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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本周焦点

非分裂细胞基因编辑技术开发成功
由美国索尔克生物学研究所和日本理化学研究所组成的国际

科研小组开发出一种名为“HITI”的新基因编辑技术，意为不需要

同源序列的目标部位特异基因插入技术，首次可对非分裂细胞（存

在于眼、脑、胰腺或心脏）进行有效操作。团队利用该技术部分恢复

了眼盲啮齿动物的视觉反应，有望为视网膜、心脏和神经系统疾病

的基础研究和治疗开辟新途径。这对于编辑成年活有机体的基因

组来说具有革命性意义。

本周明星

“Z机”：开启核聚变“氘—氚”新时代
美能源部下属桑迪亚国家实验室日前在其世界最强辐射

源——“Z 机”（Z machine）装置内开启了氘—氚受控核聚变实验。

当未来氘—氚比例达到 50∶50时，中子数会提高 60至 90倍，它所产

生的能量将是现有最大能量的 500倍。然而，这种方式不能一蹴而

就，团队将在可控制的情况下逐渐增加燃料投放比例。

外媒精选

向年迈老鼠注射年轻人类血液可恢复其活力
据《新科学家》杂志网站 15 日消息，实验显示向年迈老鼠体内

注入年轻人类的血液，能恢复其活力。研究人员从一组 18 岁的健

康人类身上提取血液样本，在 3 周时间内，每周两次注射到 12 个月

大的老鼠体内——对老鼠而言这个年龄相当于人类的 50岁。测试

显示，年迈老鼠再次表现出与控制组年轻老鼠相似的活力。该发现

将来可用于人类抗衰老研究。

“最”案现场

68年来最大最亮超级月亮现身
美国东部时间 11 月 14 日凌晨 6 时 22 分，月亮到达近地点，

并在早上 8 时 52 分出现历史性近地满月。科学家表示，这是自

1948 年以来月亮离地球最近的一次，比最小月亮大 14%，亮度提

高 30%。

一周之“首”

首个碳纳米管制可弯曲太赫兹扫描仪问世
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利用碳纳米管研发出首个可移动、可弯曲、可

穿戴的太赫兹扫描仪，能对包括人体在内的三维卷曲物体进行成像

检测。接下来团队会将这些新太赫兹成像仪和信号识别电路与无线

通信装置一起集成到单个芯片上，以开发高速太赫兹监控系统。

一周技术刷新

弯曲光传递信息距离创新纪录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科学家在实验中成功让弯曲激光束携带信

息行进了 143 公里，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比之前纪录提高了近 50

倍。这一新突破或能给卫星通讯方式带来革命性变化。但目前弯

曲光系统的编码和破译信息速度还不及发送电报所用的摩斯密

码。团队接下来会利用已有技术，提高信息传输和编译速度。

人脑连接结构独一无二
每个人的指纹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作为个人的身份识别标记。

而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使用一种非侵入性的磁共振弥散成像技术，

证实了每个人的大脑连接结构与指纹一样，也是独一无二的，而且

这种特异性还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对人脑连接结构特异性的

理解将有助于人脑功能及相关疾病的研究。

前沿探索

冥王星表层下或存在海洋
在两项独立天文学报告中，科学家通过分析冥王星表面著名的

心形区域的起源认为，由于该区域的一个盆地填满了冰，致使冥王

星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翻转，从而在表面产生裂缝和张力，最终这

一结论指向冥王星表层之下应有一片海洋，而且此海洋至今仍在。

据进一步的最新研究称，热辐射允许该海洋保持液态。

合成生物学一大技术难题被攻克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克了合成生物学的一大技术难题：将不同

遗传线路分隔在单个人工合成细胞内，以阻止它们相互干扰，从而

可串联成更复杂的遗传线路，合成更复杂的药物分子。这一新方法

可以帮助研究人员设计出全新遗传线路，并有助于揭开地球生命早

期起源之谜。

奇观轶闻

SpaceX申请发射4425颗互联网卫星
美 国 太 空 探 索 技 术 公 司（SpaceX）近 日 向 联 邦 通 讯 委 员 会

（FCC）递交了发射 4425 颗互联网卫星的申请，将分两批升空，分 5

个轨道高度，用于为全球提供每户 1Gbps的高速上网服务。SpaceX

公司此次申请发射的卫星数量，已是目前在轨活动卫星数量的 3倍

以上，超过了人类发射卫星的数量总和。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一 周 国 际 要 闻
（11月14日—11月20日）

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20日电
（记者房琳琳）据每日科学网近日

报道，来自意大利罗马大学和德

国慕尼黑技术大学的国际团队，

创建了第一个基于纤维素纸的可

控随机激光器，其成功利用了陶

瓷二氧化钛的光散射效应。发表

在最新一期《高级光学材料》杂志

上的论文，详细阐述了科研人员

“将生物结构应用于随机激光器

模板的技术”。

一般而言，激光器有两个重

要组成部分：首先，需要放大光

的介质；其次，将光保持在介质

中的结构。经典激光器使用镜

子对准目标均匀地排列和发射

光线。与这种借助反射镜反射

的反馈机制完全不同的是，随机

激 光 器 的 反 馈 机 制 是 以 随 机 散

射为基础的，其内部的微观结构

也能发射光线，但是光线散射方

向各异。

慕 尼 黑 技 术 大 学 斯 特 劳 宾

科 学 中 心 关 注 生 物 聚 合 物 领 域

的材料合成研究，利用自然和生

物 材 料 的 模 型 开 发 新 的 材 料 和

技术。在实验中，他们用有机金

属 化 合 物 原 钛 酸 四 乙 酯 浸 渍 常

规的实验室滤纸，待干燥后将之

置于 500 摄氏度的温度中，生成

了 通 常 用 在 防 晒 霜 中 的 陶 瓷 二

氧化钛。

防 晒 霜 的 防 晒 效 果 是 基 于

二 氧 化 钛 的 强 烈 光 散 射 效 应 ，

随 机 激 光 器 也 利 用 了 这 一 效

应 。 研 究 团 队 认 为 ，滤 纸 中 的

长 纤 维 可 形 成 稳 定 结 构 ，因 此

可 以 作 为 随 机 激 光 器 的 结 构 模

板使用。

研究人员还发现，在光谱仪的帮助下，他们能够区

分结构模板材料中不同波长的激光并将其单独定位、彼

此分开。虽然随机激光器的发展仍在起步阶段，但鉴于

它的多方向性且多种颜色等功能特点，可用作微型开关

或检测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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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11月 20日电 （记者刘霞）据《麻省

理工技术评论》杂志网站近日报道，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的科研团队日前研制出全球首枚光子神经形态芯片，

并证明其能以超快速度计算。该芯片有望开启一个全

新的光子计算产业。

普林斯顿大学亚力山大·泰特团队的新成果是利用光

子解决了神经网络电路速度受限这一难题。神经网络电

路已在计算领域掀起风暴。科学家希望制造出更强大的

神经网络电路，其关键在于制造出能像神经元那样工作的

电路，或称神经形态芯片，但此类电路的主要问题是要提

高速度。光子计算是计算科学领域的“明日之星”。与电

子相比，光子拥有更多带宽，能快速处理更多数据。但光

子数据处理系统制造成本较高，因此一直未被广泛采用。

团队研制出的光子神经网络的核心是一种光学设

备——其中的每个节点拥有神经元一样的响应特征。

这些节点采用微型圆形波导的形式，被蚀刻进一个光

可在其中循环的硅基座内。当光被输入，接着会调节

在阈值处工作的激光器的输出，在此区域中，入射光的

微小变化都会对该激光的输出产生巨大影响。

该光学设备的原理在于：系统中的每个节点都使

用一定波长的光，这一技术被称为波分复用。来自各

个节点的光会被送入该激光器，而且激光输出会被反

馈回节点，创造出一个拥有非线性特征的反馈电路。

关于这种非线性能模拟神经行为的程度，研究表明其

输出在数学上等效于一种被称为“连续时间递归神经

网络（CTRNN）”的设备，这说明 CTRNN 的编程工具

可以应用于更大的硅光子神经网络。

泰特团队用一个拥有 49个节点的硅光子神经网络

来模拟某种微分方程的数学问题，并将其与普通的中

央处理单元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在此项任务中，光子

神经网络的速度提升了 3个数量级。

研究人员表示，这将开启一个全新的光子计算产

业。泰特说：“硅光子神经网络可能会成为更庞大的、

可扩展信息处理的硅光子系统家族的‘排头兵’”。

首枚光子神经形态芯片问世
运算速度快 3 个数量级 有望开启光子计算产业

11月18日，在秘鲁首都利马，秘鲁外长卢纳（左）与秘鲁外贸和旅游部长费雷罗斯在新闻发布会后合影。
为期两天的201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部长会议18日在利马结束，与会部长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在一个开放、融合的亚太地区推

动高质量及包容性经济增长，促进开放的世界贸易，反对保护主义。 新华社记者 李明摄

英国下议院科学技术委员会 18 日发布了一份关

于脱欧对英国科研影响的报告，这份基于几个月大量

调研撰写的报告要求，英国政府应该马上采取行动，

确保生活在英国的所有欧盟工作人员在英脱欧后仍

能在英国从事科研工作。报告还建议英国政府设定

更大的科学目标，包括进一步增加政府对科研经费的

投入。

据英国议会官网报道，英国科学界对未来的希望

和担心主要围绕 5个关键方面：一是投资，特别是确保

正在进行中的欧盟项目，如“地平线 2020”和后续项目

等顺利实施；二是人才，除了保证那些已经在英国工

作的科研人员的权利，更应该制定政策吸引更多科技

人才来英国学习、工作并在此定居；三是合作，英国研

究人员应该继续在国际项目中扮演重要角色，并通过

合作提升英国本土研究实力，帮助调整政策导向；四

是各项规定，除了保留那些管理科研合作设施和进入

欧盟市场的外，更应对那些妨碍创新的规定进行修

改；五是科研设施管理，既要确保英国科研人员使用

欧盟他国科研设施的权利，又要对英国现有的欧盟科

研设施进行后续管理维护。

外来人才急需一颗“定心丸”

该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米特卡尔夫表示，脱欧后

大量不确定性正在对现有的英国国际科技合作造成

威胁，政府部门应该尽快出台相关政策，保证在英国

工作的欧盟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在脱欧后不会受到任

何影响。

自从 6 月公投确定脱欧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心有

疑虑，特别是在英国工作的来自欧盟其他国家的科学

家，他们不能确定自己未来几年在英国的工作权利是

否有保障。据皇家协会估算，这类研究人员目前大约

有 3100多人，占据着英国大学 15%的工作岗位。

委员会在调查询问中发现，其中大多数研究人员

正在认真考虑离开英国，因此建议政府不要再有任何

耽搁，立即出台政策或清晰表明立场，避免脱欧造成

英国大量人才流失。来自伦敦大学学院神经研究所

的研究团队表示，他们调查了 67 个博士后，其中 18%

正在积极行动，准备脱欧后选择英国以外的国家从事

研究工作。伦敦大学学院科学政策研究专家格拉姆·
雷德认为，“立即出台留住这些科研人才的保障措施，

才能保护英国科研基础和国家利益。”

尽快为脱欧部门任命科学顾问

该委员会还担心，政府在脱欧谈判中不会对科学

相关问题投入十足的关注。“负责退出欧盟的政府部

门在脱欧谈判中应该将科研需求作为最中心议题进

行考虑和规划，但到现在为止我们对此毫无信心。”

委员会在报告中表示，大多数英国政府部门任命

有首席科学顾问的重要职位，但脱欧谈判部门却没

有。英国科技部长和脱欧事务负责人曾在听证会上

表示，他们正在寻找合适人才填补这个空位，但后来

又反悔放弃。报告认为，脱欧部门应该将此事作为紧

急事务重新考虑，以确保已有欧盟科研合作能继续顺

利进行，并确保英国在这些合作中的投入和利益。

呼吁政府增加科研投入

报告还认为，政府应该承诺将研发投入提高到国

民生产总值的 3%。2014 年这一占比只有 1.7%，低于

欧盟 2%的平均水平。该委员会和其他科学团体已经

多次向政府建议将这一比例提高到 3%，就在上周，英

国医学科学院、英国科学院、皇家工程院和皇家学会 4

个国家学术机构联名向政府部门发出了同样的呼声。

研究人员还在期待 11 月 23 日的到来，英国财政

部长将在这天发表每年例行的关于政府财政预算的

“秋季声明”演讲，其中会表达政府对科研投入的立

场。“这次演讲对科研界来说非常重要。”英国高等教

育政策研究院主任尼克·希尔曼说。雷德对“秋季声

明”并没有抱多大希望，但他认为，政府确实应该认识

到科学对英国未来的重要意义。

报告还涉及另一颇具争议的话题。政府部门最

近宣布了一系列关于改革英国高等教育的补充措施，

这一改革计划准备将包括 7大研究服务机构在内的资

金管理团体合并，成立一家名叫“英国研究和创新投

资中心”的机构，并负责监管大学研究。研究人员担

心，这些举措会让大学对课程设置失去自主性，政府

部门不应该对大学的教学指手画脚，确保大学教育的

独立性和经费持续性。希尔曼表示，该报告对很多敏

感问题提出了可操作性建议，比如设置科学顾问和保

证科研工作稳定，而没有通常报告中模棱两可的表

达。 （科技日报北京11月20日电）

留人才 增投入 为科研设个“大目标”
——英发布《脱欧对科学研究的影响和挑战》报告

本报记者 聂翠蓉

光子神经网络芯片光子神经网络芯片

科技日报巴黎11月19日电（记者李宏策）中国在医疗卫生领域

面临着城乡差距、人口老龄化严重等挑战；法国作为医疗技术领先的

发达国家，在疾病预防、诊断、治疗特别是慢性病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

富经验。未来如何加强中法企业更深入的交流合作？为研讨这一主

要议题，由全法中国科技工作者协会主办的第二届中法医疗创新与合

作论坛 18日在巴黎举行。

本届论坛以“合作共赢”为主题。中法两国医疗领域的专家学者

及企业界人士就新兴医疗产业技术、医药产业合作、体外诊断、骨科医

疗器械、健康产业投资与并购 5个议题展开了讨论,还就医疗器械领域

当下面临的热点、机遇与挑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众多法方与会

者对于与中国企业开展更深层次的交流合作表达了强烈愿望，希望通

过资本投入、销售渠道等方面的合作参与中国医疗行业的发展。来自

中方的企业家、行业分析人士及资深投资人同法方专家就如何在中国

申请产品专利，如何解决资金困难，以及如何把握市场抓住商机等更

加具体的问题和经验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和介绍。

论坛的主要组织者、全法科协理事马贤定表示，本届中法医疗创

新与合作论坛的成功举办是基于上届成果的延伸，中法两国官方和企

业界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合作共赢上达成了高度共识。两国不同的产

业发展阶段和不同的资本环境创造了很多潜在的合作可能性。我们

会继续本着促进中国医疗健康事业的发展和加强两国交流的初衷，增

强两国业内企业、资本和专家等各层面的交流，减少合作中由于商业、

文化背景不同等造成的障碍，促进两国健康领域更深入的合作。

中法医疗界人士热议健康领域合作

亚太经合组织部长会议在利马结束亚太经合组织部长会议在利马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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