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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 

【可复制微型人脑模型 开辟神经科学新领域】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美国哈佛大学和 Broad 研究所斯坦利精神病研究中心的科学

家们在人类大脑“类器官”的发展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加入

病人自己脑细胞的微型 3D 组织培养物。这一进展将会改善神经

精神疾病研究和药物测试的有效性。 

该团队创造了即使在实验室连续生长超过 6 个月也几乎没

有差别的类器官。脑类器官现在已经可以作为一种直接研究患

者组织中疾病并比较不同药物对人脑组织影响的可行实验系

统。现在有可能将“对照”类器官与我们已知的疾病相关突变

进行比较，这将使我们更加确定哪些差异是有意义的，哪些细

胞受到影响，哪些分子路径出错，拥有可复制的类器官将帮助

我们更快地走向具体干预，指导我们找到引起疾病的特定遗传

特征。这为我们创造复杂器官模型奠定了基础，为研究人类大

脑打开了大门。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19-1289-x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19-1289-x


【最新的监测方法 可干预帕金森病】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科技日报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研究小组日前表示，其最新完成的检测

α-突触核蛋白聚集早期阶段的研究，有望显著延缓帕金森病的

恶化。 

帕金森病主要影响大脑中产生多巴胺神经元的特定区域，

称为黑质。当患者被诊断出患有帕金森病时，大脑黑质中 50%

—80%的细胞已经死亡，这可能是α-突触核蛋白聚集导致毒性

发展的结果。 

研究人员找到一种利用超高分辨率显微镜和先进分析法来

跟踪α-突触核蛋白聚集早期阶段的新方法。利用剑桥大学合作

者开发的特殊帕金森病小鼠生物模型，他们能够检测α-突触核

蛋白质聚集的不同阶段，并建立了蛋白聚集与神经元恶化和小

鼠行为缺陷的关系。拥有检测α-突触核蛋白聚集早期阶段的能

力后，就能够掌握药物对蛋白聚集的影响。研究人员已证明药

物 anle138b 能够影响蛋白质的聚集。 

此项研究标志着全球帕金森研究领域向前迈出重要一步。

通过微创方法检测帕金森病患者亲属的蛋白聚集情况，有望在

其出现帕金森症状之前，医务人员就早期发现和干预，并有机

会追踪和治疗疾病。 

材料技术  

【世界最薄钙钛矿材料 研究二维量子强关联】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http://digitalpaper.stdaily.com/http_www.kjrb.com/kjrb/html/2019-06/06/content_423004.htm?div=-1
http://digitalpaper.stdaily.com/http_www.kjrb.com/kjrb/html/2019-06/06/content_423004.htm?div=-1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19-1255-7


南京大学科研团队成功制备了原子层厚度的氧化物钙钛矿

二维材料。该研究成果开启了一扇通往具有丰富强关联二维量

子现象的大门。 

研究人员采用了一种分子束外延的薄膜生长技术，获得原

子层厚度的高质量氧化物钙钛矿二维材料,并利用多种先进球

差校正透射电子显微镜结构分析技术，直接观测到钙钛矿

BiFeO3（铋铁氧体）薄膜在二维极限下出现若干新颖现象。 

研究人员介绍在很多氧化物钙钛矿材料中，电子之间存在

很强的相互作用，正是这种电子间的强关联作用促成了包括高

温超导在内的各种新奇的量子态。制备钙钛矿二维材料，在二

维体系中加入这种电子间的强关联作用，有望发现更丰富而有

趣的强关联二维量子现象。 

【新型水凝胶驱动器 可定向形变自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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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工业大学研发成功一种具有自愈合能力的新型各向异

性水凝胶驱动器，为制备人工肌肉、软体机器人等领域所需的

新型软性材料开辟了理论路径。 

研究人员采用将金属纳米颗粒的可控二维组装结构作为高

分子自由基聚合过程中的交联剂并诱导聚合物链生长的设计策

略，成功研制出具有高度有序层状网络结构的聚合物/纳米复合

水凝胶。利用凝胶网络在不良溶剂中的高分子链收缩行为，这

一新型材料可在水平和垂直等特定方向上实现收缩与拉伸形变

功能。 

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新型的修复诱导集成的器件组装方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19-10243-8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19-10243-8


法，实现了如机械臂抬起和机械手抓取等复杂驱动行为。同时，

该材料具有快速而高效的响应修复能力，在激光或酸性溶液的

刺激下，其破损部位可迅速实现自愈合，具有使用寿命长、安

全性高等优点。 

电子信息  

【单晶体管新逻辑结构 存储计算性能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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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科研团队发明了让单晶体管“一个人干两个人的

活”的新逻辑结构，使晶体管面积缩小 50%，存储计算的同步性

也进一步提升，在集成电路基础研究领域取得突破。 

在冯·诺依曼架构下，计算和存储是相互分离的。如今数

据的计算速度越来越快，但存储速度和传输速度却未能得到同

步提升，冯·诺依曼架构的限制就主要体现在计算速度、存储

速度和传输速度的不相匹配。 

而复旦科研团队这一新的逻辑结构可以通过器件级存算一

体路径破解数据传输阻塞瓶颈问题，突破了现有逻辑系统中

冯·诺依曼架构的限制。只需“一个房间”就可实现计算和存

储的功能，即“房间”内分层工作，第一层负责计算，第二层

负责存储，两个表层在垂直空间上形成堆叠。如果成功产业化，

将推动集成电路向更轻、更快、更小、功耗更低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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