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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本周焦点

7颗地球大小系外行星现身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22 日宣

布，天文学家发现距太阳仅 39光年外有 7颗

地球大小的系外行星，正围绕恒星 TRAP-

PIST-1运转。现估计了其中 6颗的质量，它

们都有可能是岩态行星；同时所有这 7 颗行

星在合适的大气条件下，都可以拥有生命所

需的液态水，其中 3颗稳定地位于宜居带。

本周明星

世界上最后一块金属氢：因操作失误消
失了

哈佛大学 1 月曾宣布，制造出了地球上

首块金属氢，但日前当他们尝试用低功率激

光器测量压力时，由于操作失误，这块金属

氢样本消失了。有专家称，金属氢可能根本

就没有研制出来。为了让众人信服，团队必

须使用同样的方法重复实验。

外媒精选

埃隆·马斯克试图打造立体交通网络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和特斯

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正设想通过挖掘地下隧

道建立立体交通网络，以解决交通堵塞问题。

他将选择 SpaceX的停车场作为首个开挖点，

让其成为一个庞大地下交通网络的起点。

一周之“首”

人类首次在小行星带发现有机物
NASA“黎明”号探测器在谷神星一处火

山口附近检测到有机物质，而其正是地球上

生命的基石。谷神星是火星和木星之间最

大的一颗天体，也是太阳系中唯一位于小行

星带的矮行星。这是人类第一次在小行星

带检测到有机化合物。

首个治疗性艾滋病疫苗或将问世
西班牙 IrsiCaixa艾滋病研究院公布新型

治疗性疫苗临床试验结果：5 位艾滋病病毒

（HIV）携带者体内病毒复制不仅被成功抑

制，且停止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ART）的

时间首次超过4周，其中一位甚至达到7个月

之久，但新疫苗在2/3携带者中没取得疗效。

本周争鸣

博德研究所赢了CRISPR专利之争
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专利“花

落谁家”，争议一直未曾停歇。日前，美国专

利和商标局（USPTO）裁定，麻省理工学院

和哈佛大学博德研究所的专利，与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的发现并不“冲突”，博德研究所

可以保留其 CRISPR的专利权。

美新版《通用法则》争议难平
美国统辖所有以人为对象进行的生物

医学研究的《通用法则》最终版本发布，废除

了此前饱受争议的“要求科学家获得生物样

本捐赠者的同意，才能在随后的研究中使用

这些生物样本”的提案。这让很多支持病人

隐私权的人深受打击，但也让另一部分人拍

手叫好。

本周擂台

两种量子计算机首次面对面较量
美国马里兰大学让两种完全不同技术

类型的量子计算机进行比赛，看它们在运行

同一种逻辑运算中谁会战胜对手。结果显

示，IBM 超导计算机运算更快，但离子型计

算机正确率更高。其不仅首次实现不同量

子计算机的正面较量，还标志着这一技术已

经走向成熟。

一周技术刷新

新探针简化神经电路研究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开发出一种全新探

针，将之前需要三步处理和多个外科手术才

能完成的过程简化成一步操作，性能还得到

了大大提升，其内超薄纤维还具有热拉伸工

艺，可以实现规模化生产。

脑机接口芯片用上玻璃碳电极
美国科学家将可植入脑芯片中的电极

材料，用比薄膜铂光滑 10 倍的玻璃碳替代，

成功让芯片传出的信号更强更清晰，且使用

寿命也大大延长。

前沿探索

94种丰中子核寿命成功测定
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的联合

团队最近利用重离子加速器，成功测定了质

量 数 A=144 至 174 的 94 种 丰 中 子 核 的 寿

命。这些丰中子核与生成稀土类元素相关，

有助理解稀土类重元素合成之谜。

新疟疾疫苗或开创奇迹
德国图宾根大学和生物医药公司萨那

瑞 亚 合 作 ，对 全 新 疟 疾 疫 苗 PFSPZ-CVac

开展的人体临床试验证明，在完成最后一

次注射 10 周后，该疫苗仍能对参与者提供

100%免疫保护，暗示其或能开创疟疾疫苗

研究的奇迹。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一 周 国 际 要 闻
（2月20日—2月26日）

科技日报特拉维夫2月25日电（记者毛
黎）对于抗菌素滥用导致的具有抗药性的

高致病性细菌，目前还没有疫苗或良药应

对。不过，这种状况有望因以色列研究人

员 的“ 突 破 性 ”发 现 而 改 变 。 他 们 找 到 了

超 级 病 菌 耐 甲 氧 西 林 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 攻

击人体的“弹药”，新研究成果将有助于研

发 具 有 新 颖 作 用 机 制 的 抗 菌 素 应 对 超 级

病菌。

以色列理工学院生物学副教授梅塔尔·
兰多和同事在新出版的《科学》杂志上介绍，

她们通过研究首次发现存在着一种独特的类

淀粉蛋白 PSMα3，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

菌正是通过分泌该蛋白并形成蛋白纤维链来

破坏人体细胞和免疫系统的。可以说，类淀

粉蛋白是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攻击人

体的“弹药”。通过原子量级的高分辨率分

析，研究人员还成功地获得了该蛋白的立体

结构。

这并非人们首次发现“有害的”类淀粉蛋

白。事实上，众所周知的阿尔兹海默症和帕

金森症等神经性退化疾病，均与类淀粉蛋白

有关。类淀粉蛋白呈网状纤维，其整齐且超

稳定的结构让蛋白能够在极端环境下“生

存”，常见蛋白远远不能与之相匹敌。此外，

“疯牛病”致病原因也是具有类淀粉结构的朊

蛋白，其具有传染性，同时因结构稳定，在肉

食加工、烹饪和消化过程中不会被分解，能感

染食用病牛肉制品的消费者。

研究人员表示，此前发现的所有类淀粉

蛋白具有贝塔链结构，而新发现的类淀粉蛋

白具有全新的阿尔法螺旋线结构。兰多说，

在研究过程中，她们知道自己发现了新的独

特物质，并最终在法国格勒诺布尔和美国芝

加哥经过数次循环粒子加速器实验，证实它

是新型类淀粉蛋白。

兰多相信，新发现将帮助人们开发出具

有新作用机制的抗菌素，通过抑制超级病菌

分泌类淀粉蛋白，使其丧失攻击“弹药”。由

于新抗菌素的主要作用不是杀灭病菌，而是

降低它对人体的毒性，因此不会导致病菌快

速对新抗菌素形成抗药性。兰多认为，应对

超级细菌的新理念将帮助医药公司加速药物

开发和降低成本。

超 级 病 菌 或 不 再“ 超 级 ”

抗药性病菌攻击人体的“弹药”找到

英国议会本周发布了“航天法案（Space-

flight Bill）”草案，提议在英国建造卫星发射

场，力争最早于 2020年前开始运营，让卫星从

英国发射升空。据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

月 22日报道，专家们表示，建造这一发射场可

能会促进英国商业航天产业的发展，但英国要

想从卫星发射市场脱颖而出，还需要做很多事

情才能迎头赶上甚至后来居上。

英国希望保持领先地位

航天专家、中国航天科工二院二部研究

员杨宇光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英国是继前

苏联、美国、法国、日本和中国之后第 6个用自

制火箭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1971 年，

英国成功发射人造卫星，此后，英国也发射了

多颗卫星，但英国的卫星必须送往美国、俄罗

斯或印度等国发射。

现在，鉴于卫星发射已成为一个利润丰

厚的新产业，很多人表示，英国应该修建卫星

发射场，大力发展和提升本国的发射能力。

英国航空部长塔里克·艾哈迈德勋爵在

一份声明中说：“以前，几乎没有一次太空飞

行是从英国发射的，我们应该制定富有雄心

的计划，让英国提供安全并富有竞争力的太

空入口，如此未来 40 年内才能在新兴的商业

太空时代保持前沿和领先地位。”

“立方体卫星”发展迅猛

最近几年，由于卫星元器件和电子技术发

展迅速，“块头小”且价格低廉的“立方体卫星

（CubeSats）”来势汹汹，催生了一个方兴未艾、

利润丰厚的卫星发射和技术市场。杨宇光分

析：“因其制造成本低、研制快且应用效果好，

成为很多国家竞相研制和发射的对象。”

相 关 资 料 显 示 ，2013 年 全 球 成 功 发 射

了 75 颗立方体卫星；2014 年，全球共发射了

162 颗立方体卫星，其中有约 100 颗已投入

商业运行；2016 年有超过 240 颗立方体卫星

发射。

英国下议院科学和技术委员会去年 6 月

份发布的报告显示，英国也从这一发展势头

中受益良多。报告称：“2012 年—2013 年，英

国 太 空 产 业 的 营 业 额 为 118 亿 英 镑（约 合

1144 亿元人民币），直接雇佣超过 3.5 万名员

工，其中小型卫星市场的表现尤其‘亮眼’。

英国应大力发展这一领域，扩大这种太空服

务在商业和公共部门的使用，达成这一目标

或能让英国新增数十亿英镑的出口利润，并

提供多达 10万个技术岗位。”

将出现微小卫星专用火箭

杨宇光说：“此外，目前有些国家正在研

制微小卫星专用运载火箭，未来此领域可能

提供更为灵活的发射服务。”

尽 管 日 本 宇 宙 航 空 研 究 开 发 机 构

（JAXA）直径约 50 公分、高约 10 米的专门运

载超小型卫星的专用火箭 1号机，在今年 1月

15 日发射 20 秒后就失去信号，但日本专家表

示，如果其发射成功，将有可能成为发射超小

型卫星的新方式。

美国空军首席科学家马克·梅布瑞在其

《全球地平线：美国空军全球科技构想》报告

中指出，微小卫星将成为未来太空领域“改变

游戏规则”的要素之一，特别是“立方体卫

星”，将占据更多市场份额，甚至有可能重塑

太空工业模式。

英国皇家工程院也表示，英国本土的卫

星发射场“有潜力加速低成本太空进入市场

的发展；与更小型卫星的研发‘手牵手’同步

发展，将这些微小卫星发射升空”。

或采用公私合营方式

去年 5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向议会

建议称，尽管这个卫星发射场可能不会动用

公共资金建造，但政府会“减少管理负担”，鼓

励更多投资者参与进来。而英国科技部长

乔·约翰逊说，他想要英国航天飞行成为“重

要的商业产业”。

尽管如此，私人航天部门是否会参与建

造这个发射中心，现在仍未可知。不过，国际

海事通信卫星组织（Inmarsat）首席运营官鲁

伊·平托接受《航空周刊》采访时表示，鼓励卫

星发射可能比拥有太空发射场更加重要。

发射回报率哪个会更高

此外，也有人担心，此举会导致英国与欧

空局之间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欧空局拥有

22位成员，这一政府间组织独立于欧盟存在。

英国计划，即使离开欧洲，也会留在欧空局。

但支持建造这一太空发射场的人士希望，

英国交给欧空局的经费大部分留在英国本

土。英国下议院几天前公布的报告称：“英国

宇航局超过四分之三的经费交给了欧空局，英

国也获得了高额回报。但如果能在英国建造

一个强大的太空项目，回报可能会更丰富。”

规模和选址还是未知数

针对上述消息，杨宇光说：“英国目前的

卫星制造业相当发达，但卫星发射市场与卫

星制造市场不一样。发射市场要想良性发

展，必须满足几个条件，包括规模和火箭成本

等。目前，英国卫星市场能否达到一定的规

模，还是个未知数。”

此外，还有发射场的选址问题。杨宇光

补充说：“如果在英国本土选址，由于英国纬

度太高，比较适合发射太阳同步卫星，发射其

他轨道的卫星比较困难；如果在英国海外的

低纬度地区选址，那么可发射轨道类型选择

余地比较大，而高纬度地区有利发射卫星到

极地轨道。” （科技日报北京2月26日电）

好处多多 挑战不少

英国计划建卫星发射场，可行吗？
本报记者 刘 霞

科技日报北京2月 26日电 （记者聂
翠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梅尔曼公共卫

生学院官网日前发布公告称，该校科学

家与挪威公共卫生研究院合作开展的一

项研究显示，怀孕初期感染过单纯性疱

疹病毒 2 型（HSV-2）的孕妈妈，生出自

闭症谱系障碍（ASD）男孩的风险比没感

染的妈妈高出一倍，首次为孕期感染该

病毒与自闭症存在高度关联提供了免疫

学证据。研究结果刊登在 22 日出版的

美国微生物学会期刊《mSphere》上。

研 究 人 员 对 挪 威 新 生 儿 自 闭 症 患

者的资料进行了对比研究，442 位自闭

症儿童和 464 位非自闭症儿童分别出生

于 1999 年 至 2008 年 ，且 都 是 男 孩 。 他

们获得了这些孩子的母亲在孕中期和

分娩时的血样，对已知会伤害胎儿的 5

种微生物巨细胞病毒、风疹病毒、刚性

弓 形 虫 和 HSV-1、HSV-2 产 生 免 疫 反

应后的抗体进行了检测。

结果表明，孕中期血液中存在高水平

HSV-2 抗体的母亲，生出自闭症男孩的

风险是对照组的两倍，其他 4 种微生物没

有表现出类似效应。

研究人员在论文中推测认为，这部分

母亲具有对 HSV-2产生应激反应的基因

倾向，由此产生的炎性分子和抗体会穿过

胎盘，对胎儿大脑神经发育造成伤害，从

而增加了新生儿患上自闭症的风险。“并

不是将病毒直接传染给胎儿引起的。”论

文主要作者米拉达·马赫克说。

在美国，大约 1/5 生育期女性携带

HSV-2，这一消息立刻给美国孕妈妈们带

来不安情绪。加州大学行为免疫学专家

表示，虽然这一研究非常重要，但并不是

每个HSV-2携带者都会生出自闭症宝宝。

因为一方面，自闭症患者比例在美国

和发达国家只有 1%到 2%，自闭症男孩也

只有 2.4%，完全不用焦虑；另一方面，孕

前感染 HSV-2病毒的孕妈妈并不在这次

研究范围内，而且导致自闭症患者增多的

因素复杂，包括遗传易感性和各种环境

诱因，这些还有待深入研究。

自闭症是“著名”的患病原因不明的

疾病之一，除此之外，还有阿尔茨海默

病、抑郁症等等。这些疾病的共同特点是，

跟大脑有很大关联。它们的病因不甚明

了，恰恰反映出我们对自身大脑的认知依

然沧海一粟，甚至有科学家将脑科学称为

人类科学“最后的前沿”。这就可以解释为

何美、欧、日纷纷斥巨资开展“脑计划”——

人类大脑是谜底的谜底，把它搞明白，很多

事情自然就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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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特拉维夫马拉松赛于2月24日上午举行，它吸引了众多长跑专业运动员和业
余爱好者的参与。此次马拉松共设置包括全程和半程马拉松在内的5段赛程，全程线路
穿过特拉维夫—雅法市的海边和主要街区，让参与者领略城市的建筑风格和自然景观。
图为全程参赛者经过城市北端的赛程折返点后跑向海边和市区。

本报驻以色列记者 毛黎摄

科技日报柏林 2月 25日电 （记者顾
钢）人体每个细胞都含有完整的 DNA 基

因，其不仅含有人体所有遗传信息，而且基

因中的所谓甲基基团是人体组织的必要成

分。德国耶拿人体老化研究所研究人员首

次证实，DNA出错并甲基化缺失是导致癌

症的一个重要成因。这项研究结果刊登在

最新出版的《自然》杂志上。

人体每个组织由特定属性的组织特异

细胞构成。基因选择非常严格，如在肠细

胞里只有相应的基因目录激活成为肠细

胞。在基因调控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所

谓的甲基基团，它通过酶的作用激活基因，

这被称为 DNA 甲基化。人体得癌症或患

老化疾病时，正常基因片段的活性会出现

错误，确切的过程和 DNA甲基化的作用迄

今还没有被充分研究。

DNA甲基化作为基因启动“开关”（启

动子）的功能已经为人了解，但为什么单个

基因内（所谓基因体）存在甲基基团迄今还

不清楚。由莱布尼茨人体老化研究所的弗

朗西斯·纳利领导的研究团队首次证实，当

基因体内的启动子出现甲基基团损失，基

因就会出错。其结果是产生非正常蛋白

质，干扰正常细胞的构成，使细胞的功能和

身份识别遭到大规模破坏，细胞变异并可

能导致癌症，这就是 DNA甲基化的一个神

秘过程。

弗朗西斯·纳利博士在研究报告中称：

“这项研究结果之所以令人兴奋，是因为我

们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很多癌细胞中的

DNA很少甲基化，是它的缺乏导致基因处

于非正常活性状态，产生异常蛋白质，并使

癌细胞扩散。”不同于 DNA 生命周期中的

自然退变，那些 DNA甲基化缺失出现的变

化，原则上可以通过所谓的化学信使物质

进行调控。纳利博士认为：“基因体没有

DNA 甲基化，可能出现蛋白质变异，这是

一个完全新的认识，这将为治疗癌症提供

新途径。如果我们找到一种方法，能使甲

基基团转移到暴露的癌细胞 DNA序列上，

就有可能阻止癌细胞繁殖。”

基因甲基化缺失是致癌重要成因
将为治疗癌症提供新途径

特拉维夫马拉松赛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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