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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食用的粮食、肉类、

油脂，不需要土地种植和畜牧养

殖，就可以摆脱靠天吃饭和土地资

源紧张的命运；如果我们使用的汽

油、制造各种化工产品的原料，不

需要石油、天然气等碳基能源，就

不会再担心能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的

问题；如果很多珍稀的药物成分，

不需要再从植物和动物中提取，就

不会担心物种灭绝和过多杀戮……

这些看似天方夜谭的事情，正

随着合成生物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被

逐步实现，未来我们所需的各种产

品可能像酿啤酒一样，在工厂车间

就能制造出来。

日前科技部批准建设国家合成

生物技术创新中心，这将为提升我

国合成生物领域企业和产业创新能

力提供有力支撑。

创建有特定功能的

“人工生物”

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

研究所副所长王钦宏介绍说，合成

生物学就是采用工程化设计理念，

对生物体进行有目标的设计、改造

乃至重新合成，创建出能完成特定

功能或被赋予非自然功能的“人工

生物”。

它是继DNA双螺旋结构发现

和基因组测序之后的“第三次生物

科学革命”，促进了人类对生命密

码从“读”到“写”的质变，使人

类克服自然进化的局限，让设计自

然为人类服务成为可能。

“合成生物学是在分子水平上

对生命系统的重新设计和改造。”

王钦宏解释说，把所需要合成的目

标物质的各种基因以工程化的方式

设计集成，然后装入底盘细胞(目

前便于遗传操控的酿酒酵母和大肠

杆菌是常用的底盘细胞)，被重新

设计的细胞就是合成生物。

以生物合成番茄红素为例，我

们可以先从番茄中提取番茄红素合

成所需要的所有基因，然后把这些

基因重新设计组合，再装入“底盘

细胞”——— 大肠杆菌或酿酒酵母中

获得合成生物，再以葡萄糖作为原

料，通过类似酿造啤酒一样的过

程，生产出的番茄红素，与从番茄

中提取的番茄红素完全一样。

“从2010年首个细胞生命被成

功合成，到2019年实现功能性定制

细胞器的合成，合成生物学不断取

得重大科学突破。”王钦宏介绍

说，目前合成生物技术主要应用于

信号传导、能量转化、物质合成和

分子识别等领域。

信号传导可应用于癌症、糖尿

病的智能诊疗，灵敏检测出体内

的疾病；能量转化可用于人工光

合作用，通过重新设计植物中光

合作用系统，提高光合作用中植

物对能量的吸收转化，使作物生

长周期缩短，增加产量；物质合成

是通过构建合成细胞工厂，实现化

工、材料、能源的绿色制造；分子

识别主要应用于环境检测，通过增

强分子信号识别能力，提高检测的

灵敏度。

颠覆传统产业模式

“传统的化学合成，主要以石

油、天然气等碳基能源作为原料，

在生产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大量二

氧化碳和有毒有害物质。而采用合

成生物技术，只需要酵母、细菌等

做‘底盘’，用来自玉米淀粉的葡

萄糖等做原料，就可以合成我们所

需的各种物质。”王钦宏说。

“因此，合成生物技术的应

用，颠覆了工业、农业、食品、医

药等领域传统产业模式，为社会经

济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创造价值链

高端的新经济增长点。”王钦宏

说，“目前合成生物技术正快速向

实用化、产业化方向发展。”

在农产品方面，使用微生物细

胞作为细胞工厂，我国已实现人参

皂苷、番茄红素、灯盏花素、天麻

素等众多天然产物的人工合成，形

成了新的制造模式，减少了对土地

的依赖和污染。以天麻素为例，其

生物合成成本是植物提取的 1 /

200、化学合成的1/2—1/3，生产效

率大幅提升，质量可完全替代化学

合成。

王钦宏介绍说：“还有像红景

天里面的主要成分红景天苷，这种

成分只有在生长于海拔4000米以上

的红景天中才能提取到。而通过生

物合成的方式，在工厂里就可以生

产了。”

在石油化工产品方面，我国目

前创建了丁二酸、丙氨酸、苹果

酸等一批化学品合成的生物制造

路线，颠覆了对石油、天然气等传

统资源的依赖与高污染的传统化工

过程。

“以丙氨酸为例，我国在国际

上率先建成万吨级L-丙氨酸生物

合成路线，相比化工合成路线，生

产成本降低50%，废水排放和能耗

分别降低90%、40%。”王钦宏介

绍说。

在化学原料药方面，实现了羟

脯氨酸、肌醇、左旋多巴、维生素

B12等产品的绿色新工艺。以肌醇

为例，合成生物工艺较传统工艺高

磷废水的排放减少90%以上，成本

降低50%以上。

国内产业仍亟须

突破技术瓶颈

虽然目前国际合成生物学研究

飞速发展，合成生物学的底层技

术、生物体系构建、实用性技术已

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但是合成生

物技术要想实现产业化，降低成

本、提高与传统生产模式的竞争力

非常重要。

“比如美国合成生物学家设计

构建了能够生产抗疟药物青蒿素的

人工酵母细胞，其技术能力可实现

100立方米工业发酵罐的生产量与5

万亩农业种植获得的产量相当，使

抗疟疾药物成本下降90%，堪称合

成生物技术的重大应用典范。”王

钦宏说。

“与美国相比，我国在许多方

面尚存在不小的差距。”王钦宏坦

言，我国在自主细胞工厂创制的机

制与分子基础方面，在DNA合

成、生物元件标准化、基因编辑系

统、合成生物理性设计等底层核心

技术构建方面，在高通量、自动化

的系统技术平台建设方面还存在不

足，亟须突破技术瓶颈，占领国际

竞争制高点。 (陈曦)

发酵罐里“酿”出青蒿素
专家：生物合成技术帮人类实现“造物自由”

新舟60遥感飞机

性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日前，第二架国产新舟60

遥感机交付验收仪式在西安

市阎良区举行。

新舟60遥感机总设计师

丁亚修说，新舟60遥感机是

以国产新舟60飞机为基础改

装设计的航空遥感对地观测

特种飞机。为满足遥感机搭

载不同功能设备及观测目的

多样化需求，设计人员对原机

体结构进行了较大的改动。从

技术指标看，新舟60遥感机的

性能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李一博)

新一代“人造太阳”

温度有望超过2亿摄氏度

我国新一代的可控核聚变

研究装置“中国环流器二号

M”目前建设顺利，预计将在

2020年投入运行，开展相关科

学实验。

核聚变产生能量的原理与

太阳发光发热相似，因此又被

称为“人造太阳”。“中国环

流器二号M”装置采用了更先

进的结构与控制方式，等离子

体温度将有望超过 2亿摄氏

度。该装置以氢、氘气体为

“燃料”，通过把它们注入装

置并击穿、“打碎”产生近堆

芯级别的等离子体，来模拟核

聚变反应。 (李华梁)

国内最大盾构机

开挖直径达16 . 03米

日前，开挖直径达16 . 03米

的“和平号”泥水平衡盾构机在

广州完成工厂制造和验收，为

目前中国大陆境内最大直径盾

构机，将应用于武汉市和平路

南延线隧道工程。

中铁十四局和建设单位联

合研制的“和平号”盾构机升

级配备了最新操作系统，拥有

最强计算大脑，数据采集及运

算速度比以往盾构机更快。激

光导向系统可实现地面监控、

管环选型和隧道导向。其超前

钻及超前探和超前注浆，可提

前发现刀盘前端溶洞并及时予

以填充。 (刘威)

智能猫砂盆

可通过APP查看除臭状况

近日，小米公司推出了一

款智能除臭猫砂盆，采用活氧

净味抑菌科技，用户可以通过

米家APP随时查看猫砂盆的除

臭状况和电量。

这款猫砂盆在机身后部放

置了一个净味盒，净味盒中内

置活氧发生器。当检测到猫咪

离开猫砂盆后，活氧发生器会

主动释放活氧，迅速氧化空气

中的异味分子氨、硫化合物，

转换为无害气体。 (晓珊)

看图知新
Kan tu zhi 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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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西班牙科学家研

制出消除家庭塑料废弃物

(例如用完的洗发水瓶)异味

的方法，目的是为之后的回

收再利用创造条件。

西班牙阿利坎特大学专

家安德烈亚·卡瓦涅斯·吉

尔和安德烈斯·富亚纳·丰

特花了一年半的时间研发这

种新方法，在应用方面有着

巨大潜力。

两位研究人员指出，家

用塑料垃圾的再利用受到其

聚合物基质中吸收的高含量

食物或清洁产品废物的限

制，这样的吸收是污染和难

闻气味的源头。

他们强调，这些有味物

质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目

前无法通过常规洗涤或常规

机械回收来处理。

因此，他们认为，“有

必要以有效和环保的方式回

收这些生活用的塑料废物，

以供以后被用作原料，从而

减少它们在垃圾掩埋场的存

在、降低生产成本并增加产

品的附加值”。

这两位专家所在的“废

品、能源、环境测量和纳米

技术”研究小组设计出的新

系统，通过利用水蒸气萃取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来消除

这些难闻的气味。

这套系统包括几个阶

段：首先是塑料的分离和调

整；第二是压碎；第三，用

表面活性剂进行化学洗涤；

第四，冲洗塑料材料；第

五，机械干燥；第六，在蒸

馏塔中进行塑料除臭。

卡瓦涅斯·吉尔表示，

当塑料的结构越复杂，回收

就越困难，因此迫切需要设

计出结构更简单的塑料。

据悉，这种新方法已于

几个月前获得专利，包括

一家跨国公司在内的5家公

司已经对此表示出相当大的

兴趣。 (辛华)

瑞士的一个科研团队近

日研发出一种人工智能(AI)

系统，该系统能将气象站收

集的4个基本参数与最近十

余年的历史数据相结合，进

而做出预测。

尽管其定位功能有待进

一步完善，但该系统已经可

以提前半小时预测大部分闪

电何时何地发生。

截至目前，雷电预测系

统一直依赖卫星、机载系统

或传感器的观测结果。这些

技术不但造价高昂，预测结

果也不太精准。

研究人员研发出的这个

人工智能系统，只需要任何

气象站都能收集的4个数据

参数：距地面两米处的气

温、风速、气压和空气相对

湿度。

为了训练和完善这个人

工智能系统，科研团队搜集

了瑞士自2006年以来12个气

象站有关闪电的所有记录。

在这个庞大数据库的

基础上，研究人员研发出

一种算法，以期在4个参数

与闪电之间建立一种关联

模型。

通过机器学习，这个模

型逐渐能够将每10分钟产生

的4个参数的变量与发生率

极低的闪电现象联系起来。

人工智能系统最终通过这种

方式学会了如何预测闪电何

时何地发生。

随后研究人员还在气象

站进行了测试。结果显示，

预测时间的准确率较高，

而预测地点的准确率还有

待提高。 (华生)

塑料废物“去味”有了新方法

AI可预测闪电发生时点

E 新鲜事儿

据英国《自然·通讯》杂志日

前公开的一项神经科学研究称，在

特定的记忆诱发后注射单剂量氯胺

酮，可以破坏记忆再巩固过程。而

这一方法或能用于戒酒。

这项90名受试者参与的研究表

明，在提取酒精—奖赏记忆后，可

通过破坏这些记忆的再巩固方法，

降低饮酒水平。

记忆再巩固是一个“记忆保

持”过程，通过让再激活的长时记

忆进入短暂的不稳定状态，从而添

加新的信息。一旦进入不稳定阶

段，记忆会依赖N-甲基-D-天冬氨

酸受体(NMDAR)通路进行重塑。

研究人员认为，再巩固期间的

药物干预(使用NMDAR拮抗剂，如

氯胺酮)可能会削弱非适应性奖赏

记忆，例如与有害药物使用行为相

关的记忆。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科学家拉

维·达斯及其同事，此次想要确定

氯胺酮是否能削弱与过量饮酒行为

相关的记忆，从而降低饮酒水平。

研究团队招募了90名存在有害饮酒

习惯的受试者，这些人既没有接受

过酒精使用障碍的正式诊断，也没

有寻求相关治疗(55位男性和35位

女性，平均年龄28岁)。

团队让受试者观看一系列啤酒

图片，借此诱导与酒精有关的非适

应性奖励记忆的提取，之后再给他

们注射氯胺酮(30人)或生理盐水(30

人)。团队还为另一组没有记忆提

取的30名受试者注射了氯胺酮。

在后续的多个随访点中，受试

者被要求报告他们感知到的饮酒行

为(饮酒量、享受度和渴求感)变化。

研究人员发现，在之后9个月

里，记忆提取后注射氯胺酮的疗法

降低了该组成员每周饮酒天数和饮

酒量。相比只注射氯胺酮，与记忆

提取相结合的疗法能在更大程度上

减少饮酒。 (梦然)

天气转寒，强冷空气来

袭，供暖季节来临，那么，

供暖前后我们需要注意些

什么？

北京大学医院部公共卫

生学院教授陈育德表示，供

暖后，随着室内温度上升，

一些灰尘、细菌等过敏原容

易随着温度的升高漂浮在空

气中，会引起咳嗽、哮喘等

呼吸道疾病。

所以，供暖前一定要用

湿抹布清扫家中的卫生死

角，特别是暖气片下面、缝

隙，以及衣柜后面和墙角等。

除此之外，还应养些绿

植放在屋里。在室内摆放植

物时，最好选绿萝、吊兰，

这些植物叶面蒸腾的水分比

较多，既可以调节室内空气

湿度，同时还有吸附空气当

中有害气体的作用。

那么，在供暖之后应该

注意哪些问题呢？

首先，房间温度要适

宜 ， 建 议 调 整 至 1 8 ℃ -

20℃。冬天室内温度在18℃

-20℃是较为适宜的，如果

温度过高，室内室外冰火两

重天，人一出门，皮肤不能

适应室外的寒冷，反而容易

感冒。

同时，室内应定时通

风。冬天为了保证室温往

往紧闭门窗，温度虽然高

了，但是室内空气中的细

菌 病 毒 等 无 法 清 除 。 因

此，每天天气晴好的时候

应开窗换气，使室内空气

焕然一新，并清扫室内卫

生垃圾，可以减少呼吸道

疾病的发生。

要多见阳光。暖气再暖

也代替不了阳光，晒太阳可

以增加钙的吸收，避免骨质

疏松。

此外，室内湿度保持在

50%-60%为宜。多喝热水、

多吃蔬菜、多吃富含维生素

A的食品可防止皮肤干燥瘙

痒 ， 如 多 吃 胡 萝 卜 、 牛

奶、菠菜等。还可使用加

湿器或在床前摆盆水来增加

空气湿度。 (任敏)

供暖季
这些问题要注意

E 提个醒儿

破坏“酒精—奖赏记忆”有助戒酒

E 开开脑洞

90名受试者参与的研究表明，在提取酒精—奖赏记

忆后，可通过破坏这些记忆的再巩固方法，降低饮酒水平

采用生物合成技术之后，不用大面积种植青蒿，也可以工业化生产出青蒿素

有了合成生物技术，用100立方米工

业发酵罐生产出的青蒿素，与5万亩农业

种植获得的产量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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