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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本报驻韩国记者 邰 举

科技日报纽约 8月 12日电 （记者冯卫
东）据最新一期《细胞·干细胞》杂志报道，美

国研究人员为经由皮肤移植的一种新型基因

疗法提供了“概念性验证”，该方法可用来治

疗两种非常普遍又相互关联的人类疾病：Ⅱ

型糖尿病和肥胖症。

芝加哥大学研究人员使用 CRISPR 技术

对胰高血糖素肽（GLP1）受体基因进行了修

饰。GLP1受体基因可刺激胰腺分泌胰岛素，

从血液中去除过多血糖，预防糖尿病并发

症。同时，GLP1还能延缓胃排空，降低食欲。

研究人员通过特定方式延长了 GLP1 受

体基因在血液中的半衰期，并将修饰后的基

因融入一个抗体片段，使其在血液中运行更

长时间。此外，他们还添加了可诱导启动子，

使其能按需打开基因产生更多 GLP1。然后，

研究人员将基因插入皮肤细胞进行培养，让

其生长。当培养细胞暴露在实验室中的空

气/液体界面时，它们会分层，产生多层的“皮

肤状类器官”。当把实验室培养的、经基因修

饰的皮肤，移植到拥有完整免疫系统的小鼠

身上时，研究人员没有发现明显的排异反应。

研究还发现，当食用含有微量多西环素

的食物时，小鼠会将剂量依赖性水平的 GLP1

释入血液，从而及时增加血液胰岛素供应，降

低血糖水平。

另一方面，在对正常和经过基因修饰的小鼠

喂食高脂肪食物时，两者都会迅速增重而变得肥

胖。在喂食高脂肪食物同时加入不同量级的多

西环素，则可诱导GLP1释放，正常小鼠会变肥

胖；而基因修饰过的小鼠体重增加较少。研究人

员将基因修饰的人体细胞移植到具有有限免疫

系统的小鼠体内时，发现了同样的效应。这表

明，GLP1诱导表达的皮肤基因疗法可用于饮食

引起的肥胖和其他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据称，这种将体外精确基因编辑与体内

工程化细胞有效应用相结合的方法，将给许

多人类疾病的治疗提供一个长期安全的选

项，如为具有遗传缺陷的病患（血友病）替换

缺失蛋白，或是充当代谢库消除体内毒素等。

体 外 基 因 编 辑 + 体 内 工 程 化 细 胞 应 用

皮肤移植基因疗法可降糖减肥

8月 2日，英国《自然》杂志将一篇论文公

之于众：美国科学家利用 CRISPR 基因编辑

技术，修正了未被植入子宫前的人类胚胎中

的 、与 遗 传 性 心 脏 疾 病“ 肥 厚 型 心 肌 病

（HCM）”有关的基因变异。

尽管已过去一周，但风乍起，吹皱一池春

水，这篇论文引发的余波在韩国仍未平复，韩

国各界的讨论依然活跃。

韩国是“主角”之一

上述最新研究是被称为“基因剪刀”的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首次实现对人类早

期胚胎中导致肥厚型心肌病突变基因的修

复。韩国学者表示：“是韩国而不是美国学者

主导了这项开创性的研究工作。”

韩国基础科学研究院此前曾正式向媒体

宣布，该院的“基因剪刀”技术成功完成了人

体胚胎特定基因突变的修复，定向准确，出错

率处于“极低”水平。

据报道，韩国基础科学研究院遗传基因

矫正研究团承担了这项工作，担任研究团团

长的就是被称为韩国“基因剪刀第一人”的金

晋秀博士。为了该项研究，他此前放弃了首

尔大学终身教授的头衔。

肥厚型心肌病是一种单基因遗传性心脏

病，MYBPC3 基因被认为是致病的基因突变

中最常见的一种。此次开发的“基因剪刀”能

够识别 DNA 中突变的 MYBPC3 基因碱基序

列，还包含可以截断 DNA链条的“剪刀”蛋白

质，可以准确定位突变基因在 DNA链的位置

并加以清除。

这项研究采用了将精子和基因剪刀同时

注入卵子的新技术，最终可以将父代突变基

因遗传给胚芽的概率从 50%降低到 27.6%。

此前的实验中，基因剪刀只能改变部分细胞

DNA 碱 基 序 列 ，但 是 新 技 术 几 乎 实 现 了

100%突变基因的识别和切断，而且有效消除

了胚胎嵌合现象。

伦理问题成“拦路虎”

虽然成果重大，但韩国媒体还有另一个

关注点。据韩国媒体称，受到韩国生命伦理

相关法律的限制，研究团队只能将开发好的

基因剪刀技术拱手让与他人，提供给外国同

行进行实验，最终的实验由美国研究人员为

主的国际团队共同完成。

基因技术的前景无比诱人。但是在生命

科学研究领域，韩国学者很难掩饰对美国特

别是中国科研伦理环境的向往。十年前，为

了挽回黄禹锡事件的影响，韩国的科技政策

做了一个 180 度大转弯，矫枉过正地制定了

堪称严厉的生命伦理法案。

随着基因编辑技术走向成熟，伦理问题

再次成为技术发展的拦路虎。如何在提升韩

国科研可信度的同时，为韩国科技工作者创

造能施展才华的法律和道德空间，越来越成

为韩国主管部门的沉重议题。

亟待确立技术法规

主持此次研究的金晋秀表示，目前已

知的、因 DNA 碱基序列排列错误导致的遗

传疾病约有一万种，大约 1%的新生儿出生

时患有某种遗传疾病，包括血友病、红细胞

贫血症、亨廷顿舞蹈病等高危遗传病。而

通过精确的基因识别和编辑技术，这些致

病的基因突变已经有望得到修补，不再遗

传给下一代。

研究人员表示，在当前的伦理框架下，

“没有把进行过基因矫正的卵子放入母体子

宫中着床。但如果成功着床，母体将会在 9

个月后诞下一个肥厚型心肌病患病概率很低

的健康婴儿”。

金晋秀强调，在基因编辑领域，可以说技

术上的问题已经全部克服，已经到了对胚芽

研究取得社会共识，并确立积极的法规和制

度的时候。

（科技日报首尔8月13日电）

“基因剪刀”剪不断伦理“纠缠”
——监管严苛致使韩将技术成果拱手让给他人

本周焦点

美政府对“三父母婴儿”技术说“不”
曾在去年帮助一对夫妇生出“三父母婴

儿”的美国医生张进，近日收到美国食品和

药物管理局（FDA）一封言辞强硬的信函，要

求他立即停止在美国开展此类技术的临床

试验。FDA的这一行为预示着，美国政府会

坚守“严禁‘设计婴儿’出生”的一贯立场，即

使用来预防严重遗传病也不会破例。

“最”案现场

X光脉冲再创最短时间纪录
华裔科学家常增虎领导的科研团队，再

次创造出迄今最短的 X 光脉冲——仅 53 阿

秒（1 阿秒=10 的负 18 秒），打破了其 2012 年

创下的 67 阿秒极紫外光脉冲纪录，该技术

可用来捕捉原子中快速移动的电子的图像。

一周之“首”

光刻技术首次绘出银纳米结构
德国科学家首次在银材料底层上完成

光刻纳米结构，其在电子和信息技术领域有

巨大应用潜力，可作为纯光学数据处理的基

础材料，为未来光计算机数据处理、新型电

子器件制造开辟了新的途径。

本周争鸣

转基因三文鱼北美上市
经 25年审核，美国水丰技术公司研发的

转基因三文鱼终于摆上餐桌。该公司宣布他

们已向加拿大顾客售出一万磅（约合 4535公

斤）的转基因三文鱼，每磅（约合0.45公斤）价

格为5.30美元。这是首个供食用的转基因动

物产品上市，被认为是里程碑式的事件。

美向联合国提交《巴黎协定》退约书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4 日收到美退

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文书。该文书还

声称，“除非发现重新介入的合适条款”，否

则就不参与协定。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表示，

对全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促进全球安全的

努力来说，美国的退出可谓是一件憾事，但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步伐不会因此放缓。

一周技术刷新

美超音速高铁系统完成关键测试
美国公司“超级环 1 号”的超音速高铁

系统通过了第二阶段的关键测试，最高时速

达到每小时 310 公里。测试结果表明，超音

速高铁技术已具备上路条件，人们将在几年

内体验到这一极具未来感的交通工具。

前沿探索

NASA科学气球助力破解宇宙谜题
数十年来，NASA 已朝地球大气层发射

了多个科研气球，现在，这个“气球项目”再

接再厉，其计划启动名为“原初暴胀极化探

测器（PIPER）”的设备，以更大的灵敏度调

查宇宙起源以及研究宇宙射线。

奇观轶闻

pH值为0的强酸池塘中首现活微生物
绝大多数生物体不能应付极端的酸度，

但一组科学家团队在埃塞俄比亚一个 pH 值

为 0 的强酸池塘中首次发现了活的微生物，

经确认这是一种“多嗜极生物”，该池塘也因

此成为地球上有生命“现身”的最酸环境。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一 周 国 际 要 闻
（8月7日—8月13日）

科技日报北京8月13日电（实习生杨
阳）《自然》杂志官网日前报道称，数以千计

的科学家、大学生和科学爱好者为支持科

学研究，近日聚集在印度 40个城市，抗议国

家对科研事业下拨的资金太少，并抱怨政

府推广“非科学思想”的不良举措。

据协调这次事件的倡导小组——总部

设在加尔各答的“突破科学协会”官网消息

称，位于印度南部的班加罗尔的 1000 多名

抗议者率先发起游行。在印度首都德里，游

行相对温和，大约有 200 人在街道上举牌，

“捍卫科研！反对削减科研经费！”“停止因

你的个人日程和政治议程妨碍科学研究！”

此次游行活动针对的是国家在研发投

入上停滞不前的问题。尽管历届政府承诺

将科研投入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2%，但过去十年的投入比例仅在 0.9%左

右。游行活动组织者认为，政府应把 GDP

的 3%投入到科研中去。

几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不被允许从事

反政府活动的科学家表示，他们对科研资

源的分配问题深表担忧。国家生物科学中

心主任萨蒂亚吉特·梅尔说：“印度当下的

科研举步维艰，国家并没有真正将重点放

在扩大研究基地上。”

印度科技部秘书阿舒托什·夏尔玛并

不同意这些指责的声音。他指出，自 2014

年以来，印度科技部的资金增长速度超过

了经济增长速度，而科技部用于基础和应

用科学的研究基金也在过去 5 年中几乎翻

了一番。

游行者还抗议政府对所谓的“非科学思

想”的支持。阿加卡尔研究院的免疫学家萨

蒂亚吉特·拉斯称，例如政府支持研究机构

调查牛奶和尿液等对健康的益处，这显然是

受了宗教团体崇拜牛并将其视为圣物的影

响。拉斯说：“政府应该承认，科学知识是建

立在自由而开放的调查研究基础上的，而科

学研究不该去验证偏见和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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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莫斯科8月12日电（记者亓
科伟）近日，俄中区域发展投资基金与俄罗

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子公司——俄原子

能海外公司签署谅解备忘录。根据协议，

双方将在互利合作的基础上共同研究制定

核能领域合作项目，并为项目实施提供资

金支持。未来双方还将在第三国共同建设

俄方设计的核电站，进行核燃料的开采和

加工，开展其他创新合作项目。

俄中区域发展投资基金成立于 2017

年，旨在提高俄中经贸合作水平，拓宽双方

合作领域。该基金与国际主要投资者合

作，共同对俄领先企业和潜力企业进行直

接投资。该机构主席王峰表示，中俄两国

同为投资前景广阔的新兴市场，俄中区域

发展投资基金的建立，将进一步提升中俄

经贸合作水平。

俄原子能海外公司负责在国际市场推

广俄核电站和能源技术研究中心一体化项

目方案，拓展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

的海外市场。公司总裁叶夫根尼·帕克尔

曼诺夫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是中俄务

实合作发展迈出的重要一步，未来双方将

继续在核能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

中俄签署核能领域谅解备忘录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13日电 （记者张梦
然）英国《自然·通讯》杂志近日发表的一项神

经科学研究显示，在特定睡眠阶段可能形成

新的记忆。脑电波监测发现，快速眼动睡眠

（REM）或轻度的非快速眼动睡眠（NREM）

有益于学习；而深度 NREM 会抑制人学习新

知识的能力。以上发现或有助于我们更深入

了解不同睡眠阶段的功能。

过去已有研究对人类能否在睡眠期间学

习展开考察，结果却各有不同：一部分答案是

肯定的；而另一部分称无法提供证据，证明睡

眠期间可以形成新的记忆。

法 国 巴 黎 高 等 师 范 学 校 研 究 人 员 认

为 ，之 所 以 产 生 这 种 不 一 致 情 况 ，是 因 为

不 同 睡 眠 阶 段 的 脑 活 动 类 型 是 不 一 样

的 。 其 中 关 键 就 是 REM 期 ，这 一 过 程 中

脑 电 波 频 率 变 快 、振 幅 变 低 ，是 大 脑 非 常

活跃的阶段。

为了检验这个假设，研究团队对睡眠中

的被试者的脑活动进行监测，向他们播放不

同的声音片段。等被试者醒来后，测试他们

识别睡眠期间听到声音的能力。最终，在

REM 期间听到声音片段的被试者在测试中

表现良好；而在深度 NREM 期间听到声音片

段的，则没有这样的效果。

通 过 分 析 被 试 者 夜 间 对 声 音 的 响

应 ，论 文 作 者 认 为 已 能 够 证 实 REM 期

间 的 学 习 效 果 。 但 在 NREM 期 间 ，他 们

观察到轻度 NREM 和深度 NREM 之间存

在 明 显 差 异 —— 在 前 一 种 情 况 下 ，学 习

是 可 能 的 ；而 在 后 一 种 情 况 下 ，学 习 受 到

抑制。

综合而言，以上研究结果不仅表明人

们可以在睡眠期间学习，而且还有助于了

解一般记忆过程以及它们在不同睡眠阶段

的变化。

“边睡觉边学习”，这个可以有
特定睡眠阶段可能形成新记忆

图为澳大利亚堪培拉的全国科技周活动上展示的机器人。
澳大利亚全国科技周8月12日开幕，将持续至20日。其间，澳大利亚各地将举行2000

多场活动，预计将有130万人参与。澳大利亚全国科技周旨在宣传科普知识，提高人们特
别是儿童对科学、工程、数学、创新等方面的兴趣。今年是澳全国科技周活动创立20周年。

新华社发（钱军摄）

澳大利亚举办全国科技周

科技日报北京8月13日电（实习生马
雨昕）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心理学副教授

格雷格·韦斯特的新研究表明，长期玩动作

类电子游戏会使大脑海马体内的灰质下

降，这意味着玩家更有可能得抑郁症、精神

分裂症、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阿尔茨

海默氏病等脑疾病。因此，神经学家不该

继续使用游戏疗法来提升病人的脑力。

海马体是大脑中主要负责学习和记忆

的区域，包括空间记忆和事件记忆。大脑

纹状体内的尾状核负责记忆，帮人们记得

回家的路或如何骑自行车。

韦斯特的研究显示，打游戏时，85%的

玩家更多地使用尾状核脑区，这说明玩家

海马体受刺激的程度下降，或造成海马体

细胞的丧失。

为了查出动作类电子游戏对海马体和

尾状核的具体影响，韦斯特与其他几个研

究员召集了 97 名志愿者（51 名男性，46 名

女性），让他们花 90 个小时玩《使命召唤》

《杀戮地带》《无主之地 2》等射击游戏以及

《超级马里奥》系列中的 3D游戏。

实 验 开 始 之 前 ，志 愿 者 们 必 须 通 过

一个迷宫游戏。在游戏中，有些玩家会

调动大脑的响应与奖励机制，只顾记清

自己往左或右拐了几个弯；而使用空间

记忆的玩家会利用山、树等游戏场景中

的各种地标走出迷宫。实验结果表明，

利用响应与奖励系统和空间记忆的两种

玩家，在同样的时间内，其大脑受到的影

响截然不同。前者尾状核更多地受到刺

激 ，后 者 的 海 马 体 会 更 多 地 受 到 刺 激 。

相应地，玩动作类游戏 90 分钟后，不用空

间 记 忆 的 玩 家 海 马 体 出 现 了 萎 缩 。 然

而，全部玩家在接触 3D 游戏 90 分钟后，

均显示出海马体内灰质数量在增长。

韦 斯 特 建 议 ，射 击 等 动 作 类 游 戏 应

更改设计，去掉 GPS 地图功能，促使玩家

使用空间记忆认路，避免对其海马体产

生负面影响。

长期玩动作类电子游戏伤大脑

图①为标准的心脏结构；图②为心肌增
厚的心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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