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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英 （本报驻美国记者）尽管安全性一度遭

到质疑，但基因编辑技术发展势头不可阻挡。美科

学家开展了该国首个对人类胚胎的基因编辑研究，

并进行了全球首例人体内基因编辑试验。他们不

仅验证了基因编辑人类早期胚胎 DNA 安全有效，

还表明基因编辑技术能编辑农作物基因，增加作物

产量。博德研究所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间的专

利之争也终于尘埃落定，但技术竞争仍在持续：前

者开发出一种全新的 CRISPR 诊断系统和新型碱基

编辑器，后者则发现了可减少 CRISPR 技术脱靶效

应的机制。

干细胞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美科学家发现了胚胎

干细胞类似受精卵的发育潜能，制造出具有造血干细

胞功能的细胞，还成功地用抗体将成体细胞编程为多

能干细胞。而以“艾伦干细胞浏览器”为名的同一母

细胞的不同干细胞 3D 图片集在线发布，有力推动了

与癌症等疾病相关的细胞结构变化研究。

对多种人类疾病的研究广泛深入开展，尤其是艾

滋病、埃博拉、寨卡等病毒的研究都取得了多项重大

成果，引人注目，为人类最终攻克这些疾病奠定坚实

基础。

基因编辑技术火热
干细胞研究获突破

德 国

刘海英 （本报驻美国记者）2017 年，石墨烯仍是

二维材料研究重点。科学家不仅开发出密度小但十

分坚固的多孔 3D 石墨烯结构，还开发出渗透速度比

目前系统快 10 倍以上的石墨烯渗透膜，这些成果为

石墨烯应用带来更广阔的前景。而导电性能优于石

墨烯的层状 2D 结构电子晶体、利用三碘化铬制成的

2D 磁体，以及利用二硫化钼制成的可拉动超过自身

百倍重量的微装置等研究成果，都充分显示了二维材

料改变世界的潜力。

柔性材料、轻质材料也是新材料领域研发重点：具

有隐身性能的柔性吸光材料，可将太阳能电池效率提高

3倍以上；超轻晶体铝，密度只有0.61克/立方厘米；在室

温下呈液态的金属合金，则可用于制造柔性晶体管。

美 国 和 奥 地 利 科 学 家 共 同 研 制 出 全 新 的 材

料 ——外尔—近藤半金属，这种可用于量子计算机

的材料，拥有一些无法由经典物理学而只能用量子力

学来解释的属性。

另值得一提的是，哈佛大学 1月份宣布制造出地

球上首块金属氢，引起轰动，但一个月后称这块金属

氢样本因实验操作失误消失了。这成为 2017年新材

料研究领域的一大憾事。

二维材料热度不减
柔性材料成果频频

郑焕斌 （本报驻英国记者）英国人工授精与胚

胎学管理局 3 月宣布，已批准首例使用细胞核移植

“三父母”婴儿技术的申请，使这项争议性技术在生

育治疗中的应用迈出了实质一步。

3 月，英国生物银行还宣布，将对该银行拥有的

50 万名志愿参与者样本进行基因测序，预计将耗资

1.5亿英镑，历时 3至 5年。

在科研方面，英国生物技术和生物科学研究理

事会宣布，政府将持续性投入 3.19 亿英镑支持生物

科学研究，以确保国际竞争力，应对人口增长、化石

能源替代和老龄化等全球挑战。

9月，英国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宣布，通过基

因编辑技术展示了人类胚胎早期发育阶段一种关键

基因的作用机制，这有助科学家破解胚胎发育的一

些未解之谜，从而改进体外受精等生殖辅助技术。

“三父母”婴儿技术获批
持续资助生物科学研究

顾钢 （本报驻德国记者）德国马克斯-戴尔布吕

克分子医学中心和柏林夏里特医院合作，利用早期诊

断直肠癌的肿瘤生物标记物开发了基因测试新技术，

通过简单的血样基因检测，能准确判断癌变阶段，决

定是否需采用化疗。

莱布尼茨人体老化研究所研究人员首次证实，

当基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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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吴建强课题组与马

普化学生态学研究所合作，发现名为菟丝子的寄生草

本植物具有在寄主植物间传递抗虫信号能力，对农业

上治理寄生植物危害提供了新的启示。

基因测试判断癌变
DNA甲基化过程揭秘

基因测试新技术基因测试新技术

新材料新材料

生物医学生物医学

邰举 （本报驻韩国记者）生物技术是韩国历届政

府科技发展政策的核心内容，从资金和政策等各方面

加以倾斜。韩国在生物技术领域取得了大量成果，正

在重塑学术信誉。

首尔大学开发出一种不使用诱导分化技术、提高

干细胞治疗安全性的新方法，能够将中胚叶性脂肪干

细胞分化为不同系统的神经干细胞。

韩国与美国研究组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成功修复了

胚胎内一种能够诱发肥厚型心肌病的基因变异。利用这

一技术剪除变异基因，细胞内即自行修复出正常基因。

韩国成功开发新概念造影剂“纳米 MRI灯”，可以

大幅提高患病组织同周边组织的差异度，能够替代病

理检查确诊癌症，以及用于其他分析和检查。

首尔大学和江原大学成功地制作了用于人体移植

的人工肝脏。

生物技术成果频出
学术信誉正在重塑

亓科伟 （本报驻俄罗斯记者）2017 年，俄科学院

系统科研机构在医学领域取得了一批新成果：计划使

用干细胞治疗静脉曲张；试制出可控制皮肤癌的纳米

凝胶粒子；研制出用于药物检测的生物荧光蛋白，该技

术已被德国拜耳集团采用；发现了在褪黑素帮助下通

过恢复线粒体正常工作来延缓组织老化的方法。

在防治艾滋病方面，圣彼得堡大学基因组生物信

息中心科学家拟通过研究部分欧洲人种对艾滋病病毒

具有先天免疫性的现象，找到治疗艾滋病的有效途径；

俄中两国科学家宣布将联手研制艾滋病组合疫苗，该

疫苗包括俄罗斯的 DNA组分（DNA疫苗）和中国的加

速蛋白（增强蛋白）组分。

人造血技术成为俄生物技术新方向。俄卡卢加州

基于聚血红蛋白的血液替代品项目已通过第一阶段人

体临床试验，该血液替代品有望成为战争、恐怖袭击、

自然灾害发生时解决血液短缺的有效途径。俄国防部

科研活动管理总局宣布，俄国防部正在测试一种载氧

量超过同类产品的国产新型军用人造血。

特定疾病研究有成果
人造血液通过I期临床

陈超（本报驻日本记者）日本理化学研究所 4月

公布，他们把植物拟南芥的半乳糖苷合成酶遗传基因

（AtGolS2）植入目前普及品种的水稻中，成功开发出

抗干旱的转基因水稻。

有关遗传病的研究取得很大进展。日本科学家

从基因敲除小鼠中发现众多疾病模型，有助于寻找遗

传疾病原因及开发新治疗方法。7 月，日本理化学研

究所发现了 360 个基因敲除小鼠品系可作为已知遗

传性罕见疾病的模型小鼠，以及 135个品系可作为新

的孟德尔遗传病模型候选。该研究成果为科学家对

推进不明原因疾病的研究寄予了厚望。

抗干旱水稻育成功
遗传病研究获进展

邓国庆（本报驻巴西记者）巴西政府一直重视生物

产业的发展，生物产业在巴西国家创新战略领域中占有

重要地位，是优先发展的领域之一。巴西生物技术主要

应用于农业、医药和能源领域，其中干细胞、基因、植物

生物和疫苗等方面的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目前，巴

西已成为全球生物技术工业较发达的国家之一。

巴西高度重视生物技术，大力实施基因组计划。

在破译和绘制人类癌细胞基因组图谱方面的世界排

名仅次于美国。巴西生物技术行业协会公布的资料

显示，巴西生物技术目前的主要成果包括：为国际人

类基因资料库提供的数据居世界前列；造成柑橘和甘

蔗病害的基因研究处于领先地位；转基因技术领域中

如棉花的抗虫性、芸豆的抗病毒性、大豆免施除草剂

的研究效果明显；对抵抗热带疾病疫苗的开发与世界

水平同步。

一个新的转基因大豆品种获批，其含有两种抗虫

基因，并对草甘膦、草铵膦和二氯苯氧基乙酸三种除

草剂具有耐受性。

巴西拥有拉美地区最大生物制药市场。据预测，

2017年巴西医药市场份额超过 400亿美元，或成全球

第四大制药市场。

基因组计划成果显著
生物制药市场份额高

巴西转基因大豆巴西转基因大豆

毛黎 （本报驻以色列记者）Geneformics 公司的

技术能为庞大的个体基因组数据提供无损数据压缩

技术，节约基因组数据库内空间，为未来潜在的基因

组数据存储需求提供支持。

初创企业 NRGene绘制出面包小麦、意大利面小

麦及野生型二粒小麦的基因组，并与中国基因组学技

术企业基诺合作，探索陆地棉的基因组成分。此外，

公司计划将其基因组排序软件和运算法则授权分析

人类 DNA，帮助确诊早期基因性疾病，力争为患者提

供个性化药物治疗。

NRGene 公司与孟山都公司以及基因组研究技

术开发公司 Illumina 达成协议，共同建立基因组分析

的云软件，加强孟山都公司从海量基因、基因组和性

状信息中预测、比较、选择最佳的基因组成。公司推

出基于云端的软件，可帮助客户快速高效地研究作物

的基因组，对农作物特质做出更好评估，从而提升农

业的生产效率。

Latimeria 公司所研发的技术可以生产人工海水

并进行海产（如鲈鱼）养殖，在减少对海水依赖、节约

水资源的同时提高了养殖用水的清洁度。

用云软件分析农作物
人工海水革新水产养殖

张浩（本报驻乌克兰记者）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材

料科学研究所开发出一种全新钛基（Ti-Si-Nb）生物

相容性合金，特点是弹性模量低，且对人体无毒，性能

超出目前广泛用于医药领域的金属材料 5%—20%，

可优化与骨材料的相容性。

乌克兰国家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制成一种用于治

疗烧伤和伤口愈合的辐射交联水凝胶医用敷料。该

水凝胶柔性薄膜厚度为 3—4 毫米，是无菌透明胶状

材料，水分含量占 80%—90%，具有生物相容性，有助

于密封、冷却和愈合伤口。

医用材料层出不穷
生物相容性成亮点

以色列

记录记录DNADNA数据数据

陈超 （本报驻日本记者）北海道大学将水凝胶

与玻璃纤维纺织品复合，成功开发出高强度“纤维强

化凝胶”。其易弯曲，强韧性超金属，与橡胶复合可

制成强韧的纤维强化橡胶。

可水洗粘贴式电源有望实现。日本理化学研究

所和东京大学研制出的有机太阳能电池不但超薄，

能量转化率达到 7.9%，且具有极高耐水性。

东京大学、理化学研究所首次在磁性体（Mn3Sn）

内发现了“威尔粒子”，至此，人类发现了与铁磁性体

和反铁磁体不同的新型磁性体“威尔磁体”。威尔磁

体即使在没有磁场情况下也可产生巨大的霍尔电

压，具有全新量子功能的特异物质特性，为实现威尔

粒子驱动量子计算机开拓了新路。

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在世界上首次成

功合成了高纯度 FeNi超晶格磁体材料。新合成方法

工艺简单，适用于工业生产，将极大地推进不使用稀

土元素而获得高性能磁体的应用进程。

极强韧材料制橡胶
太阳能电池可水洗

顾钢 （本报驻德国记者）德国尤利希研究中心与

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合作，

首次制备出基于全氧化物外延体系的人工反铁磁体。

该成果刊登在 2017年《科学》杂志上，被评价为非常高

水准的实验工作，在样品质量和表征上堪称绝技，开辟

了研究其他氧化物多层膜材料的一个新方向。

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研究人员发明了可利用太阳

能给手机充电的半透明有色太阳镜片，镜片的有机太

阳能电池有一个微处理器和两个电量显示器，显示太

阳光照强度以及周围环境温度。该技术或为太阳能的

进一步应用奠定基础，例如将有机太阳能电池嵌入窗

户或玻璃天窗。

反铁磁体成新研究
太阳镜镜片能充电

韩 国

邰举 （本报驻韩国记者）韩国在半导体材料领域

保持了领先地位，半导体产量仍然是全球领先行列，特

别是内存等大宗产品，其中 50%销售到了中国市场。

韩国国防科学研究所开发出了利用“柔性电极”的

等离子织物制作技术，可以像编织一样制作不同面积

与形态的可穿戴式等离子织物，用于防化、防毒、杀菌、

医疗装备等多种领域。

韩国崇实大学的研究小组利用高分子材料开发出

具备多种感知能力的电子皮肤，其触觉感知能力与动

物皮肤类似，还可以感知到空气的波动，在医疗、航空

航天等领域有广阔的潜在用途。

韩国电气技术研究院发布了一种添加了碳纳米管

和纳米粒子的电子墨水。通过控制墨水的表面张力，

能够使用 3D打印机打印出数百纳米尺度的电气线路，

大幅提升 3D打印技术的可用性。

半导体产量全球领先
电子墨水打印出电路

巴 西

邓国庆（本报驻巴西记者）目前世界各国每年在

纳米科技开发领域投入的资金接近 20 亿美元，预计

未来十年间，纳米科技产品市场的销售额将达到 1万

亿美元。

为了抢占这个潜力巨大的市场，巴西政府非常重

视纳米技术的发展。巴西科技部制定了系统的纳米

技术创新发展战略，成立了纳米技术联合委员会，总

体负责国家纳米技术发展规划与管理，确立了纳米材

料、纳米生物技术等发展方向。

巴西科技部和国家科技发展理事会拨出专项资

金，重点开发新的纳米产品和工艺流程，重点研究：纳

米生物技术、新型纳米材料、用于光电子学的纳米技

术、生物传感器、组织生物工程、给药用生物降解纳米

粒子和磁性纳米晶体。

重视纳米技术发展
开发新产品和工艺

张浩（本报驻乌克兰记者）2017 年初，乌克兰和

英国科学家在《自然·纳米技术》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

硒化铟的实际应用有可能导致纳米电子学的革命。纳

米级超薄硒化铟是一种具有独特性能的类石墨烯新半

导体材料，其厚度从一层到几十层不等。该种半导体

材料的纳米膜是从与石墨烯结构相类似的硒化铟层状

晶体大量锭中得到。通过乌克兰和英国科学家的联合

研究，硒化铟层状晶体成功剥离至单层状态。

2017 年 10 月，乌克兰国家科学院金属物理研究

所宣布开发出一种既是金属也是金属玻璃的铁基合

金，用其制造的加热元件属于低温制品，可弯曲、不易

受损，可用于生产变压器、节流器、加热设备和磁导体

的核心部件。

硒化铟带来电子学革命
铁基合金成核心材料

亓科伟 （本报驻俄罗斯记者）2017 年 3 月，俄总

统普京签署编号为 101的《关于建立先进材料发展中

心》总统令，旨在发展俄联邦国防工业联合体的科研

生产潜力。

在具体成果方面，莫斯科大学研究人员研制出

一种新型高分子复合材料，可耐受 450℃高温，强度

远超航空铝钛合金，将为建造超轻型飞机和卫星提

供可能。

俄前景研究基金会宣布，俄科学家研制出一种能

够防范包括病毒在内最微小危险粒子的膜，这种膜具

有隐身效果，可用于医疗、军事等目的，也可用于制作

超轻型、高性能的士兵作战服，具有良好的隐蔽性。

俄远东联邦大学科学家开发出一种能将普通窗

户变成太阳能电池板的高分子发光材料，这款集光器

能够利用环境中常见的散射光线，并将集聚的光能转

变成电能。

俄托木斯克理工大学基于生物吸收聚合物研制

的生物降解植入体目前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这种聚

合物能够在有机体内完全溶解，在植入部位形成新的

骨骼组织。

先进材料研发提速
科研生产潜力增强

耐水性超薄太阳能电池耐水性超薄太阳能电池

具隐身效果的膜材料具隐身效果的膜材料（（模拟效果图模拟效果图））

（本版图片来源于网络）

新概念造影剂新概念造影剂““纳米纳米MRIMRI灯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