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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 

【可吸入型纳米抗体 有效减轻新冠症状】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Science Advances》 

    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介绍了一种针对新冠病

毒刺突蛋白的可吸入纳米抗体，可以预防和治疗仓鼠的重症新

冠肺炎。这是第一次在临床前动物模型中测试纳米抗体，其大

小约为典型单克隆抗体的 1/4，具有极高的稳定性，且生产成本

更低。 

  实验表明，在感染新冠病毒后，将一种名为“匹兹堡可吸

入纳米体-21”（PiN-21）的雾化纳米抗体通过滴鼻给药可发挥

保护作用。同时，吸入纳米抗体后肺组织中的传染性病毒颗粒

减少 100 万倍，肺结构变化也较轻，炎症程度亦较低。 

  研究人员指出，PiN-21 纳米抗体比单克隆抗体体积更小、

更稳定，这样才能使小颗粒气雾剂深入肺部，且不聚集在一起。

它们的生产成本也要低得多，可以迅速生产，以更快适应变异

的病毒。此外，疫苗仍然是阻止病毒人际传播的最佳工具，但

纳米抗体有助于治疗已经患病的人和那些无法接种疫苗的人。 

 

https://advances.sciencemag.org/content/7/22/eabh0319


【血氧水平变化 影响老年痴呆】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Communications》 

苏塞克斯大学的科学家们首次记录了海马体的血氧水平，

并提供了实验证据，证明了通常被称为“大脑记忆中心”的区

域为什么容易受到损害和退化（这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前兆）。 

研究人员认为海马体存在一个分水岭。正常情况下，一切

正常，但当其他任何事情发生时，大脑血流量减少，海马体中

的氧气水平会降低到停止神经元工作的水平。这可能是阿尔茨

海默病首先导致记忆问题的原因——因为早期的血流量减少会

阻止海马体正常工作。 

同时，研究人员发现海马体的血流量和氧水平低于视觉皮

层。当神经元活跃时，视觉皮层的血流量和氧含量会大幅增加，

这为饥饿的神经元提供能量。但是在海马体中，这些反应要小

得多。而且，海马体中的血管含有较少的 mRNA 转录物（制造

蛋白质的代码），这些转录物是用来形成血管扩张的蛋白质。此

外，海马体中扩张小血管的细胞称为周细胞，其形状与视觉皮

层也不同。因此，海马体中的血管扩张能力也不如视觉皮层。 

材料科学 

【室温下磁性超导材料 助力量子计算机发展】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科技日报》 

俄罗斯量子中心科研人员首次在室温下获得了磁性超导材

料。有关专家认为，借助该技术未来可创建不需要复杂和昂贵

冷却装置的量子计算机。 

通常情况下，量子效应可在基本粒子中观察到，只有在非

常低的温度下能够观察到宏观量子现象。近年来，磁性超导材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21-23508-y
http://digitalpaper.stdaily.com/http_www.kjrb.com/kjrb/html/2021-05/28/content_468425.htm?div=-1


料吸引了科学家的注意。此次实验是在钇铁石榴石单晶膜上进

行的。该物质在某些温度下具有自发磁化作用。在这种晶体中，

准粒子可以更长久地保留其量子特性。科学家已经证明，在强

磁作用下磁振子（磁体中的磁激发）处于量子态，类似于超低

温下的原子态。在这种情况下，相当多的物质原子进入统计上

不太可能的量子状态，结果，在宏观尺度上观察到了量子效应。

这一发现使得能够在不使用昂贵笨重的冷却系统的情况下应用

量子现象。 

人工智能 

【可穿戴式设备数据新算法 准确预测临床生理特征值】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研究人员发现，可穿戴式传感器可

对临床实验室级测量进行个性化预测。 

研究人员测试了通过消费者可穿戴设备测量的生命体征

（即，连续监测的心率、体温、皮肤电活动和运动）是否可以

使用机器学习模型（包括随机森林和套索模型）预测临床实验

室测试结果。结果表明，与在临床上进行的测量相比，从可穿

戴设备收集的生命体征数据可以更一致、更准确地描述静息心

率。从可穿戴设备收集的生命体征数据还可以预测几种临床实

验室测量值，其预测误差要小于使用临床获得的生命体征测量

值所作的预测。 

监测生命体征的时间长度以及监测期与预测日期的接近程

度在机器学习模型的性能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结果证

明了商用可穿戴设备对生理测量值进行连续和纵向评估的价

值。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1-021-01339-0


 

【无创荧光显微技术 助力大脑深度成像】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Optica》 

瑞士苏黎世大学和苏黎世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

称为漫反射光学定位成像（DOLI）的新技术，利用它可以高分

辨率、无创观察活体小鼠大脑深部的微血管。该技术具有卓越

的分辨率，可看到深层组织，为观察大脑功能提供了强大的光

学工具，在研究神经活动、微循环、神经血管耦合和神经退化

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研究人员首先在模仿人体平均大脑组织特性的组织合成模

型中测试了这项技术，证明他们可以在光学不透明的组织中获

得最深达 4 毫米的显微分辨率图像。然后，他们在活小鼠身上

测试了这项技术，给活小鼠静脉注射了荧光微滴，追踪这些流

动的荧光微滴可以重建小鼠大脑深部微血管的高分辨率图。观

察发现，借助 DOLI 技术可以完全无创地观察到脑微血管以及

血流的速度和方向。 

研究人员表示，这种方法消除了背景光散射，并可在头皮

和头骨完好无损的情况下进行。他们还观察到相机记录的斑点

大小与微滴在大脑中的深度有很大的关系，这使大脑深度分辨

成像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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