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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达人

基 因 疗 法 迎 来 新 的 进 展
近日，《自然》子刊《自然·医学》在

线发表了3篇关于基因疗法的最新研究论
文。其中，一项治疗“杜氏肌营养不良
症”长期疗效以及安全性的研究，引起了
许多人的关注。

杜氏肌营养不良症这个名字在许多
人听来或许稍显陌生，但它却是影响了
许多儿童的严重遗传疾病,不但会影响患
者的行动能力，还会危及到他们的生
命。从病理上看，杜氏肌营养不良症很
适合通过基因疗法来治疗。现代科学家
知道，编码“抗肌萎缩蛋白”的基因有
79个编码区域 （外显子），这个数量可以
说是非常多。如果其中有一些出现遗传
突变，就可能让这个蛋白失去活性。相
反，如果我们能“矫正”或者“无视”

这些基因突变，或许就可以逆转杜氏肌
营养不良症的病情。

这正是许多科研人员所着力的方向，
杜克大学的 Charles Gersbach 教授自 2009
年起，他的课题组就在探索如何用基因疗
法对杜氏肌营养不良症进行治疗，而
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的诞生，则让
设想接近成为现实。

在长期疗效方面，基因疗法有着不俗
的效果。尽管实验小鼠只接受了一次治
疗，它们体内的抗肌萎缩蛋白水平在一年
后依旧保持在了高位。这些结果确认，这
款基因疗法一经治疗，就能长期起效，有
着良好的潜力。

疗效之外，基因疗法的潜在副作用也
是研究人员所关心的。研究结果也正如科

学家们所料。这些成年小鼠体内，都对基
因疗法出现了免疫反应。而新出生的小鼠
则没有类似的反应。这些反应虽然并不危
险，但却有可能削弱基因疗法的效果。

此外，只从小鼠的健康程度来看，这
些意外的基因编辑并没有引起严重的后
果。研究人员们解释说，这是因为小鼠原
本编码抗肌萎缩蛋白的基因就失去了功
能。额外插入一些序列，不会带来什么副
作用。

小鼠中的这些问题，会在人体中得
到重复吗？在人体中，是否允许出现意
外的基因编辑？这正是科学家们进行这
些研究的目的。只有提前了解各种可能
性，才能更好地将基因疗法应用于人
类，造福患者。 （科文）

或许，养生的第一步我们就走错了！
□ 段梅红

一位40多岁的中年男士，非常注
重养生，喝什么样的水、吃什么样的
菜都从不马虎，亲朋好友皆视其为

“养生达人”。但他却罹患癌症去世
了。朋友们想不明白，这样一个样样
讲究的人怎么会英年早逝呢？

其实，这个问题也不难回答。这
位男士虽然注重养生，但他的养生初
衷是错误的。一次没洗手就觉得有细
菌钻进皮肤，吃了一次普通菜就担心
有农药渗进血液。一句话，他是基于
恐惧去养生的。试想，一个人若总是
处于“时刻准备着”的意识状态下，
他的整个身心都是拘谨的甚至畸形
的，即便再吃有机菜又有何益？！

这虽然是例个案，但细想想，很
多所谓的保健品、养生疗法的营销、贩
卖，不都是从“吓唬人”开始的吗？因
为谁都不想生病，谁都怕得癌症，谁都
希望健康，所以没有谁不在意养生。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养生才叫“养
生”呢？养生的真谛又是什么呢？

如果从字面来看，“养生”就是
“颐养生命”。然而，生活中很多人却

把“养生”等同于“通过某些产品或
某种方式方法达到使身体不得病、能
治病甚至治好病的目的”。如此，养
生的第一步就错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举个例子。“防癌”“抗衰”是养

生“课堂”上的永恒话题，这本没什
么错，但“授课人”灌输的和“养生
者”形成的“防癌抗衰”的认知却是
错误的，即：把癌症当绝症，把衰老
当疾病。

癌症难道不是绝症？要知道，时
代是进步的，科技是发展的，癌症等
于死亡这样的认识是三四十年前的概
念了，而现在许多中老年人对疾病的
理解也多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储备。著
名肺癌专家支修益教授就说过，40年
前说“癌症是慢性病”是空话，但今
天，尤其是有了靶向药物后，带癌生
存已经可以成为常态，“癌症只是一
种慢性病”正在成为共识。虽然很多
癌症目前还没有办法治愈，但可以有
效地控制它，不让它发展或复发。就
如同高血压、糖尿病一样，虽不能治

愈，但完全可以控制。
很多所谓的保健品、神奇疗法利

用人们对癌症的恐慌大肆推销贩卖抗
癌理念，以致出现癌症老人把保健品
当饭吃、两年花尽20万、最后人财两
空的悲剧。其实，“癌”字有三

“口”，三生万物，中国独特的象形文
字已经告诉我们，癌是可以一口一口

“吃”出来的，管住嘴就是防癌抗癌
的一个关键措施。

再来说说“抗衰”。
其实，人的生命在25岁时即达到

健康顶峰，这之后便开始衰老了，只
是衰老的速度极其缓慢，人并不觉
得。45岁以后，衰老速度加快，50岁
时很多人都有了“见老”的感觉，60
岁后就被拉进法定的“老人”群了。

衰老是自然规律，就如同花儿绽
放时鲜艳亮丽，之后便开始暗淡萎
蔫。许多所谓的“病”并不是病，不
过是“老了”之后身体器官的自然反
应，骨关节用了几十年，难免会发生

“退行性病变”；口腔功能退化了，肠
胃消化自然就弱了。一个中年人若血

压达到140/90毫米汞柱，那就基本可
以判定是个高血压“病人”了，但若
是一位老年高血压患者坚持服药将血
压控制在这两个数字上，那他就是一
位“健康”的老人。

让自己活得快乐、充实，肯定
比时时、事事循养生之规蹈保健之
矩要来得舒畅痛快。所以，养生的

“颐养生命”应该是以科学的态度看
待自己的生命，以友善的行动对待
自己的身体和身体环境，主动地去
调整身体的失衡状态，提高自己的
生活品质和生命质量，让身心趋向
自然和健康。

注重养生当然是好事，但切莫忘
记养生的初衷。想要抵达目的地，不
仅需要坚持前行，最重要的是迈出的
第一步必须向着正确的方向，否则只
能越走越远，最终适得其反。

这是在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雪山梁拍摄的银河。银河在中国古代又称天河、银汉、星
河、星汉、云汉。银河是由无数暗星（恒星）的光引起的。银河不是银河系，而是银河系
的一部分。银河系包含上千亿颗恒星、总质量大约是太阳质量的6000亿至30000亿倍，直
径有约10万光年。自古以来，气势磅礴的银河就是人们十分注意观察和研究的对象。古人

不知道银河是什么，把银河想像为天上的河流。我国著名的神话故事牛郎织女鹊桥相会，
这鹊桥就是铺设在这天河之上。 杨友利 摄

（图片由北京自然博物馆“科学摄影“项目提供，为2017年大赛二等奖作品。“科学摄影”项
目自2014年创办，囊括显微摄影、水下摄影、天文摄影、昆虫摄影、生态摄影等门类科学影像）

雪山上的银河拱桥雪山上的银河拱桥

理论科学的泛味和高门槛是其广
泛传播的最大阻碍，也是科普工作中
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当前，知
识传播以及科普工作的形式也越来越
开始契合时下当红的技术，从口耳相
传到文字书籍、从广播电视到移动互
联网，科普工作的方式也是随着知识
的传播方式在不断演变着，而短视频
的兴起无疑进一步让科普工作式变得
更加直观和简单。可想象，当科学实
验通过短视频这一更具显像化的方式
进行传播，不仅可以提升触达人群的
广度，也可以降低知识接收的门槛，
助力推动全民科学素质。

最近，抖音平台上就出现了一位
“陈征博士”，他不仅是第21届茅以升
北京青年科技奖获得者、大学物理老
师，也是一位乐于实验的“短视频科
普达人”。

从物理老师到科普达人
陈征自2000年起进入北京交通大

学，接连完成了光学专业的本、硕、
博学位，毕业后以师资博士后身份进

入北京交通大学光学工程博士后流动
站，目前是北京交通大学物理国家级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一名物理教师，
也在抖音以“陈征博士——科学实验
大玩家”的名字为用户带来各类精彩
的科学实验。

陈征不仅活跃于短视频平台，此
前在电视屏幕上也同样活跃，他是中
央电视台 1 套 《加油！向未来》 第 1、
2、3季，《正大综艺之脑洞大开》等国
内地方卫视多档科普节目的科学策

划、顾问及嘉宾；还是实验舞台剧
《能量密室》 科学总监。对于陈征来
说，大学物理老师和电视上的知识科
普达人，做的都是同一件事——传播
科学思想、普及科学内容，但若涉及
到具体细节，这二者在知识内容的传
播方法和深浅程度上还是不一样，从
700平米的教学实验室到电视上的科学
演播厅，陈征有他自己不同的方式做
好科学知识的普及。

起初，作为物理老师，陈征只要

求严谨和完美，在电视节目实验设计
上和导演组有过不少争论。但随着节
目的推进，以及陈征对于科普工作的
深入理解，他对节目实验的呈现形式
也渐渐发生了变化。

“最开始我不大关注实验的趣味性
和用户接受度，只单纯执着于实验的
严谨和真实。但后来通过对照实时收
视率曲线看播出时，发现了一个很残
酷的现实。一讲到实验原理讲解，收
视率曲线就呈断崖式下跌，到下一个
实验接着又重新往上爬。这让我知
道，科普工作一定要考虑观众的接受
度，要通过生动有趣的形式，在保证
科学严谨性的同时，降低用户接收知
识的难度，如今我认为科普工作应多
些趣味性，要更加‘接地气’。”

“傅里叶变换”动图与抖音奇缘
两年前，陈征在一个论坛帖中被

一张傅里叶变换动图点醒。傅里叶变
换是一种分析信号的方法，简言之就
是公式复杂、抽象，堪称理工科学生
的噩梦。但在这幅动图里，复杂的波
形通过圆圈套圆圈的动图变换，简单
解释了圆周运动叠加的真谛，使在纸
上难懂的“傅里叶变换”复杂性陡然
降低了好几个度。 （下转第三版）

科学启智慧 实验感真知

短 视 频 让 科 普 “ 酒 香 不 怕 巷 子 深”
□ 科普时报记者 陈 杰

随着中国国家航天局 （CNSA） 宣布成功完成“嫦
娥四号”探月任务的新阶段任务，之前“嫦娥四号”成
为首个在月球背面软着陆的航天器。于是乎，在全球范
围内人类月球登陆50年之后，建造月球基地的可行性逐
渐成形。

虽然只有美国在月球上留下了足迹，但是美国人现
在不得不加倍努力迎头追赶。到2018年8月美国才宣布
建造一个永久性月球基地的计划，在此之前美国宇航局
关注的焦点是火星，相比之下，欧洲航天局已经领先一
步。

欧洲航天局宣布计划建造一个永久性月球基地，提
出的“月球村”概念将包括各种群体，其中包括：科学
家、艺术家、公共组织和私人组织。月球村可用于天文
研究、旅游或者地质勘探地球上短缺矿物质。

同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空间探索计划
创始人阿里尔·埃克布劳也希望“空间民主化”，为此他
召集了一支多学科研究小组，具备了机器人、合成神经
生物、建筑、艺术、空间和设计等技术力量。

月球表面温度在零下127摄氏度至零下173摄氏度之
间，存在着一定的辐射等级，处于低重力条件，其重力
仅是地球的六分之一。一个月球日大约相当于29个地球
日，这意味着登陆月球的探测器将经历持续 29 个的白
天，然后是持续29个的黑夜，太阳能充电可能成为一个
问题。因此，月球前哨基地的任何新技术都必须适应这
些条件。

德国太空专家皮埃尔·亚历克西斯·朱梅尔称，这项
太空竞赛将持续5年时间，因为月球竞赛的目标是将最
好的团队想法带到月球表面。

“月球竞赛”技术原型是在月球条件下进行测试，并
构建在月球任务基础之上。朱梅尔表示，这项太空任务
主要依靠多家太空机构协作完成，我们最初计划在
2024-2025年实现。

尽管早期月球基地的概念富有艺术想象力，但实际
将受到现实条件的约束限制，毕竟到月球旅行成本非常
昂贵。太空负载越重，所需燃料就越多，相应的成本也
越高。利用月球现有资源建造一个生活空间是具有意义
的，有可能使用熔岩管，在月球早期火山活动形成的隧
道作为避难所，获取月球表面之下的冰冻水资源。但一
个更加直接的计划是利用月球风化层建造一个栖息地。

科隆大学马蒂亚斯·斯佩尔教授与德国航天机构
DLR合作，使用火山粉末制造砖块，这些砖块将建造一
个类似冰屋的建筑结构，这样它就能抵抗来自顶部的额
外压力。

斯佩尔说：“但是仅仅建造一个月球人类定居点将是
一个缓慢的过程，做一块砖大约需要5个小时，建造一
个冰屋需要1万块砖，这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如果投入使用更多的透镜，并采用机器人建造月球人类定居
点，相应的建造时间可以缩短，但这是一个可行的计划。月球风化
层可以用于建造像混凝土一样坚固的建筑。当前的技术仅能提供混
凝土五分之一的强度，大约相当于石膏的强度，因此需要进一步开
发设计才能达到最终理想的强度。下一个阶段是评估，幸运的是，
欧洲航天局大型月球设施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开始建设，该设施可以
为未来人类月球生活提供技术和生存条件。

此外，新能源技术是人类在月球上生活的关键，地球上的燃料
电池需要氢和氧（通常来自空气）之间的化学反应来产生电能，而
水是副产物。虽然月球没有大气层，但仍残留部分大气成分。负责
开发这些最新技术的考利表示，可以将月球上的水资源进行分解，
在夜晚重新组合产生电能。

一旦这些技术得以完善并进行测试，并确保在月球条件下工
作，宇航员将能够建立一个月球基地，这比你想象的要实现得更
快。 （捷闻）

人
类
建
造
月
球
基
地
究
竟
有
多
难

制片人王雪纯和实验负责人陈征在《加油向未来》录制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