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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12月16日电（记者张梦然）据美国

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官网 15日消息，经过两次延期

后，私人太空企业——轨道 ATK 公司于美国东部时间

15 日上午，以运输机空射“飞马座”-XL 火箭，成功将

NASA 的 8 颗微型卫星送入低地球轨道。这组卫星构

成的“飓风全球导航卫星系统”（CYGNSS），将在飓风

季提供前所未有的预报及监测数据。

本次部署的“飓风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每颗卫星

尺寸为 50 厘米×60 厘米×30 厘米，质量仅约 30 千克。

飞机为经改装的 L-1011“占星师”运输机，在到达预定

空 域 后 ，飞 机 在 飞 行 高 度 12.4 千 米 时 空 射“ 飞 马

座”-XL 火箭，火箭经自由落体 5 秒后开始重新飞向太

空。发射仅 13分钟后，第一对微型卫星开始部署，其余

的每隔 30 秒成对释放，最终 8 颗卫星在 20 分钟内全部

从适配器上分离，被部署在距地面 510 千米、相对赤道

倾角 35度的低地球轨道上。

美国轨道ATK公司由阿联特技术系统公司（ATK）和

轨道科学公司合并而成。后者早期研制的“飞马座”运载

火箭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曾经被一架B-52飞机于大西

洋上空13公里处发射出去，并将一颗巴西人造卫星送入

预定轨道，从而开创了从飞机上发射卫星的新途径。

相对地面发射来讲，空中发射运载火箭卫星是一

种成本更低也更便捷的办法，简单说就是从飞机上发

射卫星，把发射台从地面搬到高空，用飞机代替火箭的

第一级。

“飓风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整个任务包括卫星研

发、发射、运行以及数据分析。此次顺利升空后，经过

一到两个月的调试，它将在 2017 年的飓风季节及时投

入运行，在热带风暴和飓风到来期间利用 GPS 系统直

接信号或反射信号，测量包括飓风眼壁内部强降雨带，

以及飓风眼附近的海洋表面风，而这些数据此前无法

从卫星中获得。

借 助 飞 机 发 卫 星 拟 进 行 风 暴 预 测

“飓风全球导航卫星系统”顺利就位

首届中以死海气候疗法会议近日在以色列死海边LOT SPA饭店举行。来自中以两方的20多名皮肤病专家与会，探讨银屑病的治疗新途径。以色列专家希玛·哈
利维教授在会上介绍了她们用死海沐盐治疗银屑病试验的情况。 本报驻以色列记者 毛黎摄

科技日报华盛顿12月15日电（记

者刘海英）青春永驻或返老还童，是许

多人的梦想，很多科学家对此孜孜以

求。美国萨克研究所研究人员似乎找

到了办法，他们在 15日出版的《细胞》杂

志上发表论文称，在短时间内对细胞进

行部分重编程，诱导相关基因间歇性表

达，就能够让老化细胞返老还童。实验

表明，这一手段可让患早衰症小鼠的寿

命延长 30%。

科学家想通过对细胞重新编程，即

诱导成熟体细胞重新回到早期干细胞

状态这一手段来对抗衰老。而研究也

显示，当细胞被重新编程后，会看起来

年轻些。但对整个有机体来说，对细胞

重新编程未必是好事，不仅很容易引发

癌症，大量细胞返老还童还可能会使器

官衰竭，最终导致死亡。

此次，研究人员将目标瞄向了患有

早衰症的小鼠。他们在一个相对短的

时间（2—4 天）内诱导小鼠皮肤细胞中

的 山 中 因 子（Oct4、Sox2、Klf4 和

c-Myc），对细胞进行部分重编程。2006

年，日本科学家山中伸弥利用这 4 个因

子将体细胞转化为诱导多能干细胞，获

得 201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研究人员检测发现，经部分重编程

后，皮肤细胞的特性并没有丧失，但其多

个衰老标志却被逆转，也就是说，细胞变

年轻了。随后的活鼠实验显示，经过部分

细胞重编程后，早衰症小鼠的心血管和其

他器官功能都得到了改善，它们没有患上

癌症，其寿命也比未经处理的小鼠延长了

30%。而正常年老小鼠实验表明，短时部

分重编程能改进小鼠胰腺和肌肉的再生

能力，实验中小鼠受损的胰腺组织和肌肉

组织的愈合速度均明显加快。

研究人员指出，新研究表明表观遗传变

化至少与衰老部分相关。衰老是一个动态过程，具有很强的

可塑性，可通过医学手段进行干预。要使人返老还童，利用化

学物质或小分子诱导表观遗传变化可能是最有前途的方法，

但这样的疗法或许在10年后才可能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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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当地时间 12 月 15 日，英国做出了谨慎而重

要的决定——允许“三父母”婴儿出生，成为世界上第

一个明确允许开展“线粒体置换疗法”的国家！

英国人工授精与胚胎学管理局（HFEA）在声明中

说，经过审慎的评估，该局已认可在一些特定的治疗

方案中使用“三父母”技术，那些希望为病人提供这类

治疗方案的诊所可以向该局申请许可。不过，它们还

要经过一系列非常严格的审批过程，才有机会真正实

施相关手术。

线粒体疾病指那些由线粒体功能异常所导致的

疾病，主要影响大脑、心脏和肌肉。根据体内细胞受

影响的程度，症状可能包括：生长缓慢、肌无力、发育

迟缓、甲状腺功能异常、糖尿病及痴呆等。不少致命

的遗传性疾病都与此相关，且没有切实有效的治疗

方法。

HFEA 主席萨莉·切希尔表示：“今天的决定是历

史性的。这意味着，患有高风险线粒体疾病的父母很

快有机会生出健康的婴儿，对于这些家庭来说，这是

命运的改变。”

基于基因疗法的重大突破

所谓“三父母”婴儿，是指用捐献卵子中的健康线

粒体替换母体卵子中有缺陷的线粒体，生出的婴儿将

拥有父亲、母亲和卵子捐献者三方的 DNA（脱氧核糖

核酸）信息。这种基因治疗技术就是“线粒体置换疗

法”。根据所使用的不同手术方法，这一过程可以在

卵子受精前或受精后进行。英国目前在卵子受精后

进行移植的技术比较成熟。

今年 9 月，美国纽约新希望生殖医学中心的医生

张进，成功在墨西哥帮助一对约旦夫妇生下了去除

“亚急性坏死性脑脊髓病”遗传信息的男婴，这名婴儿

到目前为止很健康。

诺贝尔获奖者、美国著名生物学家、原美国科学

促进会主席大卫·巴尔的摩，曾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这一里程碑式的技术非常棒，它是基于

基因疗法的重大突破。”

研究、监管和家庭多方胜利

实际上在 2015 年，英国议会投票决定给予 HFEA

批准用该技术治疗的权力，但负责规范此类治疗技术

的 HFEA 要求，必须经过充分的研究才能考虑进入临

床试验。通过长期论证，特别是仔细听取了近来科学

咨询委员会的建议，HFEA做出决定，允许诊所申请许

可证，并进入有限的临床试验。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生殖生物学家玛丽·赫伯特认

为，“这一决定既是该项研究和英国监管程序的重大胜

利，更是那些受此影响的所有家庭的重大胜利。”现在，

他们已经开始了申请执照的程序。

据英国临床医生估计，该国有约 3000名妇女面临

后代患线粒体疾病的风险，但来自其他国家的夫妇可

能会来英国寻求帮助，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其他

国家允许此项技术合法化。

多重风险要求谨慎为之

基于宗教等因素，美国法律认为此类方法存在

伦理和道德风险，禁止开展有关胚胎改造的技术试

验。墨西哥的诊所虽已开展临床应用，还有意制造

更多的“改造”胚胎，但墨西哥政府目前正考虑一项

关于胚胎研究和辅助生殖的提案，拟宣布这种治疗

为非法行为。

巴尔的摩曾对此表示遗憾，他说：“对任何技术进

步的法律禁令都是有问题的，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帮助

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不认为这类技术存在什么道

德伦理问题，可能因为它是全新的，所以有些墨守成

规的人不愿正视它。”但他同时强调，“在推进新技术

应用的进程中还需小心谨慎”。

英国纽卡斯尔线粒体研究所信托中心主任道

格·特恩布尔对《自然》杂志说：“每年至多可以选择

25 名患者在此接受治疗。”之所以严格限制临床试

验，是因为该治疗效果“并非百分之百有效”，仍存在

少量突变线粒体“遗留”而导致婴儿罹患相关疾病的

可能性。

“三父母”婴儿，英国欢迎你！
——“线粒体置换疗法”首获临床试验许可

本报记者 房琳琳 郑焕斌

图片来自图片来自NASANASA官网官网

科技日报北京 12月 16日电 （记者张梦然）英国

《自然》杂志近期发表的一项动物行为研究发现，在分

摊育雏责任时，鸟类会调整其行为以轮流照看鸟巢，但

不同的物种间差异巨大。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行为

会绕过以 24 小时明暗周期为主导的自然昼夜节律，而

由反捕猎策略推动。

幼鸟其实分为两类：早成雏和晚成雏。前者孵出

来时就长有密绒羽，在绒羽干后就随母鸟找食；但晚成

雏出壳时眼不能张开，需要由母鸟衔虫喂养，这种晚成

雏完全靠母鸟衔食饲养的现象就叫育雏。鸟类分摊育

雏责任的机制井然有序，但其是怎样进行以及被什么

所驱使的却并不清楚。

此次，德国马克斯·普朗克鸟类研究所的马丁·布

拉及其同事分析了来自 32种不同岸禽共 729个鸟巢 20

年来的数据，以试图理解这些鸟类是如何调整作息时

间来轮流孵化雏鸟的。即使是在相似的环境条件下，

不同物种也差异极大。一只亲鸟的孵化周期在 1 小时

到 19 小时不等，但亲缘关系接近的物种间也存在相似

之处。

研究团队提出，两只亲鸟调整节律的方式似乎与

它们如何抵御捕食者有关。主动骚扰捕食者的鸟类孵

化周期往往较短，而依赖伪装色的物种则较长，这可能

是为了避免泄露鸟巢的位置。

在野生鸟类中观察到的社会节律差异，远比实验

室条件下更为多样。这表明，社会因素对一些行为的

影响远比生物钟大。

鸟类分摊育雏责任之谜揭秘
社会因素对行为影响远比生物钟大

2016 年以来，随着英国脱欧、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公

开反对全球化、意大利公投失败等现象，逆全球化发展

到一个新高度。近日，中国入世 15年过渡期结束，然而

欧美并未如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某种程度上讲，

这也是逆全球化暗流涌动的一种体现。然而，在盲目恐

慌之前，有两个问题需要考虑，首先，全球化带来的收入

不均、工作机会丧失等，是否真的是各国逆全球化的根

本原因？第二，特朗普是否真的反对全球化，还是其背

后另有所图？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何伟文在《客观

认识逆全球化，积极推进包容性全球化》报告中指出，在

各国因全球化引发的所谓逆全球化现象背后，其实另有

原因。

具体来说，英国脱欧是难民涌入和欧盟体制束缚双

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是上层建筑的内部矛盾；德国反

对 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示威，本质上

反对的是不公平的贸易协定。

而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在竞选中对全球化现象大

加批判，更多地是出于竞选的需要，并不必然代表美国

日后的政策方向。特朗普表示，因为全球化，外国人得

以抢占美国的工作机会，造成美国大量下层人民失业，

并声称全球化造成了美国的贸易逆差，进而对美国的经

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等等，仔细分析，这些原因几乎全

都无法立足。特朗普表示将退出 TPP（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但作为全球化曾经的最大推动力和世界第一

大经济体，美国若转变其一贯的态度，反对全球化，对参

与全球化的国家包括美国自身都必然造成损失。

美国在全球化合作中显然是得利者，而全球化程度

与贸易逆差或顺差却并没有必然联系。那么，特朗普对

全球化如此敌对的言论究竟有何原因呢？该报告指出，

由于特朗普是商人出身，与传统国家领导人相比，其施

政方式更加不循常理，善用诡术，利用退出 TPP 等言论

造势，以期日后占据优势，而非对全球化本身的反对。

可以预期，特朗普任命的企业家幕僚会辅助特朗普参与

维持和推动更健康的全球化。

对中国而言，如何打破西方偏见，加强互信理解，更

好地向世界介绍中国，发出中国声音，与各国一道推动

更加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新型全球化进程，

也日益成为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

说到底，经济政策要遵循经济规律，而在合理的引

导下，参与全球化的各方都能够在全球化中受益，因此，

逆全球化终将无法成为主流。而具体地区具体分析，针

对特定问题分析真实原因，同时加强国际合作，着手解

决全球化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使各国均得以在全球化中

受益，才是思考和解决逆全球化问题的正确方式。

（科技日报北京12月16日电）

并非大势所趋，而是海市蜃楼
——中国智库报告辨析逆全球化现象

本报记者 李 钊

据新华社莫斯科12月15日电（记者栾海）无人机

在高纬度低温环境下飞行时，机身如何除冰？俄罗斯研

究人员的最新思路是让无人机的外壳周期性高频振动，

将表面即将结冰的低温液滴和残余薄冰甩掉。这种振

动除冰系统即将安装到赴北极执勤的无人机上。

据俄 REN 电视台网站报道，无人机在北极地区升

空后不久，机身表面就会结冰，影响无人机的空气动力

学性能和飞行动作，扰乱发动机、导航及通信设备工作。

无人机的除冰方式目前有两类：一是向机身喷洒融冰

液；二是以电热方式让机身的冰层消融。但喷洒融冰液要

求随机携带大量乙二醇溶液，会减少其他有效载荷；电热

方式则会严重消耗无人机上的电能储备，影响续航时间。

位于俄圣彼得堡的喀琅施塔得公司开发的全新除

冰系统，在无人机的机翼下设计安装了数个电脉冲振荡

机，使飞机的外壳周期性高频振动，使空气和云层中的

低温水滴无法在机身上冻结、固着，并最终与少量残余

薄冰被一同抖落。

据报道，位于莫斯科的中央空气流体动力研究所日

前在零摄氏度到零下 20 摄氏度的气流中，用模拟云层

中的低温水滴对研制成的振动除冰系统进行了测试。

测试结果显示该系统有能力在北极部分地区和其他地

域的多种气候条件下为无人机除冰。研发专家还认为，

在经过进一步完善后，系统有望在气温低于零下 50 摄

氏度的环境下，在距地面数千米的空中为无人机除冰。

喀琅施塔得公司无人机系统项目负责人沃罗诺夫

介绍说，振动除冰系统即将安装到该公司研制的“猎户

座”中型无人机上。“猎户座”的起飞重量可达 1.2 吨，空

中续航时间不少于 24小时，飞行高度达 8000米，可携带

300 公斤有效载荷。该飞机将在北极地区为俄军方执

行巡逻、搜救和航空摄影等任务。

俄为无人机研制振动除冰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