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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 

【诺奖级新药“罗沙司他” 中国肾病患者福音首创】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陈楠教授和华山医院的

郝传明教授，以及 30 家医院共同合作，出色完成了罗沙司他药

物的 3 期临床试验。实现了三“首”突破——首个针对全球创

新治疗靶点 HIF（即本次诺奖涉及的“低氧诱导因子”）的药物、

首个中国本土孵化的药物、率先在中国获批的全球首创原研药。 

随着 2019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罗沙司他”正

是全球首个依据本次诺奖涉及的低氧感应机制成功转化的新

药，且是由中国团队率先推向临床应用的。 

目前世界上平均每 10 个人中间就有一名慢性肾脏病患者，

其中，中国患者就有 1.2 亿。肾病患者群体庞大，而贫血是肾

病的主要并发症之一，可增加死亡风险。输注红细胞生成刺激

剂是治疗肾性贫血的传统疗法，如今，患者又多了一个新选择

——口服罗沙司他，而这一里程碑式的治疗新选择，是中国患

者特有的福利。 

https://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oa1813599


【智能化显微镜 自动辨识细胞】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科学网》 

香港中文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系研究团队，开发出全球首

部用于检测血液的人工智能便携式定量相位显微镜，具备轻巧

便携、测量精度高及制造成本低等优点，预计 3 至 5 年后将研

究成果商业化。 

此显微镜可识别不同类型的人类白细胞，仪器重量少于 5

公斤，大小如一个公文包，可随身携带到任何地方使用；而且

省去使用试剂等消耗品，更不需由专业人员进行化学染色，也

不需由临床专家分类和计算细胞，分析过程由电脑自动完成，

因此可以快速地在数分钟内得出检测结果，准确度超过 9 成。 

以往有研究员尝试把人工智能与传统的血液检测方法结

合，但因难以分辨细胞影像而不成功，此研究与人工智能的深

度学习技术相结合，通过在二维定量相图像中学习数千个细胞

的形态特征，可自动分辨健康血液样本中的单核细胞、粒细胞、

淋巴细胞中的 T 细胞和 B 细胞。 

材料技术  

【双石墨型氮掺杂材料 提高电催化析氢性能】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Angew.Chem.Int.Ed》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研人员通过密度泛函理论计算（DFT）

揭示在一个石墨烯晶格六元环内进行双石墨型氮掺杂可以显著

改变材料中碳原子（与两个氮原子结合的碳原子）的电子结构，

降低碳活性位点 ΔGH*值至非常接近于 0eV，可进一步提高碳基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10/431379.shtm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10/431379.shtm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002/anie.201908210


材料的析氢催化活性。 

该研究采用金属有机框架化合物 Cu-BTC 作为前驱体，通

过煅烧和溶剂热处理得到类石墨烯粒子聚集体，经 CV 循环后，

其酸性电催化析氢性能逐渐提高，达到最优值时，在 10 mA/cm2

电流密度下其过电位仅为 57mV，塔菲尔斜率为 44.6 mV/dec，

显示出与已报道的高活性金属基催化剂和 Pt/C 催化剂可比的电

催化析氢性能。 

红外光谱、X 射线光电子能谱、X 射线近边吸收精细结构

和固态核磁共振的表征结果表明该碳基材料形成了双石墨型氮

掺杂于一个石墨烯晶格六元环的新结构，与两个相邻的石墨型

氮键合的碳原子是催化活性位点，该键合方式有利于增强 H 在

C 活性位点上的吸附，从而提高催化活性。 

【三维层状和棒状阵列结构 提高锌溴液流电池电流密度】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Advanced Materials》 

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制备了一种基于氮化钛纳米棒阵列三

维复合电极材料，并应用于锌溴基液流电池中，大大提高了其

功率密度。 

研究人员在此材料的设计中，碳毡电极作为复合电极的基

底材料，其三维导电网络保证了电极的高电子传导率。氮化钛

纳米棒阵列对 Br2/Br-电对的高催化活性则降低了电极的电化学

极化。三维层状和棒状阵列结构有助于电解液向电极内部的渗

透，提高电极的离子传输速率，从而降低传质极化，大大提高

锌溴液流电池的工作电流密度。该工作为高功率密度溴基液流

电池电极材料的设计制备提供了新思路。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adma.201904690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adma.201904690


电子信息  

【神经元重建系统 数据量全球第一】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科学网》 

东南大学脑科学与智能技术研究院及东南大学-艾伦研究

所脑数据联合中心，近日开发了一套基于 VR 和 AI 技术的开源

精准数据标注系统TeraVR，在全脑水平上重建出目前世界最大、

最精确的神经元三维结构，数据量世界第一。 

想获取神经元形态，通常需要做大脑细胞的稀疏标注、全

脑成像、脑图像可视化、神经元形态重建等。其中，脑图像的

可视化与神经元形态重建是整个流程中的瓶颈。针对这些挑战，

研究人员基于虚拟现实及人工智能技术，设计并研发了一套开

源的半自动化全脑神经元重建系统 TeraVR，能高效精确的从超

大规模脑显微图像数据中，产生大量全脑神经元形态结构。系

统显微图像的分辨率精度能达到 0.1—0.2微米，而且可以识别

一些通用软件中存在的重建缺失、过度重建、拓扑错误等问题。

目前该系统已经重建了 1000 多个完整的神经元结构，数据量全

球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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