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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

【解析蛋白机制 助力玉米高产】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PNAS》

中美研究人员参与的一个团队成功解析了玉米细胞一个重

要信号开关分子—G 蛋白对玉米发育及免疫信号的双重调控机

制，为提高玉米产量提供指导。

G 蛋白是对细胞信号传导起重要作用的开关分子，由α、β、

γ三个亚基组成。在最新研究中，中国农业科学院、山东大学

和美国冷泉港实验室等多家机构研究人员参与的团队首先确

认，玉米 Gβ亚基基因突变致死是由自体免疫所致，随后通过遗

传筛选，使发生 Gβ亚基基因突变的玉米在特定条件下“起死回

生”，并首次展现其发育表型。团队通过关联分析发现，Gβ亚

基基因与玉米穗的行数这一重要性状显著关联。研究人员表示，

这一研究不但能帮助理解植物 G 蛋白分子的信号传导功能，也

为优化发育和免疫平衡、提高玉米及其他作物的综合产量提供

重要依据。

https://doi.org/10.1073/pnas.1917577116


【解密链霉菌聚酮合成机制 可实现高效绿色生物制造】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Biotechnology》

华东理工大学生物工程学院教授张立新与中国科学院微生

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为善、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

员向文胜等合作，在链霉菌胞内三酰甘油（TAGs）降解机理研

究中取得突破性进展。

该工作是国际上首次解密链霉菌聚酮合成至关重要的代谢

流量调控机制。该机制可被转化为理性育种简便、通用的强有

力手段，在多种（工业）链霉菌多种聚酮化合物上体现出惊人

效果。

“这一成果将极大地推动链霉菌乃至其他微生物聚酮合成

代谢工程的进步。”张立新表示，这一研究为深入揭示链霉菌中

TAGs 降解和聚酮类药物合成的代谢机制，进而充分利用可再生

TAGs 资源，实现聚酮类药物乃至其他次级代谢生物活性产物高

效、绿色、智能的生物制造开辟了新思路。

电子信息

【量子比特新进展 远距离信息交换】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科技日报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人员在开发硅基量子计算机硬件方

面迈出了重要一步。他们成功地在相距 4 毫米的两个硅自旋量

子比特间实现了信息交换，证明硅量子比特可以在相对较远距

离间进行通信。

此次，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杰森·佩塔带领研究团队证明，

硅自旋量子位在计算机芯片上相距较远时也可以相互作用，这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7-019-0335-4
http://digitalpaper.stdaily.com/http_www.kjrb.com/kjrb/html/2019-12/27/content_437604.htm?div=-1


为解决量子比特间的互连问题奠定了基础。

为了实现硅自旋量子比特长距离通信这一目标，研究团队

使用一个包含单个光子的狭窄空腔作为“导线”，连接两个相距

4 毫米的量子比特。他们成功地调谐了两个量子比特，同时将它

们与光子耦合，最终实现两个量子比特间的相互通信。

杰森·佩塔表示，在硅芯片上跨越 4 毫米传输信息的能力

将赋予量子硬件更多新功能。从长远来看，他们的研究有助于

改善芯片上以及各个芯片间的量子位元通信。

材料技术

【碳纳米气凝胶 应用前景广阔】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Advanced Materials》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俞书宏院士研究团队与梁海伟教授课题

组合作，通过热解化学控制，将结构生物材料热转化为石墨碳

纳米纤维气凝胶，其完美地继承了细菌纤维素从宏观到微观的

层次结构，具有显著的热机械性能，并实现了大规模合成。

碳纳米管和石墨烯虽具有固有的超弹性和热机械稳定性，

但涉及的复杂设备和制备过程使其只能制备毫米级尺寸的材

料。另一方面，大自然中从几亿年进化而来的复杂层次结构生

物材料，因其优异的力学性能而备受关注，然而由于它们是纯

有机或有机/无机复合结构，通常只适合在很窄的温度范围内工

作。因此，将这些非热稳定的结构生物材料转化为具有固有层

次结构的热稳定石墨材料，有望创造出热力学稳定的材料。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002/adma.201904331


该团队研制的碳纳米纤维气凝胶较好地继承了细菌纤维素

从宏观到微观的层次结构，在较宽的温度范围内表现出明显的

不随温度改变的超弹性和抗疲劳性能，在诸多领域将具有重要

的应用前景，特别适合极端条件下的机械缓冲、压力传感、能

量阻尼及航天太阳能电池等。

【突破石墨烯技术瓶颈 有望实现大规模生产】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Carbon》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夏维东研究团队与合肥碳艺科技有

限公司合作，提出的新方法突破了热等离子体工艺高能耗、产

品均匀性低和生产稳定性不足的技术瓶颈，有望实现大规模连

续生产。

目前通常采用射频感应加热和微波加热等离子体制备石墨

烯，但性能不佳、能耗高且难以工业化应用。热等离子体热解

碳氢化合物合成石墨烯的过程，要求毫秒级的反应时间，难以

实现均匀加热，产品均匀性差。

采用课题组研制的磁分散电弧产生大面积均匀等离子体的

技术，解决了等离子体对物料快速均匀加热问题。所制备的石

墨烯表现出良好的晶体结构和超大的比表面积，产品均匀性好；

制备方法及设备简单，一步合成、无需还原，且无需基底、催

化剂、溶液或酸。新方法效率高、能耗低，具备低成本大规模

连续生产前景。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008622319308875?via%3Di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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