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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

【克隆水稻新基因 揭示稻瘟病抗性】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Cell Research》

稻瘟病是世界上最具破坏性的水稻病害之一，水稻往往依

靠自身免疫系统抵御病原物的入侵。近日，南京农业大学万建

民院士团队成功克隆出调控水稻先天免疫的新基因 OsCNGC9，并

且揭示了该基因影响水稻苗期稻瘟病抗性的分子机制。

文章共同第一作者王家昌博士表示，细胞质中钙离子浓度

的瞬时上升是植物免疫反应的早期重要“信号灯”，通过向防御

系统发出敌人入侵的信号，从而启动一系列的防御机制。克隆

的新基因 OsCNGC9，其编码的环核苷酸门控离子通道蛋白 9 能够

“传输”钙离子流，研究发现，与抗性机制相关的类受体激酶

OsRLCK185 能够与 OsCNGC9 相互作用，并通过磷酸化改变其通道

活性，过量的 OsCNGC9 可显著提高水稻的 PTI 反应和苗期稻瘟

病抗性。

该研究建立了一条从病原识别到钙通道激活的免疫信号传

导途径，揭示了 OsCNGC9 在介导细胞质钙离子升高和水稻抗病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22-019-0219-7


中的作用，为水稻抗稻瘟病育种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和理论基础。

电子信息

【碳纳米管制成处理器 微电子装置中可替代硅】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团队利用 14000 多个碳纳米管晶体管，

制造出 16 位微处理器。其设计和制造方法克服了之前与碳纳米

管相关的挑战，将为先进微电子装置中的硅带来一种高效能替

代品。

电子器件中所用的硅晶体管正达到一个临界点，无法进行

有效扩展以推动电子学的进步。而碳纳米管是一种潜在的可用

于制造高效能器件的替代材料，又名巴基管，重量很轻，结构

特殊。目前碳纳米管已经表现出优异的力学和电学性能，但其

自身的缺陷和可变性，限制了这些微型碳原子圆柱体在大规模

系统中的应用。

此次，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家马克斯·舒拉克及同事设计和

构建了一种碳纳米管微处理器，来解决这类问题。他们利用一

种剥落工艺防止碳纳米管聚合在一起而无法正常工作。此外，

通过精细的电路设计，减少了金属型碳纳米管而非半导体型碳

纳米管的数量，后者的存在不会影响电路的功能，从而克服了

和碳纳米管杂质相关的问题。

研究人员总结称，鉴于这个微处理器的设计和制造采用了

行业标准，因此这项研究为超越硅的电子学指明了一个富有前

景的发展方向。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19-1493-8


材料技术

【微生物制备催化剂 可降解抗生素污染】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用生物法制备金属氧化物，制备过程无需高温、高压、高

难度，可有效催化降解抗生素氧氟沙星，并显著降低该污染物

的生物毒性。记者从南京工业大学获悉，该校张永军教授课题

组利用锰氧化细菌制备了生物铁锰氧化物，该材料显示了优秀

的催化性能，研究成果近日被工程技术类旗舰期刊《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正式在线刊出。

南京工业大学张永军教授介绍，此次刊发的研究，最大的

创新点是用生物法制备金属催化剂，这一过程没有烧制、合成

等热处理，不产生有毒有害物质，操作简单还环保。

【磁性纳米“弹簧” 弹走水中塑料】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Matter》

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河流和海洋，严重威胁环境，并破坏

动物、人类和生态系统的健康。最近，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开发

出一种新方法，他们利用微螺旋状碳基磁性材料制成一种“弹

簧”，可有效清除水中的塑料。相关研究近日发表在《物质》上。

“现行的塑料微粒处理工艺使用的主要是活性氧，活性氧

的制备过程通常要用到铁、钴等重金属，而这些重金属本身就

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王少彬团队提出了一种更环保的方案：

使用含氮的碳纳米管材料催化活性氧的合成。这种弹簧状碳纳

米管催化剂在 8 小时内就能清除水中大部分的塑料微粒，而且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26337319303698?via%3Dihub
https://www.cell.com/matter/fulltext/S2590-2385(19)30056-6?_returnURL=https%3A%2F%2Flinkinghub.elsevier.com%2Fretrieve%2Fpii%2FS2590238519300566%3Fshowall%3Dtrue


在分解塑料微粒所需的苛刻氧化条环境下仍保持稳定。此外，

这种碳纳米管内部还含有少量锰，因而具有磁性。

“让碳纳米管具有磁性可谓好处多多，这样当它真正用于

环境修复时，就很容易从各种废水中回收，然后重复利用。”该

项目的联合负责人段晓光说。

人工智能

【通用类脑芯片 荣登《自然》封面】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来自清华大学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开发出全球首款异构融合

类脑计算芯片。该芯片结合了类脑计算和基于计算机的机器学

习，这种融合技术有望发挥基于计算机科学的人工神经网络和

基于神经科学的脉冲神经网络的优势，促进人工通用智能的研

究和发展。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人们在多个领域实现了前所未

有的突破，然而目前占主流的专有人工智能在应用上还有很大

的局限性。

这种融合芯片被命名为“天机芯”，有多个高度可重构的功

能性核，可以同时支持机器学习算法和类脑计算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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