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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本周焦点

公认安全的AAV基因疗法或致癌
一项针对腺相关病毒（AAV）基因疗法的研

究，发现了可能会增加肝癌风险的基因组变化。

AAV是一种经过工程改造的天然病毒，能将治

疗基因携带进入遗传病（如血友病）患者的细胞

内。此前AAV载体被认为是安全的，因为一般

不会将它们自己的基因组插入人类的基因组

中。而这项研究报告向科学界表明：有必要开

展进一步研究，以确定AAV是否会在极少数情

况下促进了癌症。目前，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

局批准的两项基因疗法，都使用了这种载体。

本周“明星”

甘氨酸可早于天体形成
甘氨酸是结构最简单的氨基酸，也是生

命重要的组成部分。荷兰莱顿天文台天体

物理实验室的天体物理学家和天体化学模

型师组成的国际团队表明，甘氨酸的形成可

以早于行星和恒星的形成。新的发现为地

球上氨基酸的宇宙起源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一周之“首”

不到20万年！太阳系形成所需时间首
次算明白

我们一直不了解太阳系形成需要多长

时间，近日，美国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

室科学家对陨石上钼元素的同位素进行研

究后得出结论称：大约 45 亿年前，我们身处

的太阳和太阳系在短短 20万年内形成，这是

科学家首次计算出太阳系形成所需时间。

欧洲大气污染有害成分来源首次确定
颗粒物是空气污染的一个组成部分，与

高水平的颗粒物相关的空气质量差，被认为

是全球五大健康风险之一。而一项欧洲空

气质量分析首次向人们指出，降低颗粒物浓

度的缓解策略不一定能降低这类污染物的

氧化潜势，这种氧化潜势被认为会对健康造

成危害。研究表明，欧洲的颗粒物质量来源

和氧化潜势的来源并不相同。

技术刷新

俄开发出高效防辐射玻璃材料
防辐射玻璃指具有防护如 x 射线、γ射

线等放射性射线功能的特种玻璃，也称重玻

璃，近日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大学科研人员开

发出新型防辐射玻璃，其防护辐射效果是现

有类似产品的 3倍。因此制造类似的防辐射

材料，使用新防护材料的厚度就可以是传统

产品的三分之一，这为生产防护材料提供了

许多优势，特别是大大节约了生产成本。

基础探索

蓝环星云奇特之谜终获破解
2004年，科学家在一颗恒星周围发现了

一种特殊的紫外线环，但不知这种奇特的结

构如何形成。美国科学家近日在蓝环星云的

荧光碎片内发现了新证据，破解了这一谜团：

蓝环实际上是两颗恒星相撞产生的一个锥形

发光氢分子云团的底部。最新研究也让人们

首次捕获一个前所未有的恒星演化阶段。

本周轶闻

宇宙随时间推移越来越热？
距地球更远的物体发出的光比距地球

更近的物体发出的光更古老，利用这一事实

加上从光中估算温度的方法，美国科学家团

队测量了早期宇宙中气体的平均温度，并探

讨了宇宙在过去 100亿年间的热历史。研究

发现，在这段时间里，整个宇宙间气体的平

均温度上升了 10倍多，现在宇宙气体的平均

温度高达约 200万摄氏度。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国 际 要 闻 回 顾
（11月16日—11月22日）

科技日报北京11月22日电（记者冯卫
东）据《科学进展》杂志日前报道，以色列特拉

维夫大学的一项研究证明，CRISPR/Cas9系

统在治疗侵入性癌症方面非常有效，这是在

寻找癌症治愈方法迈出的重要一步。

研究人员开发的一种基于脂质纳米颗

粒的新型递送系统 CRISPR—LNP，可专

门针对癌细胞并通过基因操作将其破坏。

该系统携带的一个遗传信使（信使 RNA），

可对 CRISPR 酶 Cas9 进行编码，Cas9 作为

剪切细胞 DNA 的分子剪刀会剪切癌细胞

的 DNA，从而使其失效并永久防止复制。

特拉维夫大学生物医学与癌症研究学

院负责研发的副院长丹·皮尔教授称，这是

世界上首个证明 CRISPR基因组编辑系统

可用于有效治疗活体动物癌症的研究。该

方法并非化学疗法，无副作用，而且经此方

法治疗的癌细胞将永远不会再具有活性。

为了验证使用该技术治疗癌症的可行

性，皮尔教授及其团队选择了两种最致命

的癌症——胶质母细胞瘤和转移性卵巢癌

开展研究。

胶质母细胞瘤是最具侵入性的脑癌类

型，诊断后的预期寿命为 15个月，5年生存

率仅为 3％。研究证明，使用 CRISPR—

LNP 进行的单次治疗，可使患有胶质母细

胞瘤的小鼠的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一倍，从

而将其总生存率提高了约 30％。

卵巢癌是造成女性病亡的主要疾病之

一，也是女性生殖系统中最致命的癌症。当

转移扩散到全身时，大多数患者被诊断为癌

症晚期。尽管近年来治疗效果有所进展，但

只有三分之一的患者可能幸存。研究表明，

在转移性卵巢癌小鼠模型中使用CRISPR—

LNP进行治疗，可将其总生存率提高80％。

皮尔教授表示，能够识别和改变任何基

因片段的CRISPR基因组编辑技术，彻底革

新了以个性化方式破坏、修复甚至替换基因

的能力。尽管该项技术用途广泛，但其临床

实践仍处于起步阶段，亟待开发一种有效的

递送系统将 CRISPR安全准确地递送至靶

细胞。新研究开发出的递送系统则可靶向负

责癌细胞生存的DNA，这是一种针对目前尚

无有效疗法的侵入性癌症的创新方法。

研究人员指出，通过展示其在治疗两种

侵入性癌症中的潜力，该技术为治疗其他类

型的癌症以及罕见的遗传性疾病和慢性病毒

性疾病（如艾滋病）开辟了许多新的可能性。

癌症被称为“众症之王”，它给人带来的折

磨、痛苦以及死亡率之高，使人们谈癌色变。

寻找攻克各种癌症的有效疗法，依然是当下的

医学前沿领域。作为近年来风靡全球的生物

学实验工具，CRISPR系统能发挥什么样的作

用？这项研究给出了令人振奋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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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嫦娥五号月球探测器计划于 11月

晚些时候前往月球“抓把土回来”，这是我国

探月工程三期项目之一，也是我国月球探测

第一阶段“绕”“落”“回”的最后一步。

美国《科学》杂志对此予以高度关注。《科

学》杂志在报道中指出，嫦娥五号是中国一系

列雄心勃勃探月计划的最新行动，它在月表

着陆后，将从月表铲取一些月壤样品，还将钻

探到月表之下 2米采集月壤岩芯，这些样本将

有助于科学家进一步厘清月球的年龄。

着陆地点意义重大

《科学》杂志在报道中指出，嫦娥五号的

目标是计划自 1972年人类最后一次执行登月

任务 40多年后再次从月球带回岩石样本。

日本大阪大学宇宙化学家寺田健太郎

说，中国获得的月球样本将有助科学家绘制

出更清晰的月球历史图景，新的样本提供的

月球年龄“将是嫦娥五号样本最重要、最令人

兴奋的新发现。”不过，他也强调说，要实现这

一目标，需要一次 40 多年来从未有人尝试过

的精彩绝伦的太空飞行。

《科学》杂志报道称，嫦娥五号将在仅靠

月球正面风暴洋（月海，主要由玄武岩组成）

北部的吕姆克山着陆，此处可能在大约 13 亿

年前发生过火山喷发。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

室 行 星 地 质 学 家 、美 国 国 家 航 空 航 天 局

（NASA）月球分析小组科学主席布雷特·德内

维也表示，中国选择了一个具有重大科学意

义的地点。她说：“了解这些样本的年龄甚至

整个太阳系的年龄，将是行星科学领域的一

大飞跃。”

此外，寺田健太郎表示，通过吕姆克山带

回的样本得到的月球年龄也将有助于科学家

们了解月球火山活动随时间如何变化。有证

据表明，在月球诞生后头 10亿年，发生了无数

次火山喷发，使月球表面覆盖着火山玄武岩，

火山喷发活动在大约30亿年前开始慢慢减弱。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行星科学家罗曼·塔

泰斯说，如果吕姆克山带回的样本被证明只

有 13亿年的历史，那么它将提出一个问题：一

个小行星体内部如何在形成后这么长时间内

保持足够的热度而使其不断发生火山喷发。

在月球表面“跳芭蕾”

《科学》杂志在报道中强调称，从月球取

回样本需要嫦娥五号跳一场复杂的深空芭蕾

舞。从中国南方文昌发射中心发射后，嫦娥

五号将于 3天后抵达月球，届时轨道飞行器将

释放一个着陆器。在 14 天内，着陆器的机械

臂将采集月球样本，而钻机将钻探到 2米深处

回收岩芯。科学家们希望最终能得到 2 公斤

样本。随后，一艘上升飞行器将把样本运送

到轨道飞行器，在那里它们将被打包到返回

地球的返回舱中，并在内蒙古草原着陆。

《科学》强调说，嫦娥五号是中国国家航

天局一系列雄心勃勃登月任务中的最新一

个，这些任务都以中国的月亮女神“嫦娥”命

名。2007 年和 2010 年发射的一对轨道飞行

器主要用于测绘和远程观测。2013 年，嫦娥

三号首次将探地雷达送到月球表面。2019

年，嫦娥四号成为首个在月球背面软着陆的

航天器。此外，中国计划到 2035 年再执行三

次嫦娥任务和一个机器人科学研究站。

月球南极是探测重点

《科学》指出，嫦娥五号即将升空，其姊妹

嫦娥四号也仍在勤勤恳恳地执行任务。在月

球表面行进了近 600米后，嫦娥四号探索的脚

步仍未停歇，其最新发现也不断启发着科学

家们的思维，也提出了新的疑问。

嫦娥四号飞船降落在月球南极艾特肯盆

地，这是月球上最大、最深、最古老的撞击坑，

距今约 40 亿年。科学家们通过计算得出，撞

击的天体很可能在月球上钻了一个 70公里的

洞，并将物质从月幔搅动到月球表面。

在2019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研究

报告中，一组中国科学家表示，月球车的仪器检测

到了地幔矿物，但不少科学家对此提出了质疑。

法国天体物理学和行星学研究所的行星地球物

理学家帕特里克·皮内特说，研究人员正在争论为

什么如此巨大的撞击没有挖出月幔物质，以及月

幔的组成成分是否有他们意料之外的物质。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的地球化学

家邹永廖说，中国正把月球南极作为近期月球

计划的重点。尽管中国下一个探月任务——

嫦娥六号的目标地点尚未敲定，但行星科学

家们都很关注南极艾肯盆地。德国明斯特大

学行星地质学家卡罗琳·范德博格特说，从这

一盆地获取的样本将为月幔谜团提供线索，

“也将照亮月球早期历史。”

《科学》高度关注中国嫦娥五号最新行动

从月球“抓把土”看看她的“芳龄”
本报记者 刘 霞

嫦娥五号将在吕姆克山着陆 图片来源：美国《科学》杂志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梦然）格陵兰岛冰川

的冰损失正在引起世人广泛关注。根据英国

《自然·通讯》杂志11月17日发表的一项气候变

化研究报告称，1880年至2012年，仅格陵兰岛三

个大冰川，对海平面上升的贡献就达8.1毫米。

研究显示，在目前关于本世纪末全球气温上升

的最坏场景下（RCP 8.5）这三个最大冰川损失

的冰量将会远大于此前预期。

格陵兰冰盖的消融，是近几十年来造成

海平面上升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已引起全球

范围的广泛关注，但此地冰盖融化范围和速

率一直难以量化。2019年末《自然》杂志发表

一项研究称，格陵兰冰盖自 1992 年至 2018 年

损失了近 4万亿吨冰，融化的水已经让全球海

平面上升了约 10.6 毫米。此外，今年 10 月份

发布的报告中，在基于高碳排情景对格陵兰

冰盖建立了跨万年的最高分辨率的模拟后显

示，格陵兰冰川在本世纪的质量损失预计可

能超过过去 1.2万年里的任何时期。

而格陵兰岛的雅各布港冰河、康克鲁斯瓦格

冰川和黑尔海姆冰川，所包含的冰足以使海平面

上升1.3米左右。过去已有研究估算了这三大冰

川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损失的冰量，但是整个

19世纪和20世纪发生的变化却不甚明了。

有鉴于此，丹麦技术大学、丹麦哥本哈根

大学、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研究团队试图让观

测估计不再仅限于最近几十年。他们利用历

史图片，计算了 1880 年至 2012 年这些冰川所

损失的冰量，估计雅各布港冰河在这一时期总

计损失了约 15180 亿吨，而 1900 年至 2012 年

间，康克鲁斯瓦格冰川和黑尔海姆冰川分别损

失了13810亿吨和310亿吨。研究团队计算得

出，这相当于使海平面上升8.1毫米。

在 RCP 8.5 场景下，模型显示这三个冰

川的冰损量可使海平面到 2100 年上升 9.1 毫

米至 14.9 毫米。但是，鉴于在 RCP 8.5 场景

下，全球气温到 2100年预计将额外上升 3.7摄

氏度，这一数字约是 1880 年以来升温幅度的

4 倍，研究团队认为，这三个冰川的冰损量很

可能超出当前对于这个场景的预估。

跨万年的高分辨率模拟显示

格陵兰三大冰川冰量损失远超预期

科技日报讯 （记者邰举）韩 国 研 究 团

队 使 用 介 孔 沸 石 成 功 制 备 稀 土 - 铂 合 金

纳 米 颗 粒 。 该 颗 粒 作 为 丙 烯 脱 氢 工 艺 催

化 剂 使 用 。 稀 土 La 和 Y 的 加 入 大 幅 度 改

善了铂在分子筛中的分散性，同目前广泛

使用的多孔氧化铝负载 Pt-Sn 双金属催化

剂 相 比 ，催 化 活 性 提 高 10 倍 以 上 ，使 用 寿

命 延 长 20 倍 以 上。韩国科学技术院研究

团 队 完 成 了 此 项 成 果 。 论 文 近 日 发 表 在

《自然》杂志上。

研究中使用了孔径低于 0.55 纳米且具有

均匀和连续空间结构的介孔沸石作为制备催

化剂的载体。由于介孔沸石表面硅原子的缺

失，表面上存在被称为硅羟基的骨架缺陷。

稀土氧化物在其中可以以原子金属化合物形

式存在，在氢热处理过程中能够与铂形成具

有特定结构的合金。

脱氢是石化工业制造丙烯的重要工艺。

得益于页岩气革命，这一领域研究始终活

跃。目前使用的 Pt-Sn 双金属催化剂已经问

世近 30 年，业内始终未能找到改善催化剂积

炭失效问题的可行办法。

此前大量研究认为，稀土氧化物结构稳

定，不能通过加热氢化反应与铂形成合金。

使用寿命延长20倍的稀土-铂合金催化剂问世

科技日报讯 （记者董映璧）俄罗斯国立

研究型技术大学科研人员在铝粉中加入一

种纳米碳添加剂，改进了航空复合材料 3D

打印技术，使航空复合材料的硬度提高了

1.5 倍。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在《复合材

料通讯》杂志上。

目前，铝 3D 打印的主要应用领域是为航

空航天工业生产高科技零件。但 3D 打印中

即使是最细微的缺陷也对产品的安全性构成

影响，这种缺陷的主要风险是材料的高孔隙

率，主要原因是原始铝粉的质量所致。为了

确保 3D 打印产品的微观结构均匀且致密，俄

国立研究型技术大学的科研人员建议在铝粉

中添加碳纳米纤维，这种改性添加剂的使用

可以确保材料的低孔隙率，同时使其硬度提

高 1.5倍。

该项目的学术带头人、国立研究型技术

大学科研人员亚历山大·格罗莫夫教授称：

“可以通过向主基质中引入其他成分来改变

铝粉的化学成分和相组成，从而改善用于 3D

打印的铝粉的性能。特别是碳纳米纤维具有

高导热性，有助于在产品合成过程中选择激

光熔化阶段最小化打印层之间的温度梯度，

大大消除材料微观结构的不均匀性。”

亚历山大·格罗莫夫表示，俄科研人员开

发的碳纳米纤维添加剂合成技术包括化学沉

积、超声波处理和红外线热处理等方法；所使

用的碳纳米纤维是加工石油天然气的副产

品。在催化分解过程中，碳以纳米纤维的形

式积聚在催化剂分散的金属颗粒上。他还

称，通常对石油天然气的副产品只是简单燃

烧，这对环境有害，因此，新方法的应用也具

有很好的环保价值。

据悉，研究人员计划进一步研究激光熔

化新复合粉末的最佳条件，并开发用于合成

产品的后处理和工业用途的技术。

纳米碳添加剂可改善航空复合材料3D打印效果

11月19日，中老铁路国内段研和至峨山区间电气化接触网导线开始架设，国外段万
象北至万象区间接触网同步架设，标志着中老铁路全线“四电”工程进入施工关键阶段。
中铁武汉电气化局玉磨项目部副总工程师赖鹏介绍，本次施工采用智能工装及信息化管
理系统，确保作业安全和工程进度。图为中老铁路电气化施工装备分批分期运抵老挝。

贺玉琴 昌檀 本报记者 陈瑜文 刘明摄

科技日报讯（实习记者张佳欣）近日，

发表在《整体环境科学》上的一篇新研究

称，以某种特定方式煮米饭，可以去除糙米

中超过 50%的砷，白米中 73%的砷。重要

的是，这种方法不会减少大米中的微量营

养元素。

砷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一类致癌

物，由于它是水溶性的，因此会在大米中积

累，而大米更多地生长在洪水泛滥的田地

里，其所含的砷大约是其他谷物的 10 倍。

谢菲尔德大学之前的一项研究发现，英国在

售的大米中有一半超过了欧盟委员会对婴

幼儿食用大米中砷含量的规定。一定量的

砷几乎会影响到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并可能

导致皮肤损伤、癌症、糖尿病和肺部疾病。

在米粒中，砷集中在胚乳周围的外层

麸皮中。这意味着糙米（未碾磨或未精加

工的保留麸皮的大米）比白米含有更多的

砷。碾磨过程会去除大米中的砷，但同时

也去除了 75%—90%的营养物质。

吸收法是一种流行的煮饭方法，通常是

用有盖的锅或电饭锅以较低的水米比例（如

1∶1.2）在中低火加热下煮饭，直到所有水分

被吸收为止。这种方法会保留大米中的营养

物质，但在去除砷方面的效果不如在过量的

水中煮饭，但用过量的水又会浪费资源。

在本研究中，研究人员选择了 3 种糙

米（泰国糙米、短粒糙米和棕色印度香米）

以及 3种白米（白色长粒米、白色布丁米和

寿司米）。这些米是英国主要连锁超市出

售的大米类型，且砷含量较高。

对这 6 种米，研究人员用去离子水清

洗、预浸泡和短暂煮沸等预烹饪处理，研究

了 4种煮饭方式，包括未清洗吸收法、清洗

吸收法、预浸泡吸收法和煮沸吸收法。

结果显示，煮沸吸收法（PBA）是最佳

的烹饪方法，即先将水煮沸，然后加入大米

煮 5 分钟后去水，然后用吸收法将大米在

新的去离子水中煮熟。这种方式使糙米和

白米分别去除了 54%和 73%的无机砷。

论文第一作者马诺·梅农说：“我们

最新开发的煮沸吸收法方法简单，每个

人都可以用它煮米饭。我们不知道所购

买的每包大米中的砷含量，尽管数据显

示，糙米的营养优于白米，但它比白米含

有更多的砷。新方法能显著减少人们对

砷 的 摄 入 ，同 时 减 少 关 键 营 养 元 素 损

失。我们强烈建议在为婴幼儿准备米饭

时使用这种方法，因为他们极易受到砷

的影响。”

特定方式煮饭砷少又营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