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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吸烟会对

人类基因造成长期影响

据科学新闻网站报道，科学家最
新研究表明，吸烟将在人类DNA甲基
化结构上形成历史性“足迹”，对人类
基因构成长期影响。这项最新研究报
告发表在近期出版的《循环：心血管基
因》杂志上。

美国国家环境健康科学研究所研
究人员对比了当前吸烟者、之前的吸
烟者和从未吸烟人群的DNA甲基化，
得出四点结论：与吸烟相关的DNA甲
基化关联着人体7000多种基因，占人
体基因的三分之一；对于停止吸烟的
人群，他们停止吸烟5年时间其DNA甲
基化将恢复到接近从未吸烟的状态；
尽管戒烟30年之久，人体仍存在一些
DNA甲基化；DNA甲基化与许多吸烟
导致的疾病相关，例如：心血管疾病和
一些癌症。

研究者说：“DNA甲基化是调控基
因表达的机制之一，影响基因激活状
态，这与形成吸烟相关的疾病密切相
关。我们研究发现某人停止吸烟之后，
仍存在着吸烟对人体DNA构成的危害
因素。”

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

“分子机器”将如何改变现实生活

2016年度的诺贝尔化学奖授予了来自法国、美国、荷兰的三位科学家，他们的获奖原因为
“分子机器的设计和合成”。这些机器可谓“最小机器”，只有人类头发的千分之一大小。

尽管目前“分子机器”还仅限于实验室展示，但是科研人员正在挖掘这一技术的潜力，并预
测其有能力成为真正改变人们现实生活的应用。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应用前景就在于分子机器人
在生物体内的自动生成。比如针对病毒的机器人，可能会通过它的分子钳子与特定的病毒相结
合，向肿瘤部位集中运输药物。

停车场该咋设计？

斜向45度排列最合理
挤作一团的停车场是不少有车族

的梦魇，停车场如何规划才最合理？英
国索尔福德大学数学教授戴维·珀西
说，计算显示，当前最常见的栅格状停
车场效率并不高。他在发表于《对话》
杂志上的文章中称，斜向45度排列的
车位更能有效避免拥堵。

珀西说：“如果是长方形排列的车
位，你停车时就需要把车调转90度角，
这样，行车道必须建得足够宽才能让
车转过来。但是如果车位是斜着排列
的，无论是左边还是右边的车位都是
斜对着你的，这样不但停车不费劲，也
可以把行车道设计得窄些以增加更多
停车位。”他说，若是一个大型停车场
能采用斜向45度停车位，停车场的效
率将可以增加23%。另外，停车场还可
以改成单向行驶，更方便疏导车流。

通常来说，脸部表情是识别一个
人心情、感觉的重要方式，但是在社会
交往中，很多人不愿意透露自己的真
实情绪。

你可曾想过，有人通过一部电脑或
智能手机就能知道你是高兴还是伤心？
据报道，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
和人工智能实验室的研究人员，研制出
一款名为 EQ-Radio 的情绪检测仪，这
一设备会向测试对象释放无线射频波，
并捕获反射回来的信号，以此测量他的
呼吸模式和心率。获得的数据会通过一
个算法让不同的情绪信号与物理因素
相匹配，并将人的情绪归类为四种状
态：悲伤、生气、高兴和喜悦。

在实验中，研究人员让12名参与
者坐到距离该设备约一米远的地方，
并让每个人都回忆一段让他们感受到
某种情绪的私人经历，每种情绪持续2
分钟，该设备会测量心率和呼吸频率，
从而测出参与者的情绪。

结果表明，这一设备的测量能力
相当精准，准确率达87%。此外，研究人
员还通过让身体移动等方式来提高检
测的精准性。因为胸腔的大范围移动
有助于呼吸摆脱心跳所带来的微妙影
响。

研究人员还发现，心率而非呼吸
频率是一个人情绪状态最大的“指示
灯”。毕竟，人们能屏住呼吸，但心跳很
难控制。

研发人员希望，相关技术未来能
用于开发机器人心理治疗师，或是广
告公司及时收集观众的反馈。

无线电检测仪可以

分析个人情绪状态

用分子机器制造

比发丝更小的机器

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的让-
皮埃尔·索瓦日教授、美国西北大
学的J·弗雷泽·斯托达特以及荷
兰格罗宁根大学的伯纳德·L·费
林加教授共同摘得了诺贝尔化学
奖。

这是一个有关在分子层面的
微观尺度上设计机器的故事。这
三位获奖人开发出了比人类头发
丝直径还要小1000倍的分子机器。
制造分子机器的最初构想要回溯
到1950年。当时，美国著名物理学
家理查德·费曼第一次提出，未来
可以制造微小机械让其能够实施
各种各样的作业。尽管费曼并没
有提出分子机器人的具体概念，
但是从那以后，制造分子机器人
就成为人类梦寐以求的向往。

这个设想的实现过程是漫长
的。就像这次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之一的J·弗雷泽·斯托达特说的：

“这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发生的，需
要很长时间和优秀人才的共同努
力。”

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
三位获奖者完成了分子机器设计
与合成的“三步走”：

第一步，索瓦日成功合成了
一种名为“索烃”的两个互扣的环
状分子，而且这两个分子能够相
对移动；

第二步，斯托达特合成了“轮

烷”，即将一个环状分子套在一个
哑铃状的线形分子轴上，且环状
分子能围绕这个轴上下移动，并
成功实现了可以上升高度达0 . 7纳
米的“分子电梯”和可以弯折黄金
薄片的“分子肌肉”；

第三步，费林加设计出了在
构造上能向一个特定方向旋转的
分子马达，这个马达可以让一个
28微米长、比马达本身大1万倍的
玻璃缸旋转起来。有了这三步，分
子机器就可以动起来了。

在短短几十年中，科学家现
在已经根据不同的机理造出了数
十种分子机器。从发展的角度看，
现在的分子机器就相当于19世纪

30年代的电动马达，那时的研究
者会在实验室里骄傲地展示各式
各样的旋转曲柄和动轮，而丝毫
不知这些东西将发展出电动火
车、洗衣机、风扇等一系列深刻影
响我们生活的电器。

现在，这个领域到了一个关
键的节点：如何在现有分子机器
上进行有机组合，使其可以互相
搭配运行，并产生宏观可见的效
应，而不只是继续探索制造新的
分子马达。就像我们有了轮胎、底
盘、发动机、悬挂系统和刹车系统
等等，现在的需要是怎么组装成
一辆汽车，甚至是一个车队，而不
仅仅是继续寻找更好的发动机。

打一针分子机器人就能实现基因治疗

虽然分子机器还是个很新鲜
的概念，但它在自然界早就广泛
存在了，人体就有各种精巧的大
分子，最叹为观止的就是核糖体，
这个复杂的分子机器可以把RNA
上的遗传信息转化成蛋白质的氨
基酸序列。2013年，英国曼彻斯特
大学教授David Leigh领导的团队
制造出一台纳米机器人，能够抓
取氨基酸并把它们连接起来，就
如同人体细胞的核糖那样。

试着想象这样一个情景：一
个机器人沿着预定轨道缓慢行

进，时不时停下来伸出手臂收集
一下零件，并放置在背后一个特
别设计的结构里。一处收集完成
后，机器人继续向前行进，重复这
一过程——— 直到按照既定设计把
一连串的部件全部收集完毕。

如果不告诉你这条流水线其
实只有几纳米长，你可能会以为
上面描述的是一个高科技工厂中
的场景。而在这条纳米流水线中，
零件是氨基酸，多个零件则串成
了一小段多肽。这就是神奇的分
子机器，科学家们犹如“分子建筑

师”，通过化学手段去模拟活细胞
中可像机器一般发挥作用的生物
分子，比如沿着细胞内微观结构
移动的驱动蛋白，或是通过读取
遗传密码合成蛋白质的核糖体。

将来分子机器成熟了，我们
可以制作一种分子机器人，它的
大小和病毒差不多，可以准确找
到特定的细胞，找出目标DNA片
段，然后把它替换成想要的DNA
序列。这样我们就实现了基因治
疗的宿愿，只要注射一针分子机
器人就能治病。

变身智能载药系统直接杀死肿瘤细胞

在理查德·费曼的最初设想
中，分子机器的重要用途之一，就
是利用纳米机器人手术和局部给
药。“虽然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想
法 ，但 如 果 你能吞下‘外科医
生 ’，那 么 手术会变得很有意
思。”理查德·费曼描绘道，只要
把这个‘外科医生’放进人体的血
液中，他就能够抵达心脏，并且查
看哪里出了问题，然后他会拿出
小刀，把不好的地方，比如肿瘤部
位切除。

费曼的想法很快在一部科幻
片中得到了体现。1966年美国影片

《奇幻旅行》(Fantastic Voyage)讲

述了一个潜水艇舰队如何微缩并
注入到一个科学家的体内，为他
进行血管手术从而拯救了他的生
命。

五十年后，当初的设想虽仍
然未变成现实，但科学家们仍然
在为之努力。人们希望，有一天
能利用微型机器人将药物直接
递送有毒性的化疗药物对肿瘤
进行治疗，而不伤害健康组织。

这类微型机器人，目前在医
疗领域研究较多的就是智能载药
系统，这样的系统已经初步用
DNA纳米机器人实现了。

《科学》杂志在2012年发表的

研究称，有研究者采用DNA自组
装形成了贝壳状机器人。在这个
机器人内部有两个蛋白质药物，
可以用于杀死癌细胞。同时机器
人本身带有细胞类型识别的元
件，可以识别哪个是癌细胞哪个
是正常细胞。

碰到正常细胞是关闭状态，
这样蛋白药物不会接触细胞，不
会对细胞造成伤害。但是如果碰
到了癌细胞，纳米机器人通过自
身的识别元件会识别到癌细胞，
并且像变形金刚一样改变自己的
形状，将药物暴露出来，杀死细
胞。

让-皮埃尔·索瓦日教授演示“索烃”，这是两个互扣的环状

分子，是分子机器设计与合成的第一步。

本报记者 任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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