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纳德·塞斯坦 Nenad Sestan

듳쓔“뢴믮”쪵퇩훘탂뚨틥짺쯀

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医学

院的研究人员在死亡不久的猪大脑中

发现了脑电活动， 部分大脑 “复活”

了。 塞斯坦敏锐地意识到， 这将可能

演变为重新定义生死的重大发现。 接

下来， 专家们仔细研究了大脑 “死而

复生” 的潜在伦理含义， 例如大脑是

否会变得有意识、 医生是否需要重新

考虑脑死亡的定义等。

内纳德·塞斯坦的研究结果表明，

缺氧 （뿉쓜랢짺퓚훐럧믲퇏훘쫜짋웚

볤） 对脑细胞的损害没有之前想象的

那么大。 一旦他们确信实验在伦理上

的合理性 ， 研究人员将继续这一实

验。 塞斯坦打算研究大脑 “复活” 能

维持多长时间， 以及这项技术能否应

用于其他移植器官的保存等。

20世纪80年代中期， 著名物理学家

理查德·费曼提出利用粒子的量子特性

来制造计算机的设想， 这种计算机可以

做到传统机器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今年10月，物理学家约翰·马丁尼斯

朝着费曼的梦想迈出了一大步。 他在谷

歌领导的一组研究人员让量子系统花费

200秒完成了传统超级计算机1万年才能

完成的任务，成功演示了“量子霸权”。

马丁尼斯花了17年时间， 进行量子

计算机硬件Sycamore的技术攻关。 目前

他还有更多想法， 未来的追求目标包括

制造更好的量子芯片， 以及在云系统上

开放Sycamore供外部研究人员使用等 。

他还想开发一种验证真假随机数的方

法。 他说：“像我这样的物理学家是不会

真正退休的，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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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干细胞学者入选《自然》年度人物
回顾2019年，这些人、这些事在世界科学领域留下难忘时刻

今年，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生命科

学联合中心的邓宏魁教授成为入选

《自然 》 年度人物的唯一一位中国学

者 。 《自然 》 杂志对他的描述是 ：

“这位中国科学家将 CRISPR 基因编辑

技术安全用于治疗艾滋病和白血病的

临床研究”。

对抗艾滋病病毒，

他已奋斗了二十多年

在人类攻克艾滋病病毒 （HIV）

的道路上， 邓宏魁一直在努力 。 早在

1996 年， 在美国进行博士后研究期间，

他就发现了 HIV 入侵 T 细胞的主要辅

助受体 CCR5， 这是艾滋病研究领域一

项里程碑式的进展。

CCR5 能 帮 助 艾 滋 病 毒 HIV -1

“溜” 进人体， 并破坏人的免疫系统 。

如果少了 CCR5 的帮助 ， 是否能阻止

HIV 的入侵与肆虐呢？ 2007 年， “柏

林病人 ” 通过接受具有 CCR5 突变的

造血干细胞移植后 ， 同时治愈了白血

病与艾滋病， 成为全球首例彻底治愈

艾滋病的患者。 2019 年， “伦敦病人”

在接受干细胞移植后病情持续缓解 。

这说明 ， 修改或者敲除造血干细胞

CCR5 基因， 很可能成为未来功能性治

愈艾滋病的策略。

如采用干细胞移植 ， 天然带有

CCR5 缺失的合适干细胞来源异常稀

少， 能否在体外人工 “制造 ” 出合适

的干细胞呢？ 沿着这一思路 ， 邓宏魁

与解放军 307 医院的陈虎教授合作开

始了一段艰苦的探索之路。

“基因魔剪 ”带来
临床治疗新曙光

“基因魔剪 ” CRISPR-Cas9 技术

一出现， 邓宏魁就看到了这种基因编

辑技术为干细胞治疗带来的新曙光。

经过多年努力 ， 邓宏魁和陈虎合

作建立了利用 CRISPR-Cas9 进行人造

血干细胞基因编辑的技术体系 ： 通过

一系列技术优化 ， 实现了极低的脱靶

率 ， 并规避了引入外源 DNA 的风险 ，

使基因编辑方法更加安全可靠。

在此基础上 ， 他们开展了临床前

研究 ， 将敲除了 CCR5 基因的人造血

干细胞移植到了艾滋病模型小鼠体内，

构建了人造血干细胞 CCR5 基因敲除

的人源化小鼠模型 。 在这个小鼠模型

中， 他们观察到， CCR5 敲除的造血干

细胞分化得到的 T 细胞对于 HIV 病毒

的感染具有抵抗力 ， 证明了这一全新

疗法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临床前试验的结果给予了团队开

展临床探索性研究的信心 。 紧接着 ，

邓宏魁与陈虎及北京佑安医院的吴昊

教授团队在严格遵守伦理规范的情况

下， 获得了免疫匹配的捐献者的外周

血造血干细胞， 并用 CRISPR-Cas9 对

其进行编辑， 再将编辑后的造血干细

胞移植到患有白血病和艾滋病的患者

体内， 希望通过模仿 “柏林病人”， 寻

找治愈艾滋病之路。

但为了安全起见 ， 他们在移植时

混入了未经编辑的造血干细胞 ， 因此

患者体内检测到的基因编辑效率并不

高 ， 但经过 CCR5 基因编辑后的人造

血干细胞所产生的 T 细胞同样表现出

一定程度抵御 HIV 感染的能力。

经过 19 个月的临床观察， 患者的

白血病得到缓解 ， 而且基因编辑效果

在血液细胞中始终稳定存在 ， 未发现

基因编辑造成的脱靶及其他副作用 。

这初步证明了基因编辑造血干细胞在

临床应用中的可行性与安全性 ， 将促

进和推动该技术在临床上的应用。

邓宏魁希望开发出将体细胞重编

程为多能干细胞的方法 ， 因为多能干

细胞更易于编辑 ， 若将其转化为造血

干细胞进行移植， 就有望实现 100%的

敲除效率。

从 “一小步 ”积累
到“一大步”跨越

多年前 ， 邓宏魁在北京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干细胞和再生生物学实验室

里， 悬挂过一张阿姆斯特朗在月球表

面踩下第一个人类脚印的照片。

“这是我的一小步 ， 却是人类的

一大步。” 邓宏魁希望学生记住这句名

言： 每天坚持不懈的努力 ， 就是为了

能在自己的领域里走出推动人类发展

的那一小步。

2013 年 5 月， 邓宏魁课题组在美

国 《细胞》 杂志上发表论文 ， 发现促

进分化的关键基因可以替代多潜能性

关键基因， 实现体细胞重编程 ， 并由

此与合作者汤超提出细胞命运决定的

“跷跷板模型”，为研究细胞命运决定提

供了全新视角 。 同年 7 月 ， 他又在美

国 《科学》 杂志上发表论文 ， 首次实

现完全使用小分子化合物逆转 “发育

时钟”， 让小鼠体细胞重新获得多潜能

性， 开创了全新的体细胞重编程体系。

这一系列发现 ， 就是邓宏魁带领

研究团队积累的无数个 “一小步”。 这

也是科学家通过干细胞技术制备精准

编辑过的造血干细胞 ， 为艾滋病患者

找到新的治愈之路的科研梦想。

本周 ，英国 《自然 》

杂志年度人物揭晓 ，他
们记录着这一年中最重
要的科学时刻。

在今年上榜的年度
人物中 ， 既有通过实验
挑战人类对生死界限思
考的神经科学家 ， 也有
在量子计算机发展中创
造里程碑的物理学家 ，

还有因发现古猿化石而
改写人类家谱的古生物
学家 。 每一位年度人物
的故事，都讲述着 2019

年令人印象深刻的科学
事件。

1976 年， 让-雅克·穆延贝·塔

姆弗姆深入今天民主刚果境内的

热带森林，调查一种正在迅速爆发

并造成大量死亡的不明传染性疾

病，但他奇迹般地从未感染到这种

后来被命名为“埃博拉”的病毒。

如今 ， 在发现埃博拉病毒 43

年后，穆延贝正在领导应对这种反

复爆发疫情的可怕病毒。他从 1995

年起开始制定的一些公共卫生措

施，至今仍用于病毒控制行动。 这

些措施包括与社区公众对话，获得

人们信任，让公众了解如何保护自

己，在尊重埋葬死者风俗的同时如

何将病毒感染风险降至最低等等。

穆延贝还决心要解开最后一

个谜团。 他的团队一直在收集调查

来自病毒扩散区的动物，希望能追

踪到疾病在物种间的传播途径，由

此找到病毒携带者。

让-雅克·穆延贝·塔姆弗姆

m돖뛔뾹낣늩삭늡뚾43쓪

维多利亚·卡斯皮 Victoria Kaspi

ힷퟙ뿬쯙짤뗧놩뗄첫뿕헬첽

2017 年 ， 维多利亚·卡斯皮

参与了加拿大氢强度图谱实验

（CHIME） ———建造一台超高性

能的干涉射电望远镜， 并将其连

接到功能强大的计算机上。 如今

CHIME 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捕

捉快速射电暴 （FRB） 的设备 ，

天文学家有望利用它来解决 FRB

信号起源的难题。

卡斯皮在赋予 CHIME 强大

的 FRB 探测能力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该望远镜最初是被设计用

于绘制来自遥远星系的氢排放图

的， 以寻找有关早期宇宙问题的

答案。 但卡斯皮一直在思考如何

利用 CHIME 来研究探索快速旋

转中子星， 其灵敏度和大视域可

能是捕捉 FRB 的理想选择。

今年， 她从戈登和贝蒂·摩尔

基金会获得了 240 万美元的资助，

用于开发建造 “悬臂梁” 望远镜，

它将安装在距离 CHIME 约 1000

公里的地方， 成为追踪 FRB 的太

空侦探。

桑德拉·迪亚兹 Sandra D?az

좫쟲짺컯뛠퇹탔뗄쫘뮤헟

今年 5 月 4 日， 阿根廷生态学家桑

德拉·迪亚兹和其他 144 名研究人员向

世界传递了一个关于生物多样性的严峻

事实： 由于人类活动， 100 万个物种正

在走向灭绝。 “物种灭绝速度比过去一

千万年的平均速度快了几十到几百倍，

我们的生态安全网几乎被拉伸到了极

限。” 迪亚兹说。

研究报告称， 除非各国做出巨大改

变， 否则将无法实现生物多样性和可持

续发展方面的大多数全球目标。

对于涉及科学和政策的重要问题 ，

迪亚兹从不回避。 她曾对 20 世纪生态

学的核心原则提出挑战。 该原则认为，

生态系统要保持并对人类有益， 很大程

度上依赖于有大量物种共存于其中 。

“没有大自然， 我们无法过上充实的生

活。” 她表示， 如果经济继续以一种破

坏性的方式运行， 自然和人类需要一种

新的经济模式。

2016 年 2 月， 约翰尼斯·海

尔-塞拉西在埃塞俄比亚北部沙

漠的一个考察点， 发现了保存完

好的 380 万年前的头骨化石，它

属于南方古猿———已知最古老 、

最神秘的人类近亲。

这个被称为“MRD”的头骨，

是研究人员首次发现的人类远古

近亲的完整头骨， 之前人们只能

从一些骨头碎片中获得南方古猿

的一些信息。

海尔-塞拉西被认为是考古

领域内最有才华的化石发现者之

一。 他指出，MRD 的重要性部分

在于它来自化石记录的空白期，

它的发现改写了人类进化树最古

老分支的演化谱系。 对头骨的特

征和对一些现存化石的重新分析

表明， 早期人类进化史比我们想

象的更加扑朔迷离。 海尔-塞拉

西打算重访发现地点， 他感觉那

里可能还藏有骨骼的其余部分。

里卡多·加尔旺 Ricardo Galvao

늻캷좨쫆뗄뿆톧컀쪿

巴 西 圣 保 罗 国 家 空 间 研 究 所

（INPE）在一份分析报告中警告，亚马孙

森林砍伐急剧增加。 巴西政府据此指控

科学家在数据上撒谎， 并暗指该研究所

负责人加尔旺可能与环保主义者勾结。

这一指控令这位 72 岁的物理学家极为

震惊， 他决心勇敢地站出来为 INPE 的

科学家辩护，哪怕付出被解雇的代价。

然而， 加尔旺却因此成了人们心目

中的英雄。 圣保罗大学大气物理学家保

罗·阿尔塔索高度赞扬了他捍卫科学的

坚定立场：“人们都应该像加尔旺这样勇

敢地站出来。 ”

这不是加尔旺与现任政府的第一次

冲突。 对于 INPE 通过详细分析卫星图

像所发出的森林砍伐警报， 官员们一再

质疑其准确性。面对政治压力，加尔旺决

心代表科学和科学家， 始终不渝地承担

起保护地球环境的责任。

约翰·马丁尼斯 John Martinis

쫗듎돉릦퇝쪾“솿ퟓ냔좨”

齐鸣整理
方陵生编译

约翰尼斯·海尔-塞拉西
Yohannes Haile-Selassie

훘듳랢쿖룄킴죋샠퇝뮯웗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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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两论文入选
《自然》十佳新闻

죕잰 ， 펢맺 《ퟔ좻 》 퓓횾

“ 탂 컅 폫 맛 뗣 ” （ News &

View） 삸쒿릫늼쇋 2019 쓪 《ퟔ

좻》 탂컅훐뗄쪮욪싛컄병ퟷ， 웤

훐살ퟔ짏몣뗄퇐뺿돉맻폐솽욪，

햼쇋컥럖횮튻。 헢솽욪싛컄럖뇰

놨뗀뗄쫇뢴떩듳톧뗄뫠춢뛙컨떸

횢탂쇆램， 틔벰훐뿆풺짏몣폐믺

뮯톧퇐뺿쯹뗄뗣믷뮯톧탂돉맻。

뫠춢뛙컨떸늡뮼헟춨뎣훐쓪

랢늡， 뇭쿖캪컨떸퇹뚯ퟷ。 쯦ퟅ

늡쟩뷸햹 ， 뮼헟붫훰붥즥쪧쮵

뮰、 탐뚯、 쮼뾼뫍췌퇊쓜솦， 횱

훁쯀췶。 평폚틽웰룃늡뗄뇤틬뫠

춢뛙떰냗훐뗄마낱낷낱믹쯡닐

믹욬뛎틬뎣뇤뎤， 뢴떩듳톧뗄뿆

톧볒쏇맘힢떽쇋튻훖뿉틔샻폃뗄

믺훆： 쾸냻춨맽ퟔ쫉맽돌살붵뷢

춻뇤뫳뗄뫠춢뛙떰냗。 헢쫇튻훖

쟥샭믺훆。

폚쫇， 뿆톧볒쏇볙짨튻훖뮯

뫏컯뿉틔쇮춻뇤뗄뫠춢뛙떰냗놻

췌쫉，퓶잿쟥샭킧맻。뢴떩듳톧샮

뎯퇴、슳늮�、뚡鷋、럑틥퇞뗈톧

헟ퟩ돉뛠톧뿆췅뛓， ퟶ쇋킡럖ퟓ

즸톡살본뚨뫲톡뮯뫏컯， 늢샻폃

튰짺탍뫠춢뛙떰냗뷸탐랴즸톡，

업돽폫헽뎣뫠춢뛙떰냗뷡뫏뗄뮯

뫏컯。ퟮ훕，쯻쏇뺪쾲뗘랢쿖쇋쯄

훖뮯뫏컯， 쒿잰틑뺭퓚킡쫳짱뺭

풪、 뫠춢뛙늡죋쾸냻뗈쒣탍쫔퇩

훐믱뗃쇋릦쓜탔쳡짽。 헢훖훎쇆

닟싔뮹쓜캪웤쯻짦벰뛠뻛마낱

낷삩햹뗄벲늡듲뾪춻웆뿚。

쇭튻욪뗣믷뮯톧뗄싛컄살ퟔ

훐뿆풺짏몣폐믺쯹。 랴펦쳵볾볲

떥、닺싊룟、쫊폃폚룷훖뮯뫏컯，

뛸쟒뻟폐뫜잿뗄톡퓱탔쫇뗣믷뮯

톧뗄훷튪쳘헷。 폐믺쯹뚭병볒췅

뛓랢쿖쇋튻훖낲좫、 룟킧뫏돉몱

볻뗄쇲 （VI） 럺샠컞믺뮯뫏컯

FSO2N3（氟磺酰基叠氮）뗄랽램。

헢훖뗾떪럖ퟓ벸뫵쓜폫죎뫎튻벶

낷랴펦，뻍쿱킡럖ퟓ“쒧쫵뿛”，쓜

릻랽뇣뗘“낲ힰ”떽룷훖폐믺럖ퟓ

짏， 죃룷훖늻춬뗄럖ퟓ럇뎣죝틗

뗘솬뷓퓚튻웰， 뻍쿱듮샖룟췦뻟

튻퇹。뻝놨뗀，웤쿠펦뗄뗾떪뮯컯

닺싊뷓뷼 100%。췅뛓틑퓬돶쇋튻

룶펵폐 1224 룶뗾떪뮯컯뗄뿢，뿢

샯쏦뗄뮯톧랴펦，쯙뛈、맣랺돌뛈

벰킧싊뚼듯떽쇋뗣믷뮯톧뗄뇪

ힼ。헢붫캪죋샠랢햹탂쓜풴、탂닄

쇏、탂튩，듸살룼뛠잱퓚뫲톡헟。

쇭췢냋욪죫톡뗄싛컄냼삨：

뿆톧볒쏇캪 43 룶맺볒뫍뗘

쟸 “뮭” 돶쇋 367 훖폦믱컯떱훐

뗄퇸럖뫍헢샠벲늡쇷탐쟩뿶횮볤

뗄맘쾵춼；

몣췵탇뗚웟뿅쓚컀탇헽쪽돶

쿖， 놻쏼쏻캪 Hippocamp；

뷓뷼쫒컂뗄뎬떼떼쳥；

CRISPR 뺫좷뇠벭믹틲벸뫵

췪좫뇜쏢쇋횮잰뗄좱쿝；

룱쇪삼뇹룇쿂볗췩쫍럅；

뢸쾵쿟솣쳥 DNA 틅뒫；

쓜릻뺫좷、 뷚쓜뗘퓋뚯뗄쯄

ퟣ믺웷릷；

뿆톧볒퓚럆싉뇶랢쿖죋샠뷼

쟗컯훖， 늢쏼쏻캪 “싀쯎죋”。

훐뿆풺짏몣폐믺뮯톧퇐뺿쯹

뚭병볒뿎쳢ퟩ늿럖돉풱。

뢩룱쇪삼뇹룇。

놱뺩듳톧-쟥뮪듳톧짺쏼뿆톧솪뫏훐탄뗋뫪뿽뷌쫚뷓쫜볇헟닉럃。 （쇏헕욬）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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