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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9 日，沈八中走下飞机，踏上黄土高
原，回到古都西安。

这一次 回国， 对沈八 中 来 说 意 义 非
凡———他放弃了美国博通公司杰出工程师
称号、技术总监职务；挥别身边好友和共事
多年的科研伙伴；说服妻子舍弃在美国的优
越生活，留下刚刚大学毕业的女儿；作为全
职教授，出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以下简称
西电）通信工程学院院长。

心系祖国

“八中，你疯了，为什么要回国？”时常有
亲戚朋友这么问他。

“在国外工作生活得再好，心不在腔子
里。”这是沈八中给出的回答。

2012 年，沈八中成为西电第一个“千人
计划”受聘教授。每次在西电讲学后乘机离
开中国时，他内心总会纠结：为什么不在自
己年富力强、积累最盛的时候，带着先进的
技术、理念、经验和心中那团燃烧正旺的火
回来，去做一些事情，亲身参与国家建设，实
现自己的追求呢？

此后，母校西电向他发出回校全职担任
通信工程学院院长的邀请，虽然待遇比在博
通公司的一半还少，但沈八中的内心却为此
澎湃，他觉得自己回国的时候到了。

实话说，沈八中也曾有过犹豫彷徨，但
西电党委书记、校长郑晓静院士一句“培养
人才是一个学者最好的归宿”的话，让他坚
定了回国的信心。

恩师指路

1959 年，沈八中出生于江苏苏州，在苏
州长大。高中毕业时正好赶上恢复高考，报
考了数学专业的他，却被总参三部遴选进入
当时设在洛阳的军事院校洛阳外语学院。

沈八中被招进学校成立的第一批“师资
班”，接受了 5 年学制的重点培养。本科毕业
后留校任教的沈八中，很快就被派往西电，
进修信息论课程。

在西电，他结识了影响自己一生的恩
师———创立了“肖 -Massey 定理”的学界泰斗
肖国镇教授。勤奋好学有悟性的沈八中，给

肖国镇留下了深刻印象，肖老师鼓励他一定
要报考自己的研究生。

1985 年，如愿成为肖国镇的研究生的沈
八中开始踏踏实实学习编码理论。“肖老师
经常去外地学习，把最新的思想带回来，每
星期都有雷打不动的信息论讨论班，他的信
息论课教材用的也是原汁原味的外文书。我
常陪肖老师出差，一般有国外学者来校讲
学，都会叫我去做翻译。”这些经历极大地开
阔了沈八中的学术视野，他与导师肖国镇合
写的第一篇论文，就发表在国际数学核心期
刊 Discrete Mathematics 上。

硕果累累

“硕士临近毕业时，荷兰安托芬大学校
长、荷兰皇家骑士杰克法林特教授来西安交
通大学讲学，肖老师就派我们去听。没想到
那天雨下得特别大，我骑了个自行车就去
了。结果一到现场，发现西电去的就我一
人。”沈八中回忆说。

讲座内容正与沈八中所学的编码方向
一致，交大当时没有这个方向，所以现场只
有沈八中提了问题。之后，当杰克法林特来
西电讲学时，沈八中又做翻译。被这位西电
小伙的学习热忱与专业素养打动的杰克法
林特，竭力说服沈八中去读他的博士生。

1988 年硕士毕业后，沈八中的命运之舟
扬帆渡海驶至荷兰。在荷兰安托芬大学数学
与计算科学系完成了 4 年博士学业的他，一
次在布加勒斯特开会时，结识了一位美国理
海大学的教授，在这位教授的盛情邀请之
下，沈八中于 1993 年来到理海大学，开始了
博士后研究。

1995 年，完成博士后研究的沈八中先在
美国昆腾公司工作了 4 年，1999 年，他又来
到以强劲芯片研发能力享誉业界的美国博
通公司，开启了 18 年漫长而成果卓著的科
研之旅。

在这里，他主持设计了世界上第一片具
有高阶调制及 Turbo 编码技术的卫星电视
机顶盒芯片，在国际著名期刊上发表论文 20
余篇，接连拿下 182 项美国专利，其中 10 余
项发明被收入国际标准，参与制定了 7 个国
际标准……依靠自身实力，沈八中获得公司

“杰出工程师”奖，成长为公司技术总监。
设计具有高阶调制及 Turbo 编码技术的

卫星电视机顶盒芯片，是沈八中来到博通后
接手的第一个项目———一个全新的挑战。最
终，他设计出的芯片编码和译码方法，使产
品性能提升至少 30%，博通也依靠这项技术
成为行业翘楚。

“从项目启动到芯片产品的产出，耗时
两年。”沈八中认为，作研究不能贪快，“工业
界尚且如此，学术界就更不能图快，尤其是
开创性的工作，需要给予足够的产出时间”。

在沈八中看来，搞科研失败了不可怕，
放弃才是悲剧。只要坚持住，即使不成功，换
一种思路，作出其他成果也有可能。

悉数传递

“虽然在物质条件方面放弃了很多，但
人生意义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价值。在
大学教书育人，我会做得更有价值。”今年 3
月 27 日，沈八中与西电签订了聘任协议，回
校担任全职教授。

育人是沈八中回国后的首要目标。“教
育就像老师在学生的大脑里编码，将会影响
学生的言行和人生的抉择。我的老师曾深深
影响了我，我也希望在西电，我能把自己对
科学的热情与人生经验悉数传递给我的学
生们。”

沈八中十分赞同郑晓静院士提出的“崇尚
学术，回归工程”的理念。“一方面，学校要有包
容开放的自由空气，给老师提供‘慢工磨剑’环
境的气魄胸怀，同时还要思考探索创新实现

‘回归工程’究竟有哪些具体路径。”

沈八中:华丽转身育人才
通讯员吴华 本报记者张行勇

热词

近日，日本国内 16 家制药和化学相关企业
在全球首次确立了利用“iPS 细胞”量产血小板
的技术。

iPS 细胞是可成长为身体任何部分的万能细
胞。截至目前，获得血液成分之一的血小板的手段
是依赖献血。风险企业 Megakaryon 利用 iPS 细胞
生产血小板的业务获得了大塚制药集团和医疗企
业希森美康等的协助。最早将于 2018 年启动临床
试验，力争 2020 年获得批准。

据报道，这 16 家企业对血小板的血液制剂制
定了量产时间表。这种血液制剂被用于需要止血
的患者，例如外科手术时或交通事故受害者等。日
本国内每年有 80 万人接受血小板输血，其国内市
场规模按药价计算达到约 700 亿日元。此外，美国
的市场规模是日本的 3 倍以上。

目前血小板完全依靠献血获得，但随着人口
减少等因素影响，将来可能出现短缺。如果能借
助 iPS 细胞大量生产血小板，则无需依赖献血就
能进行输血。

量产血小板

一般而言，人们总是希望在安
静、没有噪音的环境中工作学习，以
便专注于思考问题。不过，每每去到
咖啡馆，你总能发现这样一类人，他
们独自一人、一杯咖啡外加一个笔
记本，指尖在键盘上滑过，十分专注
于工作。如果是在高校周边的咖啡
馆，还常常能看到学生们在那里写
作业、复习功课，或许还有教授也在
其中。可是，咖啡馆里有咖啡的研磨
声、背景音乐声，还有周围人的谈话
声，这些噪音难道不会影响到那些
正在工作、学习的人的注意力吗？

事实上，这个答案并不是绝对
的。有时候，噪音不但不会打乱人的
思路，反而可以帮助人们更专注。这
是一种特殊的噪音，叫白噪音。

所谓白噪音，是指一段声音中
的频率分量的功率在整个可听范围

（250 Hz 至 8000 kHz）内都是均匀
的，人耳听上去就像一种沙沙声。这
种噪音是可以人为产生的，也可以
是自然存在的。咖啡厅、餐厅这样的
环境里就存在白噪音。

利用白噪音还能降低原先存在
噪音污染环境对人们集中注意力产
生的不良影响，比如有人利用白噪
音把一些可以打断他们正常睡眠的
声音屏蔽掉。白噪音甚至可以辅助

治疗一些神经系统疾病的作用。
不同人群对白噪音的反馈不同，如果一个人

专注能力很高，出现噪音会产生负面影响，相反，
如果一个人的专注程度不高，在有白噪音的环境
中，反而能更好地完成任务。

除此之外，科学家还发现，一定量的噪音，
只要保持适度强度，甚至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的
产生。他们的解释是，当一个人特别专注于某
项特定的工作时，思路会受到局限，想法变得
狭隘。这时候，中等强度的背景噪声能让人们
从其专注的任务中分心，但是，这也能刺激人
的大脑从思维的框框中跳出来，产生更多联
想，从而更有创造性的思考。

不过，科学家提醒，这种作用并不适合细
节工作，而是在处理抽象问题时效果更好。

利用这些原理，有一类网站和 App 相继推
出了提供模拟特定环境的背景声，如海浪、丛林
的鸟叫、流水或者雨声这些并没有旋律也无规律
的自然之声；还有多种不同的咖啡馆音效，让人
仿佛就置身在咖啡厅，需要指出的是，周围清晰
的人声会占据大脑的记忆空间，因此，有些嘈杂
但并不能听清人声的背景声才是合适的。想要提
高工作学习效率，但又不想花费更高的成本，利
用这些软件也是不错的选择。 （朱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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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副教授贺建奎
与另外几名中美科学家联合在生物医学杂志
BioRxiv 上发表论文，展示了使用深圳瀚海基
因 GenoCare 第三代单分子荧光测序仪完成的
大肠杆菌基因组测序结果，准确率达到 99.7%。

“这是第三代基因测序中准确率最高的。”
贺建奎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自豪
地说。

基因测序技术的前世今生

单分子荧光测序技术被誉为第三代基因
测序技术。若要明白其“高明之处”，不妨先了
解一下前两代基因测序技术。

基因是生物体内一道道蕴含“机密”的密
码，蕴藏了生物绝大部分遗传信息，人类自发现
了基因就无一日不想破解它的秘密。基因测序
就是要测定未知的序列，确定重组基因的方向
与结构，对突变进行定位和鉴定比较的研究。

第一代基因测序技术诞生于 1977 年，是
由美国生物化学家 A.M.Maxam 和 W.Gilbert
发明的化学降解法。这种方法仅从化学领域触
发，科学家将一个 DNA 片段的 5' 端磷酸基作
放射性标记，再分别采用不同的化学方法修饰
和裂解特定碱基，从而产生一系列长度不一而
5' 端被标记的 DNA 片段。然后再通过凝胶电
泳分离，经放射线自显影，确定各片段末端碱
基，从而得出目的基因的碱基序列。

同年，英国生物化学家 Frederick Sanger 发
明了双脱氧末端终止法，即至今广泛应用的
Sanger 测序法。应用这一技术，科学家完成了首
次的人类全基因的测序工作。Sanger 测序法是
用双脱氧核苷酸作为链终止试剂，通过聚合酶
的引物延伸产生一系列大小不同的分子后再进
行分离的方法。以该法为基础，Sanger 后来对它
进行了许多改进，使之更适合实际操作，为后来
的大规模测序提供了技术支持，其中一个重要
改进是利用单链 DNA 噬菌体载体将随机打断
的 DNA 片断分别测序，再拼成完整的基因。

上世纪 90 年代初出现的荧光自动测序技
术逐步代替了双脱氧末端终止法，并且将
DNA 测序带入自动化测序时代。

第二代测序技术较之第一代，进步主要体
现在高通量与低成本上。“第一代测序技术一
次只能测一个基因，第二代测序技术则一次可
以测量几万个基因。”贺建奎解释说。2012 年

11 月，大型国际科研合作项目“千人基因组计
划”的研究人员发布了 1092 个人的基因组数
据。参与这一项目的科学家用第二代测序技术
完成了对世界上主要人群的基因组测序工作，
绘制了迄今为止最详尽、最有医学应用价值的
人类基因组遗传多态性图谱。然而，读长相对
较短仍是第二代测序技术的主要瓶颈。

为了突破这一瓶颈，科学家们继续探索，
终于发现了单分子的测序技术。这一技术也被
称为第三代测序技术。与前两代不同的是，它
基于单分子水平的边合成边测序。贺建奎解释
说，第三代的单分子荧光技术多条基因并行的
测序方法与第二代相同，但第三代实现了单分
子纳米级别的测量。“打个比方，DNA 就像是
漆黑的夜里萤火虫发的光，第二代测序技术无
法辨别每一只萤火虫，所以就把上千只萤火虫
放在同一个袋子里，才能收集到它们的光。但
第三代技术却可以辨别每一只萤火虫，而且可
以同时测量很多个 DNA 片断。”

节约时间和金钱

第三代测序技术真正实现了对每一条

DNA 分子的单独测序，有着更快的数据读取
速度，应用潜能也势必超越先前的测序技术。
第三代测序技术包括单分子荧光测序技术、单
分子实时测序技术和纳米孔测序技术。

单分子荧光测序技术与贺建奎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我导师的导师朱棣文，是单分子
光学检测的鼻祖，1997 年诺贝尔奖得主。我们
将先进的光学技术用到了测序工作中。”贺建
奎介绍道。

更重要的是，因为单分子级别的分辨率极
高，省略了以往测序工作中聚合酶链式反应

（PCR）的步骤。PCR 是一种用于放大扩增特定
的 DNA 片段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它可看作是
生物体外的特殊 DNA 复制，PCR 的最大特点
是能将微量的 DNA 大幅增加，就像放大镜。但
放大 DNA 也需要时间，省略这一步骤意味着
时间的节约。

“第三代测序技术最大的优势还是在于时
间与金钱的节约。”贺建奎介绍道。第一代
DNA 测序技术 2001 年完成首个人类基因组图
谱，耗时 3 年，花费数十亿美元；二代测序技术
将一个人基因组测序的时间和费用降为 1 周
以内和 1000 美元；而他们的三代测序仪可在

24 小时内完成这一工作，在大规模量产后，有
望在三年内将费用降至 100 美元。

“在使用时，人们只需要提供唾液、毛发、血
液等含有生命物质的物品，放入试剂盒，即可以
看到结果。”贺建奎说，“而且，测序之前的样品
制备不需要单独准备，而是由这台测试仪一并
解决。”

更令贺建奎骄傲的是，深圳瀚海基因
GenoCare 第三代单分子荧光测序仪的成功问
世，源于各个领域的合作。“这些领域包括精密
机械、先进光学、纳米材料、分析化学、分子生物
学，甚至还有流体力学以及软件工程。”贺建奎
感慨道，“这需要多个学科共同努力、深度交叉，
甚至在以后也要依靠各个学科共同推进，才能
有测序仪新的突破。”

走向临床应用

贺建奎与同事们研发的深圳瀚海基因
GenoCare 第三代单分子荧光测序仪，虽不是首
个技术应用，但它却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向
着临床应用的方向不断前进。

与另一家公司美国螺旋生物（Helicos）当年
生产的第三代单分子荧光测序仪相比，瀚海基
因样机的尺寸只有其 1/4 大小，单台造价仅为
Helicos 测序仪当年造价的 1/6，并且瀚海基因
成功实现了所有化学试剂消耗品的国产化。“而
且，我们的基因测序仪不再需要 PCR 仪、凝胶
成像仪、荧光定量 PCR 等多个辅助仪器，而是
全部集成在一台机器中。”贺建奎说，“更重要的
是，在全球第三代测序仪中，南科大研发的
GenoCare 基因测序仪通量和准确度两个方面
都达到世界领先。在 30x 测序深度下其准确率
达 99.9%。”

目前，瀚海基因自主研发的通用测序试剂
盒已经顺利完成第一类医疗器械备案并审核通
过，成为首个通过我国医疗器械注册备案的三
代单分子测序系统试剂盒。

“接下来，我的主要工作是继续推进三代测
序仪的研发，并实行量产，在测序仪上开发多种
临床应用，包括肿瘤早期诊断和用药指导，遗传
病筛查，糖尿病用药指导，孕妇产前检测等。”贺
建奎说，“单分子荧光测序仪在临床上有明显的
优势，样品制备检测操作方便、使用成本低，我
们认为 5 年后，主要医院都将装备单分子荧光
测序仪。”

基因测序技术大升级
本报记者袁一雪

读心有术

沈八中

记忆障碍是阿尔茨海默氏症（又称早老性痴
呆症）的主要症状之一，美国科学家通过动物实
验发现，患者的记忆信息可能并没有真的丢失，
只是大脑读取记忆的能力出了问题。

英国《新科学家》杂志日前报道说，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研究人员利用激光刺激神经元，使患有
阿尔茨海默氏症的实验鼠恢复了特定记忆。如果
相关发现也适用于人脑，将有可能开发出帮助人
们找回记忆的治疗手段。

研究人员对实验鼠进行基因改造，使其大脑
神经元在储存记忆时发出黄光，读取记忆时发出
红光。随后，研究人员让实验鼠闻到柠檬的气味，
同时给予电击，让它们在记忆中把柠檬味与电击
联系起来。

一星期后再次闻到同样的柠檬味时，多数健
康实验鼠都因为害怕被电击而吓到呆滞；而患阿
尔茨海默氏症的实验鼠往往已经记不起气味会
伴随电击，吓呆的实验鼠要少得多。

观察发现，在健康实验鼠脑部，形成“柠檬味
与电击”的记忆时发出黄光的神经元，与一星期
后的实验中发出红光的神经元是同一批。这意味
着大脑在读取这个特定记忆时，正确地找到了信
息的存放点。但在患阿尔茨海默氏症的实验鼠脑
部，发红光的神经元是另外一批，说明大脑读取
记忆时找错了地方。

研究人员利用蓝色激光刺激患病实验鼠脑
部，使存储记忆时发黄光的神经元激活。经过这
种“治疗”的患病实验鼠，在闻到柠檬味时也会呆
滞，显示它们的记忆被唤醒了。

找回记忆

当地时间 8 月 4 日，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
AquaBounty Technologies 公司宣布，已向加拿大
客户出售了 10000 磅 AquAdvantage 转基因三文
鱼。这意味着在公开市场上，转基因动物的食品
完成了首次销售。

AquAdvantage 转基因三文鱼原是一种普通的
大西洋三文鱼，一般只在春夏季节的温暖水流中
发育生长，3 年左右才能长大上市。研究人员对其
植入了两种基因，一种是太平洋奇努克三文鱼的
生长激素基因，另一种是大洋鳕鱼的抗冻蛋白基
因。大洋鳕鱼是绵鳚科的一种，血液中含有抗冻蛋
白，可以在冰封的寒带海域生存。转入了这两种基
因后，即便在寒冷情况下转基因三文鱼也能快速生
长，只要 18 个月就能长大，而且个头也比同类非转
基因三文鱼要大，因而可以更快、更多地满足人们
的消费需求。

据英国《自然》杂志报道，AquaBounty Tech-
nologies 公司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发出这项技
术，随后开始向政府提交申请，谋求转基因三文
鱼的出售许可。在接下来的 25 年里，AquAd-
vantage 转基因三文鱼经历了漫长的审批。如今
终获许可，进入实际销售流通。

转基因三文鱼

受日本传统折纸艺术启发研制的可折叠机
器人，能够进入传统机器人无法到达的环境，完
成传统机器人无法实现的任务，但这些设备存在
一个巨大的缺陷，即它们必须配备电池或电线。
如今，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找到了该问题的解决
方法。他们设计出的可折叠机器人能够利用无线
磁场进行控制。

在机器人学家穆斯塔法·博伊瓦特的带领下，
研究人员设计并测试了几种不同的系统，包括一款
能折叠成四分之一大小的四面体型机器人和一款
由纸制成的、手掌大小的船型机器人。

为让机器人无须电池运作，研究人员在其关
节处安装了两个元件：一是由形状记忆合金制成的
线圈，在受热时可使机器人恢复原始形态；二是在
特定磁共振频率下可产生电能的小型电路。

通过改变磁场频率，机器人可根据需求，将某
个关节折叠起来，不会互相干扰。而如果叠加磁场，
多个关节便可同时折叠。该研究团队展示了多种
自由度，厘米级和毫米级均可实现。 （北绛整理）

可折叠机器人

“DNA 就像是漆黑的夜里萤火虫发的光，第二代测序技术无法辨别每一只萤火虫，所以
就把上千只萤火虫放在同一个袋子里，才能收集到它们的光。但第三代技术却可以辨别每一
只萤火虫，而且可以同时测量很多个 DNA 片断。”

虽然在物质条件方面放弃了很多，但人生意义在于最大限度地
发挥自身价值。在大学教书育人，我会做得更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