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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登“ 亚 洲 基 因 组 10 万 倡

议”研究成果，使韩国在基

因测序领域的发展受到瞩

目。该项目于 2016 年启动，

研究工作由多个国家的研

究机构和企业组成的联合

体 承 担 ，目 标 是 建 立 10 万

名亚洲人的基因数据库，被

认为有望推动亚洲精准医

疗研究。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和

大田市政府计划在 2022 年

前投资 140 亿韩元，开展“振

兴基因医药产业、构建遗传

基因分析系统”项目。韩国

蔚山科学技术院基因组研究

所一个研究小组也将对 1 万

名蔚山市民的遗传基因进行

分析，以绘制韩国人标准基

因组。

2019年 5月，韩国总统文在寅宣布建立最多包含

100 万份基因序列数字标本的国家生物大数据中心

的宏大计划。根据该计划，韩国政府将向民众征集基

因数据，以及医疗记录和健康信息，将收集的数据保

存在国立中央人体资源银行，用来研发定制型新药和

新型医疗技术。韩国生命工程研究院此前也公布了

一个“体现健康生活与生物经济的全球领导者”的中

长期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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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研究人员首次成

功以病人自身的组织为原材

料，3D 打印出全球首颗拥有

细胞、血管、心室和心房的

“完整”心脏，这在全球尚属

首例。

首 次 找 到 可 能 完 全 治

愈癌症的方法。新的癌症

治疗方法被称为多靶点毒

素，可同时为每种癌细胞使

用几种癌症靶向肽的组合，

并结合特异性杀死癌细胞

的强肽毒素。

以 色 列 特 拉 维 夫 大 学

开发出一种新型纳米疫苗，

用于对抗最具攻击性的皮

肤癌——黑色素瘤。该方

法已被测试并证明能有效

预防实验鼠体内黑色素瘤

的发展，以及治疗由黑色素瘤引起的原发性肿瘤和

转移。

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研究小组发现了一组基因，它

们能够将小鼠皮肤细胞转化为构成早期胚胎的全部

三种细胞类型：胚胎细胞、胎盘细胞和胚外组织（如脐

带）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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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德国在脑科学

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马

克斯·普朗克脑研究所科学

家利用人工智能方法，通过

高空间分辨率重建了小鼠桶

状皮层 89 个神经元的形态

特征及其连接，揭示了迄今

为止最大的哺乳动物神经连

接组，有可能带来生物智能

研究的突破。

马 普 学 会 研 究 人 员 发

现，大脑岛叶皮质后部的神

经细胞负责处理负面感觉和

情 绪 ，进 而 影 响 动 物 的 行

为。乌尔姆大学研究人员首

次从阿尔茨海默病和脑淀粉

样血管病患者脑组织中分离

出β淀粉样蛋白原纤维的结

构。慕尼黑工大研究人员发现谷氨酸在活跃神经元

周围的持续聚集可导致神经元遭受过度的病理性刺

激，首次阐释了阿尔茨海默病早期重要神经功能障碍

的原因。

在癌症检测和治疗方面，埃尔朗根大学研究人员

建立癌症早期筛查新方法，通过检测血液，可早期诊

断皮肤癌黑色素瘤术后复发的风险程度，也适用于健

康人群的乳腺癌、结肠癌以及淋巴结瘤等各种癌症或

肿瘤的早期筛查。柏林夏里特医学院领导的联合团

队开发出可判断前列腺癌性质的早期诊断工具，通过

分析前列腺癌细胞演变的全过程，帮助医生确定最佳

治疗方案。此外，德国科学家还研发出能早期诊断白

血病复发的快检方法。

在新药和疫苗研发应用方面，德国研发的抗结核

病新药被批准上市，该药与贝达喹啉和利奈唑胺组成

BPaL 方案，可针对广泛耐药结核或无法耐受治疗的

耐多药结核病患者。汉诺威医学院等研发出一种能

有效治疗神经性皮炎的新药。明斯特大学等研制出

能有效应对几乎所有人类乳头瘤病毒（HPV）亚型的

二代疫苗和防止 HPV 入侵人体细胞的隔离霜。弗劳

恩霍夫协会研究人员研发出用电子束辐照快速生产

灭活疫苗的新工艺，有望革新灭活疫苗的传统方法。

其他方面，于利希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借助超级计

算机 JURECA，建立了快速简便检测血液红细胞变

形性和分离僵硬红细胞的新方法。杜塞尔多夫大学

的科研人员发现衣原体感染人类细胞的新机制。亚

深工业大学等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发现 GPR161 突

变易患儿童髓母细胞瘤。马普学会研究人员研究分

析出 14种与全因死亡率相关的血液生物标记物。柏

林工业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编码大肠杆菌获取可医

用贻贝超级生物胶，可用于伤口和骨折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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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俄 罗 斯 在 生 物

技术领域的研发成果精彩纷

呈，亮点突出。由俄罗斯、瑞

士、英国、美国和芬兰的科学

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发现了使

艾滋病病毒分子失效的机

制，即新型杂环多硫化合物

可作为抗病毒药物，并可将

这些药物用于具有类似特征

的各种病毒疾病的治疗。该

成果的重要性在于一种药物

可以治疗不同的疾病，如癌

症、艾滋病等。此外，在研究

过程中，科学家还发现了具

有高抗病毒活性，不会“毒

害”普通的身体细胞的药物。

俄罗斯国立核研究大学

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和其他

国内外科研机构一起，开发

出借助硅纳米粒子进行光学

诊断癌症的新方法。俄罗斯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纳米、

生物信息、认知、社会技术中心与俄联邦国家预算科

学机构“中央结核病科学研究所”，在已知抗结核抗生

素 D-环丝氨酸基础上，研制出疗效和安全性更好的

新剂型——环丝氨酸-PF。

俄罗斯科学院生物医学问题研究所发现，与那些

留在地球上的果蝇相比，重返太空的果蝇在失重条件

下的繁殖效率要高许多。该研究所细胞生物物理实

验室主任伊琳娜·奥格涅娃称，俄罗斯没有进行过在

太空中受孕的实验，美国科学家也不会冒孩子健康风

险开展这样的实验。

俄罗斯科学院溶液化学研究所开发出一种处理

织物的新技术，可使其具有抗菌和抗真菌的特性。俄

科学家与葡萄牙和法国同行，基于对端粒酶反转录酶

（TERT）基因突变片段的测定，开发了一种早期诊断

膀胱癌的新方法。俄医学家制造出世界上第一种治

疗过敏性鼻炎的基因工程药物，这种鼻喷雾剂不仅能

消除流鼻涕和打喷嚏之类的不适症状，还能治疗鼻粘

膜炎症。俄罗斯喀山联邦大学在两个基因基础上研

制出可治疗脊髓损伤的基因药剂，该革命性研究成果

可以防止神经元死亡，刺激血管和新神经纤维生长。

俄联邦储蓄银行开始测试指纹支付系统，共在

20 个网点安装了特殊设备。用户只需在生物识别

终端进行注册，之后便可以提交指纹或面部信息，

所有操作均有密码保护，一个生物识别样本只能绑

定一张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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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西 政 府 支 持 战 略 性

领 域 的 研 究 和 创 新 ，目 前

具 有 世 界 级 的 研 究 成 果

有：为国际人类基因数据库

提 供 的 数 据 居 第 二 位 ；甘

蔗、柑橘和甘蔗病害的基因

分析研究世界领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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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西生物技术应用飞速

发展，特别是转基因大豆、玉

米、棉花等作物种植面积大

幅度增长，产品贸易立法也

已出台。

2019 年，巴西加大了生

物医药领域发展的力度，计划在未来 5 年间投入 30

亿美元，鼓励生物技术在人类健康、食品安全、工业

产品和环境质量等领域的应用。巴西生物制药公

司具有很强的创新性意识，目前创新型药物约占巴

西整个生物制药市场的 46％。

巴西政府把清洁能源列为国家发展战略。利用

甘蔗生产生物燃料，研发和生产规模处于世界领先

地位，生物柴油的生产也在稳步上升，巴全国 47%的

能源供应来自可再生能源。生物燃料这个庞大的

产业链已成为拉动巴西就业和增长的强大引擎。

最新研究表明，由于应用各种绿色能源并实施大力

保护热带雨林的措施，近四年来，巴西少排放二氧

化碳约 20 亿吨。

为扩大生物燃料的覆盖率，巴西政府计划在未来

五年内投资约 60亿美元建设新甘蔗种植园和乙醇工

厂。巴西科技部门还将投入数亿美元用于生物燃料

技术研发，将生物燃料的原材料拓展到秸秆等农林废

弃物，积极探索使用纳米技术突破第二代生物燃料的

生产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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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自 巴 斯 德 研 究 所 等

法国科研院校的科学家们

成功恢复了 DFNB9 耳聋小

鼠的听力。患有 DFNB9 耳

聋的个体缺乏编码 otoferlin

基因，而 otoferlin 是一种对

于在听觉感觉细胞突触中

传递声音信息必不可少的

蛋白质。

通过在成人 DFNB9 小

鼠 模 型 耳 蜗 内 注 射 该 基

因 ，科 学 家 们 成 功 地 将 听

觉突触功能和听力阈值恢

复到接近正常水平。该发

现 为 DFNB9 患 者 的 未 来

基因治疗试验开辟了新的

途径。

来自巴斯德研究所的科

学家发现，古老病毒或许参

与了急性炎性防御反应，从

而诱发多发性硬化症的发

生。在人类进化过程中，一些古老病毒能够插入到人

类 DNA 中，古老病毒的激活并不会对应出现感染现

象，但当机体面对急性炎症现象时就会对应一种特殊

的防御反应。

法国赛诺菲公司开发出一款三特异性抗体，不但

能够与癌症相关抗原和激活 T细胞的受体相结合，还

能够与 T 细胞表面的另一个靶点相结合，从而延长 T

细胞的抗癌活性。此外，赛诺菲对美国生物技术公司

Synthorx进行收购，试图通过此举推动其在癌症治疗

领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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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组织随年龄增长发

生基因突变和癌变的机理被

阐明。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

的研究小组详细解析了食道

基因突变，发现随着年龄的

增长，食道癌中经常发现的

基因突变细胞会在食道上皮

中逐渐增加，而且癌症中最

常发生异常的 TP53 基因和

染色体异常细胞的比例也明

显增加，由此成功查明老年

人罹患癌症的部分机理。

首 次 直 接 观 察 到 进 入

DNA 中的抗癌药物。日本

大阪大学研究小组利用单分

子量子测序仪，直接观察到

了 DNA 中的核酸类似物型

抗癌药，同时还成功确定了碱基序列。此举有望查明

抗癌药进入 DNA中并改变 DNA功能的机制，从而开

发出新型抗癌药。

艾滋病病毒从人类防御机制中逃脱的机理被揭

开。日本横滨市立大学等机构的联合研究小组发现

HIV 病毒侵入人体后，免疫细胞被逐渐破坏，通常不

会感染的病原体会感染并引发各种疾病。研究结果

证明，宿主 PIM 激酶是控制 Vpx 对 SAMHD1 作用的

病毒调节因子，通过阻碍 PIM 激酶能够有效阻断

HIV-2的复制。

研究发现 STEMIN 基因普通细胞可直接转变为

干细胞。金泽大学、名古屋大学组成的研究小组，从

苔藓类植物中发现了一种能够将植物体内的间叶细

胞直接转化为干细胞的诱导转录因子。STEMIN1基

因会在干细胞形成过程的离体叶片中被激活，同时发

现 STEMIN1 及其两个同源基因的缺失推迟了叶片

切除后干细胞的形成。这些结果表明 STEMIN1 在

藓类中开启干细胞形成的内在机制。该发现将有助

于进一步从分子层面上阐明陆生植物中干细胞形成

的机制。

阿尔茨海默病β-淀粉样蛋白沉积机理被揭

开。东京大学的研究小组，使用计算化学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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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到的弱电子相互作用，从而

揭示了β-淀粉样蛋白沉积的起源。此外，β-淀粉

样蛋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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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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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因 编 辑 技 术 热 度 不

减，且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博

德研究所张锋团队发现了第

三个可编辑人类细胞基因组

的 CRISPR-Cas 系 统 ——

CRISPR-Cas12b 系统，相比

Cas9，其对靶序列具有更高

的特异性；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杜德纳团队则开发出小

型 CRISPR 基 因 编 辑 工 具

CasX，其很可能成为 Cas9 的

有力竞争对手。

在基因编辑技术突破方

面，博德研究所团队研发出

的 先 导 编 辑 技 术 ，可 避 免

DNA 双链断裂，原则上可以修正 89%的人类已知致

病基因变异，未来可期。

在基因编辑辅助工具研发方面，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和克莱蒙特学院凯克研究所合作团队将基因编

辑技术与纳米电子学相结合，创造出新型手持设备

“CRISPR-Chip”，可在几分钟内检测出特定基因突

变，或会成为推动基因编辑技术发展的利器。

在基因编辑技术应用方面，乔治亚大学研究团

队首次将基因编辑技术用于爬行动物，利用 CRIS-

PR-Cas9 创造出白化小蜥蜴；坦普尔大学和内布拉

斯加大学团队开发出一种联合疗法，尝试将药物治

疗与基因编辑技术结合，杀死小鼠体内的艾滋病病

毒。这些应用尝试表明，基因编辑技术的潜力仍有

待开发。

美国科学家在细胞、蛋白质等领域的科研成果也

十分丰硕。发现了新的细胞燃料输送途径，增进了对

烟酰胺单核苷酸输送机制的理解；首次在细胞外“重

演”了细胞分裂，进一步洞悉了细胞日常活动的物理

过程；鉴定出了会改变药物活性的细菌酶，确定了二

者间的因果关联；找到了细胞外烟酰胺磷酸核糖转移

酶，发现其具有的“返老还童”作用……这些发现增进

了人类对自身疾病和衰老机制的理解，将进一步推动

生命科学的发展。

艾滋病研究方面，不仅在艾滋病病毒相关命名准

则发布 19 年后首次确认了一种新毒株，还找到了消

灭患者体内隐匿的艾滋病病毒的潜在治疗靶点；埃博

拉病毒研究方面，在人体细胞中发现抗埃博拉病毒的

蛋白，开发出可对抗所有已知埃博拉病毒的实验性药

物 MBP134。

2019 年，美国还发生了两起严重的公共卫生事

件。上半年的麻疹疫情，让人们开始关注疫苗政策的

重要性；下半年的电子烟相关肺病风波，则引起关于

电子烟安全与否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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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和生物医药研

究一直是英国的传统强项，

2019年仍然是成果纷呈的一

年。10月 7日，彼得·拉特克

里夫爵士获得诺贝尔生理学

或医学奖，标志着英国科学家

在全球细胞研究领域的建树。

在生物医药领域，牛津大

学科学家完成了世界首例基

因治疗手术，为治愈老年性黄

斑变性眼疾带来了希望。爱

丁堡大学研究人员通过分析

DNA 信息，在理论上可以预

测一个人比平均寿命活得更

长还是更短；此外，该校研究

人员通过对母鸡基因进行改

造，使其产下的鸡蛋中含有某

些人体蛋白质，为生产人类健

康所需的蛋白和治疗疾病找到了非常经济的途径。

由英国、丹麦等多国研究人员组成的研究团队，

通过基因测序技术发现了一种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

的超级细菌治疗方法，为解决抗生素耐药性问题开辟

了新途径。

利兹大学研究发现，维生素 D 可以干扰黑色素

瘤细胞的行为，从而为有效治疗这种较为普遍的皮肤

癌带来了希望。剑桥大学研究人员从一种治疗眼睛

疾病的药水中发现某种活性成分，可以有效治疗恶性

血癌且无副作用。

英国剑桥大学研究人员在今年2月设计出一种新

的机器学习算法来寻找药物，其效率是目前行业标准

的两倍，促进了利用人工智能开发药物技术的发展。

在人体重要器官研究领域，牛津大学拉德克利夫

医学系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有效观察心脏跳动的新

方法，利用在海洋珊瑚中发现的一种蛋白质，来观察促

使心脏跳动的钙流动，并利用这种技术揭示了遗传错

误对心脏病发病造成的影响。剑桥大学科学家团队发

现，通过快速冷却动物和人类供体心脏，可减少一种会

损害移植后组织的化学物质。这一发现或能推动研发

新药，来抑制移植器官中琥珀酸盐的累积，进而达到改

善移植效果的目标，未来则有望改进捐献器官的保存。

伦敦大学学院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每天睡眠不

足 7小时或超过 9小时均会对视觉记忆和反应时间等

认知功能产生负面影响。另外，该校研究发现，在绘

画、陶艺或弹钢琴等具有创造性的消遣活动上花费时

间，会对我们的健康和情绪产生有益影响。

在农业生物技术方面，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的研

究人员利用合成生物学技术，设计出植物与其根际细

菌之间的分子信号通路，有助小麦和玉米等非豆类作

物实现固氮，对改善营养不良土壤的作物产量以及减

少大田化肥使用量有着巨大的应用前景。

伦敦理工学院与爱丁堡大学研究人员发现，利用

基因编辑技术对鸡细胞蛋白进行改变，可有效阻止禽

流感病毒在鸡群中的传染和传播，为阻止禽流感病毒

大规模爆发找到了新方法。华威大学研究人员发现了

一种新型聚合物低温保护剂，不仅可以减少低温保存

细胞所需的有机溶液，而且在解冻后能够获得更多更

健康的细胞，显著提高了细胞的冷冻效果和安全性。

完
成
世
界
首
例
基
因
治
疗
手
术

找
到
解
决
耐
药
性
问
题
新
途
径

巴

西
邓
国
庆
（
本
报
驻
巴
西
记
者
）

2
新闻热线：010—58884080
E-mail：kjrbgjb@vip.sina.com

■责编 左常睿 2020 年 1 月 8 日 星期三
国际新闻 GUO JI XIN WEN

美

国
刘
海
英
（
本
报
驻
美
国
记
者
）

俄
罗
斯

董
映
璧
（
本
报
驻
俄
罗
斯
记
者
）

德

国

李
山
（
本
报
驻
德
国
记
者
）

日

本
陈
超
（
本
报
驻
日
本
记
者
）

英

国

田
学
科
（
本
报
驻
英
国
记
者
）

法

国

李
宏
策
（
本
报
驻
法
国
记
者
）

以
色
列
毛
黎
（
本
报
驻
以
色
列
记
者
）

韩

国

邰
举
（
本
报
驻
韩
国
记
者
）

研

生

理

研

生

理

惠

生

命

惠

生

命

二二〇〇
一
九
年
世
界
科
技
发
展
回
顾

一
九
年
世
界
科
技
发
展
回
顾··
生
物
技
术

生
物
技
术

科
技
日
报
社

科
技
日
报
社

国
际
部

国
际
部

白化小蜥蜴白化小蜥蜴。。
图源图源：：物理学家组织网物理学家组织网

基因编辑小蜥蜴示意图基因编辑小蜥蜴示意图。。
图源图源：《：《细胞报告细胞报告》》杂志网站杂志网站

图为韩国生命工程学研究院遗传基因定制型医
疗研究团研究小组的研究人员正在分析遗传基因的
碱基序列。

图源：韩国生命工程学研究院提供

预防禽流感。 图源：视觉中国

HIV病毒示意图。 图源：视觉中国

果蝇侧面图。 图源：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