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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 

【降糖新型替代药物 减脂保护肌肉骨骼】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Mark Febbraio和同事开发出一种基

于信号蛋白的替代药物。这种治疗Ⅱ型糖尿病的实验性药物似

乎产生了很多有益效果。在动物身上进行的实验发现，这种药

物可降低小鼠的血糖水平和食量，同时能保持肌肉质量，增加

骨密度。 

    为研制这种药物，研究人员将两种不同人类信号蛋白的一

部分结合起来，并进行了各种调整，从而创造出一种名为 IC7Fc

的设计信号蛋白。当他们把这种蛋白质注射到肥胖小鼠体内时，

产生了多种有益的效果，包括降低血糖水平。小鼠由于脂肪减

少而体重下降，但肌肉质量没有下降。相比之下，未摄入 IC7Fc

且吃得更少的肥胖小鼠，肌肉和脂肪都减少了。 

研究人员表示，目前还没有其他药物对健康和新陈代谢有

如此多的益处。如果它对人体有效，则对老年人可能更有帮助，

因为它会对肌肉和骨骼产生有益影响。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19-1601-9


【诱导癌细胞衰亡 肝癌治疗新策略】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覃文新研究团队与荷兰

癌症研究所教授勒内·伯纳兹实验室合作，通过基因敲除筛选

技术 CRISPR-Cas9 结合高通量化合物筛选，首次发现了可通过

诱导 TP53 突变的肝癌细胞，使之发生衰老，进而特异清除肝癌

细胞，同时对正常生长细胞无影响的肝癌治疗策略。 

    研究发现，细胞分裂周期激酶（CDC7）抑制剂能特异地诱

导 TP53 基因突变肝癌细胞衰老，而对正常细胞无衰老诱导作

用，在肺癌和结肠癌细胞中也观察到了类似实验结果。同时，

他们发现，抑郁症治疗药物“舍曲林”可以特异地促进这些衰

老的肝癌细胞凋亡。 

该团队已在肝癌动物模型中证实，CDC7 抑制剂和 mTOR

抑制剂联合使用，能显著抑制肝癌进展，其作用优于多靶点药

物索拉非尼等。 

新材料 

【提高热电优值新法 手机有望不再“烫手”】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北京高压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与中美科学家合作利用

压缩晶格诱发拓扑相变，在室温下将掺杂铬的铅硒体系的热电

优值提高到 1.7，远高于此前普遍认可的室温最高值。这一发现

不仅提供了一种提高热电优值的新方法，也为未来热电材料在

室温下的技术应用，特别是解决手机相关微电子器件的发热问

题带来曙光。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19-1607-3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63-019-0499-9


研究者选择 1%铬掺杂的硒化铅作为研究对象，借助金刚石

对顶砧高压装置，通过自主研发的高压热电性质综合测量系统，

获得了像山峰一样的热电优值随压力变化的表现形状。他们发

现，在施加压力作用下，热电优值先如爬坡般增加，到 3 万大

气压附近达到最高值 1.7，而后随着压力的进一步增加而缓慢下

降。 

该项研究将热电效应与拓扑绝缘体关联起来，同时发现了

实现拓扑绝缘态的新途径，即采用压缩晶格这一洁净有效的方

法。 

【长余辉材料新突破 实现人造“夜明珠”】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西北工业大学黄维院士科研团队在有机长余辉发光领域再

次取得突破性进展。长余辉发光是指发光材料在撤去激发光源

后，仍能持续发光数秒至数小时的一种发光现象。长余辉发光

材料俗称“夜明珠”被广泛应用于夜间应急指示、仪表显示、

光电子器件以及国防军事等领域，更是备受防伪、加密及生物

成像等前沿科学领域的青睐。 

科研团队提出通过离子键锁定发光单元，在聚合物共价键

的协同作用下，实现离子型聚合物的长余辉发光，其发射寿命

长达 2.1 秒。此外，科研团队还首次报道了激发波长依赖的聚合

物长余辉发光现象，实现了余辉颜色从蓝色到橙色的可调。并

且在温度高达 170℃的情况下，这类材料依然保持可视化长余辉

发光。课题主要完成人安众福教授表示，这一研究成果赋予了

传统聚合物材料以新的性能，加之材料来源广、成本低，将使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19-11749-x


其在柔性显示、照明、数据加密及生物医学等领域具有更广阔

的应用前景。 

新能源 

【利用汗液产生电能 新型生物电池问世】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科技日报》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和法国格勒诺布尔阿尔卑斯大学

的联合研究团队最近开发出一种独特的可贴在皮肤上的新型柔

性可伸展器件，能通过改变汗液中的化合物产生电能，可持续

点亮 LED（有机发光二极管），堪称一种生物燃料电池。这项研

究为开发自主且环境友好的生物电池提供动力的可穿戴电子设

备开辟了新途径。 

这种柔性导电材料，由碳纳米管、交联聚合物和酶组成，

通过可伸展的连接器连接，并由丝网印刷直接印在材料上，跟

随皮肤变形。生物燃料电池通过减少氧气和汗液中存在的乳酸

氧化产生电能。如果应用于手臂，配合使用升压器为 LED 持续

供电。该生物电池的生产相对简单且便宜，主要成本是生产转

化汗液中化合物的酶。研究人员现正在寻求放大生物燃料电池

提供的电压，以便为更大的便携式设备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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