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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7月2日电（记者聂翠蓉）
瑞士科学家在最新一期《自然·细胞生物学》

杂志上发表论文称，他们发现了胚胎干细胞

保持“全能”的秘密：一种被称为“Pramel7”的

蛋白质能阻止其内遗传物质甲基化，使它能

发育成任何类型的细胞。

胚胎干细胞被认为是一种“全能”细胞，

可以分化成所有类型的细胞，而成人干细胞

和实验室培养的人工胚胎干细胞都没有这种

“全能性”。之前研究发现，甲基化程度越低，

基因组就越开放，细胞分化潜力越大。“多能

性”成人干细胞只能调用与自身功能相关的

遗传物质，与其他类型细胞有关的遗传物质

都被甲基化，基因表达被抑制，从而很难分化

成其他类型的细胞，比如利用脂肪干细胞很

难获得神经或肝脏细胞。

在最新研究中，瑞士苏黎世大学拉斐拉·桑

托罗和苏黎世大学医院的保罗·西内里共同领

导的研究团队发现，在发育最初几天的天然胚

胎里，一种被称为“Pramel7”的蛋白质表达非常

活跃，可以阻止遗传物质因甲基化而呈“封闭”

状态，保持基因组的开放性。而在人工培养的

胚胎干细胞内几乎没有发现该蛋白质的存在。

研究团队通过实验发现，关闭与“Pramel7”

蛋白有关的基因表达后，基因组甲基化水平会

急剧升高，干细胞停止发育，导致胚胎死亡。这

意味着，该蛋白质虽然仅在胚胎发育的最初几

天发挥作用，但其对维持正常发育至关重要。

研究还发现，加强该基因在人工胚胎干

细胞里的表达，就可以生成更多的“Pramel7”

蛋白，降低整个基因组的甲基化水平。这一

发现或可提高人工胚胎干细胞的分化潜力，

用于医学研究和器官修复。西内里表示，他

们希望能利用这一最新发现，通过人工胚胎

干细胞培育出可移植的骨骼组织，开发出治

疗严重骨骼损伤的全新方法。

胚胎干细胞“全能”秘密揭晓
表达活跃的“Pramel7”蛋白或是幕后功臣

之前的研究认为，一个人越聪明，其体

内基因变异就越多，但近日，英国爱丁堡大

学科学家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研究结论。他

们以多个苏格兰家庭为研究对象，对他们进

行遗传学分析后发现，智商越高的人，其体

内导致智力和总体健康水平下降的基因突

变反而越少。

该 研 究 论 文 一 经 在 预 印 版 网 站

bioRxiv 发表后，立即引起了遗传学界的强

烈反应。有科学家认为，这是近年来智力

与基因相关领域最令人激动的研究结果；

还有科学家认为，就像对与人体健康相关

基因进行修改一样，基因编辑技术或可用

来编辑修改与智商有关的基因变异，在治

病救人的同时，还能让人更加聪明，“一石

二鸟”。

负面基因变异拉低智商

爱丁堡大学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名叫

“世代苏格兰”的研究项目，选取了 2 万名

志愿者的基因数据，意在研究家族健康与

基因组的相互关系。

研究团队重点选取了在一个家族内部共

有、而在其他人群中罕见的部分基因突变，研

究其对智力的影响。因之前研究通常选取无

亲缘关系人群，这些罕见突变的作用经常被

忽略，但这次他们发现，这些以往被研究错过

的罕见突变，在智力发育中具有不容忽视的

作用。

新研究还暗示，一些罕见基因突变在拉

低智商的同时，也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伤害。

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这些负面基因变异越积

越多，形成一种“突变负担”，只是人与人之间

的“突变负担”互不相同，因而也表现出不同

的聪明程度。

智力发育仅部分取决于环境

毫无疑问，智力发育部分取决于一个人

的成长环境。营养状况良好、在安全无污染

并能够不断刺激智力发育的环境中成长的儿

童，与缺乏这些条件的儿童相比，在智商测试

中的平均分会更高。

但一项针对双胞胎的研究发现，在同样环

境下长大的他们，其智力水平基因存在50%到

80%的明显差异；而以数千名没有血缘关系的

人群为研究对象的另一项研究却发现，这些人

群间的智力相关基因仅有 30%的一致性。以

往的理论认为，聪明人智商更高的原因，是他

们拥有提高智商的有利突变。按进化论的“优

胜劣汰”法则，有利突变应该会越来越普遍，但

这些研究与进化论背道而驰。

最新研究为智商与健康关系作出了新的

注解。科学家们普遍认为，聪明的人更长寿

更健康，但背后原因始终无法知晓，只是猜测

可能与聪明人的生活方式有关。但新研究从

罕见基因变异的层面给予了全新解释。

想提高智商？基因编
辑能帮忙

团队的最新研究表明，罕见基因突变在

智力发育中具有重要作用，而且通过对亲缘

关系人群进行研究，能获得这些宝贵的罕见

基因突变。英国诺丁汉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的

斯蒂夫·斯图瓦特-威廉姆斯认为，这是近年

来最令人兴奋的智力基因相关研究结果之

一。

研究人员利用包括 CRISPR 在内的基因

编辑技术，已经开始对胚胎和各种疾病展开

研究。找到了这些罕见基因突变，就可以利

用流行的基因编辑技术，以这些基因突变为

靶标，对它们进行编辑，既能改善健康状况，

还能提高智力水平。“我认为新研究开发了基

因编辑技术人性化的一面，健康和智商双双

改善，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英国牛津大

学伦理学家克瑞斯托夫·金杰尔评论道，“新

研究的结论实际上在变相鼓励基因编辑技术

的应用。” （科技日报北京7月2日电）

新研究发现一些基因突变会拉低智商——

基 因 编 辑 ，让 你 健 康 又 聪 明
本报记者 聂翠蓉

科技日报北京7月2日电（记者房琳琳）
据《新科学家》杂志网站近日报道，一项 6.5万

人参与的调查研究表明，智商较高的人在 79

岁以前死亡的可能性较低。

英国爱丁堡大学爱恩·戴尔瑞团队对这

批人展开健康数据调查，他们都是 1936 年在

苏格兰出生的，每个人在 11 岁时进行了智力

测试，他们的健康数据一直被持续跟踪了 68

年，即到 2015年年底为止。

研究发现，儿童期考试成绩的高低与疾

病死亡风险大小有关，成绩高的人，呼吸系统

疾病死亡风险降低 28%；冠心病死亡风险降

低 25%；中风死亡风险降低 24%。

即便同时考虑了社会经济地位等影响因

素，取得较高成绩的人也不太可能受到消化

系统和脑部神经系统疾病的侵害而死亡。

戴尔瑞团队说，有几个原因可以解释

为什么更聪明的人会活得更长久。比如，

智商高的人更有可能关爱自己的健康，他

们吸烟的可能性较小，在生病时主动求医，

多做运动等。

“我们希望找出聪明人长寿的原因，并让

更多的人‘复制’这些做法，让大家都有机会

更健康、更长久地生活。”戴尔瑞说。

过 慧 易 夭 ？ 可 能 正 相 反

研究表明智商较高的人更长寿

本周焦点

遏制二氧化碳排放只剩三年时间
全球 60 多位著名科学家、商业领袖、

政策领导人等警告说，我们只有 3 年时间

可 以 扭 转 全 球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形 势 。 在

G20 峰会前夕，科学家们提出了 2020 年的

减排里程碑，共涉及 6 个板块——能源、基

础 设 施 、交 通 运 输 、土 地 使 用 、产 业 和 金

融，这些领域有望在减排方面快速取得重

大突破。

本周明星

SpaceX二手火箭：两天两射两收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再创

历史，分别成功发射两枚二手“猎鹰 9 号”火

箭，将保加利亚和铱星通信公司的通信卫星

送入轨道，且两次都成功回收一级火箭，创

造了 48小时内“两射两收”的新纪录。

“最”案现场

英最强航母6周首航海试开始
英国最大战舰“伊丽莎白女王”号当地

时间 26日首次起航出海，开始为期 6周的第

一阶段海上测试。英国防部长称，这艘最强

航母的首航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事件，

将向全世界展示英国未来应对全球多重挑

战的实力。

本周争鸣

最新调查未发现行星“老九”存在迹象
去年 1 月，美著名天文学家团队称在太

阳系遥远的外部边缘可能存在着第九颗行

星，虽然没有直接观察到这颗行星，但根据

其他天体运行轨迹的变化推断出其存在。

而最新太阳系调查发现了四个冰质天体，却

并没有迹象表明它们受到海王星之外潜伏

的一个巨大的、看不见的行星的影响。

一周技术刷新

新型人工虹膜感光能力堪比人眼
芬兰科学家利用受热会改变形状的橡

胶材料，研制出一种全新人工虹膜，能像人

眼一样，无需外部控制即能自行对光线做出

反应。这种人工虹膜可用来改进相机拍照

性能，并最终用于修复人眼受损部位或控制

微型机器人对周围环境的应对能力。

仿壁虎智能“手臂”充当太空拾荒者
美国科学家受壁虎在垂直光滑墙面自

由爬行的启发，设计出一种全新智能抓手装

置，并证明其能在太空微重力下对不同形状

物体抓放自如。该智能装置将担当太空拾

荒者重任，清除地球轨道上具有潜在威胁的

大量垃圾碎片。

新微针贴片或将取代注射器接种疫苗
美国科学家开发出一种用于接种疫苗

的微针贴片，用这种贴片接种流感疫苗，与

目前常用的注射器接种同样有效，还可消除

肌肉注射带来的不适，并降低成本。

前沿探索

二氯甲烷竟“逃过”联合国监管
一种此前“被忽视的化学物质”——二

氯甲烷可能正在推动臭氧层的消耗。根据

二氯甲烷排放情形来看，近年来它的增加可

能使南极臭氧层的恢复进程放缓 5 年至 30

年。

奇观轶闻

X射线发现水存在两种不同液态形式
瑞典科学家利用 X 射线进行研究后发

现，水在开始结冰的低温条件下，其内同时

存在两种不同结构和黏稠度的液相。这一

重要发现，对全面认识水及与其息息相关的

生命基本物质特性具有重要意义。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一 周 国 际 要 闻
（6月26日—7月2日）

科技日报东京7月2日电（记者陈超）
日本理化学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小组近日发

现，施加乙酸可增强植物耐干旱的能力，并

揭示了其中的机理。迄今为止，主流方法是

通过转基因技术来培育耐旱植物，这项新成

果有望带来简单、廉价的农业技术，从而可

不依赖转基因来减轻干旱灾害的影响。

随着气候不断变化，在世界范围内突

发的干旱，对玉米和小麦等农作物产量影

响极大，同时还会导致土地沙漠化等问

题。但培植转基因耐旱植物不但费时费

力，还需投入大量资金，因此，科学家一直

希望能开发出更简单、成本更低的植物抗

旱技术。

研究小组发表在近期出版的《自然·植

物》杂志电子版上报告称，他们将模型植物

拟南芥进行干燥处理后观察其内部代谢变

化。结果发现，植物在干燥时，不仅维持生

命能量的代谢途径糖酵解被强烈抑制，乙

酸的合成量也异常增加。乙酸也称醋酸，

是从糖酵解的中间代谢产物丙酮酸生物合

成而来。

研究小组发现，这一代谢变化是表观

遗传调控因子 HDA6 蛋白质起到开关作

用，直接控制着乙酸合成基因。研究表

明，从外部给予乙酸，拟南芥的耐旱性增

强，并且，科学家们在水稻、玉米、小麦和

菜籽等农作物上进行的实验也获得了同

样的结果。

为明确乙酸的作用机理，研究小组调

查了施加乙酸时拟南芥发生的变化情况。

结果表明，施加乙酸可以促进植物激素茉

莉酸的合成。茉莉酸可以提高植物抗性。

他们今后将对更多重要基因及植物的环境

刺激记忆机理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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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7月 2日电 （记者张梦
然）英国《自然·通讯》杂志近日发表的一项

神经科学研究，介绍了老年人和青年人在

听到类似说话的声音时大脑活动模式的差

异，该研究结果将有助于制定相关策略来

改善与年龄相关的听力障碍。

大部分人普遍认为，听力损失是耳朵

的问题，而实际上，如果电流脉冲能够直接

刺激大脑听神经，人们也是可以听到声音

的。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研究人员莫利·
亨利及其同事此次描述了两种大脑活动模

式，二者协同作用，共同提高人们感受听觉

刺激中细微变化的能力。研究团队还阐明

了该能力是如何随着年龄变化而变化的。

试验中，研究人员对 20名 18岁至 31岁

的青年人和 20 名 61 岁至 77 岁的老年人进

行了听觉任务测试，被试者需要察觉出一

个连续节律模式（时间特征与说话一样）中

的特定听觉信号。结果表明，青年人在听时

间特征类似于说话的声音时，他们的大脑会

自然地与节律同步，这种同步化又受到第二

种大脑活动——过滤不相关信息——的调

节。与之相比，老年人自动同步的能力较

弱，难以过滤不相关的信息。

综合而言，试验结果说明了准确的听

力依赖于这两种大脑活动的协同作用，而

老年人出现听力障碍，不只是因为他们同

步声音的能力有限，也因为他们抑制不相

关听觉信息的能力发生了变化。

研究人员表示，以上发现表明，重新平

衡这两种大脑活动过程，可能是一种可以

改善与年龄相关听力障碍的新方法。

两种大脑活动“携手”提高听力
将可改善与年龄相关的听力障碍

科技日报北京7月2日电（记者李钊）
近日发布的《德国蓝皮书：德国发展报告

（2017）》称，“精英倡议计划”的实施打破了

德国科技界“吃大锅饭”的传统，取而代之的

是一种寻求差异化发展的观点，即现代、高

效的科学需要通过一个由各具特色的大学

组成的、结构上具有差异性的体系来实现。

由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和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该蓝皮书指出，德

国科学委员会在 2006 年发表的《关于大学

在科研体系中的未来地位的建议》中，将高

校之间的差异分为纵向差异和横向差异。

其中纵向差异是指高校在科研成果、教学

质量和社会服务等方面产生的等级化差

异，但这一差异常常被简单地缩小到科研

成果范围；横向差异则涉及高校在不同方

面的多种功能，在一个具有横向差异的高

校体系中，各个高校的重点并不局限在单

一方面（如科研），而是根据社会需要及高

校自身的特点，打造每个高校自己的特点，

设立自己的重点领域。

“精英倡议计划”一方面推进了德国

高校的横向差异化发展，获得资助的德国

大学纷纷将其专长学科设定为研究重点，

以与那些以教学或其他职能作为重点的

大学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德国高校的纵

向差异也显现出来，在“精英倡议计划”框

架下，具有世界尖端科研能力的大学受到

更多资助，可以进一步挖掘其研究潜能。

高校间的差异也会从高水平著作或论文

的发表情况、第三方经费等方面更加明显

地体现出来。

打破“大锅饭”传统 鼓励差异化发展

德科教界实施“精英倡议计划”

近日，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项目一期工程的一座车站，钻机在钻孔施工。
建设中的阿斯塔纳轻轨是哈萨克斯坦首条城市轻轨。一期工程线路总长约22公里，

沿途设18座车站，设计时速80公里。项目采用中国规范设计施工并由中国企业承建。
新华社发（奥斯帕诺夫摄）

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项目

◀由于基因编辑技术对
DNA 链条有剪断操作，它又
被形象地称为“基因剪刀”。

▼研究表明，智商与基
因有关。

图片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