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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十大新兴技术（十）

基因合成为现代医疗提供新方向

中国药科大学科研团队
发现治疗抑郁症的新靶标

2020年12月21日，在完成所有航次任务后，“奋
斗者”号海试保障母船“探索二号”返回三亚，历时57
天的马里亚纳海沟万米海试顺利收官。10月26日11

时，“探索二号”从三亚起航，前往西太平洋马里亚纳海
沟，执行“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万米海试保障与“深海
勇士”号深潜航次任务。 新华社记者 赵颖全 摄

近年来，基因合成技术的飞速进步，让改变基因
组成为可能。并且，在新技术的支持下，科学家能够
深入了解病毒传播方式，有助于研制生产疫苗及治疗
方法。据估计，未来基因合成技术可以可持续地从生
物质或废气中生产化学品、燃料或建筑材料，甚至可
以让科学家设计抗病原体的植物，或者自主编写基因
组，为遗传病的治疗打开新的大门。

人工方法获取基因

基因合成是指用人工方法合成基因的技术，是基
因获取的手段之一，相对于从已有生物中获取基因来
说，基因合成不需模板，因而不受基因来源限制。

基因合成是当前合成生物学的主要内容，通过基
因合成，可以获得自然界中不存在的基因，为人类改
造生物开辟一个全新的方向，在可预计的将来，基因
合成将在生命科学领域发挥巨大作用。现今，基因合
成在新能源、新材料、人工生命、核酸疫苗、生物医药
等领域的作用已有初步体现，甚至也存在潜在的被开
发成生物武器的可能。

基因合成的合成周期短，可以保证序列的100%
正确无误；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可以对基因的酶切位
点和基因序列进行修改，方便下游的克隆和实验；研

究人员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设计得到自然界中很难
获取或甚至不存在的基因；可以进行密码子优化，使
基因在各种生物表达体系中都能得到良好表达。

人造细菌有望解决能源问题

2010年，美国生物学家Craig Venter宣布开发出
了首个由合成基因组所控制的细胞，这代表着世界上
首个人造生命细胞的诞生，是人类科学历史上的一个
突破性成果。

在这项研究中，Craig Venter博士与其团队通过
化学的方法合成了蕈状支原体的基因组，然后将其植
入到与它亲缘关系很近的细菌山羊支原体的细胞里，
获得了全新的蕈状支原体，植入的基因组能调控这一
细胞，新移植的基因组取代原基因组发挥作用，把寄
主细菌转变成蕈状支原体，并且，这一新产生的生命
能够进行自我的生长和繁殖。

之后，Craig Venter博士与其团队利用该技术生
成细菌并设计出了更新颖的基因组，含有这些基因组
的细菌能够完成特别的任务，比如把煤转变成清洁天
然气，并把吸收二氧化碳的藻类转变成碳氢化合物燃
料，以帮助解决能源、环保或其他问题。

Craig Venter博士表示，这项新成果可能将成为

生物学领域最有效的一种工具，为创制新的可用于生
产生物燃料、清理毒性废物、碳截留或其他应用的微
生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首次合成全基因组生物

2019年，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者们首次完全合成
并彻底改变了大肠杆菌的DNA密码子，这为人类敲
开了合成生物的大门。

大肠杆菌的生存范围极其广泛，遗传密码子相对
简单，是全球研究者心中最理想的研究模型，为生物
材料、合成药物以及病毒学等多个领域的发展做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剑桥大学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研
究人员首先提取了野生大肠杆菌的基因组成，分析每
个基因对于大肠杆菌的生存意义，之后设计并合成大
肠杆菌所需的所有的基因，再使用这些重组的基因合
成了首个“人造”大肠杆菌。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合成生物学研究员Tom Ellis
表示：“这项研究将合成基因组学领域提升到了一个
新的水平，不仅成功构建了迄今为止最大的合成基因
组，而且编码变化也达到了迄今为止的最高水平。”但
他也认为，此纪录很可能在不久后就会被打破。

（本报综合）

新华社南京电（记者 陈席元）从中国药科大
学获悉，该校洪浩团队经多年研究发现，一种名为
TGR5的受体与抑郁行为相关，这为研发新型抗抑
郁药物提供了新思路。

据论文通讯作者、中国药科大学药学院教授洪
浩介绍，当前临床治疗抑郁症的药物主要基于单胺
类神经递质学说研发，虽然种类较多，但也存在效率
低、起效慢、副作用大、停药易复发的问题。

研究发现，在出现类似抑郁症状的小鼠中，
CA3锥体神经元TGR5的表达水平显著下降，其下
降程度与抑郁严重程度相关；如果提高CA3锥体
神经元TGR5的表达水平，则能够显著改善小鼠
的抑郁样行为。研究人员进一步采用了病毒追
踪、光遗传学、化学遗传学及光纤钙信号记录技
术，结果显示，TGR5通过激活某一神经环路产生
抗抑郁作用。

“这些结果表明，CA3锥体神经元TGR5参与
并调控抑郁行为，增加脑内TGR5可能有抗抑郁
作用。”洪浩说，接下来，团队将寻找中枢TGR5激
动剂，进一步明确中枢TGR5激动剂的抗抑郁作
用，以期开发出安全高效的新型治疗抑郁症药物。

从口袋里的智能手机到支持互联网运作的庞
大数据中心，从电动踏板车到超声速飞机，半导体
技术正在改变我们生活和工作的方式。

被称为晶体管的半导体设备是在计算机内部
运行计算的微型电子开关。1947年，美国科学家
制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晶体管，在此之前，人们都是
借助既慢又笨重的真空管来完成计算机制。

晶体管体积精小，可以安装在微芯片上，并且
每一年，这些设备都在变得更小更智能。大约50
年前，芯片制造巨头英特尔的联合创始人戈登·摩
尔提出摩尔定律，即芯片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
约每隔两年便会增加一倍。事实证明，摩尔定律
曾经是正确的。直到最近，情况才开始有变。当
一再缩小的晶体管越来越接近物理极限时，芯片
微型化的步伐才会有所放缓。

从曾经肉眼可见的的晶体管，到如今，一枚微
芯片上可容纳数十亿个微型晶体管，这种制造业
的指数级进步，推动了数字革命的发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郭光灿院士团队在量子超表面
图像边缘探测实验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他们与合作
者利用高品质偏振纠缠源和高效介质超表面，实现了
待检测图像状态在正常模式和边缘探测模式远程的开
关切换，并且证实了在弱光场照明下，纠缠光子照明相
对于直接单光子照明具有更高的信噪比。该成果日前
在线发表于《科学进展》。

这项研究由郭光灿团队史保森教授、周志远副教
授等与湖南大学罗海陆教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刘兆伟教授共同完成。史保森教授、周志远副教授
等人长期从事基于非线性过程的非经典量子光源的
制备与应用相关研究，他们可以制备多种类型的高
品质双光子纠缠源，纠缠源的各项参数指标均处于

国际先进水平。
在该工作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团队利用自

身在偏振纠缠量子光源的制备与表征方面的优势以
及合作者在高效率电介质超表面上的研究优势，实
现了量子超表面图像边缘探测，并且展示了量子纠
缠光场照明下具有成像状态远程可切换和较高信噪
比的特征。

该成果是量子超表面研究在图像边缘探测的一
次尝试，在图像加密和隐写上具有潜在应用，另外在
光子照明匮乏的场景，如酶反应跟踪与生物活体细
胞的观察上，较高信噪比会表现出一定优势。该工
作将会促进更多的关于量子光学和超表面材料相结
合的相关研究。

半导体技术正在改变世界
■ 匀 琳

科学家实现量子超表面图像边缘探测
■ 桂运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