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北京8月 28日电 （记者刘霞）
据英国《独立报》27 日报道，美国科学家借助

基因编辑技术 CRISPR-Cas9，制造出了第一

种经过基因编辑的爬行动物——一些小型

白化蜥蜴，这是该技术首次用于爬行动物。

由于白化病患者经常有视力问题，因此，最

新突破有助于研究基因缺失如何影响视网膜

发育。

CRISPR-Cas9（简 称 CRISPR）也 称 为

“分子剪刀”，可以插入、删除、修改或替换生

物体基因组中的 DNA，可用它使问题基因失

活，或提供所需要的基因。这一技术被认为

可以治愈以前无法治愈的疾病，延长人类寿

命等。

这种基因编辑方法以前曾用于改变哺乳

动物、鱼类、鸟类和两栖动物的 DNA，这是首

次将其用于爬行动物，得到的白化蜥蜴只有

人类食指大小。

此前，人们认为不可能在爬行动物身

上使用这一技术，因为爬行动物卵子受精

的时间无法预测。此外，胚胎也很难从雌

性蜥蜴身上移植下来，所以很难在实验室

里操作胚胎。

在最新研究中，来自乔治亚大学的科学

家首次将 CRISPR 试剂注入蜥蜴卵巢的未受

精卵子中。当这些卵子孵化时，大约一半的

突变蜥蜴从它们的父母那里继承了经过编辑

的基因。这证明在未受精的卵子中，CRIS-

PR成分可以活跃几天甚至几周。

论文第一作者、副教授道格·门克说：“我

们等了 3 个月，蜥蜴才孵化出来，所以这有点

像慢动作的基因编辑。”

研究发现，6%—9%的卵母细胞会产生具

有基因编辑特征的后代。门克说：“非常成熟

的模型系统的效率可达 80%以上，6%似乎很

低，但此前没有人在任何爬行动物身上进行

这种操作。”

研究人员选择让蜥蜴得白化病，部分原

因是白化病患者经常有视力问题，他们希望

利用蜥蜴来研究这种基因的缺失如何影响视

网膜的发育。此外，他们也希望在其它动物

身上使用这种基因编辑技术。

首 次 用 于 爬 行 动 物

基因编辑技术制造出白化蜥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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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创新连线·日本

本报驻法国记者 李宏策

谷歌、脸书、亚马逊和微软，互联网界的

四大巨头错位竞争，各有所长，但最近，在大

洋深处，一场围绕海底光缆攻城略地的争霸

战已悄然展开。

瞄 准 互 联 网“ 主 动
脉”，美网企市场份额飞升

400多条海底光缆承载着全球 80%—90%

的互联网流量，更是 99%的洲际网络数据必

经之路。作为全球互联网“主动脉”的关键基

础设施，海底光缆一直由各国电信运营商负

责铺设和经营。

近年来，随着高清视频直播、大数据、云

计算等远程服务走向成熟，跨境数据流量快

速攀升，对海底光缆的传输需求也在不断增

加。网络巨头们正是瞄准这一机会，争相开

始在海底“织网”。短短几年间，美国互联网

巨头已迅速成为海底光缆的主要参与者，通

过大量投资，互联网企业正逐步取代电信运

营商的传统垄断地位。5年前，美国网络企业

在海底光缆最为密集的北大西洋地区仅占

5%的市场份额，但预计只需再过 3—4 年，这

一数字可能飞升至 90%。

网络巨头大手笔投
资，构建全球数据帝国

近年，亚马逊、微软和谷歌竞相在全球发

展云计算服务和建设数据中心，而海底光缆

对此意义重大。三巨头也将战场转向大海，

其中谷歌先声夺人，走在前列。

谷歌在短短几年内已投资超过 300 亿美

元，参与建设十余条海底光缆项目。特别

在 2018 年，谷歌独立投资建设连接美国洛

杉矶和智利的“居里”光缆，成为首个独资

拥有洲际海底光缆的非电信企业。其后，

谷歌又在大西洋独资建设连接美国弗吉尼

亚州和法国的海底光缆“杜南”。今年 7 月，

谷歌再次出手，采用成本更低、传输能力更

强的最新技术，独资筹建连接葡萄牙和南

非的光缆“艾奎亚诺”。至此，谷歌已拥有

14 条洲际海底光缆的部分或全部所有权。

目前，全世界海底光缆总长约 110 万公里，谷

歌直接投资约 10 万公里光缆建设，占全球海

底光缆总长度达 10%。

脸书虽然没有云服务业务，但为确保数

十亿用户的访问，并在未来扩张直播视频和

虚拟现实服务，同样在该领域不惜重金投入，

分别与三家云计算巨头展开合作。其中，脸

书投资 30亿美元和微软联手在美欧间铺设大

西洋海底光缆“海潮”；与亚马逊合作铺设

14000公里长的跨太平洋光缆；与谷歌共同建

造连接美国洛杉矶与香港的太平洋光缆网络

系统（PLCN）。

欧洲高度重视，但心
有余而力不足

最重视海底光缆的欧洲国家要数欧洲大

陆之外的英国。

“卫星无法满足现代社会和数字经济对

通信的需求，除了使用海底光缆之外别无选

择。”英国智库政策交流中心在一份关于海底

光缆战略重要性的长篇报告中指出，如果没

有光缆，英国将直接破产。

欧 洲 大 陆 同 样 依 赖 海 底 光 缆 。 法 国

70%—80%的互联网流量经由跨大西洋海底

光缆，法国政府将其视为至关重要的基础设

施，事关重大国家利益。法国《费加罗报》曾

指出，“海底光缆将在长时间内作为具有中心

地位的数字资产，给其所有者带来经济、战略

和军事优势”。

法 国 前 阿 尔 卡 特 子 公 司 ASN 是 世 界

上为数不多的海底电缆制造商之一，具备

独 有 的 端 到 端 集 成 能 力 。 ASN 近 期 承 包

谷歌投资的“艾奎亚诺”光缆建设，也体现

了 法 国 企 业 在 海 底 光 缆 工 程 方 面 具 备 全

球领先水平。

虽然仍保持着领先技术水平，但欧洲电

信运营商在此领域投资已经大大放缓。欧

美间的海底光缆大多于 2000 年前后铺设，很

多已经接近使用年限。美国互联网企业投

资 新 建 的 海 底 光 缆 由 于 采 用 了 更 新 的 技

术，其盈利和传输能力都要优于此前建设

的老旧光缆，这将逐步迫使欧洲电信运营

商放弃维护成本高昂的第一批光缆。法国

电信等欧洲电信运营商虽然仍保持着一定

的投资水平，但对新的大型项目心有余而

力不足。相较具有资金和技术优势的美国

互联网巨头，传统电信运营商让出市场或许

只是时间问题。

（科技日报巴黎8月28日电）

掌 控 互 联 网“ 主 动 脉 ”——

四大巨头争相海底“织网”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28日电 （记者张
梦然）英国《自然》杂志 28 日发表了一项

计算科学最新进展：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团队利用 14000 多个碳纳米管晶体管，制

造 出 16 位 微 处 理 器 ，并 生 成“ 你 好 ，世

界！”这样一条信息。其设计和制造方法

克服了之前与碳纳米管相关的挑战，将

为先进微电子装置中的硅带来一种高效

能替代品。

电子器件中所用的硅晶体管正达到一

个临界点，无法进行有效扩展以推动电子

学的进步。而碳纳米管是一种潜在的可用

于制造高效能器件的替代材料，又名巴基

管，重量很轻，结构特殊——主要由呈六边

形排列的碳原子构成数层到数十层的同轴

圆管。目前碳纳米管已经表现出优异的力

学和电学性能，但其自身的缺陷和可变性，

限制了这些微型碳原子圆柱体在大规模系

统中的应用。

此次，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家马克斯·舒

拉克及同事设计和构建了一种碳纳米管微

处理器，来解决这类问题。他们利用一种

剥落工艺防止碳纳米管聚合在一起，以防

晶体管无法正常工作。此外，通过精细的

电路设计，减少了金属型碳纳米管而非半

导体型碳纳米管的数量，后者的存在不会

影响电路的功能，从而克服了和碳纳米管

杂质相关的问题。

研 究 团 队 将 该 微 处 理 器 命 名 为

“RV16X-NANO”，并在测试中成功执行

了一个程序，生成信息：“你好，世界！我是

RV16XNano，由碳纳米管制成。”

研究人员总结称，鉴于这个微处理器

的设计和制造采用了行业标准，因此这项

研究为超越硅的电子学指明了一个富有前

景的发展方向。

一直以来，人们都预测硅在芯片领

域的主导地位可能会终结于碳纳米管之

手。因为与传统晶体管相比，后者体积

更小、传导性更强，还支持快速开关，性

能和能耗表现都远远好于传统硅材料。

但多年来，碳纳米管一直未能走上实际

应用之路，原因之一是它的生长方式并

不愿意“受人控制”；其二是杂质问题，只

要存在少量金属性碳纳米管，就会损害

整个处理器的性能。现在，尽管我们深

知碳纳米管替代传统硅晶体管的日期仍

需以 10 年为单位计算，但最重要的一步

已经迈出，其给芯片领域带来的革命，指

日可待。

﹃
你
好
，
世
界
！
﹄

碳
纳
米
管
制
成
的
微
处
理
器
面
世

科技日报北京8月 28日电 （记者刘霞）
据 英 国《独 立 报》27 日 报 道 ，欧 洲 航 天 局

（ESA）的“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号漫游车目

前已完成完整组装，将于明年 7 月奔赴火星，

寻找生命的“蛛丝马迹”。

现在，它将从位于英国斯蒂夫尼奇的空

客工厂转移到法国图卢兹进行测试，然后前

往火星进行为期 9 个月的生命探索之旅。如

果一切按计划进行，它将于 2021 年 3 月 19 日

登陆火星。

英国航天局首席执行官格雷厄姆·托洛

科博士表示，这一成就确立了“英国在机器

人、空间工程和探索方面的领先能力”。

这辆漫游车以英国科学家罗莎琳德·富

兰克林的名字命名，科学家们希望它能增进

人类对火星的了解。富兰克林的工作对发现

DNA结构至关重要。

这个六轮机器人是 ESA“火星太空生物”

（ExoMars）任务的一部分，该任务旨在评估火

星的地质景观及其微观组成。这款漫游车拥

有两米长的钻头，将尝试挖掘埋藏在火星地

表下的生命元素。

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两次主要测试中，火

星车的降落伞出了问题。下一阶段的测试将

检验“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号漫游车是否能

禁受太空严苛而动荡的环境。

ExoMars 项目经理皮埃特罗·巴格里奥

尼表示：“我们希望找到水存在的证据。火

星上有水，这一点在我们迄今进行的其他

火星调查中已经很明显。然后是可能存在

的微生物的‘蛛丝马迹’，或者与水存在有

关的东西，这些可能是火星上过去存在的

生命的迹象。”

欧洲火星漫游车组装完毕 将于明年7月启程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霞）专家警告称，用

棉签掏耳朵并不安全！美国趣味科学网站近

日援引澳大利亚《那就是生活！》杂志的报道

称，一名习惯每天用棉签清洁耳朵的女性发

生了颅内感染，导致生命受到威胁。

这名 37 岁的女性贾丝明说，她每天晚上

用棉签清洁耳朵。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注意

到她的左耳听力出现了问题，于是她去看了

医生。一开始，医生说她有耳部感染并给她

开了抗生素。但吃药后，她的听力问题依然

存在。不久她发现，清洁耳朵后，棉签上留有

血迹。

由于听力测试显示她有轻度耳聋，贾丝

明被转给一位耳鼻喉专家。这位专家给她做

了 CT 扫描，扫描结果显示了一种可怕的情

况：贾丝明受到了细菌感染，而且感染正在

“蚕食”她耳后的颅骨。

为了把受感染的组织摘除并重建耳道，

贾丝明接受了 5 个小时的手术。手术医生

告诉她，棉纤维卡在了她已经受到感染的耳

朵里。

贾丝明说：“在长达 5年的时间里，棉纤维

不断聚集并溃烂。我耳后的颅骨已经变得像

纸一样薄。”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指出，棉签可以清洁

耳朵是一种错误的观念。美国耳鼻喉咽喉头

颈外科学会也提醒道，用棉签清洁耳朵实际

上可能带来事与愿违的结果，并把耳垢推回

到耳朵里。此外，棉签等工具可能会对耳朵

造成刺激甚至损伤，例如刺破耳膜或造成耳

部感染等。

今年 3 月，英国也有医生报告了一个病

例——一名男性患者因棉签卡在耳道而导致

颅骨感染。

手术治好了贾丝明的感染，但她的听力

损伤却是永久性的。她说：“现在，我想警示

所有人注意误用棉签的危险。我们的耳朵非

常脆弱敏感，需要小心呵护。”

小心！用棉签掏耳朵或致颅内感染

阿尔茨海默氏症是一种发病进程缓慢

并随着时间不断恶化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发

病原因至今未有定论。其主要推测病因是

β-淀粉样蛋白假说。东京大学的一个研

究小组，对β-淀粉样蛋白的聚集结构进行

了拓扑分析，在其疏水核区域首次发现此前

从未被科学界关注到的弱电子相互作用，从

而揭示了β-淀粉样蛋白沉积机理。

研究小组通过计算分析发现，β-淀

粉样蛋白的β-股内空间接近的特定疏水

性氨基酸原子间原本微不足道的电子会发

生积聚，最终形成弱电子相互作用；此外，

β-股间除了常规的氢键维系外，也由于

这些弱电子相互作用的存在而形成更为牢

固的网状结构，最终促成β-片层的稳定

存在。

β-淀粉样蛋白沉积机理揭开

日本大阪大学和产业技术综合研究

所组成的研究小组，成功开发出全球最

薄 、最 轻 的 生 物 测 量 用 差 动 放 大 电 路 。

目前，医疗用途的生物测量电路主要由

以硅晶体管为代表的硬电子元件构成，

但硬电子元件接触到皮肤等生物组织容

易引发炎症，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很难长

时间测量生物信号。

研究小组将有机晶体管电子元件集

成在厚度仅 1 微米的柔软塑料薄膜上，开

发出一种柔性生物测量电路，佩戴时毫

无感觉。此次制作的是名为差动放大电

路的一种信号处理电路。与以往的单端

型放大电路相比，新开发的柔性差动放

大电路不仅能放大微弱的生物电势，还

可 以 去 除 干 扰 噪 声 。 通 过 人 体 实 验 证

明，能以低噪声实时测量重要的生物信

号——心电信号。

（本栏目稿件来源：日本科学技术振兴
机构 整编：本报驻日本记者陈超）

最轻薄生物测量设备厚仅1微米

一只正在孵化的白化蜥蜴
图片来源：物理学家组织网

每年夏季，以色列不少城镇的地方政府都会在公园或海边固定的露天场所，定期为居民举
办音乐会或播放电影。这些免费活动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深受中老年人欢迎。

图为近日在赫兹利亚市海边举行的露天音乐会。
本报驻以色列记者 毛黎摄

组装完毕的“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号漫
游车即将离开空客公司

图片来源：英国《独立报》

图片来自网络图片来自网络

海边露天音乐会海边露天音乐会

（上接第一版）

名额倾斜是大势所
趋，增加名额需求依然存在

对于人才，《意见》也指出，具有相应授

权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在研究生招生计划分

配中，要向承担科技重大专项、重点研发计

划等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优秀团队和导师

倾斜。

徐飞表示，对高校尤其是研究型大学

来说，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是非常重要的

稀缺资源，研究生名额投放，也要以绩效为

导向，“这是资源配置的改革”。徐飞表示，

改革已经在一些学校实施。“开始时可能会

有老师不适应、有情绪，但这是大势所趋。”

他强调，对学校来说，需要制订一套公开透

明体现绩效导向的研究生指标分配规则，

对教师形成正向激励。

不过，对储涛来说，问题不是研究生名

额如何分配，而是能不能有名额。

储涛所在的学院是国家九所示范性

微电子学院之一，但作为海外高层次引

进人才，他的“优待”也只是头五年每年

可保证一个博士生名额；而学院的普通

老师，则需要等上三到四年才能分到一

个博士生名额。“僧多粥少”的现象，在办

学实力强的学校或学院尤其突出——优

秀老师进得多，但博士生名额没有或者

只有少量增加。

“ 没 博 士 ”，成 了 令 人 头 疼 的 问 题 。

“ 有 些 很 有 能 力 的 老 师 ，没 有 博 士 生 名

额，看到国家项目不敢争取，只能放弃，

这是一种损失。”储涛现在带着一个二三

十人的团队，但他的博士生目前也只有

一名。老师们也想过自己花钱培养博士

生，但很难操作，名额也相当紧张。储涛

期待，教育部门能够增加对国家紧缺、急

需领域的博士生名额投放；也综合考虑

各高校的实际情况，给有实力的培养单

位增加博士生名额。“能否在博士生入口

上适当放宽，允许部分教师自筹经费培

养博士生。如果担心博士生培养质量，

主管部门大可以严把出口关，设立导师

责任追溯制。”储涛建议。

赋予科技人员项目管理权 能否确保高质量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