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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好玩又实用的科学新发现
2015年，科技界的发展势头狂猛，屠呦呦作为本

土科学家首获诺贝尔奖、量子纠缠理论漏洞被填补、
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上天入海续写传奇……
这些新发现听起来名头颇大，似乎与日常生活有些遥
不可及，其实不然，在各个不同的细分领域中，趣致
好玩又实用的重大研究比比皆是。

凭自己的意愿改写DNA？

对于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来
说，刚过去的2015年是很特别的一
年。人们利用它“清理”猪基因组
中的内源性逆转录病毒，利用它改
变人类胚胎的基因序列，甚至将它
优化成更精确的基因编辑系统。伴
随着逐步突破，这一项技术正被人
们接受和认可。如果说在诞生之
初，CRISPR/Cas9还只是生物学家
的实验工具，到了今天，这项技术
已经离普通人的生活越来越近。

所谓基因编辑技术，是指对
DNA核苷酸序列进行删除和插入等
操作，换句话说，基因编辑技术使
得 人 们 可 以 凭 自 己 的 意 愿 改 写
DNA，重造“生命之书”，从源头
上修正“错误”。

2015 年 4 月，中山大学的黄军
教授就第一次发表了编辑人类胚胎
基因组的研究，这也是全球首例运
用到人类的基因编辑实验，引发了
极大的热议。

华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王艇——
前景远大 风险不小

基因编辑技术近几年来是大热
门，它对治疗基因决定的遗传病确
实有奇效，且是传统治疗方法无法
超越的。但我想强调，这种新技术
目前仍存在极大的风险。首先，这
个技术并不像宣传所说的那么成

熟，我们现在虽然知道遗传疾病都
有相对应的基因，但这个基因不仅
仅决定一种性状，目前科学对基因
多种功能的认知还很有限，如果盲
目编辑基因，或许会产生预期外的
改变，这种意外是不可控的。

【生物学】

专家观点

“纳莱迪人”是第一代人类？

2015年9月，南非金山大学的
人类学家在一处洞穴内发现新的
原始人骨骼化石，其中包括头
骨、颚骨、牙齿和指骨，它们分
别属于该物种的幼年、成年及老
年个体，南非研究人员将这个新
人种命名为“纳莱迪人”。发现

“纳莱迪人”的洞穴十分窄小，最
窄处仅 17.8 厘米。美国 《国家地
理杂志》 称这是过去半个世纪以
来最重大的化石发现之一，可能
使我们进一步理解人类进化的过
程。而领导发掘工作的南非金山
大学李·伯杰教授表示，这可能
是第一代人类，是连接更原始的

两足灵长类动物和现代人类之间
的“桥梁”。

通常意义上讲，人类进化主
要分为四个阶段：南方古猿 （约
距今 420 万年～150 万年），能人
（约距今200 万年～150 万年），直
立 人 （约 距 今 200 万 年 ～20 万
年），智人 （约距今20万年～1万
年）。而新发现的“纳莱迪人”，
手指极度弯曲，善于攀爬，像南
方古猿；足和腿可以直立行走，
像能人。研究者们推测，他们会
对死者遗体举行某种“仪式”，这
样的能力似乎又超越了理论上比
他们晚几百万年出现的某些智人。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陈华——
年代未明确 可能是人类进化的重要一环

其实，“纳莱迪人”化石的年
代，至今还没有测定出来。研究
者们通过对化石标本使用三种
不同的测定法，得出了不一致
的结果。而放射性测定法会破
坏标本，因此暂不使用。现在只
能期望到 2017 年会发展出一种新
的技术，能够准确测出化石的年
代。

此次发现“纳莱迪人”之所
以会如此轰动，原因有三：一、
化石比较丰富完整，对人类进化
研究有重要意义。这次总共发现
了1550块骨骼碎片，代表至少15
个不同个体，且包含人体各个部

位；二、从纳莱迪人的体质特征
来看，它很可能是连接南方古
猿属和人属的缺环，在人类进
化 历 程 中 扮 演 重 要 角 色 ； 三 、
纳莱迪人化石发现地点是在洞穴
深处，因此，引发了很多推测和
争议。

“纳莱迪人”的化石被发现在
非常狭窄、难以达到的深洞堆积
物中，是本次发现引人入胜之
处，也是导致推测“纳莱迪人”
具有较高智慧、能够举行葬礼的
原因。但“纳莱迪人”的脑容量
只有450立方厘米，跟南方古猿相
似，从脑容量来看，他们似乎还

不具备举行仪式和使用火把的智
慧，化石旁边也没有发现人工制
品和用火的痕迹。

“纳莱迪人”被发现，能够改
变人类对祖先的认识，这一点是
可以肯定的。因为对于人类进化
研究这种拼图游戏，我们能找到
的碎片越多，就越能拼出接近真
实的人类进化图景。史前人类化
石有些可能是人类的直系祖先，
有些可能是进化过程中的旁支，
也就是所谓的“远房亲戚”。“纳
莱迪人”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到底
扮演什么角色，还需要更多的发
现和研究才能确定。

【人类学】

专家观点

升级版“钻石”出现

我 们 知 道 ， 石 墨 和 金 刚 石
（即钻石） 都是同素异形体，价格
却差别甚大，即使在最微弱的光
芒下，钻石也难掩其流光溢彩，
硬度又高，可以流传许久，因此
市场价格一直居高不下。

2015 年 11 月，美国北卡罗来
纳州大学研制出一种新的固态碳
结构形式“Q-carbon”，为碳的同
素异形体家族带来一名新成员，
它的结构比钻石更硬，且能在常
温常压下制备钻石，色泽还比钻
石更加光彩醒目。

然而 Q-carbon 并不是自然形

成的，科学家们通过用单激光脉
冲扫描碳单质，再迅速冷却，就
得到了薄薄的一层 Q-carbon，而
且只需要在常温常压下即可制
备。这样的简化进步不禁让人遐
想，有了更硬更易制的“升级
版”，钻石的价格是否会受到冲
击，随之降低？

此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
究也表明，钻石的形成机制并不
像之前说的那么苛刻，并提出了
一个新的钻石形成理论——在液
体和岩石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
中，如果在合适的条件下酸度增

加 ， 钻
石 就 会
从液体中析
出，而不再需要复杂的氧化还原
反应。从高温高压的条件直接跳
到液体中析出，钻石越来越容易
生产，这种种研究是否表明“抄
底”钻石的时机就要来临？

中山大学地球科学与地质工程学院教授杨志军——
天然稀有资源不会掉价

首先，钻石价格高昂，是因
为它是一种有限的资源。而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所提出的“钻
石形成可以不那么苛刻”仅仅
是从化学模型实验中得出的结
论，要经过更多实验才能说明
其科学性，反而是为以后找矿
方向和人工合成钻石提供了新思
路。

至于 Q-carbon，它是由人工
制备而成，没有钻石那么稀缺。
就算硬度、亮度都更胜一筹，我
预计市场价格也不会比钻石更
高，反而从侧面突显了钻石的天
然稀缺性，不仅不会影响钻石价
格，还有可能抬高其价格。不
过，也不用担心Q-carbon与钻石

“鱼目混珠”，要鉴别Q-carbon和

天然钻石的区别非常容易，只需
普通仪器即可。

目前 Q-carbon 的 开 发 主 要
是在材料化学方面，它能够相
对低廉地制备钻石纳米针、钻
石 微 米 针 等 ， 被 应 用 于 工 业
中，比如耐高温开关和电子能
源器件。

据《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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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孤独的星系 背靠1.5亿光年虚空地带

宇宙空间广阔浩瀚，其中居住
着各种各样的星系。如果将宇宙看
成星系动物园，那星系可以算是

“群居动物”了。通过哈勃空间望远
镜，我们知道星系喜欢“结伴”出
现，很少落单。

2015 年 6 月，科学家通过哈勃
空间望远镜发现 NGC 6503，虽然

它距离我们仅1800万光年，但是它
处于宇宙空洞周围，后方是跨度达
到1.5亿光年的虚空。它为什么单独
存在？难道它就出生在那儿？或是
由一团孤独的气体自行演化出来
的？还是几十亿年前被某种引力或
骚乱抛到这里的？没有人知道。它
被称为“迷失太空的星系”。

中科院上海天文台研究员邵正滨——
孤独或是因为被“抛弃”

NGC 6503 好比一个普通的椭
圆星系被移除了所有的外层恒星，
只剩下中心致密的恒星核心。这种
小型的椭圆星系一直是一个谜。一
般认为，这些离群的星系原本和别
的星系一样“抱团”，但在它们绕着
更大的星系旋转时，外围恒星被剥

离，随后它们与第三个星系近距离
相遇，便被其重力像弹弓一样抛出
了星团。或者，这些“空洞星系”
可能是某种最为原始的星系演化样
板，它们是从原始的星系间气体
内，在远离其他星系接触的情况下
形成的。

【天文学】

专家观点

“纳莱迪人”复原图

钻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