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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今日视点K
◎本报驻以色列记者 胡定坤

◎《科技日报》英文特刊编辑部

科技日报北京7月 5日电 （记者

刘霞）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科学家首

次将细菌产生的毒素编码为信使核糖

核酸（mRNA）分子，并将含有这些分

子的纳米颗粒直接递送给癌细胞，使

癌细胞产生毒素，最终自杀，自杀率约

为 50%。相关研究刊发于最新一期

《治疗诊断学》杂志。

研究负责人丹·佩尔解释说，许多

细菌会分泌毒素，其中最著名的是肉

毒杆菌，其会产生肉毒毒素。经典的

癌症疗法是化疗，通过血液输送小分

子，有效杀死癌细胞。但化疗没有选

择性，也会杀死健康细胞。他们的想

法是将编码细菌毒素的 mRNA 分子

直接作用于癌细胞，诱导其产生毒性

蛋白，随后杀死这些癌细胞。这就像

在癌细胞内放置“特洛伊木马”一样。

为实现上述想法，研究团队先将假

单胞菌家族细菌产生的有毒蛋白质的遗

传信息编码为mRNA分子，类似于将新

冠病毒刺突蛋白的遗传信息编码为

mRNA基因分子制造疫苗的过程。

随后，他们将 mRNA 分子包装在

脂质纳米粒子中，并涂上抗体，以确保

产生毒素的指令能到达标靶癌细胞，

接着这些颗粒被注射到黑色素瘤皮肤

癌动物模型的肿瘤内。结果表明，单

次注射后，44%—60%的癌细胞消失。

佩尔指出，在这一研究中，癌细胞

产生的有毒蛋白质最终杀死了它自

己。他们在实验中使用的是假单胞菌，

针对黑色素瘤癌，但许多厌氧菌，尤其

是生活在地下的厌氧菌，都会分泌毒

素，其中大多数毒素或许可与这种新方

法一起使用。只要在肿瘤部位进行简

单的注射，就可使癌细胞“自杀”，而不

会损害健康细胞。此外，癌细胞不会像

化疗中经常发生的那样产生耐药性，因

为他们可以使用不同的天然毒素。

“特洛伊木马”细菌诱导癌细胞自毁

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近日报

道，该国权威卫生经济专家、卫生部医

疗技术评估部门前主任加里·金斯伯

格在以色列国家健康与护理研究所会

议上首次披露一项由其本人领衔制订

的国家级慢性病“早期预防计划”。该

计划建议以色列政府采取“十大干预

措施”，降低国民心脏病等慢性病的发

病率和死亡率，从而实现提升国民健

康状况、节约国家医疗投入的目的。

据悉，该计划应以色列政府要求制订，

已于 2021 年提交以卫生部进一步研

究论证。

早期预防慢性病 挽
救数万人生命

金斯伯格在以色列卫生部工作了

近 40 年，先后担任高级卫生经济学家

和医疗技术评估部门的主任，还曾在世

界卫生组织担任高级科学家，2017年自

卫生部退休后一直担任健康经济咨询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他 在 慢 性 病 早 期 预 防 计 划 中 提

出的十大干预措施包括：减少吸烟、

降低糖类摄入、预防肥胖和超重、增

加体育锻炼、减少营养不良、预防高

血压、预防糖尿病、筛查预防结直肠

癌、延缓老年痴呆、减少机动车造成

的污染。

据估算，采取上述措施，以色列政

府需在 25年内支付约 250亿新谢克尔，

但可减少 700 亿—1260 亿新谢克尔的

医疗花费，同时每年该国死亡人数将降

低 1700—3200 人，25 年可挽救 42000—

79000 人的生命，而当前该国每年死亡

总人数约为 45000—50000人左右。

金斯伯格建议实施“综合国家预

防项目”。该项目负责实施前 7 项干

预 措 施 ，其 核 心 是 建 立 必 要 基 础 设

施，招募专业人员（如护士等）为全国

45 岁以上的所有公民提供慢性病预

防服务，他们将直接与有需要的民众

沟通，为其定制可由移动应用程序监

督的健康计划，例如戒烟、降低血压、

体育锻炼以及用水和柠檬汁代替含

糖饮料等。

结直肠癌筛查仍需在专业医疗机

构进行，金斯伯格指出，如果以色列将

50—80 岁 人 群 的 结 肠 镜 检 查 率 从

26.2%提高到可实现的 90%，即可将该

国结直肠癌发病率和死亡率降低约 1/

3。最后，延缓老年痴呆的主要手段是

推迟退休年龄，这和减少机动车污染一

样，都需要政府通过立法实施。

了解民众健康状况
深入分析原因

金斯伯格在提交给卫生部的报告中

详细阐述了实施每项干预措施的原因。

以色列 20 岁以上人群中有 20%吸

烟，每年因吸烟死亡人数约有 7000 人，

劝导戒烟的成功率约为 4%，每年可因

此挽救 280人左右。

同时，该国每年约有 6401人因超重

和肥胖死亡，其中糖摄入过量是一个重

要因素。据计算，如果 5 年内将人体能

量消耗中糖类的比例由 12.5%降低至

10%，则每年可减少约 237 人死亡、9900

天住院时间、18万次补牙，节约医疗资源

2.44亿新谢克尔。如可将糖类能量占比

缩减至5%，则每年可拯救500人的生命。

至于超重、肥胖和缺乏体育锻炼，

研究显示，以色列 25—34 岁人群中约

有 28.6%超重和 14.5%肥胖，55—84 岁

人群中约 41.8%超重和 32%肥胖，这些

人的平均医疗费用比体重正常或低于

正常的人高出 12.2%。2008 年，以色列

因久坐而产生的直接医疗费用已高达

15亿新谢克尔。

此外，大约 5.8%的以色列人患有糖

尿病，另有 4.2%的人被认为是糖尿病前

期，21 岁以上人群中有 21%患有高血

压。根据此前的研究，接受健康饮食和

身体活动建议可将Ⅱ型糖尿病人数减

少 43%，而及时检测和采取控制措施可

减少 35%—65%的高血压病例数。

同样，以色列因营养不良每年死亡

人数约为 558 人，医疗支出 1.45 亿新谢

克尔，及时采取社区干预措施、由营养

师介入治疗，可大幅降低死亡率和治疗

费用。

另外，以色列 65 岁以上人群中约

有 9%患有老年痴呆症，2021 年相关护

理费用高达 86 亿新谢克尔。报告称，

推迟甚至避免痴呆症的一种方法是提

高不从事体力劳动的健康人的退休年

龄。如果 75%的以色列人能够将退休

时间推迟两年，那么 2021—2045 年间

痴呆症患病率将降低 6.3%。如果推迟

5 年，那么到 2045 年，患病率将进一步

降低约 11.9%。

最后，空气污染与心血管疾病、肺

癌、中风、糖尿病和呼吸道疾病有关，环

境空气污染每年导致以色列超过 2200

人死亡。据研究，约 15.6%的 PM2.5颗粒

是由机动车污染物排放造成。金斯伯

格指出，如果所有汽车、出租车和小型

货车都改用电力，那么 15 年内，车辆产

生的 PM2.5将减少 40.5%，与空气污染相

关的死亡人数至少减少 4.4%。如果公

交车和卡车也改用液化石油气，15年内

机动车排放的 PM2.5将下降 95.5%，相关

死亡人数将减少 10%以上。

提 升 国 民 健 康 状 况 节 约 国 家 医 疗 投 入

以色列：十大干预措施预防慢性病

科技日报北京7月 5日电 （记者

张梦然）对已灭绝的寒武纪最大顶级

捕食者之一加拿大奇虾的生物力学研

究表明，它们可能比人们认为的要弱

得多。研究显示，加拿大奇虾活动敏

捷而快速，善于在开阔水域追逐柔软

猎物，但不擅长在海底追逐硬壳生

物。研究发表在 5 日的《英国皇家学

会会刊 B》上。

加拿大奇虾于1800年代后期首次

被发现。长期以来，化石记录中发现的

一些伤痕累累和压碎的三叶虫外骨骼，

“罪魁祸首”都被认为是加拿大奇虾。

但现在，研究人员对该动物处理

坚硬食物的能力提出了质疑。最新研

究调查了该“海洋霸主”长而多刺的前

附属物是否可胜任这项工作。因为三

叶虫有非常坚固的外骨骼，或并非加

拿大奇虾能“解决”的对象。

包括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科学家

在内的团队首先利用在加拿大 5.08亿

年前伯吉斯页岩中发现的、保存得非

常完好的动物化石对加拿大奇虾进行

3D 重建，再使用现代鞭蝎和鞭蜘蛛作

为类比，研究小组证明了作为捕食者

的加拿大奇虾的分段附肢能抓住猎

物，并且可以伸展和弯曲。

研究人员使用一种称为有限元分

析的建模技术来显示加拿大奇虾抓取

行为的应力和应变点，说明它的附肢

在抓取三叶虫等坚硬猎物时会受到损

坏，随后利用计算流体动力学将捕食

者的 3D模型置于虚拟水流中，以预测

它在游泳时采用的身体姿势。

团队描绘出一幅与之前假设截然

不同的图景：这种顶级捕食者其实是

一名快速游泳健将，在水柱中伸展前

肢追赶柔软的猎物。

寒武纪顶级捕食者“吃软不吃硬”

科技日报北京7月 5日电 （记者

张梦然）尽管每天使用，但你是否对数

字支付仍心存不安？奥地利维也纳大

学科学家设计了一种无条件安全的系

统，将现代加密技术与量子光的基本

特性相结合。团队在现实环境中进行

了“量子数字支付”的首次演示，相关

研究发表在最近的《自然·通讯》上。

在当今的支付生态系统中，客户

的敏感数据被随机数序列取代，并且

每笔交易的唯一性通过经典的加密方

法或代码来保证。然而，拥有强大计

算资源的对手，可以破解并恢复客户

的私人数据，从而以他们的名义进行

付款。

团队此次展示了利用光子的量子

特性确保数字支付的无条件安全。在

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证明了每笔交

易都无法被恶意方复制或转移，并且

用户的敏感数据保持私密。

为了实现绝对安全的数字支付，

科学家们利用单光子的量子协议取代

了经典的加密技术。在经典数字支付

交易过程中，客户与其支付提供商（例

如银行或信用卡公司）共享一个经典

代码（称为密码）。然后该密码在客

户、商家和支付提供商之间传递。在

演示的量子协议中，该密码是通过让

支付提供商向客户端发送特别准备的

单光子来生成的。

对于支付过程，客户端测量这些

光子，其中测量设置取决于交易参

数。由于光的量子态无法复制，因此

交易只能执行一次。再加上预期支付

的任何偏差都会改变验证结果，这使

得该数字支付无条件安全。

研究人员成功地在相距 641 米的

维也纳市中心两座大学建筑间的城市

光纤链路上实现了量子数字支付。目

前，数字支付只需几秒钟即可完成。

在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数字支

付已经取代了实体钞票。数字支付虽

具有易于使用、独特、防篡改和不可追

踪等优点，但还需要能抵御数字攻击

和数据泄露——这也是除了覆盖率有

限、金钱数字化不易控制这两点以外，

数字支付最大的缺陷。现在研究人员

将量子加密应用于数字支付并成功演

示，可以说在支付手段天平的数字支

付一端，增加了一块重量级的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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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7月 5日电 （记者

刘霞）地球刚刚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

的一天。据英国《新科学家》网站 4 日

报道，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NOAA）、美国缅因大学汇编的数据显

示，7 月 3 日，地球表面以上 2 米处记录

的全球平均气温首次超过 17℃，达到

17.01℃ ，打 破 了 2022 年 7 月 创 下 的

16.92℃的纪录，使当天成为有记录以

来地球上最热的一天。

美 国 加 州 大 学 伯 克 利 分 校 的 罗

伯特·罗德表示，气温飙升 很 可 能 是

由 最 近 在 美 国 、欧 洲 和 加 拿 大 肆 虐

的 热 浪 ，以 及 厄 尔 尼 诺 现 象 加 速 造

成 的 ，厄 尔 尼 诺 现 象 使 太 平 洋 的 海

面 温 度 超 过 平 均 值 。 今 年 6 月 初 ，

NOAA 正 式 宣 布 出 现 厄 尔 尼 诺 现

象，太平洋地区的变暖趋势也一直在

扩大，这可能导致 7 月份的气温比前

几个月略高。

今年 6 月，全球多地气温创下新

高。近日英国国家气象局宣布，2023

年 6 月是英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个

月，该月的平均气温为 15.8℃，比以前

6 月的平均气温高 2.5℃，比此前的最

高纪录高 0.9℃。该机构首席气象学

家保罗·戴维斯表示，除了自然变化

外，人类引发的气候变化导致的地球

大气变暖也增加了全球气温创下新高

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

务中心本周的数据证实，2023 年 6 月全

球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 1.46℃，

越来越接近《巴黎协定》中设定的 1.5℃

的关键升温指标。

罗德认为，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在今

年剩下的时间里持续加剧，北半球也将

迎来盛夏，7 月和 8 月的全球平均气温

很可能创下历史新高，今年很可能是有

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地球刚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天

研究人员绘制的加拿大奇虾。
图片来源：卡特里娜·肯尼/《英国

皇家学会会刊B》

2021年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

《科技日报》英文特刊（以下简称英文特

刊）应运而生。2023年 7月 6日，她迎来

了第 100期。

英文特刊致力于讲好中国科技创

新故事，传播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信息，

解读中国的科技、人才和国际合作政

策，促进中外国际科技合作。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我们与外国专家热情互

动，共同分享科技创新文化孕育的丰

硕果实。

我们有幸采访了近百位来自世界

各地的杰出人士。尽管他们背景各异，

但始终如一的，是他们对中国的深厚感

情和促进全球合作的真挚热情。

作为中国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在华外国专家了解到“中国奇迹”背后

的故事，也认识到中国发展对促进全球

繁荣的深远意义。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孕育出革故鼎

新和天人合一等诸多世所共知的价值

观。通过外国专家的眼睛，我们发现，

以创新、合作和共赢为精髓的中国特色

科技创新文化，在外国专家眼中具有鲜

明时代特征和旺盛的生命力。

百期佳日来临之际，编辑部收到

诸多读者的祝福和建议。我们珍视这

些真诚而中肯的反馈，愿与更广泛的

读者共同分享这份事业带来的喜悦与

感动。

获取科技资讯的“平台”

英文特刊作为一个具有科技特色

的国际化媒体平台，在短短两年时间内

已经成为前沿研究和技术进步的稳定

信息源，这得到了合肥学院德籍科学家

汤卫思的认可，他为英文特刊的成长感

到由衷的高兴。

德国工程院院士、青岛国际院士港

顾问葛兴福将阅读英文特刊视为日常

生活的一部分。他强调，英文特刊是了

解最新技术的宝贵渠道，也是他分享科

技想法的媒体平台。

事实上，英文特刊也为国际学术界

提供了便捷的交流方式。

来自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的比利时与法国双国籍专家马晓丽通

过英文特刊，获取来自各国专家同行科

研进展的信息，并了解中国在科技领域

的最新进展。

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讲

席教授阿卜杜勒·加尼·瑞泽普指出，

英文特刊已经成为重要的渠道，向世

界特别是科技界传递中国科技成就的

信息。此外，它也为外国专家了解中

国的人才交流政策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来源。

英国德比大学计算机与工程学院

高级讲师兼首席研究员、尼日利亚籍奥

鲁瓦罗蒂米·威廉姆斯·塞缪尔博士认

为，英文特刊作为值得信赖的媒体，为

科学进步、技术创新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提供客观、准确、及时的新闻报道，这是

一项宝贵的财富。

科学技术在一个国家的发展中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数字时

代。西北工业大学马来西亚籍专家蔡

贤德院士这样看重媒体的科普作用。

他认为，英文特刊在报道和宣传科技

议题的真相，以及引导公众了解科技

对社会、环境和经济的影响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

联通中外交流的“桥梁”

任职于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科学

研究中心的意大利科学家费凡教授深

知中国科技界与世界分享科技成果的

重要性。他说，英文特刊作为一个窗

口，将中国的科技进步和研究成果传播

给了全球。

意大利籍公共卫生专家阿尔多·塔

利亚布认为，英文特刊作为一个桥梁，

为中外科技界搭建了沟通和交流的平

台，促进了科技合作和共同发展。

天津大学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国际

研究中心主任、日籍科学家青木信夫认

为，英文特刊对促进中外学术和教育交

流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相信通过这样

的平台，人们可以深入交流各自的思想

和理念，并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塑造我

们的未来。

“一带一路”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主

任哈桑·巴特博士表示，英文特刊是一

个很好的媒体，它分享真实的新闻，促

进文化交流，并包容多元的观点。这使

得科技界和公众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

的科技发展和成就。

科技创新故事在向世界展示中国

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科

学技术以理性思维为基础，成为国际伙

伴进行理性交流的重要议题。

中国外文出版社名誉英文总编辑

大卫·弗格森先生指出，科学和技术不

仅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来讲述令人兴奋

的新发展，而且也能够在情感层面上与

更广泛的受众接触。这正是英文特刊

向世界人民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元素

之所在。通过这一平台，世界各地的读

者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科技的进

步与创新，以及对全球社会的影响。

百期佳日再“出发”

正如费凡所说：“第 100 期不仅象

征着过去的成就，也意味着一个激动人

心的新起点。”

中 国 科 学 院 深 圳 先 进 技 术 研 究

院医药所高分子药物研究中心首席

科学家戴安娜·博拉斯基认为，英文

特刊在加强健康卫生科技方面的国

际合作方面有巨大潜力，可以在信息

互 通 和 观 点 交 流 方 面 发 挥 重 要 作

用。她希望这一平台能够成为促进

国际合作的桥梁，为科学家们提供更

多机会来共同研究和解决全球性的

健康科技问题。

瑞 泽 普 教 授 对 英 文 特 刊 有 着 更

多的期待，他希望该平台为中外专家

推动人类进步、构建更加美好的人类

命运共同体，提供分享知识和经验的

契机。

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

英国籍古生物学家诺曼·麦克劳德期待

英文特刊在未来发挥更大的作用，成为

科技界和公众之间主要的信息传播渠

道之一，进一步推动科学技术发展和全

球合作进程。

费凡鼓励作者和读者携起手来，与

《科技日报》英文特刊一起迎接下一个

百期征程。“这个里程碑事件标志着更

广阔视野的到来，将引领我们走向更加

光明的未来”。

与世界分享中国科技创新智慧
——写在《科技日报》英文特刊第 100期出版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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