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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

【纳米孔靶向测序检测法 可检测多种呼吸道病毒】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人民网

武汉大学组建的联合团队创新性开发的纳米孔靶向测序检

测方法，能够大幅提升病毒阳性检出率，并能实现当天同时检

测新冠病毒和其他10类40种常见呼吸道病毒并监测病毒突变，

有助于破解临床疑似病例难以确诊的问题。

据介绍，既往新冠病毒诊断依赖于 qPCR 核酸检测，但是该

方法显示出较高的假阴性率和低敏感性。此外，qPCR 核酸检测

无法同时检测其他秋冬季高发、症状与新冠病毒相似的其他呼

吸道病毒。

新方法从收到样本到出具结果，全程控制在 6-10 小时，首

次实现测序后 4 小时内高敏感性、高准确率检测新型冠状病毒。

此外，新的检测方法还可以检测其他 10 类呼吸道病毒，包

括博卡病毒、鼻病毒、人间质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冠状

病毒、腺病毒、副流感病毒、甲型流感病毒、乙型流感病毒和

丙型流感病毒等。据介绍，该检测方法还有一个优势就是能够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0-03/04/nw.D110000renmrb_20200304_5-07.htm


监测病毒突变情况，为疫情监测提供可进行诠释和实时的流行

病学信息。该技术所需的纳米孔测序平台对实验室要求不高，

适合在医院和 CDC 等实验室开展。

【甲磺酸卡莫司他 可预防新冠病毒】

百泰生物药业有限司信息员孙伟红提供，原文来源于生物通

德国灵长类动物中心感染生物学部门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

对SARS-CoV-2进入肺细胞非常重要的细胞蛋白。实验结果表明，

SARS-CoV-2 需要人体的蛋白酶 TMPRSS2 才能进入细胞，这种蛋

白酶是潜在的治疗干预目标。

已知药物 camostat mesilate （甲磺酸卡莫司他）可以抑

制蛋白酶TMPRSS2，研究人员想知道它是否也能防止SARS-CoV-2

感染。通过检测从病人身上分离出来的 SARS-CoV-2，发现甲磺

酸卡莫司他能阻止病毒进入肺细胞。甲磺酸卡莫司他在日本已

经被批准用于治疗胰腺炎症的药物。研究结果表明，甲磺酸卡

莫司他也可能对 COVID-19 有预防保护作用，这应该在临床试验

中进一步加以研究。

材料技术

【揭示非晶合金硬化机制 拓展开发及应用新方向】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沈阳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心与英国

剑桥大学材料系科研团队合作，首次在块体非晶态材料中实现

加工硬化。

非晶合金具有许多优异的机械性能，但应变软化却是其致

命弱点。这直接导致了其室温脆性，成为非晶合金的瓶颈问题。

https://mp.weixin.qq.com/s/V4ZPnUby2BD-9Sqa2m2K3w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0-2016-3


“我们研究发现，块体非晶合金的加工硬化是伴随着材料

缺陷的湮灭和减少，由高能态向低能态转变的过程。”论文通

讯作者、中科院金属所研究员李毅介绍，“这与晶体材料的传

统加工硬化过程完全相反，表明非晶合金具有完全不同的加工

硬化机制。”

上述研究颠覆了人们对非晶态材料形变软化行为的固有认

识，为开发具有均匀塑性变形能力的非晶合金及其工业应用提

供了新思路和方向。

人工智能

【借助机器学习手段 可挖掘新型抗生素】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Cell》

尽管人们一直担忧抗生素耐药问题，但由于对新分子的鉴

定日益困难，实际上发现新抗生素药物的速度相当缓慢。最近，

科学家们利用机器学习开发了一种可快速、高效挖掘新型抗生

素的方法。

麻省理工学院 (MIT) 的合成生物学家 James Collins 及他

的团队，利用已知可抑制大肠杆菌 (E. coli) 生长的化合物，

训练深度神经网络以鉴定可能的抗生素分子。研究发现，在他

们优先检测的化合物中，近 50%都能够在体外一定程度地抑制大

肠杆菌增殖。而其中一种化合物较为特别——halicin，它与传

统抗生素在结构上大相径庭，并能够以一种临床抗生素中不常

见的机制在小鼠体内对抗多种人类病原体，其中包括艰难梭菌

和鲍曼不动杆菌。

研究人员表示，如果深度神经网络可以被广泛采用，将会

http://dx.doi.org/10.1016/j.cell.2020.01.021


为寻找新型、特效抗生素节省时间和资源。

【软体机器人可抓住水母 研究成果有望造福人类】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Current Biology》

一种形状类似扁面条的新型机器人能以一种更轻柔、侵入

性较小的方式帮助收集生态数据。研究人员表示，相比传统潜

水抓手，被超软机器人手指抓住的水母的应激相关基因表达显

著降低。

利用基因测序，研究人员得出了水母在自由地游泳、被软

体机器人手指抓住、被标准的硬质抓手抓住时的基因表达差异。

结果显示，被轻柔地抓住的水母呈现出的基因表达谱与未被打

扰的个体最为相像，证明它们对被抓取的反应相对平静。而被

传统潜水抓手抓住的水母表达了“修复”基因，这说明它们正

在做即将受到物理伤害的准备。

海洋探测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如收集数据时需要去除来自

海底的物质，或杀死样本从而在地面上进行研究。有了对软体

机器人的应用，在对深海生物物理影响很小的情况下，实时对

其采集 DNA 样本甚至医学检查成为可能。

这些软体机器人工具有望直接造福人类。论文共同作者 Rob

Wood 教授说：“软体机器人可以用于从树上完好无损地摘取水

果、帮助中风患者恢复肌肉，以及很多硬质机器人完成起来过

于笨拙或力度过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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