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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利用一种新的基因编辑技术，剔除了猪基因组中可能有害的
病毒基因，从而攻克猪器官用于人体移植的重大难关，为全世界需要器官移植的上百万病
人带来希望。

细心的人会注意到地铁站电动扶梯处有帮
助轮椅使用者的装置，但鲜少发挥作用。未来轮
椅使用者或许并不需要这类笨重的辅助设施来

“对付”楼梯带给他们的难题了。来自瑞士联邦理
工学院和苏黎世大学艺术系的 10 个学生，共同
设计制造了一款能够每秒钟上一个台阶的电动
轮椅 Scalevo Wheelchair。

Scalevo 轮椅在平地运行时由两个轮平衡，
有点类似 Segway 体感平衡车，并且快速转向。同
时座椅下面连接了两条橡胶履带，用来爬楼梯。
用户需要爬楼梯时，将履带沿楼梯放下，可以保
证座椅依旧是水平的。同时履带齿间距很大，可
以确保轮椅和使用者不会从楼梯上溜下去，履带
运行非常平稳。无论楼梯材质是木、金属，还是玻
璃，无论台阶有没有损坏，Scalevo 都能平稳安全

地攀登。
在上楼时，Scalevo 是

倒着向上攀登的，这样坐
在轮椅上的人就可以知
道下面的情况，轮椅臂上
还安装了一个小摄像头
用来帮助使用者观察背
后向上台阶的情况。

Scalevo 的发明者之
一 Voellmy 表示这款轮
椅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是
自动的，到楼梯处时，只
要调个头，按下一个键放
下履带，剩下爬楼梯的过
程只要控制速度就可以
了。

研 发 团 队 认 为 ，
Scalevo 与普通轮椅体积

接近，可以通过很多狭小区域，如果能够被广泛
采用，现在通行的为轮椅设置的坡道或者电梯就
可以取消了，因为轮椅本身就可以上台阶了。

Scalevo 的原型机花了 10 个月完成，已经经
过一系列测试。发明者之一的 Gomes 表示这款
轮椅经过了多种楼梯的测试，从 34 度到 17 度的
坡度，甚至螺旋式楼梯，几乎对所有类型的楼梯
进行了测试，结果证明 Scalevo 可以广泛使用。

事实上这并不是市场上第一款同类产品。6
年前由 Johnson & Johnson 设计的同类产品并没
有成功，失败原因总结看来有价格昂贵、市场需
求少以及用户至少需要用一条胳膊及部分上身
进行控制等因素。对此，Scalevo 的设计者们表示
他们相信产品最终面世时，不会比传统轮椅贵多
少。 （北绛整理）

数码时代军事空间

袖
珍
导
弹
专
攻
刁
钻
目
标

孩
子
撒
谎
，因
思
维
快
过
成
年
人

姻
本
报
记
者

袁
一
雪

教导孩子诚实守信是每个
家长教育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
环。从《狼来了》《匹诺曹》故事的
谆谆善导，到对说谎行为的疏堵
结合，家长的方法层出不穷，但
是似乎都无法制止孩子说谎的
行为。

最新的一项研究发现，青少
年时期是最会说谎的年龄段，只
因为他们的思考速度非常快。

这项来自荷兰阿姆斯特丹大
学的研究邀请了 1000 多人参加了
测试。受测试者被快速地询问了一
系列问题，从他们最喜欢的颜色到
他们的出生国。同时，他们的身体
通过线路与电脑相连，以此来测试
他们的呼吸和心率，并且让他们的
回答通过“声音压力测试”。

最终发现，6 岁到 8 岁的儿童
说谎最少，其中只有 1/4 该年龄段
的儿童每天说谎的次数会达到 5
次。同时，43%年龄在 9 岁到 12 岁
的儿童以及中年人说谎的次数在
1 次到 5 次之间；年龄在 13 岁至
17 岁的青少年中，大约有 60%的
人每天说谎的次数高达 5 次。

研究人员也得出结论，说谎
行为除了“让某人感觉好一点”
外，其他的主要原因包括“不惹
麻烦”，因为“生活很复杂”；“证
明一个观点”和“挽回面子”等。
此外，也是因为他们的思考速度
非常快，以至于很难被抓住。最
后的因素也让说谎的频率会在
童年时期增加，青春期达到巅
峰，在成年期减少。

心理生理双重因素致说谎

从研究结果看，生理发展特征无疑是导致孩子
说谎的原因之一。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副
教授蔺秀云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这个问题可
能主要是儿童青少年与成人的认知发展水平和在
对说谎的界定上不同有关系。按照发展心理学的观
点来讲，青少年时期的孩子，思维灵活性增强，知识
的接受程度高，还没有特别形成自己的观点，可能
随时改变对事情的看法，所以出现对一些事情的不
确定性。最开始的说法可能会因为新信息的介入而
改变。也或者是综合了更多的信息，孩子就不太坚
持原来的那个事情的真实本身了。”

不仅与思维过快有关，孩子撒谎还与记忆的
失真或者是想象上的错误相关。因为孩子的注意
力不如成年人，因此容易张冠李戴，而说出了与
事实不相符合的话，也被认为是说谎。

在以前的研究中发现，除了生理因素，父母
的行为也是推动孩子撒谎的原因之一。因为孩子
在成长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某些行为会引起父
母足够的重视。于是，为了让父母关注自己，孩子
就会谎称身体有恙，来吸引父母注意。而且，有时
父母在日常生活中不经意间的一些行为，也会被
孩子模仿。比如父亲为了拒绝别人的邀请，就会
寻找各种托词推脱，那么当孩子不想做什么事情
的时候，他也会如法炮制。

家长要见招拆招

孩子说谎固然不对，但对说谎如临大敌的父
母，还是应该理智地分析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孩
子撒谎。“如果是孩子成长中发展水平的问题，这
可能只是成人与青少年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或
者表达方式不同。但是如果为了某种目的，如掩
饰自己的错误，那么就需要分析目的是什么。”蔺
秀云表示。如果是为了表现得更好一点，父母就
不需要对这种行为过于介意。而如果是为了掩饰
自己的错误，家长要考虑调整自己对待孩子的方
式，避免太过于严格和较真，以至于让孩子选择
用说谎的方式来应对家长。

父母的不同做法对于孩子的行为也会产生
不同影响，这点在斯金纳强化理论中可以找到解
释。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心理学家斯纳金认为，根
据操作形式的不同，可以把促使行为增强的强化分
为正强化和负强化，两者均可导致孩子的说谎行
为。所谓正强化，指给予愉快刺激，使行为得到强
化。比如，一个孩子偶然对母亲撒了谎：“我今天在
学校得到了老师的表扬”，母亲迅速作出回应，给予
孩子奖赏，就使孩子的这种说谎行为得到了强化。
相反，负强化是指消除厌恶的刺激，使行为得到强
化。如孩子每次把花瓶打碎都会遭到父母的斥骂，
但有一次他把摔坏的花瓶偷偷扔掉，躲过了父母的
斥骂，这也使他的这种说谎行为得到了强化。

因势利导

意大利幼儿教育家蒙台梭利说过，说谎是孩
子心理畸变中最严重的缺点之一，但也是孩子日
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现象。所以面对孩子撒谎，
正确的做法是父母首先要冷静下来，认真分析孩
子撒谎行为背后的真正原因，这样才能有针对性
地纠正孩子撒谎的不良习惯。只有理智地面对孩
子的撒谎行为，孩子才会信任父母，才会勇敢地
向父母敞开心扉。

“如果孩子是以说谎的方式来逃避家长的管
教，家长就要思考一下自己的教育方式了。理解
孩子不是有意的说谎，不是恶意的说谎，而是为
了表现好，为了避免惩罚，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方
式。”蔺秀云解释道。

2000 米左右的目标，用导弹
是不是太夸张了？但是其他武器很
难精确打击。不过，美国雷声公司
研制的“长矛”导弹，让这个尴尬的
问题迎刃而解。

这种导弹有几个特点。首先，
“长矛”导弹的个头非常小，甚至没
有人的手臂长。其重量为 1 千克左
右，长 42.6 厘米，口径为 40 毫米，
射程达 2000 米。更重要的是，它不
需要专人发射，而是采用 EGLM
榴弹发射器模块、H&K M320 和
FNH MK13 等工具发射，能够与
榴弹一起共用枪挂发射装置。

虽然“长矛”导弹有 1 千克左
右，比普通的榴弹重，但精度高得
多。对于士兵来说，选择多发才能
够准确命中目标的弹药还是一击
致命的弹药，似乎并不困难。

“长矛”的第三个优点是精确
制导。榴弹和大多数迫击炮弹都属
于非精确制导弹药，而“长矛”导弹
采用半主动激光制导，通常须由两
人才能完成作业。其中一个人负责
用 手 枪上 挂 的
指 示 器为 导 弹
指引目标，另一
个 人 则负 责 发

射“长矛”导弹。
但是与其他武器不同的

是，“长矛”导弹并不要求发
射后即对目标进行照射。在
攻击较远的目标时，目标指
示人员可以在发射 15 秒后
照射目标，从而为士兵们提
供了回旋的余地。另外，雷声
公司也在展开进一步的技术
攻关，如果进展顺利，“长矛”

导弹会配备数据链，具备多发同时编程的能力。
而且因为“长矛”可以一击即中，因此，与需

要多发迫击炮弹和榴弹才能消灭目标相比，“长
矛”的成本比较低，更重要的是，“长矛”导弹如
果投入使用，将大大减少己方为了打击刁钻目
标而死亡的士兵人数，这一点是美军尤为看重
的。

除了由单兵携带之外，“长矛”导弹还可以
安装到小艇、全地形车、装甲车和无人机等平台
之上，甚至小型无人车辆也可以携带。在遂行大
规模作战任务的时候，这些平台搭载的“长矛”
导弹将形成精确制导弹雨。由于“长矛”导弹重
量非常轻，所以对有效载荷寸斤寸金的无人机
来说，无疑是巨大的福音。

这意味着无人机在执行近距支援任务之
时，能够有更多的搭载量，所以单架次就能够打
击更多的目标。对于类似于火力点这样的目标，

“长矛”导弹的威力本来就已经够用了。
“长矛”导弹问世之前，刁钻的火力点往往

需要靠经过长期训练的老炮手或者是老枪手才
能敲掉。然而，在未来战场上，“长矛”导弹将被
用于攻击那些布设刁钻，而且又恰恰处于当前
支援武器的火力空档的目标。

（原鸣根据网络整理）

会爬楼梯的电动轮椅

异体移植：人身上装个猪心脏
姻本报记者袁一雪

“狼心狗肺”在成语中是个贬义词，形
容人的心肠像狼和狗一样凶恶、狠毒。那
么，猪心猪肺猪肾脏的组合如果出现在人
体中，当如何形容？这样的做法虽然听起来
匪夷所思，但是科学家一直没有放弃过这
样的想法。

近日，美国哈佛大学的中美研究人员在

美国《科学》杂志网络版上发表报告说，他们
利用一种新的基因编辑技术，剔除了猪基因
组中可能有害的病毒基因，从而攻克猪器官
用于人体移植的重大难关，为全世界需要器
官移植的上百万病人带来希望。

人类，向使用异体器官移植的方向，又迈
进了一步。

中美研究人员敲掉的猪基因中可能有害
的病毒基因，被称为“内源性逆转录病毒

（PERVs）”。它“生活”在核糖核酸（RNA）上。
一般情况下，它是安全的，但当它遇到逆转录
酶，会将 RNA 转变为互补脱氧核糖核酸

（cDNA），再将其“挂靠”在脱氧核糖核酸
（DNA）上，并随之复制、转录、翻译，进而扩
增。在现代医学认知中，艾滋病、SARS 等都被
认为是从动物体内的“内源性逆转录病毒”给
人类带来的灾难。同样，如果无法祛除猪体内
的“内源性逆转录病毒”，它的器官与人体再
契合也无法使用。

哈佛医学院遗传学实验室的研究团队就
是攻克了让猪成为人体器官捐献者的这一难
关———断绝猪内源性逆转录病毒在器官移植
接受者体内重新激活的可能性。《科学》在线
的 文 章 中 称 ， 研 究 人 员 通 过 一 种
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由 RNA 指导

的 Cas9 核酸酶对靶向基因进行编辑的技
术），成功地在猪胚胎中灭活了 62 种内源性
逆转录病毒。这一数量是科学家在其他动物
身上所能灭活的内源性逆转录病毒数量的十
倍。研究人员认为，这一成就使动物能够制造
出合适的人类器官捐献者。

对于国内的移植领域，这一发现似乎并
没有引起轩然大波。因为，“早在上世纪 80 年
代，武汉有个器官研究所就进行过类似的研
究，也持续观察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发现
逆转录病毒给人类带来大的危险。”厦门大
学医学院副院长、厦门大学器官移植研究
所所长齐忠权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从
理论上说，因为在人体内与动物体内都存
在逆转录病毒，所以担心在某些条件下，本
来无害的逆转录病毒可能会发生改变进行
复制。从这个角度看，敲掉逆转录病毒就是
有必要的。”

敲掉“病毒基因”

在种类繁多的哺乳动物中，科学家排除了
与人类“血缘”最近的灵长类家族，转而选择与
人类似乎关系不大的猪，似乎没什么道理。究其
原因，“从体重看，猪与人的体重接近，因此，其
内脏的大小与人类也较为接近。”齐忠权解释
说。比较而言，猩猩、猴子的个头偏小，一般体重
只有十几斤，它们的心脏、肾脏等也等比例缩
小，无法负担“庞大”的人类身躯。

从伦理角度看，“狒狒和猩猩的数量比人
类少，这不符合动物保护主义者所倡导的精
神。”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朱同玉对

《中国科学报》记者解释说，“猪则是人类饲养
的家畜，体重和生化指标与人类相似，没有伦
理方面的障碍，是移植给人类最好的供体。”

最新研究表明，猪基因组中大约有 11%
的重复元件（PRE-1），这一比例与灵长类动
物的重复元件副本几乎相同。研究人员在《自

然》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报告称，这些猪重复元
件的结构和功能非常类似于灵长类动物的重
复元件副本，暗示人类和猪之间存在比之前
所认为的关系亲近得多。

上世纪 90 年代，欧美政府曾花大力气来
推动猪器官移植项目，几个全球大药厂也投
了巨资希望解决猪器官的人体排斥问题，但
没想到后来发现猪的基因组里面有内源性逆
转录病毒存在，最终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政
府都明令，在找到解决办法之前，停止一切异
种器官移植的临床试验。

而随着科技的进步，基因技术让异体移
植似乎又看到了希望。但是专家们却并没
有那么乐观。“异体移植想要应用到临床大
概还需要 10 年的时间，因为异体移植中最
难以解决的不是逆转录病毒，而是异体排
斥。”齐忠权表示。

千挑万选的猪

在医学科学中，受者进行同种异体组织
或器官移植后，外来的组织或器官等移植物
作为一种“异己成分”被受者免疫系统识别，
后者发起针对移植物的攻击、破坏和清除，这
种免疫学反应被称作移植排斥反应。即便是
人类之间在器官移植时，也存在排斥反应，更
不用说是不同种群的人类与猪之间的移植。

“猪和人的基因相差太大，如果无法修
正，那么，排斥现象会比较严重。”朱同玉表
示，“其实在《科学》的报道中，提到这个研究
只是解决了异体移植中一个方面的问题，向
这种可能性又近了一步，但还有其他核心问
题有待解决。”有些研究团队就曾经试图修改
猪的基因，让其靠近人类，以克服超急性排斥

反应，方便移植。“但是发现把人的基因移植
给幼年猪后，成年后的猪，身上会长出很多种
肿瘤。”朱同玉说。

而在齐忠权与哈佛大学的一项合作中，
他也曾试图将猪的肾脏移植给狒狒，后者存活
已经超过了 8 个月。虽然看起来这是个异体移
植比较成功的例子，但齐忠权依然不认同这样
就代表着异种移植可以替代同种移植了，“目前
我们还在尝试用非人灵长类，比如猴子，与猪的
基因进行嵌合，通过核移植和干细胞等技术，将
种系进行嵌合。而且，我们还积极使用干细胞技
术，在免疫诱导方面、耐受的诱导方面、干细胞
的种系嵌合方面进行攻关。虽然很多关键性工
作没有解决，但还是有希望。”

排异是关键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大概有 200 万人
需要器官移植，但是器官捐献的数量远远低
于需要的人数。在我国，因为今年起开始正式
停用死囚器官，而公民捐献远远无法满足器
官移植的需求。因此，研究新的移植途径是很
多科学家的关注点。

异体移植、3D 打印、克隆等都是替代同体
移植的方法。但就人类内脏器官复杂性而言，异
体移植无疑是最“靠谱”的方法。“3D 打印技术
造价比较高，而且只能打印细胞结构相对单纯
的器官，比如血管。而对于肝脏、心脏等内部结
构复杂的器官，3D 打印很难实现。至于克隆器
官，也有待观察。”齐忠权表示。

在众多器官中，胰岛的异体移植走在最

前列。“Ⅰ型糖尿病患者需要定期向体内注射
胰岛素才能控制血糖，虽然最先进的方式是
随身携带胰岛素泵，设置间隔时间注射定量
的胰岛素，但是大部分人还是采用每次餐前
注射胰岛素的方法，后者其实比较痛苦。”齐
忠权表示，“而猪的胰岛素与人类非常接近，
如果能够解决排斥问题，将猪的胰岛移植给
人，那么可以免去打针的痛苦，让血糖随时保
持在正常范围。这样也可以减少糖尿病并发
症的危险。”

随着近年来抗排斥药物发展迅速，以前
在移植后只能存活 1 年的病人，如今也能活
到 5 年。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排斥问题也能被
解决，进而实现异体移植。

异体移植，距离实现最近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