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科技创新驱动改

革发展， 创新成果改变你
我生活。 2018 年上半年，我国
在科学领域取得不少新突破和

新发现，这些新成果不断刷新
公众的科技感知力，也正在
改变你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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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首个体细胞克隆猴在我国诞生、世界首例神经疾病模型猪诞生、研发新型
陶瓷材料……

上半年，这些科学新成果或改变你我生活

世界首例神经疾病模型猪诞生
推动阿尔兹海默症等疾病治疗

广东科学家领衔的国际研究团队首次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和体细胞核移

植技术，成功培育出世界首例亨廷顿舞蹈病基因敲入猪。它能精准模拟出人
类神经退行性疾病，为治疗亨廷顿舞蹈病、老年痴呆等疾病提供稳定、可靠
的动物模型，推动药物筛选和治疗方案制定。

作为世界首例亨廷顿病基因敲入猪模型， 将推动我国发展出大动物疾
病模型的医药研发产业链，促进针对阿尔兹海默症、帕金森症等神经退行性
疾病，以及免疫缺陷、肿瘤、代谢性疾病的新药研发进程。

小麦 A 基因组测序和精细图谱绘制完成
有望加速小麦遗传改良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完成了小麦 A 基因
组的测序和染色体精细图谱的绘制。

注释出的基因信息将助力小麦重要农艺性状基因的精细定位、 克隆和
功能解析，加速栽培小麦的遗传改良和分子设计育种，对提升小麦产业竞争
力、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业提质增效与可持续发展将产生重要作用。

我国科学家率先发现人类胚胎激活机制
为优生优育打下基础

今年 3 月，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所与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合作，在国际
上首次揭示了人类胚胎进行有序基因表达、发育进化的奥秘。该研究还揭示
了人类进化的一个重要新机制。 科学研究表明，DNA 的突变会引起人类的
进化，DNA 序列中有一类被称为转座子的 DNA 片段，它们常常会从一个区
域跳到另一个区域，这种跳动会产生 DNA 突变。 此次研究成果打开了认识
人类胚胎发育基因表达调控的大门，将会为人类的优生优育提供理论基础。

世界首个体细胞克隆猴在我国诞生
重大脑疾病治疗有了新前景

中国科学院在今年 1 月 24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我国在国际上
首次实现了非人灵长类动物的体细胞克隆。 该成果标志中国率先开启了以
体细胞克隆猴作为实验动物模型的新时代， 实现了我国在非人灵长类研究
领域由国际“并跑”到“领跑”的转变。

除了在基础研究上有重大意义外， 此项成果也为解决我国人口健康
领域的重大挑战做出贡献。据介绍，利用体细胞克隆技术制作脑疾病模型
猴，为人类面临的重大脑疾病的机理研究、干预、诊治带来前所未有的光
明前景。

新发现超过 100个影响人类发色的基因位点
为更精准的法医 DNA表型刻画提供可能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和其他几国科研机构的科学家们新发现

了超过 100 个影响人类头发颜色的基因， 打破了之前认为的人类发色主要
由几个已知基因决定的认识，有助于实现通过 DNA 来精准预测未知犯罪者
的头发颜色。

此次研究表明，除已知的基因外，头发颜色同时受新发现的 100 多个遗
传位点影响。基于新发现位点的人类头发颜色预测有更高的准确性，有利于
指导后续的人类复杂表型遗传学研究，为实现更精准的法医 DNA 表型刻画
提供可能。

中国科学家首揭水合离子输运的幻数效应
可缩短电池充电时间、增大电池功率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量子材料科学中心教授江颖的科研团队继 2014 年
获得世界首张亚分子级分辨的水分子图像后， 在国际上首次得到水合钠离
子的原子级分辨图像，并发现了一种水合离子输运的幻数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可以通过改变表面晶格的对称性和周期性来控制受
限环境或纳米流体中离子的输运 ， 从而达到选择性增强或减弱某种离
子输运能力的目的 ，这对很多相关的应用领域都具有重要的潜在意义 ，
比如 ：离子电池 、防腐蚀 、电化学反应 、海水淡化 、生物离子通道等等 。 ”
此外 ， 该研究展的实验技术也首次将水合相互作用的研究精度推向了
原子层次 ，未来有望应用到更多更广泛的水合物体系 ，开辟全新的研究
领域。

中国科学院研发新型陶瓷材料
未来可用于“太空 3D打印”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科研人员在瑞士利用欧洲失重飞

机成功完成了国际首次微重力环境下陶瓷材料立体光刻成形技术试验和我

国首次金属材料微重力环境下铸造技术试验， 试验验证了多项微重力环境
下高精度制造前沿技术和新型材料， 获得多件完好的陶瓷和金属制造样品
及丰富的实验数据。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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