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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种快速
检测寨卡病毒的试
纸诞生，它的出现或
许能够降低小头症
婴儿的出生率。这
种神奇的方法来自
CRISPR 技术。这个
自 2013 年以来风
靡世界的基因编辑
技术正在生物医学
研究领域引起一场
巨变。

子曰：食不言，寝不语。吃饭时候不讲话一
直是被作为传统礼仪教育的一部分，可惜的是
随着吃饭变成重要的社交场合，“食不言”只能
是奢望。殊不知，安静吃饭或许有助于你控制
体重。

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在咀嚼的时候如果能
用心倾听自己发出的声音，能够有效减少食物
的摄入量。

这项研究由美国杨百翰大学和科罗拉多
州立大学进行。研究人员发现，电视、收音机和
电脑正在让现代人变得越来越胖。这倒不是因
为各种食物广告，而是因为它们发出来的声音
让你无法倾听自己的咀嚼声。研究人员在调查
中发现，如果能在吃东西时倾听自己发出的声
音，可以极大地影响吃下的食物总量。

杨百翰大学麦里特商学院的市场营销助
理教授 Ryan Elder 表示，“很多时候，人们都会
忘记其实声音也是一种与食物、味道有关的感
觉，如果人们能够更加专注于倾听他们在吃东
西时发出来的声音，那么他们每顿摄入的食物
总量或许可以减少。”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市场营销助理教授
Gina Mohr 是该研究的共同作者，他表示：“在
大部分情况下，消费者和研究人员均忽视了声

音在进食体验中的重要感官暗示。”
为了证明声音与进食总量之间的联系，该

团队做了三个独立实验，以量化咀嚼声给参与
者的食物摄入量带来的影响。在其中一个实验
中，参与者们需佩戴着耳机吃零食。耳机里面
会播放音量大和音量小的噪音，最后，吃东西
时耳机中大声播放噪音的参与者吃下了 4 块
椒盐脆饼干，而听小声噪音的参与者吃下了
2.75 块椒盐脆饼干。

在另外一个实验中，研究人员发现让人们
听广告中的咀嚼声能够减少他们的食物摄入
量。Elder 和 Morh 称其为“咀嚼声效应”。这一
研究证明，人们在吃东西时不仅仅应该专注于
食物的味道和外表，还应该专注于吃东西时的
声音，这有助于自己吃得更少。

Elder 表示：“当你边看电视边吃东西的时
候，你的咀嚼声就被电视的声音盖住了，这一
情况可能导致你吃得比平时更多。虽然这种影
响看起来并不大，有时甚至只是多吃了一两口
饭而已，但从长期来看，这一情况就会导致人
们变得更胖。”所以，当你坐下来吃饭时，请拿
下耳机、调低电视的声音，当然，要是你特别喜
欢边吃饭边看电视的话，那么不如给自己放一
部有许多咀嚼声的电影吧。 （北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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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科学

寨卡病毒肆虐全球，为了对抗它，科学家一
边积极寻找预防的方法，一边也在开发快速检
测的方法。近日，一个由美国哈佛大学维斯生物
启发工程研究所合成生物学家 James Collins 博
士领导的国际合作小组开发出一种低成本的基
于试纸的快速诊断系统，该系统能够毒株特异
性地检测寨卡病毒，而且它可能很快被用来在
现场筛查血液、尿液或唾液样品。相关研究结果
于 2016 年 5 月 6 日在线发表在 Cell 期刊上。

这种试纸的灵感诞生自 2014 年埃博拉病毒
暴发期间，JamesCollins 团队发现埃博拉病毒可以
被一种特异性 RNA 标记。之后，他们又发现这种
特异性 RNA 不仅能够标记埃博拉病毒的遗传特
征序列，而且能够标记包括寨卡病毒、SARS 冠状
病毒、麻疹病毒、流感病毒、丙肝病毒和西尼罗河
病毒在内的其他 RNA 病毒的遗传特征序列。研
究人员认为，这种方法有朝一日能够用于在现场
鉴定血液、尿液或唾液样品中的病毒。

这种神奇的方法就是 CRISPR/Cas9 技术。
为了让新的试纸可以有效地检测在血液、尿液
和唾液中存在的极低浓度的病毒，Collins 团队
设计一种简单的模块化工作流程，由扩增、寨卡
病毒检测和 CRISPR/Cas9 辅助的毒株鉴别三
个步骤组成。

作为一种源自细菌免疫系统的基因编辑机
制，CRISPR/Cas9 系统可以识别寨卡病毒基因
组中特异的核酸序列。“寨卡病毒是一种 RNA
病毒，该方法通过 RNA 的体外反转录和扩增
得到相同序列的 DNA，这些 DNA 便可以被
CRISPR 系统识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
所研究员刘光慧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
时解释说。

CRISPR是何方神圣？

CRISPR 是“规律成簇间隔短回文重复”的
英文缩写，来自细菌体内，肩负着细菌免疫的

“重任”。它驱逐外来 DNA 的过程并不复杂。首
先，CRISPR 把病毒 DNA 的片段整合进细菌自
己的基因组，然后转录出 RNA。之后，CRISPR
RNA 就能通过互补序列结合病毒基因组，并利
用细菌表达 CRISPR 相关核酸酶，也就是 Cas
酶，切割病毒的 DNA，阻止病毒完成其功能。在
完成了对外来病毒快速精确打击后，细菌还可
以将整合过的基因组的序列传递给下一代细

菌，就像人类的遗传系统，让下一代免受相同病
毒的骚扰。

其中，Cas 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
更好地利用这一技术工具，不少实验室解析了这
种酶的精确分子机制，探索其如何靶向作用于
DNA 的。2014 年，来自美国伦斯伯克利国家实
验室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解析了
这一叫作 Cas9 的细菌酶在病毒感染过程中是如
何在 RNA 序列的引导下识别和降解外源
DNA，并且实现了在动物和植物细胞中的靶向
遗传修饰。通过结合单分子成像和大量的生化试
验，该研究小组证实 Cas9 的基因组编辑能力是
通过称作为“PAM”的短 DNA 序列来实现的。

南方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副
院长、教授陈晓光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CRISPR/CAS9 是 2013 年以来风靡
世界的基因编辑技术，但将该技术应用于病原
体的检测，则才见于 2016 年 5 月 6 日在线发表
在 Cell 期刊上 Collins 等的研究报道，“因此
CRISPR 检测方法是一种全新的、划时代的病
原检测新技术，将对病原检测 / 传染病诊断带
来革命性的影响”。

下一个诺贝尔奖？

从 1953 年沃森和克里克发现 DNA 双螺旋
结构到 2000 年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人类一直

处于对基因组的了解和认知阶段，而 CRISPR
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普及实现了从认识基因
组到主动操控基因组的时代跨越。

可以说，CRISPR 的发现将为人类提供了
认识和实现病毒免疫的捷径，而且它正在生物
医学研究领域引起一场巨变。因为，相比较其他
基因编辑手段，CRISPR 使用起来廉价、迅速且
简单。早期实验室发现的“锌指核酸酶”需要花
费 5000 多美元才能订购到，而且它们很难进行
基因改造。但是 CRISPR 却大不相同：它依靠一
种利用引导性 RNA 分子将其导向目标 DNA，
随后被称为 Cas9 的酶对目标 DNA 进行切割，
从而实现目标基因序列的缺失或插入想要的序
列。通常，研究人员需要订购的只是 RNA 片
段，全部花费只有 30 美元。

“CRISPR 系统的优势在于其操作简便、低
价高效。CRISPR 系统的出现大大降低了基因
组编辑的技术门槛，为动植物的精准基因操作
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使得科研界全面进
入高速高质高量的基因编辑时代。同时，为开发
基于基因编辑的人类疾病治疗手段提供了无限
可能性。”刘光慧总结道。

这让 CRISPR 很快席卷全球实验室。研究
人员希望利用它调整人类基因以消除疾病，创
造生命力更加顽强的植物，并且消灭病原体。

去年，伦敦帝国学院的研究团队通过基因
编辑使疟蚊丧失生育能力，并将这一性状传播

到群体中。这项发表的研究论文提到，冈比亚按
蚊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危险疟原虫的主要携带
者。研究人员对冈比亚按蚊进行了遗传改造，让
它们携带了一种破坏雌蚊子卵子生成的改造基
因。基因驱动让这个基因加速传递给蚊子后代，
进而传播至整个种群。

应用前景亟待开发

既然 CRISPR 可以检测出寨卡病毒，那么
是否可以同理应用到其他病毒呢？“目前 Collins
等发明的检测体系主要针对寨卡病毒，但稍加
调整该体系理论上可以用于几乎所有的 RNA
病毒，若进一步与韩春雨等的发明相结合，还可
能用于 DNA 病毒的检测。因此，该检测体系的
应用前景非常广阔！”陈晓光认为。

不过，刘光慧进一步指出：“虽然理论上
CRISPR 检测寨卡病毒的方式能够被复制到其
他病毒的检验中，但关键是能否从待测病毒基
因组中找到专属特异的核酸序列，从而最大可
能地排除非特异识别导致的假阳性。”而且，目
前 Collins 研究中所用的病例标本只是一例感
染寨卡病毒的猴，真正要从实验室走向实际应
用，还需要大量的实际样本来检验。“毕竟，实验
室研究与临床和现场的检测还有许多的不同。”
陈 晓 光 补 充 道 ，“ 还 需 要 解 决 的 尚 有
CRISPR/CAS9 技术常见的‘脱靶’效应，如果
这 个 问 题 得 不 到 妥 善 解 决 ， 应 用 到 人 体
CRISPR/CAS9 就 可 能 在 RNA/DNA 上 乱

‘切’，从而造成许多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虽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更激发了人

类对于 CRISPR 的研究热情。今年 2 月，加州大
学昆虫学专家也曾在 Nature Review Genetics
杂志上发表技术综述中提到，近年来，突飞猛进
的基因组编辑技术，特别是 CRISPR 技术，大大
推动了基因驱动的发展速度。基因驱动与
CRISPR 等工具的结合，可以帮助人们通过经
济环保的方式减少或消灭蚊媒疾病，去除外来
的入侵物种，逆转生物的杀虫剂和除草剂抗性。

除此之外，“迅猛发展的 CRISPR 系统，将
会为未来的临床应用提供有力的技术手段，如
利用 CRISPR 系统构建疾病模型用于靶向药物
的筛选，以及利用该系统对单基因突变所致的
遗传病进行突变基因靶向矫正的基因治疗等。”
刘光慧提到。

，让寨卡病毒无所遁形
姻本报记者袁一雪

便捷指尖小刀

想当场拆开快递，又不想随身携带剪刀怎么
办？可以试试这款套在指尖的小刀。它体积小巧，
而且相当锋利，不用再去对折或者剪裁，在包装盒
开封、纸张裁剪时异常迅速。别看它如此锋利，但
也是因为个头太小，划过皮肤时几乎无任何感觉，
所以不用担心安全性问题。

超大型海上救生毯

邮轮游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在茫茫大海
中航行的轮船，安全措施也是必不可少。这款超大
型充气救生毯，可以一次性容下近百人。对于大型
船只来说，在海难发生时，它能迅速铺开，挽救更
多的生命，而且大风大浪也不会把人们吹散，更是
利于彼此鼓励坚持，值得为每一艘船只设置。

模块化拼接手机

智能手机的更新换代势必会堆积大量的电子
废弃物，试想让手机成为“乐高积木”，由一块多孔
母版和多个模块拼成，每一模块有独立的可插拔
式电路和特定功能，如照相机、电池等，升级时只
要简单 DIY，换掉废弃的模块即可，岂不是能节约
很多资源？不过，目前该想法正处于概念阶段。

世界上最小的折叠自行车

这辆德国制造的 Kwiggle Bike 自行车号称世
界最小的折叠车，折叠后体积为 50cm×40cm×
25 cm，最重为 8 千克，塞进普通的拉箱内十分轻
松。此外，如此小的自行车为骑行者提供了近乎站
立式骑车姿势，骑起来要比一般的自行车舒服许
多；正因为站立姿势，也让这个看上去不牢固的车
身结构能最大承重 100 千克。别看它的轮子袖珍，
最高时速可达 25 千米 / 小时。

吊床小船

炎热的夏季如何与朋友一起欢聚？不妨开着
这艘吊床小船去湖上度假吧。它是一艘撑得住 5
张吊床的小船，让你和伙伴们在波光荡漾的小湖
上畅快谈天说地，还可以随时睡上一觉。

“微波”速冷机

想要吃到热腾腾的饭菜，只需在微波炉里稍
微加热即可，而想要喝到冰镇饮料，不论放在冰箱
里还是加入冰块，都需要一段时间冷却。一家英国
公司制造了一套“微波”速冷机，通过在饮料周围
形成漩涡而迅速降低温度。该技术产品要比普通
制冷机更高效环保，而且耗时短暂，仅需 40 秒左
右，无论是酒瓶还是易拉罐均适用。

在战争过程中，通过子弹、
炸弹等方式给人体及财产造成
损伤是常见军事手段，防爆炸
袭击则是各国军备研究的另一
重点。

近日，俄罗斯军方公布一
项新军事科技产品似乎为新的
防爆手段找到了新方向。

黑科技的“槽点”

4 月 22 日，俄罗斯军方公
开一段测试全新军用防爆衣的
视频，视频中的女兵穿着特制
防爆衣，一路从容地从猛烈爆
炸现场中昂首挺胸走出来。当
她摘下蒙在头上的三重面罩，
露出长长的金发时，人们看到
她的脸上虽然有黑色污迹，却
明显没有受伤，还微笑着接过
献给她的鲜花。俄罗斯副总理
罗戈津在这段视频下面自豪地
留言说，士兵穿上防护衣后“比
未来战士更强悍”。

视频虽然令人眼前一亮，
但视频之外并没有相关数据公
布，所以不少观众开始怀疑这
段视频的真实性。有网友认为，
即便是防爆衣可以防止人体受
到损伤，但是冲击波伤害会穿
过防爆服直达内脏，造成人体
鼓膜破裂、肝脏破裂、七窍流血
等。但是很显然，视频中的女兵
并未受到上述伤害。

对于这种质疑，同样看过
视频的北京理工大学爆炸科学

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张奇认为视频确实
可疑。“视频中可以看到爆炸时间持续的时间较
长，应该是秒量级，这样长时间的过程应该是个
爆燃过程，而非爆轰过程。”张奇告诉《中国科学
报》记者。

爆燃和爆轰是两种不同燃烧过程的概念，
学术上对于这两种概念的区分角度多样，通俗
解释，可以根据其速度和强度区分。一般来说，
爆炸性混合气体的火焰波以低于声速传播的燃
烧过程称为爆燃；而爆炸性混合气体的火焰波

在管道内以高于声速传播的燃烧过程称为爆
轰。“爆轰的持续时间很短，基本上就是毫秒量
级，但是威力极大。如果遇到爆轰，毫无防护措
施的人体将会被冲击波弹到十几米甚至几十米
外。”张奇解释说。

通过上述概念则不难看出，俄罗斯公开的
视频中浓烟滚滚，爆炸持续时间较长，这样的现
象与国内抗战电视剧中使用的爆炸场景大同小
异，属于爆燃过程。“爆燃过程持续时间久可达
秒量级，但能量释放低，特别是在滞留空间和半
滞留空间不会有很大压力。”张奇说道。

柔性材料

除了爆炸强度遭人质疑，女兵身着的防爆
衣也有疑点。通过女兵的走路姿态不难看出，这
套防爆服质地并不坚硬，那么“柔软”质地的防
护服可以抗击爆炸吗？张奇给出的答案依然是
否定的。

保护人体免受冲击波伤害的前提是提供保
护材料不能变形，如果它被炸弹冲击变形，人体
内脏也必然受到牵连。从这一原则看，通过柔性
材料进行炸弹防护几乎不可能。“现在特警使用
的防护措施都是在躯干部位采用合金材料，类
似古代的盔甲。能够防护多大量级的爆炸则取
决于合金材料的厚度。”张奇告诉记者，就像战
场上所向披靡的坦克需要依靠自身厚重的“铠
甲”抵挡狂轰乱炸。

由此看来，“这种柔性材料，看起来更像是
具备防高温和防火的功能，但是对于冲击波能
否防护存疑。”张奇表示。

真正实现尚需时日

虽然俄罗斯军方公布的视频并未解决防爆
的问题，但是依然给人们提供了无限畅想的空
间———真的会有这样的防护服让人类在爆炸中
幸存吗？

对此，张奇表示近期这样的可能性很小，因
为让人类免于波及的方法只有通过足够厚度的
坚硬材料才能实现。“如果一定要使用柔性材
料，那么要根据其变形的特性，需要在其与人体
之间留出足够的空间，缓冲冲击波带来的压
力。”张奇打趣说，“更重要的是，如果真的实现
了这样的防爆衣，那么现代不少武器就都失效
了，战争或许也就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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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 日，《自然》杂志报道了一项对于
乳腺癌的最新研究结果，该研究发现了可引
起乳腺癌的几乎全部基因突变，对治疗乳腺
癌的药物研究及乳腺癌基因水平的个性化
治疗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该研究分析了来自 560 例乳腺癌患者的
全部基因组信息，并从中发现 93 个可能与肿
瘤相关的基因突变，其中的一部分已经由此前
研究发现。主持这项研究的英国桑格研究所

Michael Stratton 教授表示，人类基因组约包含
2 万个基因，而科学家们现在已经发现了与乳
腺癌相关的全部基因———这 93 个基因的其中
一个一旦发生突变，就可能引起乳腺癌。

过去 15 年中，很多治疗乳腺癌的药物
都获得了发展，类似赫赛汀的靶向药物已经
经过临床应用到病人的身上。科学家认为，
基于此项研究开发出的新药应用到癌症患
者和潜在的高危人群至少要 10 年。

93 个基因突变

数字前沿

近日，来自美国和英国的两个研究小
组分别将人类胚胎体外发育的时间提高到
10 天以上。这两项研究不仅突破了此前难
以超越的 7 天之限，或许还将改写问世 30
余年、曾经遥不可及的“14 天规则”。

人类胚胎发育研究是了解人类早期发
育过程，预测遗传性疾病的一个重要途径。
但此前人类胚胎在培养皿中的发育一直很
难超过 7 天。美国洛克菲勒大学胚胎实验
室主任阿里·布莱文卢、英国剑桥大学生理
学教授玛格丽娜·泽尼卡 - 葛兹带领各自

的研究团队独自进行的研究显示，即使在
培养皿中，人类胚胎也能进行细胞分裂和
自我发育。培养皿中胚胎经历的变化与在
母体中发育的胚胎并无显著差异。

这两个研究小组的研究分别发表在最近
出版的《自然》和《自然—细胞生物学》杂志上。

《自然》 杂志同期发表的评论称，“14
天规则”在过去得到了严格的遵守，有很大
一部分原因是此前的技术很难突破 14 天
的限制。如今，体外培养胚胎超过 14 天似
乎是完全可行的。 （周天整理）

10 天人类胚胎体外发育

想减肥，不妨倾听咀嚼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