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经常在影视剧中看到大出血的患者需要

输血而血库告急的场景。如果血液也能和生理盐

水一样，可以人工制造，不分血型，不需要严格的保

存条件，该有多好。不久前，据日本《朝日新闻》报

道，以日本防卫医科大学为主的日本研究团队宣

布，他们成功开发出了一种可以挽救许多人生命的

人造血，这种人造血能在常温下保存 1 年以上，不

用考虑血型不同的问题。目前，这种人造血液已经

在实验兔身上实验成功。

人造血不是还原人体全血

那么，到底什么是人造血呢？

人造血的实现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指生物合

成具有完全生物学功能的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

板；另一种是人工合成具有红细胞或血小板主要功

能的替代物。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血液病医院实

验血液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周家喜指出，人类

全血是非常复杂的，人造全血几乎是不可能的。目

前研究的人造血都是人造了血液中的某些成分，比

较常见的是人造红细胞和血小板。

此次报道的日本研究团队开发的这种人造血液

主要由人造血小板和人造红细胞构成，是用一种叫

做脂质体的细胞膜成分制成非常微小的“袋子”，然后

分别往里面填入止血成分和能够运输氧的成分。

“随着干细胞生物学和体外培养技术的发展，

采用干细胞体外培养扩增患者特异性的血细胞(红

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已经成为目前人造血的主

流研究方向。”周家喜介绍，2007 年，日本科学家山

中伸弥和美国科学家汤姆逊分别将人口腔上皮或

耳后皮肤取出的成纤维细胞改造成多能干细胞。

也就是说，使已经分化成熟的细胞回到较原始的

状态，重新获得了分化成不同成熟细胞的功能。从

多能干细胞可以分化得到血小板的祖先细胞——

巨核细胞，巨核细胞系可源源不断地提供血小板的

“母体”。同理，多能干细胞也可以增值分化成血液

里的任何细胞，如红细胞等。这种人造血不是人工

合成的血液替代品，而是人体真正的“血液”，安全

性更加有保障。

不产生并发症也不受血型限制

除了能缓解血源不足之外，人造血还有哪些好

处呢？

“理想的人造血具有血液相应成分功能，不产

生输血相关并发症，且不受血型限制，成本低廉、保

存方便。”周家喜说。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血液病医院输

血科主任周雪丽解释道，血型是指血液成分（包括

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表面的抗原类型。人的血

液里都有抗原抗体，如果红细胞抗原抗体不相合，

输入到人体就会发生溶血现象。因此除了紧急情

况外，输入含有红细胞成分的血液制品时都需要进

行抗体筛查和交叉配血。

而人造血可以通过“基因改造”，用基因敲除的

方法，敲掉血液细胞表面的抗原，使得输血可以不

用再配型。这样既能省去血型化验的麻烦，还能解

决“熊猫血”等稀有血型患者的输血难题。

“离开人体后，不同的血液成分保存条件和有

效期各不相同。”周雪丽说，全血中保存时间最长的

成分就是红细胞，在 4℃±2℃的条件下，根据保存

液 的 不 同 ，最 长 可 保 存 42 天 。 血 小 板 需 要 在

22℃±2℃的条件下震荡保存，根据保存袋的差异，

保存期 24 小时至 5 天不等，因为血小板保存期较

短，给紧急大量供应带来困难。

而一些人工合成具有某种血液功能的替代物

就不受这些保存条件的限制，一般都能够在常温状

态下保存一年以上时间。此外，采用人造血还能有

效避免输血时感染艾滋病、肝炎等传染病的风险。

距离临床应用还需迈过三道坎

目前，有如此多好处的人造血距离临床广泛应

用，还有一条漫长的路要走。周家喜坦言，人造血

要想应用于临床，必须满足 3个重要的条件。

最首要的就是安全性。周家喜表示，目前很多

人造血研究还都只停留在动物实验阶段，并没有真

正进入到临床试验。走得最快的日本也才刚开始

申请进行临床试验。

第二就是要实现量产。以日本团队进行的多能干

细胞制备血小板为例，整个过程需要26天，难以解决临

床紧急用血需求。而且临床输血需要达到一定的量才

有效，目前实验室生产人造血的能力相当于家庭作坊

水平，距离工厂大规模生产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第三就是要降低成本。目前以多能干细胞制

备的血小板其成本远高于捐献血小板，甚至比捐献

血小板成本高上万倍。“如果输一袋血小板要 10 万

块钱，那么这种人造血是没有意义的。”周家喜说。

虽然道路漫长，不过随着多能干细胞技术的出

现，相信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在不久的将来，人造

血一定可以像生理盐水一样实现低成本量产，解决

血液供应紧张的问题，同时在治疗各种血液疾病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

日本研发人造血可保存一年，适合任何血型

人造血的好处不只是缓解血荒

博茨瓦纳丘比国家公园，由于角马聚集在水潭周围喝水

挡住了道路，一只羚羊为了追逐小鸟，展现了令人惊叹的跳跃

力——跃过一只角马。

跨栏高手
羚羊跃过角马追逐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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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别的星球看一看、玩一玩，甚至干脆住下

来，是许多科幻迷的梦想。科学家们也在未雨绸

缪，为人类寻找“第二家园”。从火星、半人马座到

开普勒 452B，他们的目光越投越远。

然而现实问题是，就算找到一颗合适的类地

行星，我们也没办法搬过去。面临考验的不仅是

航天技术，恐怕还有人类的寿命。以电影《阿凡

达》中在半人马座虚构的“潘多拉”星球为例，要前

往这颗距我们 4.4光年的星球，即使按太阳神 2号

创造的人类飞行器速度纪录（约每小时 25 万公

里）来计算，也需要差不多 2万年。

为了实现梦想，科学家一直在寻找更为高效

的太空旅行方式，甚至大开脑洞，构思出种种光速

旅行的设想。但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研究员杨

宇光向科技日报记者表示：“以目前可以预见的技

术手段，人类不可能实现光速旅行，也不可能实现

恒星际航行，除非人类对基本物理学认知上出现

质的飞跃。”

最近，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工程师

大卫·伯恩斯提出了一种近光速粒子加速相对性

螺旋引擎概念。他声称这种引擎无需任何燃料，

就能让飞船达到光速的 99%。这一概念已发表在

NASA的技术报告服务器上。

不过有专家认为，该设想可能得不到物理定

律的支撑。

伯恩斯的发动机原理并不复杂。一个盒子一

根杆，杆上套上一个圆环，盒子里的弹簧推圆环，

滑到头之后弹回来形成振荡，这样的效应会让盒

子来回摆动。伯恩斯认为，如果让圆环滑动时质

量增大，盒子的一端就会比另一端重，从而加速前

进。要怎样才能实现这种加速呢？伯恩斯认为，

狭义相对论已经提出了解决办法，那就是让物质

以近光速运动，这样质量就会增加。他设想用粒

子加速器代替圆环，粒子在一个冲程中迅速加速

到相对论速度，而在接下来的冲程中则迅速减

速。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可以不要盒子和杆，

而将粒子加速器设计成螺旋形进行横向和圆周运

动，就可以达成加速的目的。只要坚持不懈，终将

使引擎速度接近光速。

然而这样的加速方法效率极低，用165兆瓦功率

产生的力，仅仅跟我们敲键盘的力道差不多。更尴尬

的是，这种引擎需要在完全没有摩擦力的环境下运

行，稍有一点摩擦力，就足以将微弱的推力抵消，但所

有惯性系统都不可能得到完全无摩擦的工作环境。

人类对光速飞行的追求由来已久。1953年，奥

地利科学家尤金·桑格尔就提出了光子火箭的设想。

根据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火箭速度与发动

机喷流速度成正比。那么，如果能让喷流速度达

到光速，火箭不就能以光速飞行了吗？

但直到今天，光子火箭仍处于探索阶段。除

了制造大量反质子所消耗的能量、用于保障光子

源获得足够光压的高温等问题无法解决，其物理

原理也遭遇了瓶颈。杨宇光说，齐奥尔科夫斯基

公式本是一个自然对数形式，但当喷流速度接近

光速时，则变成双曲正切函数形式。简单说，即使

喷流速度能达到光速，火箭的加速效率还是很低，

要加速到光速极其困难。

还有人提出过更天马行空的设想，例如通过

曲率驱动引擎，令前方空间收缩而后方空间膨胀，

使飞船速度打破光速限制。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

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对此评价：“科幻。”

近年来，有些科学家发现曲率引擎似乎没有

想象中那么难，开始尝试将科幻变为现实。但杨

宇光表示，曲率引擎的原理是对空间进行折叠，需

要的能量达到了黑洞量级。“人类产生文明以来，

收集到的所有能量，都不足以支持一艘飞船产生

改变空间的能力，而且是差很多个数量级。”他说，

“在目前看来，这一设想在工程上不可能实现。”

光速旅行设想缺乏物理学支撑

既然光速旅行的梦想遥不可及，有些科学家

便退而求其次，希望找到更具操作性的高速飞行

方式。例如 2017 年，斯蒂芬·霍金提出了基于激

光推进原理的“突破摄星”计划。

五花八门的高速飞行方案仍在探索中

既然上述种种设想短期内都无法实现，我

们暂时还是把目光收回到当前的主流航天动力

形式——火箭上吧。

庞 之 浩 表 示 ，常 规 的 化 学 动 力 火 箭 ，在 推

力、速度等方面基本已达到瓶颈，很难再有较

大 突 破 。 不 过 ，科 学 家 正 在 对 多 种 新 型 动 力

火 箭 开 展 研 究 ，包 括 核 动 力 、电 推 进 、电 磁 驱

动等。

庞之浩介绍，美国前华裔宇航员张福林创办

的公司，正在设计一款“可变比冲磁等离子体火

箭”。这种核电火箭据说仅需 1 个多月就能飞到

火星，但相关技术还处于研究阶段。

美国与俄罗斯正在联合研制核动力火箭，与

传统火箭每小时 2 万公里的速度相比，其时速可

达到 8 万公里，能将火星旅行时间缩短到 2 个月。

不过该方案也面临许多技术难题，还存在一个严

重的副作用——核动力产生的辐射，相当于让宇

航员每天拍 8次 X 光片。与核动力相匹配的防辐

射措施，目前尚待攻克。

在动力学中，“比冲”是体现发动机工作性

能 和 推 进 剂 能 量 特 性 的 主 要 技 术 指 标 ，以 牛

秒/千克或秒为单位。杨宇光说，目前常温化

学燃料火箭发动机的比冲通常是 300 多秒，氢

氧发动机为 450 秒左右，电推进火箭发动机最

高 可 达 1 万 秒 。 如 果 人 类 能 掌 握 受 控 核 聚 变

技术，可以让火箭发动机获得功率极高的能量

来 源 ，则 有 望 将 比 冲 提 升 10 倍 。“ 如 果 达 到 这

个程度，人类将能够在太阳系内自由航行。”他

说，“但对于恒星际航行，仍然差了好几个数量

级，还是做不到。”

核动力火箭无法完成恒星际航行

从光子火箭到最近从光子火箭到最近 NASANASA工程师提出的近光速螺旋引擎工程师提出的近光速螺旋引擎，，专家表示专家表示——

想实现光速旅行想实现光速旅行，，这些方法都没戏这些方法都没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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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计划以距离地球 4.2 光年的比邻星为目

标。霍金提出，希望研制 1000 个几厘米大小、

功 能 完 备 的 探 测 器 ，在 地 球 上 建 立 激 光 器 列

阵 ，用 超 强 光 束 让 它 们 加 速 到 光 速 的 五 分 之

一 ，这 样 可 以 在 20 年 后 到 达 比 邻 星 并 传 回 相

关信息。

这项计划也不被看好。行星科学专家、中科

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郑永春曾向科技日报记者表

示，激光推进需要在地面建设强大激光源，不断跟

踪、照射飞行器，但这么遥远的距离，怎样保证激

光源能一直瞄准这么小的飞行器？另外，光的能

量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随着飞行器离地球越来

越远，激光所能提供的动能也会迅速衰减。这都

是难题。

杨宇光认为“突破摄星”计划在工程上根本无

法实现。他说，要将几克量级的飞行器加速到每

秒 6 万公里，所需能量相当于 400 吨左右 TNT 炸

药的当量。同时需要考虑到，激光器作用距离有

限，能达到 100万公里就不错了，这要求加速过程

要在极短时间内完成，而这是目前任何材料都无

法承受的。同时，该计划还面临轨道测量、信号传

输等难题。

除了使用地球上的能源之外，科学家还将

目光转向了宇宙“外援”——太阳正成为科学家

寄予希望的宇航动力之一。俄罗斯萨马拉大学

近日发布消息称，该校专家正在研究能借助太

阳光压快速移动的太阳帆飞船，其速度能达到

目前人类最快探测器速度的 10 倍以上。记者了

解到，美国太空组织“行星学会”此前已经发射

光帆 2 号飞船对该技术进行了验证，我国也在开

展相关技术研究。

杨宇光介绍，该技术利用巨大的光帆，可以

将特别轻微的航天器加速到每秒数百公里量

级，但对于载人飞船或是大型探测器却无能为

力。同时，探测器离太阳越远，获得的动力就越

弱。因此太阳帆飞船只能用于太阳系附近的无

人探测任务。

在 五 花 八 门 的 未 来 航 天 技 术 设 想 中 ，太

空电梯常被人津津乐道。太空电梯有几种形

式 ，比 较 实 用 的 ，是 从 赤 道 附 近 架 设“ 电 梯 ”

通 往 地 球 静 止 轨 道 空 间 站 ，以 实 现 快 速 便 捷

的天地往返。

庞之浩表示，目前人类航天活动中最费力的，

就是从地面发射进入太空轨道的阶段，要付出高

昂的成本、消耗大量燃料。而太空电梯可以帮助

人类跳过这一阶段，从更高的起点出发。

不过，太空电梯毕竟只能解决“起跑”问题，剩

下的“马拉松”要想更快完成，还得依赖其他宇航

动力技术。而且这也不是很快就能实现的。庞之

浩说，太空电梯所用“缆绳”要有数十倍于钢材的

强度、超轻的质量，以及可以接受的成本。目前唯

一符合条件的材料是碳纳米管，许多国家在开展

攻关，但离工程应用还很遥远。业内预测，太空电

梯相关技术有望在本世纪内取得突破。

来自意大利的摄影师克劳迪罗·皮科利拍摄了一些狗狗

叼飞盘的瞬间。在这些精彩的照片中，狗狗叼飞盘腾空而起

的样子宛若一个超级英雄。

姿势帅炸
狗狗叼飞盘腾空而起

近日，英国沃里克郡一头名叫泡泡的驴刚刚度过自己的

60岁生日。泡泡出生于 1959年，它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寿的

驴，比吉尼斯世界纪录上记载的最长寿的驴还要大 6岁。

打破纪录
英国一头驴庆祝60岁生日

科学家一直在寻找

更为高效的太空旅行方

式，甚至大开脑洞，构思

出 种 种 光 速 旅 行 的 设

想。但以目前可以预见

的技术手段，人类不可能

实现光速旅行，也不可能

实现恒星际航行。

菟丝子是旋花科菟丝子属的茎寄生植物。近日，中国科学

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一个团队通过实验，发现菟丝子能在寄主

间转运可移动系统性信号，从而影响寄主的耐盐性。这一发现

对研究植物间胁迫诱导信号的传递及响应机制有着重要意义。

在自然界中，菟丝子可以同时连接两个或者多个邻近的

寄主，形成一个天然的菟丝子连接的植物群体。在多盐土壤

环境下，盐胁迫是影响植物生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严重影响农

作物的产量。长期以来，人们对菟丝子是否能够在不同寄主

间传递盐胁迫诱导的系统性信号，并且对寄主的生理产生调

控作用，使其具有更强的盐胁迫适应性还缺乏研究。

近日，昆明植物研究所吴建强研究员带领的功能基因组学

与利用团队，通过菟丝子将两株不同的黄瓜寄主连接，并对其

中的一株黄瓜寄主进行盐胁迫。实验结果发现，受胁迫诱导的

寄主产生的系统性信号，通过菟丝子转运到了另外一株寄主，

并影响其转录水平和生理状态。菟丝子传导的抗盐系统性信

号，让接收到此信号的寄主与已受到盐胁迫的寄主具有了相似

的转录水平，而且接收到盐胁迫信号的寄主，还表现出更高的

脯氨酸含量和光合速率等，以应对新情况。这些结果表明，系

统性信号已通过菟丝子转运，并对寄主作了“指点”。

随后，研究团队对接收到盐胁迫信号的寄主作长期的盐

胁迫处理，结果表明接收到盐胁迫信号的寄主，比未接收到信

号的寄主有更好的耐盐性。这项研究首次揭示了菟丝子能够

在不同寄主间介导非生物胁迫诱导的系统性信号，并对盐胁

迫系统性信号的生理功能作了深入研究，为解析菟丝子的生

理生态功能及盐胁迫系统性信号提供了新视角。该研究成果

在线发表在国际期刊《实验植物学杂志》上。

（记者赵汉斌 通讯员杨梅）

菟丝子可转运移动信号

提高寄主的耐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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