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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家又达成了一项
“世界首例”。 一例与 “柏林病人”
（全世界唯一被 “治愈” 的艾滋病
患者 ） 相似的案例出现在北京 。
患者与 “柏林病人” 同患血液肿
瘤兼艾滋病， 治疗方案同是造血
干细胞移植； 不同的是， 前者通
过基因编辑的方法获得 CCR5 基
因突变的造血干细胞， 而后者的
突变天然拥有。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邓宏
魁教授、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
中心陈虎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佑安医院吴昊教授等团队合作，
首次利用 CRISPR/Cas9 基因编
辑技术改造人体造血干细胞， 结
果显示 ： 经过长达 19 个月的随
访， 患者白血病处于持续完全缓
解状态， 以及 CCR5 基因编辑的
T 细胞表现出一定程度抵御HIV
感染的能力。 该成果已于 9 月 11
日发表于顶级医学期刊 《新英格
兰医学》。

基因编辑的造血干细胞能
够在患者体内存活并从 “少数
外来者 ” 繁衍为 “绝对多数的
原住 民 ” ， 是治 愈 艾 滋 病 的 关
键 。 “这项研究成果是第一步 ，
它证明了基因编辑后的造血干
细胞在人体中是安全的 ， 并且
能 够 存 活 下 来 ， 甚 至 有 可 能
‘逆境繁衍 ’。” 邓宏魁说 ， 研究
团队后续将继续提高基因编辑
效率 ， 调整治疗方案 ， 以达到
治愈的目标。

“经过基因编辑的 T 细胞
体现了更强的抗敌能力”
“研究之初， 我们最担心它们

能不能活下来 。” 邓宏魁说的它
们， 指的是进行了基因编辑的干
细胞。 邓宏魁解释， 干细胞进入
新环境其实很脆弱， 患者进行了
清髓， 如果基因编辑后的干细胞
难以在体内存活， 那么患者的生
命会有危险。

因此 ， 保险的方法是 “兼
有”， 同时输入编辑的细胞和未经
编辑的细胞。 但保险的方法往往
不是最有效的方法。 陪伴进入的
未编辑细胞可能阻碍编辑细胞发
挥最大效能 ， 甚至还可能成为
“猪队友”， 助长病毒攻势。

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最终，
为了最大程度上保证患者利益 、
临床安全， 团队选择了最保险的
方案， 确保白血病治疗。

最后的结果令研究团队欣慰，
在一同面临劲敌 HIV 时， 经过基
因编辑的 T 细胞体现了更强的抗
敌能力， 在 T 细胞总数量占比上
从 2.96%增加到 4.39%， 相当于提
高了1.5 倍。

使用 8种“剪刀”
提效率、防脱靶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的编
辑效率和脱靶效应， 一直羁绊它
迈向临床。 为了使其满足临床要
求， 邓宏魁和团队打出一套 “组
合拳”。

该团队尝试了 8 种导入 “剪
刀” 的转染方法， 采用缩短编辑
时间、 引入配对的向导 RNA 策
略等， 探索提高编辑效率、 降低
脱靶效率的方法。 在真正的患者
体内， 这些技术方案经受住了考
验。 邓宏魁表示， 研究结果给出

了答案： 基因编辑在持续性、 脱
靶性、 有效性方面可以接受临床
检验。

外媒评价道 ： “这一研究
暗示基因编辑技术似乎有能力
进行安全 、 有效 、 精确的 DNA
改变。”

未来一次治疗
有望获得持久性疗效
“在停药 4 周后 ， 患者体内

的 HIV 量出现了反弹。” 邓宏魁
说 ， 尽 管 基 因 编 辑 效 率 是
17.8%， 但由于与未编辑细胞同
时输注 ， 体内的编辑细胞占比
徘徊在 5%~8%。

与 “柏林病人” 使用的天然
CCR5 突变 100%的干细胞相比，
5%~8%显得有些势单力薄， 无论
是输入策略还是基因编辑效率 ，
都是未来需要调整和努力的方向。

“未来可以考虑单纯移植经过
编辑的干细胞， 从而提高编辑后
的干细胞的植入。” 邓宏魁说， 此
次研究验证了安全性 、 可行性 ，
但仍需大幅提高基因编辑的效率，
以提高有效性。

邓宏魁对编辑效率提高的工
作表示乐观： 近几年基因编辑技
术不断发展， 相信很快就会有安
全且更高效率的基因编辑技术体
系被开发出来。 现有方法的优化
也会多方面提高效率。 未来， 当
基因编辑后的造血干细胞能够产
生足够多的带有突变的 T 细胞抵
御 HIV 时， 通过一次治疗便可获
得持久性疗效。

（综合 《科技日报》
《中国青年报》、 生命科学学院）

■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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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首例基因编辑人体造血干细胞成功移植
作为人体最忙碌的器官， 大脑

如何 “排毒”？ 据英国 《自然》 杂志
发表的一项研究， 韩国科学家团队
报告已明确液体离开大脑的精确途
径， 有助于人类更好地认识大脑清
除废物的方式。 研究结果还阐明了
在此过程中的年龄相关性改变会如
何影响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进展。

多余的液体和大分子 （如蛋白
质）， 会通过淋巴管从组织里清除，
但研究人员长期以来都认为大脑中
是没有经典的淋巴引流系统的。 大
约 4 年前， 科学家重新在外层脑膜
找到了一个管道网络， 即脑膜淋巴
管， 并发现这个血管网会通过引流
大分子调节液体平衡。 不过， 此前
研究人员尚不清楚脑脊液 （CSF） 的
精确引流途径， 部分原因在于头颅
底部的结构十分复杂， 研究其中血
管的难度颇大。

此次， 通过对小鼠颅底进行详
细检查， 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
研究团队对颅底脑膜淋巴管进行了
精确的可视化定位， 并鉴定出促进
脑脊液吸收和引流的特定特征。 研
究人员还比较了年轻小鼠 （3 月龄）
和年老小鼠 （24 月至 27 月龄） 脑膜
淋巴管的结构和功能 ， 他们发现 ，
淋巴管完整性和脑脊液清除能力存
在年龄相关性下降。

在新闻观点文章中， 瑞典乌普萨
拉大学科学家表示， 大脑的蛋白堆积
会导致年龄相关性神经退行性疾病，
如阿尔茨海默病。 而最新研究结果
进一步阐释了脑脊液清除能力受损在
神经退行性疾病进展中的作用。

张梦然

人到中年为何容易发福？ 一个
国际研究团队发现， 这可能与脂肪
组织中的脂质周转 （储存和去除脂
质的能力 ） 有关 。 随着年龄增长 ，
人们即便不多吃 、 不减少运动量 ，
体重也更容易增加。

瑞典卡罗琳医学院等机构研究
人员近日在英国 《自然·医学》 杂志
上发表论文说， 他们对 54 名成年男
女的脂肪细胞进行了平均 13 年的研
究， 结果发现， 在研究期间， 所有
受试者无论体重增加或减少， 其体
内的脂肪组织中脂质周转能力都有
所下降。

研究还发现， 受试者中除了那
些通过减少热量摄入来 “对冲” 的
人 ， 其余人体重平均增加了 20% 。
此外， 加强运动有助加速脂质周转。

瑞典研究人员认为， 脂肪组织
中的脂质周转是参与体重调节的重
要因素。 该成果有可能为肥胖治疗
开辟了新途径。

新华

大脑日理万机
它怎么“排毒”?

对标艾滋病“治愈”唯一案例———

美国心理学会杂志 《发展心
理学》 刊登英国一项新研究发现，
母亲产后抑郁的儿童 11 岁时比其
他同龄孩子更容易出现严重暴力
行为。

英国卡迪夫大学心理学家戴
尔·海伊博士及其研究小组对伦敦
南部 132 个家庭展开了为期 12 年
的跟踪调查。 研究人员通过临床
访谈计划评估了参试母亲自我报
告的心理健康状况。 当孩子长到
11 岁时， 研究人员通过 “儿童与
青少年精神评估” 等一系列的测
试， 评估了参试儿童的心理健康
与问题行为情况。 另外， 还从孩
子、 母亲和班主任的角度衡量了
孩子的问题行为。

结果发现， 与患有产后抑郁
症和至少一次产后抑郁症发作
的母亲一起的儿童 ， 在与其他

儿童或成人发生对抗时 ， 发生
暴力行为的可能性是其他儿童
和成人的 4 倍 ， 使用砖头或球
棒之类的暴力行为高出 9 倍。 尽

管许多 11 岁时表现出临床显著
暴力行为的儿童是由患有产后抑
郁症的母亲抚养长大， 但是在儿
童发育后期母亲抑郁与孩子暴力
行为并无关联 。 这一结果表明 ，
过早 、 过多与患有产后抑郁症
的母亲接触可能会增加儿童攻
击行为的发生率。

海伊博士分析指出 ， 婴儿
可通过与护理者的早期互动来
引导注意力和控制情绪 。 而产
后抑郁的母亲缺乏与婴儿的合
理互动 ， 造成交流缺陷 。 抑郁
母亲无法让婴儿平静下来 ， 更
无法帮助婴儿学会 “冷静 ”， 导
致孩子以后在生活中更可能会
出现暴力行为 。 新 研 究 表 明 ，
针对抑郁高风险产妇和儿童的
早期干预至关重要。

金也

人到中年
为何易发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