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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心脏有望

植入人体

药物治疗之外，三大新技术
也能让肿瘤君“滚蛋”

熬夜玩手机会

导致不长个吗
据媒体报道，武汉10岁的小姑娘

倩倩因为身材矮小，去医院检查后发
现患了矮小症，在询问其生活习惯
后，医生诊断病因居然是“长期熬夜
玩手机”。这难免令不少网友困惑：熬
夜玩手机真的会让人长不高吗？

据丁香医生相关资料介绍，人体
生长激素由腺垂体细胞合成和分泌，
基本功能是促进生长，同时也是体内
代谢途径的重要调节因子，有调节多
种物质代谢的功能。

有关媒体采访了为倩倩诊断的
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张红梅。张红梅表
示生长激素的缺乏会影响孩子身高。
晚上入睡后45—90分钟，是儿童生长
激素分泌的高峰，入睡后一小时的分
泌量占到了每天分泌总量的一半以
上。因此对儿童来说，每天至少8小时
的睡眠时间是必不可少的。

看来并不是玩手机，而是熬夜导
致的生长激素分泌不足才让孩子长得
不高。

最近，法国公司Carmat宣布打造
第二个人造心脏产品，预计在2017年
诞生，并有望通过欧洲相关部门的许
可。与其他人造心脏不同的是，Carmat
打造的是永久性的人造心脏，拯救的
是那些心脏病晚期患者，直接代替已
经心力衰竭的心脏，而不是作为一种
心脏搭桥设备，协助病人接下来的心
脏移植。

Carmat人造心脏由生物材料研
发而成，不需要移植者服用免疫抑
制药物，而且能够最“忠诚”地模仿
人体原本的心脏运作。和此前使用
的短期性心室辅助泵不同，Carmat人
造心脏致力于“定居”在病人体内。
仅有为心脏提供动力的电池在体
外，其“续航能力”达2个小时。

现在，该公司旨在通过欧洲权威
部门的认证许可，准备将永久性人工
心脏移植手术扩大到25个病例，完成
第二批临床试验，普及移植经验。

专家预测2040年机器人

犯罪率将超过人类

据国外媒体报道，随着科技的进
步与发展，在工业领域出现越来越多
的机器人取代人类的岗位。机器人如
此发展趋势，已经引起了一些科学家
的关注与警觉。英国伦敦著名咨询机
构未来实验室专家研究认为，到2040
年机器人犯罪率将超过人类，成为大
多数犯罪的主体。

未来实验室首席战略与创新官
特雷西·弗洛斯表示，“数年前未来学
家曾经预言过‘独狼’式恐怖袭击将
会大幅增多。如果机器人一旦被‘劫
持’成为自杀式炸弹，那后果将不堪
设想。单个机器人实施‘独狼’式恐怖
袭击将可能越来越普遍。”特雷西认
为，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将帮助
机器人拥有自动编程并实施犯罪行
为的能力。“我预言，到2040年机器人
犯罪率将超过人类。”特雷西说。

专家认为，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
机器人取代人的工作岗位。机器人一
旦失去控制或程序被篡改，它们可能
会带来更大的麻烦。

其实，不仅仅是专家所称的狭义
机器人会实施犯罪，失去控制或被犯
罪分子控制的无人驾驶汽车或无人
机也有可能带来祸害，尤其是被犯罪
分子劫持或重新编程的情况下。作为
英国国家打击犯罪局和未来欧洲网
络犯罪中心的高级顾问，英特尔安全
部门EMEA首席技术官拉贾·萨曼尼
表示，“有一天，我们可能连自己的汽
车都无法驾驶，必须要先向犯罪分子
交一笔赎金才可以。这一天迟早会到
来，只是时间问题。”

“纳米鱼机器人”受磁力驱动在血管中游动

癌症治疗一种不得不面对的现状在于，使用的治疗药物的副作用，它们的
有效性在不同患者当中有着无法预见的差异。和传统的“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
放疗、化疗完全不同，基因编辑、激光探测诊断、纳米机器人正在改变人类抗争癌
症的方式，在药物治疗之外，为延长人类的寿命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

基因编辑示意图

在去年的全球科技大会上谷歌
X实验室生命科学小组负责人安德
鲁·康拉德透露，谷歌正在设计一种
纳米磁性粒子，这种粒子可以进入
人体循环系统，进行癌症和其他疾
病的早期诊断与治疗。

这种纳米磁性粒子就是大名鼎
鼎的“纳米机器人”。这不是科幻，而
是人类未来的医学革命。

据美国《新科学家》报道，近日
科学家受鱼的游泳动作启发，研发
出一款全新的“纳米鱼机器人”，可
以应用于在人体内输送药物。这个
纳米鱼的体积十分小，比一粒沙子
要小100倍。“纳米鱼”受磁力驱动在

血管中游动，内含微小的金和镍组
件，中间由银制的铰链作为连接。它
游动的速度和方向由磁场的方向和
力量所决定。

研发该机器人的是加州大学圣
地亚哥分校的研究人员，他们希望
自己的发明能够应用于医疗领域，
比如把镇痛药物传输到身体需要的
特定部分。

纳米机器人精确找到癌细胞，
并输送药物杀死它，这项科研工作
我国东南大学十多年前就开始研究
了。但迄今为止，纳米机器人技术依
然停留在研发试验阶段，总是有一
些技术障碍使其未能真正进入临

床。主要是科研人员尚未给纳米机
器人找到成熟精准的“导航系统”。
由于人体的静脉、动脉网络系统十
分复杂，而且纳米机器人如果不需
要停留在人体内发挥作用时必须为
它找到合适的出口。这些都需要科
研人员进一步研究解决。

尽管如此，但未来的体内医生
定会实现。微型纳米机器人未来或
将成为治癌的主力。我国著名学者
周海中教授1990年发表文章预言，到
21世纪中叶，纳米机器人将彻底改
变人类的劳动和生活方式。用不了
多久，分子大小的纳米机器人将源
源不断地进入人类的日常生活。

纳米机器人进入人体循环系统精确找到癌细胞

切除脑部肿瘤是一项复杂而精
密的工程，有医生形容这个过程如
同“从果冻里挖出蜘蛛”——— 挖不干
净，肿瘤会留在大脑里继续生长，挖
得太多，就会破坏健康脑组织，令病
人失能。也许一毫米就能让手术结
果天差地别。

如今，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正
在试用一种新型激光笔，它可以发出
近红外光，在不到一秒的时间里分辨
出健康脑组织与肿瘤，从而向医生发
出提醒。这种新设备是一个笔状的探
测器，名叫“核心”，它发出近红外光，
肿瘤分子和健康分子在激光的照射
下振动的情况不一样，将光反射回弹
的情况也不同，探测器能立刻识别这
种不同并发出警报声。

这种快速探测肿瘤细胞的技术
最早由加拿大科技公司研发，已在温
哥华一家医院成功帮助过1000名皮肤
癌患者。这种激光笔先前在加拿大用
来帮助医生实施皮肤癌手术，取得良
好效果。医生预测，激光笔能让三小
时长的手术缩短30分钟。

不仅辅助手术治疗，激光还被
运用在了肿瘤诊断上。据悉，来自美
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人员已经开发
出了一种新技术，使用混合吲哚青
绿的血液作为“增益介质”制造血液
激光，有望帮助医生快速诊断人体
内的肿瘤。

其中一位科研人员密歇根大学
的范旭东教授强调，吲哚青绿作为
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批准的药

物，当它和血液混合起来，将拥有良
好的增益效果。

当范旭东教授和他的团队将血
液和吲哚青绿混合置于反光圆柱筒
中。在近红外线的照射下，血液发出
隐隐光线。吲哚青绿在血管中会大
量聚集，而人体血管最密集的肿瘤
处正是光亮最强的部分。利用这种
方式，医生能够快速找到病人肿瘤
的位置。

目前，血液激光正在等待进行活
体测试。在采访中，范教授强调了活
体测试直至人体测试的重要性，为了
不让过强的血液激光灼伤人体细胞
组织。科研人员们也在探索最适合作
为反射腔的材料，范教授认为，纳米
金颗粒将会很好地胜任这个任务。

激光快速探测肿瘤让手术更准确

本报记者 任志方

前不久，《自然》杂志官网发出
重磅消息，中国科学家有望开展全
球首个CRISPR基因编辑临床试验
治疗肺癌，试验将由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肿瘤学家卢铀教授及其研究小
组进行，这一临床试验已通过了医
院审查委员会的伦理审批。

CRISPR是一种近年来最火爆
的“基因编辑”生物技术。它本身来
自于细菌，后来被科学家改造后，可
以应用于各种物种的细胞，包括人。
它功能非常强大，几乎可以随意改
变细胞的DNA，可以敲除基因，添加
基因，修改基因。华西医院的基本想

法就是把病人的免疫细胞(主要是T
细胞)分离出来，体外用CRISPR技术
把免疫细胞的PD1基因彻底去除，细
胞扩增后，再回输给病人。

在这项技术里，被去除的PD1是
免疫细胞的刹车，它是免疫细胞自
带的一个重要基因，正常功能是防
止免疫细胞过于活跃，攻击自身细
胞。而癌细胞也聪明地利用了这个
系统，通过激活PD1信号，告诉免疫
细胞不要攻击自己。去除PD1基因，
就为了打破癌细胞对免疫细胞的这
种抑制，从而让免疫系统再次被激
活，顺利攻击癌细胞。

来自MIT的研究人员选择了另
一种方法实现基因编辑。他们在光

控基因编辑器增加了一个额外的控
制层，通过系统的响应光，就可以实
现对基因编辑的精确控制。

有了这个新的系统，研究人员
只需要对靶细胞进行紫外光照射，
就可实现基因编辑。这可以帮助科
学家更详细研究细胞和遗传物质是
如何影响胚胎发育和遗传疾病。甚
至还可精确到关闭肿瘤细胞中的致
癌基因。

研究人员表示，这项技术在临
床医疗的应用，目前极有可能实现
的是用于关闭皮肤癌中的癌基因，
有望治愈皮肤癌，但关于何时应该
使用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讨论无疑
应当继续。

基因编辑关闭肿瘤细胞中的致癌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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