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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巴黎 12月 19日电 （记

者李宏策）19 日，法国国 家 医 学 科 学

院 将 第 六 届“ 夏 邦 克 -杜 博 赛 ”奖 授

予由苏州大学心血管病研究所心脏

大血管外科专家沈振亚教授和细胞

生 物 学 家 胡 士 军 教 授 组 成 的 团 队 ，

以表彰他们在细胞治疗终末期心力

衰 竭 的 合 作 研 究 中 作 出 的 杰 出 贡

献。

沈 振 亚 教 授 现 任 苏 州 大 学 心 血

管 病 研 究 所 所 长 、国 家 临 床 重 点 专

科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脏大血

管 外 科 主 任 ，是 国 内 率 先 将 细 胞 治

疗用于心力衰竭的临床科学家。与

他合作的胡士军教授现任苏州大学

心 血 管 病 研 究 所 副 所 长 、科 技 部 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干细胞专项首席科

学家。

长期以来，沈振亚团队与胡士军

团队针对心力衰竭治疗临床瓶颈，在

遗传学、分子生物学、材料学等多领域

协同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他们提

出了新的干细胞选择理论，揭示了免

疫调节修复心肌的新机制，创立了多

种细胞治疗的生物工程学方法，推动

了干细胞治疗的临床转化。

此次“夏邦克-杜博赛”授奖高度

肯定了中国科学家的国际影响力，以及

在基础与临床跨界融合、协同创新的示

范效应。

“ 夏 邦 克 - 杜 博 赛 ”奖 于 2018 年

由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设立，用以倡

导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夏邦克教授

与现代脊柱外科奠基人杜博赛教授

的跨界创新精神，激励基础和临床交

叉融合、协同创新。该奖面向全球科

学家开放申请，每年评选一次。自创

立到现在已评选五届，我国已有陈赛

娟院士与卢洪洲教授团队在 2020 年

获此殊荣。

中国团队荣获法国第六届“夏邦克-杜博赛”奖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

本 月 稍 早 时 间 宣 布 ，批 准 CRISPR/

Cas9 基因编辑疗法 Casgevy 上市，用于

治疗 12 岁及以上镰状细胞贫血病患

者。这是 FDA 批准的首款 CRISPR 基

因编辑疗法。而 11 月 16 日，Casgevy已

在英国获批上市。

美国初创公司 Prime Medicine 首

席执行官基思·戈特斯迪纳表示，CRIS-

PR/Cas9 被认为是 CRISPR 1.0，其开

创了基因编辑新时代，但局限性也非常

明显。目前已有一批CRISPR 2.0新技

术问世，能以比CRISPR 1.0更精确、更

通用的方式编辑 DNA。荷兰鲁汶大学

呼吸系统疾病和胸外科实验室肺病专家

玛丽安娜·卡隆则表示，CRISPR 1.0基

因编辑疗法获批，为下一代基因编辑技

术走上舞台中央奠定了基础。

碱基编辑

毫无疑问，CRISPR/Cas9 基因编

辑具有跨时代的意义，但在临床治疗中

也存在难以克服的安全隐患。由于核

酸酶在编辑时需要首先切断 DNA 双

链，这个过程中如果出现任何错误，无

论是错误识别碱基序列导致的脱靶效

应，还是 DNA 双链断裂本身导致的细

胞凋亡或癌变，都可能让基因编辑成为

孕育危险的“温床”。

鉴于此，2016 年，哈佛大学刘如谦

教授团队提出了全新的碱基编辑理

念。碱基编辑技术可在不切断双链

DNA 的情况下，将基因组序列上的某

个碱基转变成其他碱基。如将 A 转换

为 G，或将 C 转换为 T 等。历经多重迭

代和更新，最新技术不但能实现碱基的

改变，还可精准地在基因组中插入或切

除 DNA 序列，为更安全修改人类基因

组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

碱基编辑的巨大应用前景催生了

一大批初创公司。麻省理工学院张锋博

士等人联合创建的 Beam 医药公司已有

两款碱基编辑疗法进入临床开发阶段：

BEAM-101 用于治疗镰状细胞贫血病

和β地中海贫血；BEAM-201用于治疗

急性髓系白血病。此外，Verve医药公司

的碱基编辑疗法VERVE-101也已完成

首位患者给药。这是全球首个体内碱基

编辑的人类临床试验，其通过单次给药，

在肝脏中灭活PCSK9基因表达，以持久

降低导致疾病的LDL胆固醇的水平。

先导编辑

碱基编辑也有“先天不足”。它只

能改变某些 DNA 序列，而不能将大块

DNA 序列插入基因组内。鉴于此，“先

导编辑”技术于 2019 年应运而生。其

无 需 依 赖 DNA 模 板 ，有 潜 力 将 任 何

DNA 单碱基转换成其他单碱基，而且

还能有效实现多碱基的精准插入与删

除。原则上，75000 种已知致病性人类

遗传变异 89%都可修复。

卡隆指出，先导编辑比碱基编辑更

灵活，因为它可靶向并校正基因组中的

几乎任何位点。历经多年研究，科学家

通过设计更好的酶，提高了先导编辑的

效率。

Prime Medicine 公司计划明年获

得 FDA 的许可，启动先导编辑治疗慢

性肉芽肿性疾病（一种遗传免疫疾病）

的临床试验。

研 究 人 员 正 在 突 破 这 项 技 术 的

界 限 ，设 法 将 更 大 的 DNA 片 段 插 入

基因组中的靶点。美国麻省理工学

院生物工程师奥玛·阿布达耶指出，

这为替换整个基因打开了大门，使科

学家更容易开发出治疗囊性纤维化

等遗传疾病的疗法。未来，科学家或

许可用新基因取代有缺陷的基因拷

贝，而不是纠正每个突变，为患者提

供个性化疗法。

表观基因组编辑

除改变基因本身的序列外，CRIS-

PR 系统还可通过改变表观基因组，来

调控基因的表达方式，包括对 DNA 进

行一系列化学修饰，以影响基因的表达

活性。

目前表观基因组编辑技术不如碱

基编辑那么受追捧。Tune医药公司首

席科学官德瑞克·詹茨指出，部分原因

在于科学家认为表观基因组编辑后会

随着细胞分裂而被清除，但这是一个常

见的误解，表观基因组编辑的效果可非

常持久。

今 年 5 月 ，Tune 公 司 提 供 了 数

据，表明可关闭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体

内 的 PCSK9 基 因 ，而 不 改 变 DNA 序

列本身。詹茨表示，他们的表观遗传

编辑工具靶向 PCSK9 基因并增加其

DNA 甲基化，关闭其表达，进而降低

坏胆固醇的水平，这一效果至少持续

了 11 个月。

詹茨指出，与一些必须每隔几周

或几个月重新给药的 RNA 药物相比，

表观基因组编辑的优势可能在于其更

具 持 久 性 。 此 外 ，这 种 治 疗 不 改 变

DNA，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监管机

构 对 CRISPR/Cas9 疗 法 安 全 方 面 的

担忧。

Tune 公司希望使用表观基因组编

辑关闭抗病毒治疗后也可能潜伏在细

胞中的病毒 DNA，从而治疗乙型肝炎

病毒感染者。

迈 向 CRISPR 2.0

下一代基因编辑技术方兴未艾

科技日报北京12月 20日电 （记

者张梦然）美国西北大学、波士顿学院

和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人员从人脑中汲

取灵感，开发出一种能够进行更高层

次思维的新型突触晶体管，可像人脑

一样同时处理和存储信息。在新的实

验中，研究人员证明晶体管对数据进

行分类的能力，超越了简单的机器学

习任务，并且能够执行联想学习。研

究成果 20日发表在《自然》杂志上。

尽管之前的研究已利用类似的策

略来开发类脑计算设备，但这些晶体

管只能在低温中运行。相比来说，新

设备在室温下运行很稳定。它在快速

运行时消耗的能量很少，即使断电也

能保留存储的信息，这使其成为实际

应用中的理想选择。

研究团队探索了莫尔条纹物理学

的新进展。莫尔条纹是一种几何设

计，当两种图案相互层叠时就会出

现。当二维材料堆叠时，会出现单独

一层不存在的新特性。当这些层扭曲

形成莫尔条纹时，电子特性前所未有

的可调性成为可能。

对于新设备，研究人员结合了两

种不同类型的原子薄材料：双层石墨

烯和六方氮化硼。当堆叠并有目的地

扭曲时，这些材料形成了莫尔条纹。

研究人员可在每个石墨烯层中实现不

同的电子特性。通过正确选择扭曲，

研究人员利用莫尔条纹物理学在室温

下实现神经形态功能。

为了测试晶体管，团队训练它识

别相似但不相同的模式。他们还推出

了一种新型纳米电子设备，以节能的

方式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分类。

首先，研究人员向设备展示了一

种模式：000（连续三个零），然后，他们

要求人工智能识别相似的模式，例如

111 或 101。研究人员表示：“如果我

们训练它检测 000，然后给它 111 和

101，它就会知道 111 与 000 比 101 更

相似。000 和 111 并不完全相同，但都

是连续的三位数字。认识到相似性是

一种更高层次的认知形式，被称为联

想学习”。

将不同类型的原子薄材料堆叠、

扭曲，在每个层中实现不同的电子特

性，然后，利用这些扭曲，在室温下实

现设备的神经形态功能。这是一次非

常有意思的尝试。机器在执行特定任

务时，常比人脑更有效率更为准确。

但是，我们仍然希望机器能够具备人

脑的特点，这样一来，它可以不需要大

量的数据投喂，不需要一次次的人工

标注。它可以举一反三，像儿童一样

实现小数据甚至零数据学习。所以，

研究人员一直在寻找新的材料和方

法，让机器更为接近人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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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进 一 步 讲 好 中 国 故 事 ，传 播

好 中 国 声 音 ，向 世 界 展 示 真 实 、立

体、全面的中国，“打造精品力作 讲

好中国故事”座谈会暨《外国专家的

中国情缘》新书发布会 12 月 17 日在

北京举办。

《外国专家的中国情缘》讲述了

16 位外国专家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

真切体验。特别是近十年来中国的教

育科技进步、医疗卫生改善、乡村振兴

成就等故事，帮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

国，读懂中国。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中国国家创

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

副主席李君如在视频致辞中表示，通

过外国专家的视角讲述中国故事，让

中国故事在国际社会上更有说服力、

更有可信度。

中 国 公 共 关 系 协 会 副 会 长 、中

国国际广播电台原常务副台长夏吉

宣在致辞中指出，在当前严峻的国

际舆情下，该书超越了国家和意识

形态的不同，从外国专家的个人角

度讲述他们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

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

实意义。

座谈会上，新书获得与会外国专

家的赞许。2019 年度中国政府友谊

奖获得者、美籍专家龙安志表示，现阶

段中国和国外需要新的“乒乓外交”

“功夫文化”，也需要让更多外国人了

解中国的价值观。他指出，需要更多

这样的书，需要更多的宣传，多让外国

人了解真正的中国，而不是一些外国

媒体经常偏见化的中国。

2020 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

者、俄罗斯籍专家谢平表示，该书是

一本值得被翻译和对外出版的优秀

作品，它能够让国际社会了解外国人

在中国居住、工作和生活的真实情

况。他希望未来该书可以推出多语

种版本，让更多外国读者走近中国、

读懂中国。

2021 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

者、埃及籍专家哈莱表示，这是一本

关于外国专家在中国的故事的书，

通过这本书能够看到一个个活生生

的人的故事。她相信当外国读者爱

上这本书的同时，他们也必然爱上

中国。

2004 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

者、英籍专家柯马凯认为，讲述中国

故事存在“讲什么”“给谁讲”等诸多

问题。他表示，目前国际形势严峻

复杂，需要通过外国专家的角度讲

述中国，也要对外讲述中国人帮助

海外的故事，弘扬国际主义精神和

情怀，让更多外国读者了解真实的

中国。

向世界展示可信可爱可敬中国形象
——《外国专家的中国情缘》新书在京发布

◎实习记者 宗诗涵

类脑计算艺术图。
图片来源：美国西北大学

科普园地科普园地K

拍摄于厄瓜多尔的红眼蛙。
图片来源：《自然·通讯》

法国国家医
学科学院向沈振
亚教授和胡士军
教授（前排中间）
授予“夏邦克-
杜博赛”奖。

本报记者李
宏策摄

科技日报北京 12月 20日电 （记

者张梦然）蛙和蟾的体色是自然界最奇

妙的现象之一。它们有些颜色明亮，警

告捕食者有毒，有些则会产生高度适应

的伪装外表。《自然·通讯》19 日发表了

一项覆盖逾 3000 个物种的研究，发现

蛙和蟾的多变体色，有助于帮助它们抵

御环境压力和病原体。研究表明，这类

两栖动物的体色可能影响它们在变化

气候下的生存能力。

无尾目（蛙和蟾）有超过 5000 个物

种，这个多样的类群里有极大的颜色多

样性。过去对其它动物的研究表明，体

色可能在无尾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

对其进行测试需要研究广泛环境条件

下的许多物种。

德 国 马 尔 堡 大 学 研 究 团 队 调 查

了蛙和蟾颜色亮度如何与温度控制、

防 御 紫 外 线 B（UVB）辐 射 以 及 抵 抗

病原体相关。他们从世界各地收集

了 3059 个物种的数据，包括泛树蛙、

迷彩箭毒蛙、红带蛙和玻璃蛙等，代

表了近半的已知无尾目物种。他们

发现，这些两栖动物通常在较冷地区

颜 色 较 暗 淡 。 有 意 思 的 是 ，它 们 在

UVB 压力和病原体感染风险较高的

地方亦然，如马达加斯加、秘鲁和厄

瓜多尔等地。

研究人员认为，颜色明亮的蛙和

蟾耐受较高温度，其代价是面对病原

体如两栖类壶菌（两栖动物中一种流

行病原体）及 UVB 辐射更为脆弱。分

析还表明，这些因素在塑造体色时“因

地而异”。

随 着 气 候 变 暖 和 病 原 体 入 侵 正

在 推 动 世 界 各 地 两 栖 动 物 种 群 缩

小。这些发现或有助于预测哪些蛙

和蟾物种更为脆弱以及未来它们将

生活在何处。

蛙 和 蟾 ，体 色 大 有 文 章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佳欣）德国图

宾根大学研究人员从人类鼻子中发现

了一种新的抗生素物质，可用来对抗病

原体。这种名为 epifadin的分子是由表

皮葡萄球菌的特定菌株产生的。他们

将 epifadin归为一类前所未知的新型抗

菌化合物，它可杀死微生物，也可作为

开发新型抗生素的先导结构。研究论

文发表在 12 月 18 日的《自然·微生物

学》杂志上。

人类的鼻子、皮肤和肠道既有良性

细菌，也有致病细菌。这些微生物共同

生活在微生物群落中。如果微生物群

变得不平衡，病原体可能会增加，人体

就会生病。表皮葡萄球菌自然存在于

几乎所有人的皮肤和鼻部微生物中。

研究人员发现，表皮葡萄球菌的特

定菌株能够产生活性物质 epifadin，以

便与其“竞争对手”微生物抗衡。事实

上，epifadin 不仅可对抗局部与表皮葡

萄球菌竞争的细菌，还可有效对抗来自

其他栖息地的细菌，例如来自肠道的细

菌和某些真菌。

epifadin 对潜在的病原体金黄色葡

萄球菌特别有效，后者是医院获得性感

染的一种主要致病菌。在实验中，epifa-

din杀死了病原体金黄色葡萄球菌，其通

过破坏细胞膜来摧毁敌对的细菌细胞。

epifadin 的化学结构极不稳定，该

物质的活性只有很短的几个小时，因此

epifadin 主要具有局部效应。这降低了

对微生物群造成附带损害的可能性，而

这种损害在目前广谱抗生素治疗中很

常见。

研究人员表示，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来发现 epifadin或其衍生物是否可用于

治疗。例如，产生 epifadin 的表皮葡萄

球菌是否会在鼻黏膜和皮肤的其他地

方定殖，从而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病

原体的生长。

人鼻中发现新型抗生素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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