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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霞

科技日报北京8月 15日 （记者张
梦然）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科学家开创

性地重建了生命起源的两种分子语言，

并进行了数学验证。《美国化学会志》最

新发表的这一突破，为纳米技术的发展

打开了新的大门，其应用范围包括生物

传感、药物输送和分子成像。

人们可以把生物体看成由数十亿

个纳米机器和纳米结构所组成的，这些

纳米机器和结构之间的通信，能创建移

动、思考、生存和繁殖等诸多高阶行为。

生命出现的关键正依赖于分子语

言（信号机制）的发展，这确保了生物体

中的所有分子能够协同工作。而随着

人类进入纳米技术时代，许多科学家认

为，设计更复杂、更有用的人工纳米系

统的关键，取决于人们理解和利用分子

语言的能力。

一种众所周知的分子语言就是变

构，其机制是“锁和钥匙”：一个分子结

合并修改另一个分子的结构，指导它触

发或抑制活动。

另一种鲜为人知的分子语言是多

价，也称为螯合效应。它就像一个谜

题：当一个分子与另一个分子结合时，

它通过简单地增加其结合界面，促进

（或不促进）第三个分子的结合。

在所有生物体的所有分子系统中，

都观察到了这两种语言。此次，研究人

员提出了创建基于 DNA的分子系统的

想法，该系统可使用两种语言发挥作

用。团队以一种简单的数学方程很好

地描述了这两种语言，从而解开了参数

和设计规则，实现编程纳米系统内分子

之间的通信。

凭借该新成果，团队设计并制造了

可编程抗体传感器，该传感器可检测不

同浓度范围内的抗体。与此同时，这一

发现还揭示了为什么天然系统会选择其

中一种分子语言而不是另一种的原理。

有关生命起源的分子语言成功重建

1978 年 7 月 ，世 界 首 个“ 试 管 婴

儿”路易丝·布朗在英国曼彻斯特呱呱

坠地。此后的 45 年里，体外受精已经

成 为 全 世 界 治 疗 不 孕 症 的 主 要 手

段。据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网站报

道，迄今已有至少 1200 万人通过试管

得到孕育，大约每 45 秒就有一名试管

婴儿出生。

试管婴儿和正常孕育的孩子一样

健康、正常，但体外受精技术也面临一

些技术困难，使不少女性承受了一次次

梦想与沮丧的反复。科学家也在殚精

竭虑，借助生物医学以及人工智能等技

术，提高试管婴儿的成功率。

“体外配子”助力不孕
症研究

日本和美国的研究人员正在探索

利用干细胞，以皮肤和血液细胞为原料

来制造卵细胞，这一过程被称为“体外

配子”技术。

2023年初，在第三届人类基因组编

辑国际峰会上，来自日本九州大学的林

克彦教授称，其团队首次利用雄性小鼠

的细胞培育出了有活力的卵子，这些卵

子可与精子结合受精，从而使两只雄性

小鼠“产”下了后代。

研究团队首先将从小鼠体内分离

出来的细胞在体外培养，通过“细胞重

编程”技术将一般的细胞变成多功能

干细胞。在此过程中，一些细胞丢失

了 Y 染色体。他们通过药物作用抑制

细胞分裂的一个关键检查点，完成了

X 染色体的复制，获得了核型为 XX 的

雄性小鼠细胞（雄性小鼠天然的性染

色体为 XY）；然后，他们通过基因编辑

技术诱导细胞分化成卵细胞；最后，用

类器官培养“卵细胞”，并用小鼠的精

子完成类似试管婴儿技术的体外受

精。这些“受精卵”被移植到雌性小鼠

的子宫内完成发育，产生幼崽。林克

彦称，最终出生的 7 只小鼠健康存活，

且具有生育能力。

虽然生育是人类生物特性最基本

的方面之一，但科学家对于新生命产生

方式的了解却极其贫乏。基本要素显

而易见：精子和卵子必须相遇。但孕育

生命的许多细胞学、遗传学基础仍是未

解之谜。

《新科学家》的报道指出，林克彦

的研究提供了精子和卵子配成机制的

新见解。林克彦本人也表示，其研究

成果有助科学家了解和治疗人类不育

症。不过，也有科学家指出，这项技术

仍然存在大量伦理、法律和安全方面

的问题。

人工智能筛选最有希
望的胚胎

体外受精需要从女性卵巢中取出

卵子，并在实验室与男性精子结合受

精，随后医生将有希望的胚胎植入女性

子宫。对许多人来说，生育治疗是一种

奢侈品，在美国，一个治疗周期可能要

花费 2 万美元，而且成功率平均只有

24%左右，这意味着女性通常需要多次

尝试。

人工智能技术已在多个领域大显

身手，现在也开始进军试管婴儿领域。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以色列

生殖技术公司 AIVF 公司开发出了一

款新软件 EMA，可通过一些特征，如

人眼无法看到的遗传异常等对胚胎评

分，以筛出最有希望的胚胎。使用该

算法的诊所报告称，试管婴儿的成功

率提高了 30%。

该 公 司 联 合 创 始 人 兼 首 席 执 行

官、胚胎学家丹妮拉·吉尔伯表示，胚

胎选择是试管婴儿过程中最关键的决

定技术之一，临床医生会利用胚胎的

外观来确定其质量，但这基于主观的

人类分析，并没有真正量化怀孕的实

际机会。EMA 可处理人眼无法检测

到的大量数据，以帮助选择过程。传

统的试管婴儿平均需要 3—5 次治疗才

能 受 孕 ，但 AVIF 使 治 疗 缩 短 为 平 均

1.6 次。

吉尔伯指出，该公司开发的技术目

前正在欧洲、东南亚和南美使用。不过

她也强调，该算法并不意味着取代医

生，人类总是拥有最终决定权。

新算法找出最健康精子

美国科学家已开发出一种可通过

扫描以找出最健康精子的新算法。

在一项新研究中，加州奥玛诊所的

科学家开发出了一种“精子健康测试”

算法，可扫描精子的形状及其移动方

式，以挑选出最好的精子，供卵子受

精。他们希望这能提高体外受精的成

功率并降低成本。

为开发出这一算法，科学家们首先

从每个样本（主要来自 30 多岁和 40 多

岁的男性）中提取一个精子子集，其中

包含多达 20000 个精子，然后将样本放

在显微镜下，并分析每个样本的健康状

况，基于精子的形状和游动情况对其评

分。研究人员表示，健康精子的头部光

滑且呈椭圆形，而且能快速直线游动。

研究人员会据这些特征对精子分级，并

用这些数据训练新算法，使其能够准确

估计任何特定精子的健康程度。

就目前而言，做试管婴儿的夫妻必

须经历 3 个治疗周期，科学家希望减少

这一数字，以减少痛苦，减轻经济负担，

并提高成功率。

为 更 多 人 圆“ 父 母 梦 ”
——新 技 术 提 高 试 管 婴 儿 成 功 率

科技日报北京8月 15日电 （记者

张梦然）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研

究人员开发出一种墨水笔，允许个人

在纸张、纺织品、橡胶、塑料甚至 3D 物

体等日常材料上手写出柔性、可拉伸

的光电设备。《自然·光子学》最新发表

论文报告了这种简单而通用的制造方

法，无需任何专业培训或笨重的设备，

任何人都能制造发光二极管（LED）或

光电探测器。

该方法使个人能够在短短几分钟

内创建多色 LED 和光电探测器，其利

用圆珠笔的简单性，填充由导电聚合

物、金属纳米线和钙钛矿晶体材料制成

的专门设计的墨水，产生广泛的发光颜

色。再通过用这些功能性墨水逐层书

写，就像使用五彩笔一样，廉价、轻松、

快速地创建出功能性设备，包括一次性

电子产品（如智能包装）和个性化可穿

戴设备（如生物医学传感器）。

这种墨水笔能驾驭从纸张到派对

气球的所有基材，克服了以往对基材扁

平、光滑的高要求；更重要的是，还克服

了传统制造中对成本高昂的洁净室的

高要求，为下一代可穿戴电子产品打开

了大门，有望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渗透到

日常生活中。

团队表示，手写电子产品的未来应

用范畴远超人们的想象。譬如，廉价、可

定制的LED为实践教育、生动纺织品（如

发光服装或贺卡）以及智能包装提供新

思路；手写光发射器和检测器则能创建

可穿戴生物医学传感器和绷带，这种绷

带自带光电探测和红外 LED，可实现对

脉搏血氧饱和度的测量或加速伤口愈

合，在医疗领域为更多的患者服务。

简单圆珠笔可手写出自定义 LED

科技日报比勒陀利亚8月 14日电
（记者冯志文）南非国家公路局日前宣

布，非洲大陆最高桥梁门塔图大桥正式

开工建设，该项目由中国交通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南非分公司（以下简称中交南

非）承建。

南非国家公路局南部区域经理彼

得森对媒体表示，从 2023 年 4 月 5 日开

始，在门塔图大桥项目 4 个月动员期

间，项目方与大桥项目南北岸所在的社

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业主和社区对各

项筹备工作表示满意，对项目实施充满

信心。门塔图大桥的顺利开工得到了

南非政府及业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南

非新闻媒体近期争相报道大桥正式开

工建设的新闻，中交品牌在南非影响力

持续增强。

2022年 11月 1日，中交南非收到南

非国家公路局的中标通知书，成功中标

南非最大连续梁桥门塔图大桥项目，中

标价约 2.3亿美元。

门塔图大桥项目位于南非东开普

省印度洋沿岸地区，桥位位于门塔图河

峡谷处，是南非国家主干道路 N2 东开

普境内改扩建项目的控制性工程。该

项目为预应力混凝土连续刚构桥，大桥

全长 1130 米、主跨 260 米、墩高 220 米，

建成之后将成为同类型桥梁中“世界第

五，非洲第一”。该桥主桥拟采用挂篮

悬浇工艺，引桥采用 66 米大跨径混凝

土连续梁顶推工艺，充分展示中国基建

的施工水平和科技含量。

8 月 11 日，中交南非再传喜讯，公

司收到南非建造业委员会 CIDB 的通

知，取得南非基建板块所有领域最高施

工资质，包括土建 9CE、房建 9GB、电力

9EP、机电 9ME 四项最高等级九级施工

资质。中交南非成为在南外企中首家

获得基建领域四项最高资质的企业，在

南非市场开发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

公司领导表示，南非作为中国交建

海外发展重点国别市场，中交南非将全

面构建高水平市场发展战略，贯彻传统

业务和新业务领域同步发展理念，认真

筛选当地合作伙伴和重点工程项目，合

法合规经营，讲好中国企业故事，传播中

国企业文化，提高中交在南非竞争力，为

公司在南非长期经营发展贡献力量。

中企承建的非洲最高桥梁顺利开建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15日电 （记

者张佳欣）据 14 日发表在《美国国家

科学院院刊》上的论文，美国新泽西州

罗格斯癌症研究所等团队，在肺部发

现了第一个脂质血管“邮政编码”。

将药物输送到人体需要的部位，

对于成功治疗癌症等疾病和避免毒副

作用至关重要，但这仍然是一个重大

挑战。其中一种方式是识别存在于人

体特定部位血管表面的独特蛋白质受

体，这些受体的作用类似于血管的“邮

政编码”。这些“邮政编码”可与配体

（如小蛋白或抗体）在物理上配对，将

药物或诊断成像剂等引导和递送到其

特定的分子地址。其中一些配体－受

体对已经在抗癌和减肥药物的临床试

验中进行了测试。

此前，人们已知的所有血管“邮政

编码”都是蛋白质。最新发现揭示了

血管中前所未知的可作为“邮政编码”

的脂质网络，并为改进诊断和治疗开

辟了新途径，例如针对肺气肿、新冠肺

炎、慢性阻塞性肺病和肺癌等严重人

类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

研究人员在肺血管上发现的脂质

“邮政编码”称为C16-神经酰胺。它属

于一个脂分子家族，执行许多重要的细

胞功能，例如能帮助埃博拉病毒和新冠

病毒等进入细胞，引发细胞死亡。长期

以来，人们已知神经酰胺水平升高与许

多肺部疾病有关。因此，C16-神经酰

胺为许多不同的诊断或治疗应用提供

了一条尚未探索的途径。

为了证实他们发现了一种新的脂

质血管“邮政编码”和配体对，研究人

员在基因编辑神经酰胺缺失小鼠身上

进行了测试。实验表明，通过将配体

附着到金纳米粒子上，或可用于某些

肺部疾病的早期诊断和监测。使用光

学和分子成像技术，金纳米粒子可用

于照亮肺部。此外，该配体还可将一

种新型新冠疫苗直接输送到肺部，并

刺激局部免疫反应，这可能比目前的

注射疫苗更具保护性。

接下来，该团队计划发现更多的

脂质血管“邮政编码”，尤其是与肿瘤

有关的血管，以更好地设计抗癌药物

并转化为临床应用。

将药物通过特定途径送到特定位

置，让它精准、高效地发挥作用，一直

是研究人员关注的课题。要想将药物

准确送达，就得获得目标地点的“邮政

编码”，只是人类已知的“邮政编码”种

类还比较有限，还有许多区域无法“配

送”。此次，新的脂质血管“邮政编码”

被发现，和配体配对成功后，它能对肺

部疾病的监测和诊断起到积极作用。

未来，若能找到更多“邮政编码”，就能

形成四通八达的药物递送网络，使更

多患者从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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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8月 15日电 （记

者刘霞）据英国《新科学家》网站 14 日

报道，英国科学家指出，血液中某些蛋

白质水平升高或许预示着在未来十

年内罹患癌症、心脏病或运动神经元

疾病的可能性更高。他们开发出了

一款基于血液中蛋白质相关信息的

模型，将这一模型与标准临床模型相

结合，可精确揭示某人罹患 52 种疾病

的风险。相关论文已经提交生物预印

本网站。

在最新研究中，剑桥大学的克劳

迪娅·朗根贝格及其同事查阅了从

41000 多人身上收集的大约 3000 种

蛋白质的信息。随后，研究团队利用

其中 70%的信息，建立了统计模型，

以预测参与者在 10 年随访期内出现

一系列罕见和常见疾病的风险。通

过在其余 30%的参与者身上测试这

些模型，研究人员发现，将基于蛋白

质的模型与标准临床模型相结合，可

以精确鉴别出某人罹患 52 种疾病的

风险。

该团队确定了约 70%的参与者患

有扩张型心肌病（心脏肌肉壁变得拉

伸且变薄）和肺纤维化（肺组织瘢痕形

成）。相比之下，仅靠临床模型只能确

定约 30%的参与者患有这些疾病。此

外，与仅仅使用临床模型相比，联合方

法诊断出罹患骨髓癌和运动神经元疾

病的人数增加了一倍。

该团队表示，如果在诊所应用这

一方法，一旦某人被确定容易罹患某

些疾病，他们可以更频繁地接受筛查，

从而更早地发现和治疗疾病。

英国利物浦大学的米歇尔·戴维

斯指出，这项研究进一步证明，血液中

的蛋白质生物标志物有助更广泛疾病

的早期诊断和治疗。不过他也指出，

参与者主要为欧洲血统，居住在英国，

因此该方法还必须在更多种族和地区

予以验证。

血检有助揭示 52种疾病风险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15日电 （记

者张佳欣）经过漫长一周的早出晚归，

每个人都想在周末睡个懒觉。尽管感

觉很好，但在周六、周日早上多睡几个

小时，其实并非有益健康的好习惯。

根据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研究人员发表

在最新的《欧洲营养杂志》上的论文，

这可能会对肠道微生物组的健康造成

严重破坏。

研究发现，不规律的睡眠时间与

肠道健康的负面影响之间存在联系。

即使睡眠模式看似只有微小的变化，

比如工作日按照闹钟早起，周末睡到

自然醒，也会影响生物节律和新陈代

谢，甚至可能对肠道细菌种类产生负

面影响。

这项研究由近 1000 名成年人参

与，比较了保持规律睡眠时间（即每周

每天在固定时间上床睡觉和起床）和

不保持规律睡眠时间的参与者的血

液、粪便和肠道细菌。

研究发现，睡眠中点时间（睡眠时

间和起床时间之间的中间点）仅 90 分

钟的差异就会产生肠道微生物组组成

的差异。假后返工时差会导致对肠道

不友好的饮食选择，例如更多的含糖

饮料、更少的水果和蔬菜，这会显著影

响微生物组，从而导致炎症、代谢问题

和心血管风险。

鉴于此，为了规律的生物钟和健

康的肠道细菌，普通人应尽量在一周

中的每一天都保持同一时间起床。起

床时间越规律，身体就越容易在每晚

同一时间感到疲倦而入睡。

研究称周末睡懒觉或损害肠道健康

插图描绘了生
命起源的两种分子
语言。相同的白色
分子，表示为锁，通
过变构（顶部）或多
价（底部）被激活。
变构激活剂（青色）
诱 导 锁 的 构 象 变
化，而多价激活剂
提 供 锁 的 缺 失 部
分，两者都可以通
过钥匙激活（粉红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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