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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4月9日电（记者聂翠蓉）
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细胞》日前在线发表了北

京大学邓宏魁研究组关于多能干细胞的突破

性研究成果：他们在国际上首次建立了具有

全能性特征的多能干细胞系，获得的细胞同

时具有胚内和胚外组织发育潜能。

多能干细胞最重要的功能特性是能嵌合

进入早期胚胎中，并参与胚胎各个细胞谱系

的发育，但其发育潜能仅限于胚胎内组织，很

难发育成胎盘、卵黄囊等胚胎外组织。如何

在体外建立并维持具有胚内和胚外发育潜能

的干细胞系，是当前干细胞研究领域最富挑

战性的难题之一。

这次，邓宏魁研究组与美国索尔克生物研

究所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生殖中心沈浣教授

合作，开发了一种全新的培养体系，创建出具

有胚内和胚外发育潜能的小鼠和人类干细胞

系——潜能扩展多能干细胞（EPS cell）。令人

惊奇的是，单个小鼠EPS细胞即可被高效地嵌

合到小鼠不同发育时期的胚内和胚外组织中，

并发育成各种胚内和胚外组织类型。通过四

倍体补偿技术，有关实验进一步证明了单个小

鼠EPS细胞即能发育为成体小鼠。

他们还利用人鼠异种嵌合技术，分析了

人类 EPS 细胞的体内发育潜能。人类 EPS 细

胞注射到早期小鼠胚胎后，能够稳定地嵌合

到小鼠胚内和胚外组织中，其胚内整合比例

比已报道的整合效率提高了近 20 倍，并在

mRNA和蛋白水平证明了人嵌合细胞能够向

不同的细胞谱系分化。

邓宏魁教授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表

示，他们首次在体外建立的 EPS 细胞，为研究

哺乳动物早期胚胎，尤其是胚外组织发育的

分子机制提供了新工具。人类 EPS 细胞的异

种嵌合能力为未来利用异种嵌合技术制备人

体组织和器官奠定了基础，也为干细胞技术

治疗重大疾病提供了新的可能。此外，采用

同一培养条件即能建立人类和小鼠 EPS 细

胞，成为未来在多个物种中广泛建立具有全

能性特征的干细胞系的新起点。

新型干细胞有培育胚胎内外组织潜能
北大专家称其为治疗疾病提供新的可能

在以色列，无论身处在繁华的城市、边远

的山区、临海的沙滩，还是干涸的沙漠，只要

发生意外（如心脏病发作、受伤）需要急救，立

刻拨打 101 或点开手机“My MDA”应用程

序，便可获得“红大卫盾”（MDA）急救组织的

专业救护。在以色列 MDA 急救全国指挥和

控制中心，首席信息官艾杜·罗森布拉特先生

介绍说，2016 年 MDA 共应答 210 多万次救护

请求，从接到请求到急救人员抵达现场的平

均时间为 4分 52秒。

MDA 急救组织是以色列一家紧急救援

机构。作为非政府机构，MDA 救护之所以能

够做到专业和高效，除了人员因素外，高科技

的应用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罗森布拉

特表示，MDA 研究人员自行开发的协调员专

用综合性指挥和管理系统、外出救护人员和

医院医师专用“MDA 小组”程序、大众求救专

用“My MDA”应用程序，就是救护工作中借

助高新技术的具体体现。

快速准确定位

救护呼叫中心接到求救电话时，除了解

病情或伤情外，还需知道求救者的准确位置，

以便及时派人前往现场。在以色列，求救者

利用手机可以通过两种方法为 MDA 提供准

确位置：一是拨打 101急救电话，口述地址；如

无法口述，打开 MDA 通过短信服务发来的链

接 ，也 可 帮 助 定 位 ；二 是 直 接 开 启 手 机 上

“My MDA”程序，无需对话，救援中心即可确

定求救者的位置。此外，以色列民众广泛使

用的手机应用程序“WhatsApp”（类似中国的

“微信”），也可用于定位。

确定位置后，救护呼叫中心协调员立即

通知救护人员赶赴现场。罗森布拉特说，如

果求救者的手机中安装了“My MDA”并输入

了自己的相关信息（如性别、年龄、血型和病

历等），救护中心就可迅速获取这些信息，并

在“My MDA”运行的环境中，通过问话、获取

现场图片或图像了解求救者的情况，同时将

上述所有信息通过“MDA 小组”及时发给赶

往现场的救护人员，以及准备接收求救者的

医院，以便做好救护和治疗的准备工作。

实时分享信息

“MDA 小组”也是手机应用程序，不过其

对象并非民众，而是 MDA雇员、救护志愿者、

待命急救人员以及医院重病监护室医疗小组

成员。目前，以色列全国通过“MDA 小组”相

连的医疗专业人员超过 2 万人。在实际使用

时，MDA 救护呼叫中心协调员将根据每个人

所设定的权限，向其发送获得的相关信息。

此外，MDA 研究人员还为医院神经外科

医师和心脏病医师开发出了一款手机专用程

序，用于接收急救人员在救护现场和运送过

程中发出的求救者心电图信息及救护车实际

位置信息，医师还可以与急救人员保持加密

通话状态，时刻了解求救者的最新状况。

准确把控全局

在 MDA 急救呼叫中心，每位协调员面前

皆有 3台显示器，计算机在运行综合指挥和控

制系统时，显示器上呈现的是多方面的信息

和对话框，以便协调员及时、准确、全面了解

情况，有效地把控救护的整体局面。

综合指挥和控制系统能同时接连手机、

车载 GPS 等约 4 万个设备，接收和处理关键

信息，并将所需信息按照协调员的操作同时

且分区显示在 3台显示器上，如标注有求救者

和救护人员准确位置的地图、求救者个人医

疗信息和与协调员之间的文字、图像交流信

息，以及救护车车载摄像系统传回的道路或

现场视频等。尤其是车载摄像系统，能让协

调员实时看到救护现场情况，及时调度更多

的救护小组或其他相关机构的力量。

综合指挥和控制系统中还建立有“多伤员

事故”（MIC）模块，专门用于处理汽车爆炸、火

车翻车或建筑倒塌等突发事件造成多人受伤

场景的救护工作。它根据实时获得的事故现

场地质信息对资源进行优化，从而提出合理的

紧急救护方式，同时指挥和管理救护工作。

值得关注的是，MDA 计算机系统将自动

保存每次救护行动的全部信息。罗森布拉特

强调，此举即可通过分析发现系统或救护行

动中的不足，以便修改，又可用于培训 MDA

组织的相关人员，最终达到提高整体救护水

平的目的。

罗森布拉特还表示，现在来以色列旅游

和出差的中国人逐年增加，如果他们能在手

机上安装“My MDA”应用程序，在遇到紧急

情况需要救护时，也能得到 MDA 提供的服

务。谈到近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华，

两 国 签 订《中 以 卫 生 应 急 合 作 执 行 计 划

（2017—2022）》时，罗森布拉特认为，MDA 能

够就综合指挥和管理系统和其他软件，与中

国同行开展合作交流，提高和完善中国的救

护能力。 （科技日报特拉维夫4月8日电）

争分夺秒抢救生命
——以色列用高科技提升救援质量

本报驻以色列记者 毛 黎

科技日报北京4月9日电（记者房琳琳）
据《新科学家》网站近日报道，一个国际天文

学研究团队发表文章称，在距离我们 39 光年

外，一颗围绕昏暗恒星运行的地球大小岩石

行星，可能被朦胧的大气层所笼罩，表明那里

存在一个“水世界”。这是天文学家首次在一

颗大小与质量类似于地球的系外行星上发现

大气层，也是在发现外星生命道路上迈出的

重要一步。

这颗名为 GJ1132b 的系外行星是一个小

型“超级地球”，经测算其半径是地球的 1.4

倍，质量是地球的 1.6倍。团队利用位于智利

的欧洲南方天文台 2.2 米 ESO/MPG 望远镜，

从 7个不同波段对其观测，发现在某一特定波

长的观测中，它看起来比其他波长下的影像

更大也更朦胧，这说明该行星拥有这种波长

无法穿透的大气层。

剑桥大学和马克斯·普朗克天文学研究

所的团队成员模拟了一系列可能的大气模

型，发现富含水或甲烷的大气模型能更好地

解释观测到的朦胧现象。由于 GJ1132b 比地

球热得多，表明它可能是一个拥有热蒸汽大

气层的“水世界”。

一年前，天文学家首次在一颗被称为“巨

蟹座 55e”的“超级地球”上探测到大气层，但

这颗系外行星的质量比地球大得多，约是地

球的 8倍。

报道称，分析系外行星大气的化学成分

可能有助寻找地外生命。麻省理工学院的萨

拉·西哲汇编了一份 14000 种不同分子的清

单，为寻找外星人世界提供了生命特征的“坐

标”，其中就包括臭氧、甲烷等关键成分。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计划于明

年推出的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JWST），

作为哈勃太空望远镜的继任者，将具有足够

的能力开展系外类地行星的大气研究；投资

数十亿英镑、拟于本世纪 30 年代推出的国际

项目——高分辨率太空望远镜（HDST），也将

直接在外星系行星大气中搜寻生命痕迹，而

GJ1132b将成为它们进一步研究的优先目标。

大气层和水对生命的重要意义不言而

喻 。 地 球 的 大 气 层 庇 佑 着 千 姿 百 态 的 生

命，你我如今活在世上也是拜其所赐。再

看看我们的近邻火星，这颗类地行星由于

被太阳风剥夺了大气层，绝大部分水分也

蒸发而去，如今一片荒芜。所以，把大气层

和水作为寻找地外生命的线索，绝不是科

学家“拍脑门儿”。不过，目前搜寻到的类

地行星已有数千颗，其中有多少真正可与

地球相媲美？揭晓答案的那一天，人类必

将重新审视自己。

39光年外，有个朦胧“水世界”？

“类地球”系外行星上首次发现大气层

本周焦点

SpaceX首次利用“二手火箭”发卫星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于北

京时间 3 月 31 日执行 SES-10 任务，这是其

首次利用之前回收的“二手火箭”发射卫星，

在发射成功后再次完成火箭回收。这被视

为航天工业的又一里程碑。

本周明星

首例用他人诱导多能干细胞治眼病
日本一名60多岁的男子成为全球首位接

受用他人诱导多能干细胞（iPS细胞）产生视网

膜细胞的人士。相关手术有望为iPS细胞技术

的更多应用奠定基础。

外媒精选

卡西尼号开启“最终之旅”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卡西尼

号土星探测器，已经开启了穿越土星光环的

最终之旅。今年 9月 15日，卡西尼号将一头

冲进土星大气层，正式结束自己的探测使

命。NASA日前公布了一张卡西尼号即将穿

越土星最内部光环的照片。

一周之“首”

首例“三父母”婴儿技术细节公布
世界首个细胞核移植“三父母”婴儿有

关技术细节 4月 3日正式公布。开发有关技

术的美国新希望生殖医学中心称，目前这名

婴儿健康状况良好，为受线粒体遗传病困扰

的家庭诞生健康后代带来了新希望。

艾伦干细胞浏览器首次在线发布
美国艾伦细胞科学研究所历时一年，制

作出来自同一母细胞的不同干细胞 3D 图片

集，并以“艾伦干细胞浏览器”的名义正式在

线发布，有助于研究人员预测与癌症和其他

疾病有关的细胞结构变化。

“最”案现场

世界最大“人造太阳”开始测试
德国国家航空航天研究中心（DLR）正

式启动一项号称“世界最大人造太阳”项目

的测试工作。该系统是由 149个聚光灯组成

的一堵巨型蜂窝状墙壁，在聚焦点产生的光

强相当于太阳光的 1 万倍。新技术成熟后

能为分解水制氢提供所需的高能量。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一 周 国 际 要 闻
（3月27日—4月9日）

罗森布拉特在位于特拉维夫市东部的指挥和控制中心介绍综合指挥和控制系统的显示
平台。 本报驻以色列记者 毛黎摄

在世界粮食奖基金会位于艾奥瓦州首府得梅因的总部大楼里，一进门就看到大厅最
显眼的柱子上用中文写着“大豆”两字。基金会主席肯尼思·奎因介绍说，世界上几种主要
粮食的原产地在哪儿，就用该国文字标示在柱子上。在艾奥瓦州，像这样的中国元素还有
很多。 新华社记者 汪平摄

科技日报华盛顿4月8日电 （记者何
屹）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科研人员开

发出一种具有延展性并能导电的透明聚合

物材料，可实现电子设备和机器人的自我

修复，特别适用于手机屏幕和手机电池。

该研究成果将在近期举办的第 253 届美国

化学学会年会上展出。

自我修复材料是一种在物体开裂或受

损时能自动进行修复的新型材料，人类皮

肤就具备自我修复的能力。自我修复材料

可应用于手机和电池上，让摔裂的手机屏

修复如新，或让摔断的电池恢复供电功能。

自我修复的关键是化学键。材料中存

在两种类型的键：一种是较强的共价键，一

旦断裂不容易重新整合；另一种是较弱的

非共价键，非常有活性，比如氢键。大多数

自我修复聚合物主要依靠氢键或金属配体

构成，但这些非共价键并不适合制造离子

导体。

此次，研究人员采用了离子偶极相互

作用的非共价键，其具备一种特殊的黏合

力，这种力存在于带电离子和极性分子之

间。离子偶极相互作用此前从未应用于设

计自我修复聚合物，新实验证明，其特别适

合离子导体。

新的自我修复材料由一种极性可延展

的聚合物——偏氟乙烯和六氟丙烯聚合物

以及离子盐构成，可以拉伸到正常尺寸的

50 倍，其断为两半后，能在一天之内实现

完全自动对接。

为了测试新材料，研究人员利用它制

作了一种“人造肌肉”，在两层离子导体间

放置了一个绝缘膜。结果显示，新材料可

对电信号作出反应，带动人造肌肉移动。

目前，研究人员正在高湿度环境等

恶劣条件下对此材料进行测试。此前的

自 修 复 聚 合 物 在 高 湿 度 环 境 下 表 现 不

佳，因为材料进水后，会改变机械性能。

他们正在对聚合物进行微调，以使其更

接近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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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联合国4月8日电 （记者冯
卫东）联合国环境署近日公布的一份新研

究报告指出，随着清洁技术的成本持续下

滑，尽管这一领域的投资在 2016 年比上年

下降了 23％，但全球可再生能源产能当年

创下了历史新高。

这份名为《2017 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

资趋势》的报告由联合国环境署、法兰克福

学院和彭博新能源金融公司联合发布。报

告称，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和废物能源、

地热能、小型水电和海洋能源使 2016 年全

球电力产能增加了 138 千兆瓦，比上一年

增长了 8%，增加的发电量相当于世界上现

有 16个最大发电设施的总和。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在纽约

总部的记者会上表示，全球范围内，2016

年对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投资大约是化石燃

料的两倍。杜加里克说：“不包括大型水电

站 在 内 的 可 再 生 能 源 电 力 的 总 占 比 从

10.3%上升到 11.3%。估计这帮助避免了

大约 1.7千兆吨二氧化碳排放量。”

与此同时，2016 年，全球除大型水电

外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总投资为 2400 多亿

美元，是 2013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但这主

要是由于成本下降造成的：太阳能光伏和

风电的成本下降了 10%以上。

报告进一步显示，虽然大部分融资下

降是由于技术成本下降，但由于种种原因，

中国、日本和部分新兴市场的可再生能源

投资增长放缓。

发展中国家的可再生能源投资下降了

30%，而发达经济体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则

下降了 14%。中国的投资下滑 32%至 783

亿美元，打破了 11 年来持续上涨的态势。

美国的承诺也下降了 10%。

不过，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并没有全

面下降。欧洲在英国和德国的带动下，投

资增长了 3%，达到 598亿美元。

全球可再生能源去年产能创新高

科技日报北京4月9日电 （记者房琳
琳）据美国太空网近日报道，美国国家航空

航天局（NASA）的工程师已经加入自动驾

驶汽车的研发队伍。肯尼迪航天中心将提

供 4600 米长、100 米宽的航天飞机着陆设

备跑道，用于自动驾驶汽车的控制测试。

NASA 的工作源于美国交通部发起的

一项试点计划。该计划拟对自动驾驶技术

加以完善，并组建了中佛罗里达自动化车

辆合作伙伴关系组织。该组织在一份声明

中表示，合作研发成果不仅有利于保障司

机的生命安全，也将为执行太空任务提供

有用的技术。

声明指出，肯尼迪航天中心沼泽工程

实验室的工程师团队，最近测试了自动驾

驶汽车传感器功能及相关仪器在极端环境

条件下的受损情况。NASA 合作开发中心

规划与发展部经理艾米·豪斯·基尔福里奇

表示，“我们希望为发展未来最新的尖端技

术提供帮助”。

该中心勘探研究和技术规划高级专家

罗伯·米勒说，自动驾驶汽车会因传感器受

损而“致盲”，因此，需要考虑几个影响传感

器准确分析环境并导航的因素，包括日出

或日落时的低角度阳光照射，迎面而来的

灯光、雾、灰尘、大雨，以及附近技术干扰产

生的炫光等。

据了解，沼泽工程实验室专门从事极

端环境中交通工具设备的原型设计和研

发，从陆地极端环境中总结的经验教训，也

可用于那些在月球、火星或太阳系其他天

体上执行探索任务的自动驾驶车辆。

为开发先进技术和太空探索

NASA 参与研发自动驾驶汽车

在美国艾奥瓦州感受中美友好交往热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