不过据《卫报》分析，HFEA 有可能会依据英国

现有法律，允许该团队开展人类胚胎基因组编辑实验，

前提是他们不能将这些实验胚胎植入女性体内实现生

育目的，而且必须在 14天内销毁这些胚胎。

发展太快的基因组编辑技术

尼亚肯是运用强大的叫做 Crispr-Cas9的基因组编

辑技术进行研究的科学家之一，使用这一基因组编辑技

术的科学家正与日俱增。这一技术在 3年前问世，已经

使全球范围内的生物医学研究发生了重大变革。它允许

科学家对 DNA 进行精确修改，而且在通过修正错误的

基因来改变对家族遗传疾病的疗法方面具有潜力。

尼亚肯将使用 Crispr-Cas9技术使人类早期胚胎的

基因打开或者关闭，然后观察这些修改对胚胎的细胞

会有什么影响。

尽管他们修改过的胚胎永远都不会发育为婴儿，

这一举动仍让那些呼吁在全球范围内终止对胚胎基因

进行修改的人士感到担忧。他们担心公众的激烈反对

会波及那些争议较小的转基因研究，而那些研究会带

来治疗疾病的全新疗法。 （下转第三版）

英国科学家近日提出对人类胚胎基因进行编辑的申请——

婴 儿 可 以“ 设 计 ”吗 ？
本报记者 刘园园

随着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八院研制的长征六号

运载火箭成功首飞，该集团公司六院研制的新一代液

氧煤油发动机也完成了首秀。记者从六院了解到，围

绕该发动机形成的各项技术，不仅能助力绿色环保，也

能让百姓拥有更高生活品质。

助力绿色环保

绿色环保是液氧煤油发动机的重要特点之一。六

院在科研过程中，掌握了发动机热能控制技术，拥有了以

低压低热值燃气燃烧为代表的十余项燃烧技术，形成了

以燃烧产物组分模拟计算为核心的焚烧处理技术。

电、水泥、石油、天然气，都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能源和材料。然而火电厂、水泥窑炉排放的烟气，以及

煤化工、炼油厂、天然气厂排出的废气，都对空气造成了

污染。六院凭借发动机燃烧技术，自主研发出衡算软件，

并运用流场模拟和物理模拟试验能力，依托火箭发动机

数值模拟研发平台，对浓度场、温度场进行精确模拟，能

确立最合理的脱硫脱硝布置方案、降低烟气脱硫脱硝的

成本、提高脱硫脱硝的效率。其研制的硫回收、脱硝的成

套工艺技术及装备，可有效控制硫、硝等有害物质向大气

排放。对于燃煤锅炉烟气治理，该院掌握了有效解决方

案，使锅炉烟气中的硫、硝、尘近乎于“零”排放。

对于尾气、垃圾等难降解的废弃物，六院研发了焚

烧处理综合解决方案，可处理含氯尾气、一氧化碳尾

气，含盐有机废液、固体废弃物等，同时回收热量，有效

控制二次污染，实现达标排放。

依托发动机试验废水处理、测控、低温应用及技

术，六院针对各类废水处理研发了成套设施和系统，能

让工业废水达标排放，减少对河流、土壤的污染。

此外，六院研发生产的高效节能电动机、发电机

组、水轮机，等级超过国家标准中有关能效要求，可用

于石油、化工、冶金、钢铁、电力等行业作为原动力。该

院还大力发展余热利用技术——ORC 技术，采用有机

工质朗肯循环，回收工业烟气、工业废水等余热进行发

电或提供动力，既实现能源回收利用，又减少了有害气

体的排放。 （下转第三版）

航天新动力技术已经落地
——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的民用技术开发

通讯员 李雪平 本报记者 付毅飞

创客也能激发航天科

技创新？

从我国首个月球探测

器嫦娥三号，到刚刚发射成

功的长征六号运载火箭，航

空航天作为一块“硬”科技

显得离我们很远。

在美国，众多的中小

科技公司分布在航天机构

的周围，它们不但技术专

业，而且创意无限，承接着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众多

的分解项目。我国航天技

术能不能也借用民间创客

的力量呢？

9月 19日，在上海宇航

系统工程研究所内，未来

星球表面探测机器人创客

大赛的决赛正如火如荼地

进行。空地两栖、球形设

计、半履带、多功能、子母

式……来自高校、院所、创

客空间等各民间团体的共

18 支队伍，带着自己的概

念机器人走上赛场，给不

少专业航天人带来新的灵

感与启迪。

“我们不仅要让高精

尖的技术下地，也要让我

们的奇思妙想上天！”该所

邱博士表示，激荡思维火

花，欢迎民间创客参与航

天探秘，让航天科技“软”

着陆。

好苗子，跟踪！

比赛现场，李懿德手

里托着自己的四旋翼飞行

器，目光不断寻找着上海

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里的

“熟人”。

2005 年 10 月 12 日 ，

“神六”发射，上小学四年

级的李懿德坐在教室里，

看着电视画面中升腾的火

焰，内心无比激动。从此

以后，运载火箭便走进了

他的生命。“我们所所有的

活动他都参加，等到他读

高中的时候，我们发现他

的航天技术知识已经超过

了所里的一般员工。”赵金

才教授看着李懿德的一路

成长，始终悉心培育着这颗“航天苗子”。“他在中

学就已经有自己导弹发射装置的专利了。现在去

中北大学攻读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主修运载火

箭。以后，我们将推荐他去俄罗斯深造。”

今天，只有大二的李懿德带着自己的空地两

栖火星探测机器人登上了赛场。“从各国发射的

火星车来看，核心是如何保证巡视器在星球表面

复杂的环境条件下保持良好的行驶性能和有效

的研究能力。未来的巡视器系统，发展方向是更

长的移动距离、更强的观测能力和环境适应能

力。”李懿德说，他们的探测器由飞行器和巡视车

两部分组成，就像航空母舰一样，所有的零件全

部由团队成员在实验室完成，“履带采用的是新

一代履带，采用菱形，每只轮子可独立运动，克服

土地障碍”。

果然，在最终的决赛中，小车显示了极大的性

能优越性，翻沙地、过坑、爬坡，一一拿下，并一举

获得本次大赛的一等奖。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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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公司研制的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首飞箭——长征六号

成功发射，将20颗微小卫星送入太空。自2009年批复立

项至今，长征六号动载火箭历时6年多的研制攻关，记录

着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从无到有、不断跨越的艰辛历程。

从零开始绘蓝图

自 1970 年长征一号发射成功以来，我国先后成功

研制了 15 个型号的运载火箭，组成了相对完备的现役

运载火箭型谱，具备完整的独立进入空间能力。上世纪

90年代，航天强国开始了新型运载火箭的研制，提高可

靠性、降低发射成本、提升运载能力成为新型火箭的发展

趋势。我国也提出了发展新一代运载火箭的设想。

2008 年 7 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明确，由上海航天

技术研究院组织开展长征六号新型液体运载火箭的研

制工作。

从事全新型号的研制是研制团队梦寐以求的事，但

紧随而来的是前行路上的重重困难——全新动力系统、

更高安全可靠性要求、低成本发射控制要求、短周期发射

要求……新一代火箭与现役长征系列火箭有着巨大差

异。在没有成熟经验参考的情况下，创新成为唯一出路。

发动机自生增压系统、燃气滚控、“三平”测发、复合材

料夹层共底贮箱、新型电气系统……一个个大胆的设想，

在一次次通宵达旦的讨论中被提出。 （下转第三版）

新一代运载火箭诞生记
—记长征六号研制历程

本报记者 付毅飞

科技日报北京9月 21日电（记者张佳
星）如果感染、肿瘤“起势”了，身体之盾如何

接招？T细胞是身体免疫系统有杀伤功能的

“接招”机制之一。“杀伤之矛”和“接招之盾”，

T 细胞靠什么掌控？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

医学科学院院长曹雪涛团队发现，E3泛素连

接酶分子 Nrdp1 是掌控关键点，它调控 T 细

胞介导的抗感染、抗肿瘤免疫应答，相关研究

论文发表于21日的《自然免疫学》杂志上。

据介绍，Nrdp1（又名 DRP）是该研究团

队 1998 年从树突状细胞中自主发现的免疫

分子，它被证明具有泛素连接酶功能。蛋白

质一旦被“泛素”连接上，就是打上了“需要

分解的标签”。曹雪涛解释，Nrdp1 就是通

过调整和泛素的“连接”，控制蛋白质信号分

子的活性。

研究论文显示，曹雪涛院士与中国医学

科学院医学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博

士后杨明金及第二军医大学医学免疫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陈涛涌教授等，通过淋巴细胞

亚群基因表达谱分析，发现在 T 细胞活化早

期，Nrdp1 能够与淋巴细胞活化信号分子

Zap70 结合，导致 Zap70 发生新型多聚泛素

化修饰，降低 Zap70磷酸化水平，从而抑制 T

细胞的活化与功能。

“也就是说，Nrdp1‘扼住’了 Zap70的修

饰程度这个‘咽喉’，就控制住了 T 细胞的活

化。”曹雪涛进一步分析，由于细胞调控路径

是可逆的，在实际应用方面，疾病治疗可以

通过抑制 T 细胞的 Nrdp1 表达水平，从而激

发 T 细胞具有更强的杀伤感染细胞与肿瘤

细胞的效力。该研究不仅丰富了淋巴细胞

功能调节机制，也为感染、肿瘤的免疫治疗

提出了新的潜在靶点与方法。

抗感染抗肿瘤免疫治疗新靶点被发现

科技日报北京9月21日电（记者刘霞）美国研究

人员表示，他们使用碳纳米管替代硅为原料，让存储

器和处理器采用三维方式堆叠在一起，降低了数据在

两者之间的时间，从而大幅提高了计算机芯片的处理

速度，运用此方法研制出的 3D 芯片的运行速度有可

能达到目前芯片的 1000倍。

研究人员之一、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学博士候选

人马克斯·夏拉克尔解释道，阻碍计算机运行速度的

“拦路虎”在于，数据在处理器和存储器之间来回切换

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能量。然而，解决这个问题非常

需要技巧。存储器和中央处理器（CPU）不能放在同

一块晶圆上，因为硅基晶圆必须被加热到 1000 摄氏

度左右；而硬件中的很多金属原件在此高温下就被融

化了。

为此，夏拉克尔和导师萨布哈斯·米特拉等人将

目光投向了碳纳米管。夏拉克尔说，碳纳米管具有重

量轻、六边形结构连接完美的特点，能在低温下处理，

与传统晶体管相比，其体积更小，传导性更强，并能支

持快速开关，因此其性能和能耗表现远远好于传统硅

材料。

但利用碳纳米管制造芯片并非易事。首先，碳纳

米管的生长方式非常不好控制；其次，存在的少量金

属性碳纳米管会损害整个芯片的性能。研究人员想

方设法解决了这些问题，并于 2013 年制造出全球首

台碳纳米管计算机。然而，这台计算机既慢又笨重，

且只有几个晶体管。

现在，研究人员更进了一步，研发了一种让存储

器和晶体管层层堆积的方法，新的 3D 设计方法大幅

降低了数据在晶体管和存储器之间来回的“通勤”时

间，新结构的计算速度为现有芯片的 1000 倍。而

且，该研究团队还利用芯片新架构，研制出了多个传

感器晶圆，可用于探测红外线、特定化学物质等。接

下来，他们打算对这套系统进行升级，制造更大更复

杂的芯片。

电子元件的进化历程从未停止，它们变得越来

越小、越来越强大，同时越来越廉价，与此同时，科学

家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于速度的追求。两年前的秋天，

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科研团队开发出世界上第一台基

于碳纳米管制造的计算机，迈出了挑战“硅芯片”计算

机制造主流材料的第一步；两年后的今天，科学家让

这款芯片成为时髦的 3D 碳纳米管计算机芯片，我们

不禁感叹科学家的

想象力，就连新的堆

叠方式都能让计算

机芯片提高 1000 倍

的 速 度 ，必 须 手 工

点个赞！

3D碳纳米管计算机芯片问世
运行速度可达现有芯片的1000倍

（详见第五版）

碳纳米管使存储器和处理器能采用三维方式堆
叠在一起，从而大幅提高了芯片的运行速度。

让中美科技合作激发更多正能量
（详见第二版）

科技日报青岛 9 月 21 日电
（通讯员王娟 王文辉 赵冉 记者

王建高）21日，在青岛西海岸新区

招商推介会上，签约蓝色、高端、新

兴领域重点项目 52 个，总投资超

3000亿元，其中内资项目 39个，外

资项目 13 个，投资额过百亿元项

目 10个，涵盖了高端装备制造、新

能源新材料、跨境电商、蓝色金融、

创新创业创客、健康产业、大型城

市商业中心、文化旅游、供应链物

流和重大基础设施等众多产业。

招商推介会吸引了世界 500

强企业和中央企业、重点科研院

所、重点民营企业投资项目，为青

岛西海岸新区发展注入更为强劲

的动力。其中，由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公司第 41研究所设立的中电科

高端精密仪器产业园项目，总投资

30 亿元，将建设军用电子测量仪

器、自动测试系统、专用继电器与

电缆组件、接插件与微波功能组件

等军工产品和军民融合产业发展

基地。由华润集团置地有限公司

和青岛国投集团共同设立的青岛

国际财富港项目，总投资 60亿元，

将搭建绿色低碳与金融产业相融

合的平台，吸引国内外知名金融机

构入驻，打造世界一流的财富管理

中心和离岸金融中心。

在此次招商推介会上，中国普

天信息产业集团公司与青岛市人

民政府共同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将在青岛西海岸新区投资建

设并运营“青岛国际数字娱乐港”，

参与低碳智慧城市、轨道交通、绿

色能源设施建设等。工信部向青岛西海岸新区授牌，青

岛西海岸新区成为工业和信息化部全国唯一授权的“大

数据技术与应用人才实训基地”，将承接国家信息化紧

缺人才培养工程，共同开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化人

才培养实验室体系，率先在“互联网+”大数据领域开展

技术创新、市场创新、人才创新、产品创新方面的研究与

合作，助推青岛成为国际化的大数据产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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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属毛乌素沙漠边缘过渡性荒漠草原、湿地生态系统。近10年来，该保护区通过实施三北防护林建设、湿地保护恢复等工程，使流动、半流动
沙丘变为绿洲。在毛乌素沙漠边缘，筑起了一道“绿色长城”。上图 哈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花马池湿地（9月19日摄）。 新华社记者 王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