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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俞书宏教授课题
组，首次通过模拟环境人工“种出”珍珠母。这种
材料具有与天然珍珠母高度相似的强度和韧性，
且生成周期缩短为两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科
学》杂志日前刊发了该成果，认为此方法为制备
高性能人工骨骼提供了可能。

自 然 界 蚌 类 贝 壳 内 流 光 溢 彩 的 珍 珠 母
层，具有独特而复杂的结构，硬度超常而又不
失韧性，是一种难得的材料。因此，制备仿珍
珠母材料一直是国际材料学界的研究热点，
但仿品难以同时达到天然珍珠母的超常硬度
和韧性。

俞书宏教授自 2002年回国工作后，长期致
力于仿生合成高性能材料研究。他带领的科研
团队巧妙模拟自然界软体动物珍珠母的生长方
式和控制过程，首次提出并建立了一种全新的

“组装与矿化”相结合的方法，近期成功合成了新
型仿珍珠母材料。

电子显微镜等多种检测手段表明，这种通
过与自然策略高度近似的生长方法制备的人工
材料，在成分和微观结构上均与天然珍珠母高
度近似，展现出很好的强度和韧性。且在两周
内就能“复制”珍珠母长达数年的自然形成过
程，速度超其百倍。

这种人工合成的珍珠母目前还无法拥有天
然珍珠的“晕彩”，但有望成为骨骼受损患者的福
音。人类的骨骼和牙齿发育过程与珍珠母形成
过程异曲同工，运用类似策略合成人工骨骼或牙
齿，有望高度重现人体骨骼的强度和韧性，避免
材料植入人体的排异反应，也免去了以前金属构
件放入人体还要取出的痛苦。

《科学》杂志审稿人评价说：“这是一种开创
性的可靠方法”。《科学》杂志刊发长篇评述提出，
俞书宏团队的新方法，将有助于当前国际骨科学
领域应对复制天然骨骼的“迫切挑战”。

据新华社

“要让国际科学界看到中国科学家的态度”
10月 10日，韩春雨在接受《科技日报》采访

时说：“他们（指实验重复失败的科学家）要是愿
意实名出来，我们就让重复实验成功的人实名
出来。”

对此，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魏文胜
说，包括他在内的不少学者认为，“不能再拖了，
必须要发声，要让国际科学界看到我们这个领域

（即基因编辑）中国科学家的态度。”
魏文胜说，在过去几个月内，他所在实验室

的四五名学生，根据韩春雨论文里提到的实验方
法，做了多次、不同的尝试，但实验结果均没有发
现基因组序列的改变，即“实验方法得不到重复
的验证”。

除魏文胜外，其他12名公开表态的学者是：
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教授熊敬维，北京

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孙育杰，中科院动物研
究所研究员王皓毅、李伟，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
所研究员王晓群，中科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
研究所研究员李劲松，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神经科
学研究所研究员杨辉，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
教授王立铭，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吴强，华东师范
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李大力，哈尔滨工业大

学教授黄志伟，温州医科大学教授谷峰。

两个月测试上百种实验条件 都没成功
王立铭是果蝇遗传学研究方面的专家。10

月10日，他在微信上发表声明说，他和合作者用
了两个月时间，测试了上百种实验条件，试过不
同的基因组位点、基因编辑路径、成分配比等，皆
无起色。

13名学者还呼吁，希望有关方面组织第三方
介入，尽快将这件事情调查清楚。

魏文胜说，已经过去了 5个月，因为这项技
术而带来的质疑，韩春雨本人并没有给出“实质
性”的回应；而韩春雨接受经费的资助方，也没有
进行调查；他所在的高校，虽然声称调查，但并未
给出令人信服的结果，不免让人“失望”。

此前报道显示，得益于“NgAgo”技术，韩春雨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00万元资助；河北科技
大学获得了河北发改委2.24亿元的财政拨款，用
于建设河北科技大学基因编辑技术研究中心。

对于多名科学家实名发声无法重复实验，韩
春雨方面回应：“我不做任何评价。”此外，他还
说：“过上一两周左右，我们这边还会有回应。”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

13名学者实名发声：
没能“重复”韩春雨的实验

10月11日，13名学者实名发声，公开质疑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韩春雨有关基因编辑技术“NgAgo”的实验。
今年5月2日，韩春雨在国际期刊《自然·生物技术》上发表论文，声称发现这一基因编辑新方法。有媒体称之为

“诺贝尔奖级别”的研究。但此后，国内外不断有人质疑，因为“实验无法重复”。
15年前制造惊天车祸
昨天他终于被抓住了

2001年 1月 30日下午，贵州省六盘水市盘
县鸡场坪彝族乡一碗井村，一名村民去世。按
当地风俗，白事来的人越多，丧家越有面子，奔
丧者可不受人数限制地带着朋友、亲戚吃“流水
席”。当时，丧家包租一辆货车，有74人（包括司
机）挤在车内。

当天下午 5点 10分，车在一处下坡路段，左
前轮突然爆裂，致使方向盘失控，翻下 13.2米深
的石山沟中，造成死亡34人，轻重伤39人。

经调查，交警部门认定事故三大原因：
1.事故车辆左前轮胎磨损过度，已到报废程

度，致使车辆在行驶中轮胎不能承受一定的压
力发生轮胎爆裂，造成方向失控；2.驾驶员夏正
跃无驾驶证，不具备驾车辆的资格和技术；3.货
运车辆货箱载人，严重加大事故损害后果。

通过上述三大原因，交警部门判定：司机夏
正跃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
例》，应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案发后，夏正跃逃逸至今。昨天，他终于在
云南个旧被抓获，并于下午移交给六盘水市交
警支队。 据贵州都市报

宇宙辐射可能会让
登上火星的宇航员痴呆

宇航员这个职业令很多人羡慕。但美国
研究人员 10 日在英国《科学报告》杂志上撰文
说，宇宙辐射可能会对执行火星之旅的宇航员
的大脑造成长期损害，严重时甚至可能出现痴
呆问题。

在美国宇航局（NASA）的资助下，美国加利
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查尔斯·利莫利团队研究
了宇宙辐射对人类大脑的影响。他们在NASA
太空辐射实验室使一批老鼠接受了高能带电粒
子辐射。研究人员使用了完全电离的氧和钛离
子，这与宇航员在长期太空旅行中受到的宇宙
辐射情景很相似。

半年后，研究人员在这些老鼠中仍能发现
明显的大脑炎症及神经元损伤。有关成像显
示，老鼠神经元上的树突棘减少。这扰乱了神
经元之间的信号传输，导致大脑神经网络功能
受损。这种程度的损伤会导致人类在学习记忆
测试中表现糟糕。利莫利说，类似认知障碍在
接受高剂量放射性治疗的脑癌患者中很常见。

研究还发现，宇宙辐射可能影响“恐惧消
退”反应，导致宇航员在火星之旅中容易焦
虑。恐惧消退是指大脑抑制此前经历的不悦
感受，比如曾差点淹死的人有这种反应后就不
会怕水。

“这对需要往返火星两三年的宇航员来说
不是好消息，”利莫利说，“太空环境对宇航员有
着特别的伤害，能造成一系列潜在的神经系统
并发症，如各种表现不佳、记忆衰退、焦虑、抑郁
与决策能力变差等。这些问题会发生在现实的
太空旅行过程中，并在旅程结束后还能持续很
久，许多不利结果可能持续终生。”

研究人员正在寻找宇宙辐射的有关解决方
案，比如，飞船在休息或睡觉区域可以加强防
护，当然这无法让宇航员完全避免伤害。利莫
利团队还在研究预防性方案，比如通过服药减
少宇宙辐射的伤害。

美国西南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于2013年报告
说，在现有技术水平下往返火星一次，即便在有
飞船和防护服等屏蔽辐射的环境下，人体所受
的辐射水平相当于每五六天接受一次全身CT扫
描，远超正常水平。 据新华社

荷兰海牙市政府10日宣布，增强现实手机游戏“口袋妖怪GO”的开发商已同意限制“精灵”在海牙市出现的时间和
地点。海牙市政府因此决定暂停对这家公司的诉讼行动。

海牙市政府的声明说：“‘口袋妖怪GO’开发商尼安蒂克软件公司已道歉，并承诺自格林尼治时间11日7时起，‘精
灵’将不再出现在我们不希望它们出现的地方。”

同日，荷兰国家铁路网公司也宣布，“口袋妖怪GO”开发商已同意不让“精灵”在荷兰铁路周边任何可能造成干扰
或导致危险的地点出现。

9月底，海牙市政府在海牙地区法院起诉“口袋妖怪GO”开发商，要求后者禁止“精灵”在凯克德因区的自然和环境
保护区内出现，禁止“精灵”晚11时至早7时之间在凯克德因区出现。海牙地区法院原定10月11日开庭审理。

“口袋妖怪GO”游戏叠加现实场景，玩家必须拿着手机去现实地点捕捉、战斗、训练和交易虚拟“精灵”，游戏中的
“补给站”和“道馆”均为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地点。

海牙市西南部凯克德因区原是一片宁静的滨海休闲区。今年夏季以来，几乎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手游玩家在滨
海大道上抓“精灵”，区内居民不堪其扰，市政府也不得不增派安保及管理人员，增设公厕、垃圾箱等公共设施。海牙市
政府希望与游戏开发商协商解决问题，但是电话、邮件及信函多方联系未果，最终不得不以诉讼相威胁。

“口袋妖怪GO”由日本游戏巨头任天堂公司和美国尼安蒂克软件公司联合开发。开发商此前已应要求限制“精
灵”在一些环境、安全、文化敏感地点出现，如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那里出现了和“毒气”有关的精灵）。还有不少国家
考虑要求开发商屏蔽重要景点和敏感地区。 据新华社

荷兰海牙市政府诉讼威胁奏效
“口袋妖怪”撤出敏感区

我国科学家新方法“种出”珍珠母
有望制成人工骨骼和牙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