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周焦点

全球首例人体内基因编辑试验实施
美国《科学》杂志刊登了一项人类医疗

史上的里程碑：科学家首次尝试在人体内

直接进行基因编辑。

他们向一名 44 岁的亨特氏综合征患

者 血 液 内 注 入 了 基 因 编 辑 工 具 ，以 永 久

性 改 变 基 因 的 方 法 来 治 愈 严 重 遗 传 疾

病 。 而 之 前 的 基 因 疗 法 ，是 在 培 养 皿 中

编 辑 人 类 细 胞 再 注 射 回 人 体 内 ，并 非 对

患 者 DNA 直 接 编 辑 。 这 项 试 验 目 前 引

起 了 一 定 的 担 忧 ，但 尚 没 有 证 据 表 明 其

具有危险性。

本周明星

特斯拉发布最快电动跑车
特 斯 拉 发 布 了 全 新 电 动 跑 车 Road-

ster，该车多项性能均打破了之前的纪录，

0—96 公里/小时的加速时间仅 1.9 秒，是

目前世界上最快的量产车型。马斯克声

称或会考虑将火箭技术用在新款电动车

上，让下一代 Roadster 跑车拥有短途飞行

的能力，但必须要先保证安全。

世界首只克隆犬的克隆后代公布于众
曾培育出世界上第一只克隆犬“史努

比（Snuppy）”的韩国科学家，在 2010 年与美

国科学家合作，利用 5 岁大“史努比”的干

细胞，成功孕育出 4 只第二代克隆犬，除其

中一只出生后几天夭折外，另外 3 只在 9 个

月大时仍相当健康。这些现已 7 岁大的克

隆犬，将为科学家比较克隆动物与提供体

细胞的父辈间的健康与寿命，提供独特的

研究机会。

一周之“首”

“迷你”肝脏肿瘤首次在实验室造出
英国剑桥大学首次在实验室制造出了

人类原发性肝癌的“迷你”生物学模型。这

个微型肿瘤模型可用来筛查肝癌新药、减少

实验动物的使用数量，甚至在未来用于为肝

癌病患制定个性化疗法。

首个“星际访客”完成初步“体检”
欧洲南方天文台（ESO）称，10 月 19 日

被发现的首个来自太阳系外的“星际访客”，

经过甚大望远镜精确测定，是一个暗红色长

杆形多岩石小行星，长宽比远远超过太阳系

内任意一个小行星或彗星，其被国际天文学

会命名为 1I/2017 U1。

一周技术刷新

新成像技术用“基因剪刀”酶搜寻遗传
变异

美国科学家研发出一种全新纳米成像

技术，能更快、更准地为大片段基因组绘制

图谱。新技术将高速原子力显微镜（AFM）

与“基因剪刀”CRISPR 化学条形码技术相

结合使用，让 CRISPR 酶只与变异基因结

合，不对其剪切，从而为致病性基因变异提

供了革命性诊断工具。

多肽涂层技术突破细胞培养“瓶颈”
美国科学家开发出一种全新的细胞培

养技术，在硬币大小的表面培养出与用传统

培养瓶获得的数量相当的细胞。这种连续

化培养技术将催生出低成本、高质量的创新

性细胞疗法，能取代现有受培养器皿表面积

制约的批量技术。

前沿探索

闪电确是同位素产生的“自然通道”
科学家通过辐射探测器首次发现了决

定性证据：闪电能够引发大气核反应，并产

生放射性同位素。该发现意味着闪电终于

成为人们已知的可产生同位素的自然通道，

同时也为深刻理解气象中的物理学极端事

件打开了一扇窗。

混合型量子网络实现信息可靠传送
西班牙光子科学研究所（ICFO）科学家

用两种完全不同的量子节点，建立了一种混

合型量子通信网络，并在两个节点间成功实

现了光量子通信。新研究首次证明，不同量

子节点组成的混合型量子网络，能像相同量

子节点间一样进行可靠的量子信息传送。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一 周 国 际 要 闻
（11月21日—11月26日）

科技日报北京 11 月 26 日电 （记者刘
霞）据新加坡《海峡时报》近日报道，日本推出

了该国首台量子计算原型机，成为国际量子

竞赛活动的新成员。量子计算机拥有更快的

运算速度、更强大的运算能力，对于发挥人工

智能的全部潜能至关重要。

这 款 原 型 机 由 日 本 国 立 情 报 学 研 究

所、电信巨头 NTT 公司以及东京大学携手

研制而成。从理论上来说，该原型机的计

算速度是传统超级计算机的 100 倍，而能耗

仅为其 1/10。

研究人员表示，此系统可以帮助解决城

市交通堵塞问题，优化人群密集地区数万台

智能手机与不同基站之间的联系，甚至通过

发现化学物质的正确组合从而开发出创新药

物。他们的目标是在 2020年 3月前将此系统

商业化。

量子计算机与传统电子计算机的区别在

于，它基于量子力学理论，使用处于零度以下

的亚原子粒子（比如电子）进行计算，因此，绝

大多数量子计算机容易因为不稳定而出错，

从而限制了其功能的发挥。

日本的量子计算机原型机则使用一根 1

公里长、充满了光子的光纤，利用光的特性来

实现高速计算。研究人员表示，他们的测试

表明，此原型机能在室温下长期稳定地运

行。而为了进一步促进创新，他们将于 27 日

把此系统开放给公众和研究人员进行测试

（网址：https://qnncloud.com）。

此项目负责人、斯坦福大学退休教授山

本喜久说：“我们将进一步提高原型机的性

能，好让其可以解决目前超级计算机难以解

决的难题。”

据悉，研究人员正在建造一款可以运行

他们研制出来的“量子神经网络”技术的云

端系统。

这款量子计算机的发布表明，日本加

入 了 目 前 由 美 国 和 中 国 主 导 的 量 子 计 算

机的全球竞争中。目前，美国每年在量子

计算领域投入的资金总额为 2 亿美元；中

国则在建造一座投资高达 100 亿美元的量

子应用研究中心。日本于今年 4 月表示，

将在未来 10 年，在量子计算领域投资 3.61

亿美元。

日本首台量子计算原型机推出
速度为传统超算的百倍 室温下可长时间稳定运行

随着生活压力的增加，抑郁症、强迫症、

癫痫等精神障碍性疾病越来越普遍，且容易

反复发作，给忙碌的现代人带来很多困扰。

由于这些疾病涉及到脑部神经区域，病因复

杂，许多药物只能部分缓解一些症状，并不能

根治，甚至还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

最 近 ，科 学 家 另 辟 蹊 径 ，通 过 大 脑 植

入物释放电脉冲来调节情绪和行为，被认

为 是 治 疗 情 绪 性 疾 病 各 种 方 法 中 的 有 力

竞争者。

据《自 然》杂 志 官 网 近 日 报 道 ，美 国

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PRA）资助的

两 个 实 验 项 目 ，将 人 工 智 能（AI）算 法 引

入 闭 环 脑 植 入 物 ，可 通 过 识 别 与 情 绪 障

碍 有 关 的 脑 活 动 模 式 ，指 导 脑 植 入 物 在

需 要 时 施 加 电 刺 激 ，自 动 将 大 脑 活 动 调

回到健康状态。

不需医生，AI 能自主
诊断情绪异常

传统脑植入物改变神经活动的方式，是

一种深度脑刺激。临床试验证明，它能有效

治疗帕金森症等行动障碍性疾病，但在针对

情绪障碍性患者进行检测时表现不佳。比

如，一项涉及 90 名抑郁症患者的试验发现，

深度脑刺激持续一年后，这些病人的抑郁症

病情并没有得到改善。

两个研发团队分别来自加州大学旧金山

分校神经学家爱德华·张的实验室和马萨诸

塞州总医院。他们在日前召开的美国神经科

学年会上介绍了相关研究的进展。人体临床

试验初步结果表明，AI 完全不需医生指导即

能在诊断出情绪异常后，自主施加电刺激将

情绪“扭转”到正常状态。

这种被军方用来干预治疗士兵抑郁症和

伤后紧张症的技术，最终可能会在现有疗法

无计可施时，为严重精神性疾病患者提供一

种治疗办法，帮助他们摆脱痛苦情绪带来的

折磨。

AI 算法，助力神经性
疾病个性化治疗

爱德华·张的实验室对 6 名脑部植入电

极的癫痫患者进行了一到三周的跟踪，获得

了患者大脑活动和情绪变化的关系图谱。

结果发现，6 名患者的图谱模式在与情绪有

关的大脑区域大致相同。随后的测试表明，

他们开发的 AI 算法根据这种图谱，通过比

较脑活动情况，能够准确“解读”出受试者的

情绪变化。

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研究的患者，存在注

意力不集中、缺乏同理心等多项情绪障碍。

通过比较这些情绪变化与脑活动的关系绘

制出图谱，研究人员发现，他们的 AI 算法能

够准确识别出受试者在执行任务过程中的

分心情况，之后自动刺激大脑，让患者注意

力重新集中。

休斯顿贝勒医学院的精神病学家韦恩·
古德曼表示，这些 AI算法基于生理信号而不

是医生的主观判断，会根据不同病人的大脑

活动进行个性化诊断，未来有望成为一种长

期治疗神经性疾病的更好方法。他们即将用

加入 AI算法的闭环刺激疗法，对强迫症障碍

患者开展小范围人体临床试验。

虽然有科学家对这种 AI 脑植入物提出

伦理质疑，认为其可能过度纠正病人情绪，

产生极端快感，也可能“读”出患者内心深

处的情绪隐私，但爱德华·张表示，AI 算法

基于神经生理信号作出判断，不像深度脑植

入物持续不停地刺激脑部，更能根据病人的

脑电活动情况，在情绪需要调控时进行个性

化刺激。 （科技日报北京11月 26日电）

分 心 了 ？ AI 帮 你 回 回 神
——美军方资助开发调节情绪和行为的脑植入物

科技日报华盛顿11月 25日电 （记者刘
海英）美国研究人员于当地时间 24 日在《科

学进展》杂志线上版发表论文称，他们开发出

的一种新型量子密钥分配（QKD）系统，能够

以兆比特每秒的速率创建和分发加密码，比

现有方法快 5 倍到 10 倍，即使同时运行多个

系统，仍可与目前的互联网速度匹配。研究

人员表示，新技术或使量子加密技术向大规

模应用加速迈近。

密钥加密，需要收发数据的双方使用相

同或对称的密钥对明文进行加密解密运算。

随着计算能力的提升，目前广泛使用的 RSA

公钥密码算法会越来越容易被破解。而量子

加密技术则被认为是未来保证网络通信安全

的有力工具。量子加密技术利用了量子力学

的基本原理——对量子态进行测量将会改变

最初的量子态，来保证其安全性，窃密者的存

在会导致误码出现，从而提醒收发双方存在

安全漏洞。

目前量子加密技术尚处于发展初级阶

段，密钥传输速率很低，只有几十到几百千比

特每秒，极大地影响了其实际应用。此次，杜

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和橡树岭国家实验

室研究人员开发的新型量子密钥分配技术，

虽与多数量子密钥分配系统一样，使用弱激

光来编码单个光子信息，但通过调整光子相

位和释放光子的时间，能将更多的信息添加

到单个光子上。结合专门开发的高速接收

机，新系统传输密钥的速度比目前其他系统

快了 5倍到 10倍。

从理论上说，量子加密技术是完全安

全 的 ，任 何 侵 入 密 钥 交 换 的 尝 试 都 会 很

容 易 被 接 收 方 发 现 。 但 现 实 中 ，设 备 的

局 限 性 会 导 致 漏 洞 存 在 ，给 黑 客 可 乘 之

机 。 而 研 究 人 员 证 明 ，即 使 用 可 能 导 致

漏 洞 出 现 的 缺 陷 设 备 ，该 技 术 也 可 以 避

免常见的攻击。

研究人员表示，虽然新系统的发射机

需要一些特殊部件，但所有组件目前都可

以在市场上买到。用光子编码的密钥可以

通过现有光纤传送，发射机和接收机很容

易集成到现有的网络基础设施中，因此这

一新技术极有潜力推动量子加密技术的大

规模使用。

5到10倍！新型量子密钥分配系统提速
加 密 技 术 大 规 模 应 用 指 日 可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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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本报记者 聂翠蓉 综合外电

科技日报北京11月 26日电 （记者房
琳琳）据《麻省理工技术评论》杂志日前报

道，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

为了满足军事上及时和准确的通信要求，

一直在投入开发性能强大的传感器。现

在，该机构把目光瞄向大自然，其新的“先

进植物计划”（APT）将看似平常的植物视

作下一代情报收集者。

据称，该计划致力于设计在环境中可

以自给自足的植物型传感器，并且能够使

用现有硬件技术进行远程监控。其旨在利

用植物的自然机制来感知和响应环境刺

激，并将其扩展到检测某些化学物质、病原

体、辐射甚至电磁信号的存在。

APT 项目经理布雷克·贝克斯汀表示：

“植物能够做到高度适应环境，自然地表现

出对光照和温度等基本外界刺激的生物反

应，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对触觉、化学物质、

病虫害和病原体也有反应。新兴的分子和

建模技术或许能够重新编译这种检测和汇

报能力，使其接受刺激的范围更广。这不

仅开辟了新的情报网络，而且还减少了使

用传统传感器带来的人力成本和风险。”

贝克斯汀说：“该计划以合成生物学技

术为核心，最终目标是开发一个高效的迭

代系统来设计、构建和测试模型，以便最终

获得一个能够用于各种场景的适应性强的

（传感）平台。”

据悉，该计划的初步工作将在实验室、

温室设施以及模拟的自然环境中进行，遵

守所有适用的联邦法规，并由生物安全委

员会监督。如果研究成功，后续的真实环

境试验将在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验局

的支持下，按照植物生物安全所有标准规

定进行。但到目前为止，DARPA 还未确定

在何种植物上开展此类实验。

如果该计划成功实现，它将提供一个

无需（人造）能源的、隐秘耐用且能够广泛

部署的新型传感平台，并且不仅仅局限于

地雷识别与排除等军事用途。

下图：美军方计划设计能使用现有硬
件技术进行远程监控的植物型传感器。

来源：《麻省理工技术评论》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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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柏林11月 26日电 （记者张毅
荣）德国能源企业 EWE 日前宣布，在德国

西北部利用地下盐穴建造全球最大液流电

池的项目取得进展，研究人员为此开发的

一种聚合物已经通过初步测试。

液流电池的蓄电系统一般包含两个储

液罐，内装两种不同的电解液。它们之间

的连接部分是发电区，两种电解液会在这

里隔着一层薄膜进行离子交换，实现电能

的储存与释放。储液罐越大，存储的电能

越多。

EWE 公司与德国耶纳大学合作，计

划用德国西北小镇耶姆古姆的地下盐穴

作为储液罐。这些盐穴是盐矿开采后留

下的矿洞，体积巨大且密封良好，可作为

密封储存库，EWE 公司目前在耶姆古姆

的 8 个 地 下 盐 穴 中 开 展 天 然 气 储 藏 业

务。据介绍，两个中型盐穴构成的蓄电

系统储存的电量就足够为柏林这样的大

城市供电一小时，也就是说这将是世界

上最大的电池。

但该项目也面临一些技术问题。比如

液流电池中常见的电解液是将金属钒溶于

硫 酸 而 成 ，这 种 溶 液 对 环 境 污 染 较 大 。

EWE 公司日前在柏林举行的一个新闻发

布会上介绍说，耶纳大学科研人员成功开

发出一种聚合物，将其溶于盐水可作为电

解液，能够满足环保要求，目前这种聚合物

已经通过了初步测试。

项目负责人拉尔夫·里肯贝格说，这

说明该项目向制造出全球最大电池的目

标迈进了一大步，但仍需要进行更多测

试，预计盐穴电池系统会在 2023 年年底投

入运行。

德国目前正在实施能源转型战略，计

划到 2050 年使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达到

80％，终极目标是用可再生能源替代传统

能源。但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一

个问题是在不同天气条件下的发电量不稳

定，巨大的电池因此可起到调节作用。

地下盐穴建目前最大液流电池获突破
电解液聚合物通过初步测试

科技日报常州11月 26日电 （记者过
国忠 通讯员宋占锋）记者 26 日从中国铁

建电气化局集团获悉，由该集团公司参与

建设的尼日利亚阿卡铁路站后通信信号

信息工程，获我国建筑工程质量方面的最

高奖——2017年度“鲁班奖”。

据了解，该集团公司承担施工的尼日

利亚阿卡铁路站后通信信号及信息工程，

线 路 全 长 186.646 公 里 ，设 计 时 速 150 公

里。面对工程施工制约影响因素多、施工

气候条件差、施工风险挑战大，集团以“管

理精细高效、生产精耕细作、工艺精益求

精”的思想理念，全面推行强有力的技术

支撑，建立严格细致的监督检查、严肃认

真的事故处理、落实严格的终端责任质保

机制。

在施工生产中，该集团对人、机、料、

法、环等因素进行全面控制，以保证总体质

量符合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要求。他们

在监督检查中发现施工偏离标准后，能积

极分析原因，并及时采取措施，使之处于允

许误差范围内；在强化质量意识方面，正确

引导员工用工作质量保证工序质量，以工

序质量保证工程质量，把全面质量管理的

方法应用到施工生产的全员、全过程中。

2016 年 7 月阿卡铁路开通运行后，通信信

号专业成为整个阿卡项目所有专业中，最

先得到意大利咨询一次性验交合格并正式

确认的专业。

据介绍，“鲁班奖”工程质量应达到国

内领先水平。“鲁班奖”有严格的评选办法

和申报、评审程序，并有严格的评审纪律。

此次，该集团喜获“鲁班奖”，体现了我国在

参与海外铁路建设上技术、工艺与管理先

进水平，将有效推动开拓“一带一路”沿线

等海外市场。

尼日利亚阿卡铁路通信工程获“鲁班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