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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 

【阻断关键激素受体 胰腺癌治疗新靶点】 

百泰生物药业有限司信息员孙伟红提供，原文来源于《CELL》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先前在炎症

和 T 细胞分化研究中的一种称为 RORγ 的关键激素受体，在胰

腺癌进展期间特别活跃，如果阻断它，就能显著减缓肿瘤生长，

改善动物模型的存活率。 

胰腺癌是一种侵袭性疾病，也被称为“癌中之王”。 目前

针对胰腺癌的多药化疗方案通常不能完全根除所有癌细胞，会

留下具有异常干细胞特性的耐药细胞，导致肿瘤再生和转移。

研究人员采用了一系列新一代测序和基因编辑工具如

CRISPR ，绘制出了胰腺癌干细胞的分子依赖性和弱点所在，

研究发现免疫系统信号其实被胰腺癌劫持了。目前正在测试的

自身免疫适应症治疗应该考虑针对胰腺癌的检测，其中核激素

受体 RORγ可能是一种胰腺癌的治疗靶点。RORγ在促进肿瘤生

长中的作用为研究和研发潜在疗法提供了新的途径。

https://www.cell.com/cell/fulltext/S0092-8674(19)30272-7


【非侵入式同步脑区节律 助老年人恢复工作记忆】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美国波士顿大学科学家罗伯特•瑞恩哈特和约翰•阮的团

队，通过同步脑区节律——按特定节律刺激颞叶和额叶前部，

成功恢复了老年人的工作记忆，实现了逆转与年龄相关的工作

记忆衰退。 

研究人员选择的被试对象包括 42 名青年人（20 岁至 29 岁）

以及 42 名老年人（60 岁至 76 岁），这些被试对象要在有脑刺

激和无脑刺激的情况下，分别完成工作记忆相关的任务。结果

显示，在无脑刺激的情况下，老年人的工作记忆远不及青年人

快速和准确；而青年人在执行工作记忆任务时，左颞叶皮层中

的 theta 节律和 gamma 节律之间的相互作用增强了，额叶前部

的 theta 节律也同步增强了。但老年人接受主动的脑刺激后，执

行工作记忆任务的准确性上升到了接近青年人的水平。 

研究人员表示，以上结果有望为人类未来开发针对年龄相

关性认知衰退的干预疗法奠定基础。 

智能制造 

【平行驾驶系统 协同智能交通】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IEEE》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与其他单位合作研发了一种平行

驾驶系统。此系统是以“ACP 平行理论”为基础，兼具运营管

理、在线状态监测、应急驾驶安全接管等功能的先进云端网联

自动驾驶管控系统。 

平行驾驶系统包括物理车和虚拟车，虚拟车是对真实物理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3-019-0386-3
https://ieeexplore.ieee.org/document/8510904


车及驾驶员的建模，以及对真实交通环境重建，虚拟车通过机

器学习算法不断地训练学习，从而对实际物理车及驾驶员进行

监控和指导。其平行管控平台通过 5G 网络采集数据，构建与实

际环境和车辆 1:1 的虚拟环境，在该环境中进行计算实验以对复

杂行车场景和工况进行试错、优化和预测，最终通过 5G 网络的

低延时性，将预测的信息发送到实际车辆，引导实际车辆安全

高效地驾驶，从而实现驾驶系统的描述智能、预测智能和引导

智能。 

作为平行智能方法的典型应用，平行驾驶将成为新一代云

端化网联的驾驶技术的核心，对汽车产业、人机协同混合智能

产业的发展具有强有力的支撑作用。 

【可穿戴设备筛查血液 提高肿瘤细胞捕获率】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可以直接从患者静脉

血液中持续收集癌细胞的可穿戴设备，其采集效率远超静脉穿

刺采样。研究人员称，该设备可以帮助医生更有效地诊治癌症。 

团队研发的新设备，能够对患者静脉中的血液进行持续筛

查，极大提高了循环肿瘤细胞 CTC 捕获效率。犬模型试验显示，

使用该设备能够在 2 小时内筛查 1%—2%的全血，每毫升血液

中捕获的 CTC 数量是抽血采集的 3.5 倍。设备十分小巧，只有

2×2.5×1 英寸大小，可戴在手腕上，通过导管连接到手臂静脉。

通过使用肝素及不会伤害细胞靶向免疫标记物的灭菌方法，保

证使用过程中血液不会凝结，细胞不会堵塞芯片，整个设备完

全无菌。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19-09439-9


材料技术 

【新型红外隐身材料 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ACS Nano》 

中科院苏州纳米所张学同研究员带领的科研团队最新发现

一种红外隐身材料。这种新材料坚固、轻便、可折叠，可以在

不需要额外能源的情况下躲过红外探测仪的“法眼”，应用前景

广阔。 

研究人员首先制造了一种坚固但柔软的纳米纤维气凝胶薄

膜，这种薄膜具有优异的隔热性能。然后将这种薄膜用相变材

料聚乙二醇（PEG）浸泡并进行防水处理，就得到一种轻薄、

坚固、柔韧，但红外隐身性能优异的复合新材料。 

由于纳米纤维气凝胶薄膜本身是一种良好的绝热材料，而

聚乙二醇受热时会储存热量并软化，凝固时又释放热量后重新

硬化，在模拟太阳光照下，覆盖目标物的复合薄膜可以从太阳

吸收热量，达到抑制升温目的，就像周围环境一样，使得目标

物体对红外探测仪“隐形”。当夜晚来临，薄膜又能缓慢地释放

热量，以匹配周围环境。  

“新材料不仅可以用于红外隐身，还可以用作电子隔热材

料、电池隔膜材料等，我们预测应用前景会非常广阔。”张学同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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