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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 

【正念冥想训练 有助缓解焦虑】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生物通 

美国麻省总医院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正念冥想（Mindful

ness Meditation）有助于缓解焦虑和恐惧情绪。 

在该研究中，有 42 位参与者学习正规的冥想及瑜伽课程，

完成了为期八周的正念冥想训练。另外 25位参与者则通过运动

管理压力，了解压力的影响并进行轻度的有氧运动。研究发现，

进行正念冥想训练后的参与者回想积极记忆的能力有所提升，

从而能更好地应对压力和恐惧情绪。 

该研究采用了暴露疗法，即让患者在安全的环境中面对令

自己恐惧的事物，直至他们不再恐惧为止。有效的暴露疗法首

先要帮助患者建立引起他们恐惧的事物与安全感之间的联系，

并且当恐惧事物出现时，帮助患者先回想起积极记忆，而非最

初的恐惧感。研究人员认为正念冥想是一种理想的暴露疗法，

并且研究指出，加强大脑对“ 安全感”信号的认识，可能是正

念冥想能帮助患者积极应对恐惧的原因。 

http://www.ebiotrade.com/newsf/2020-3/2020316174636353.htm


【软体生物传感贴片 全面监测婴儿体征】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Medicine》 

美国科学家团队介绍了一种软体生物传感器贴片，可以贴

在重症婴儿或儿童的皮肤上，全面监测生命体征和其他方面的

信息。而且在当前已有的监测功能基础上，还能提供额外的健

康信息，有助于及早发现并发症。 

研究人员介绍，增强版的软体生物传感器贴片，能够监测

婴幼儿的体温、心率、血压和呼吸等生命体征，也可以测量婴

幼儿的心脏颤动、活动和身体朝向、哭声大小和哭泣频率。有

助于及早发现与产伤、脑损伤、疼痛或压力相关的并发症。在

一项包括 50 名重症婴幼儿的试验中，研究团队发现这种生物传

感器贴片与标准的临床监测系统相比，表现出高级别的可靠性

和准确性，为婴幼儿的重症监护，提供了更为人性化的方案。 

电子信息 

【蚀刻稀土掺杂晶体 开发固态量子存储】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Applied Physics Reviews》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郭光灿院士团队制备出高保真度的可集

成固态量子存储器，并基于自主研制设备首次实现了稀土离子

的电子自旋及核自旋相干寿命的全面提升，为构建量子网络迈

出坚实一步。 

研究团队采用飞秒激光微加工技术，首次在掺铕硅酸钇晶

体中刻蚀出光波导，研制出可集成的固态量子存储器。并实验

演示了两种光量子存储方案，保真度分别超过 99%和 97%。研究

http://www.cas.cn/kj/202003/t20200313_4737609.shtml
https://tech.huanqiu.com/article/3xMXTIM6dxp


人员还成功搭建出国际首个深低温脉冲式电子与核自旋双共振

谱仪，并严格标定其最低工作温度为 0.1K，使得相干寿命指标

实现了超过一个数量级的提升。 

此项研究演示了实验技术以及方案的多样性，证明稀土掺

杂晶体中刻蚀的光波导在量子信息领域中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

平台。 

【单个原子的原子核 可仅用电场来控制】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德里亚·莫雷洛（Andrea Morell

o）教授称核电共振意味着人类现在有了一条利用“单原子自旋”

来构建量子计算机的途径，而无需任何振荡磁场来操作。量子

计算使计算机能够以极其复杂的方式处理信息，其目的是提供

比当前超级计算机更强大的计算能力。 

该发现具备深远影响，产生磁场需要较大线圈和高电流，

而物理定律表明很难将磁场限制在很小的空间中。另一方面，

电场可以在微小电极的尖端产生，并从尖端迅速脱落，这将使

放置在纳米电子设备中单个原子的控制更加容易。 

该研究团队原实验计划是对单个锑原子进行核磁共振，该

原子具有较大的核自旋。令人惊喜的是，虽然该实验未成功，

却意外发现了电共振。 

莫雷洛教授称这一里程碑式的成果，将开辟一个发现和应

用的宝库，包括可以利用其量子复杂性来构建灵敏度大大提高

的电磁场传感器等。而这一切都将在一个由硅制成的简单电子

设备中进行，可以通过向金属电极施加小电压来控制原子核。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0-2057-7


材料技术 

【丝素蛋白介观杂化 变超快有机忆阻器】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Advanced Function Materials》 

厦门大学刘向阳教授团队首次国际上制备出具有革命性的

丝素蛋白介观杂化材料，构建出高性能、高稳定性、低能耗的

可实用的蚕丝杂化介观忆阻器及人工神经突触。 

研究团队将银纳米簇组装到丝素蛋白介观网络中，这些银

纳米簇形成了无数介观电势能井，使得带电粒子能快速、有效

地在丝素蚕白网络中“跳跃”，极大地提升了丝素蛋白材料的电

子学特性。该特性可在电场作用下实现对材料忆阻性能的优化

调控，得到擦写速度达 10纳秒的超快蛋白质基阻变存储器，比

纯蚕丝的以及目前所报道的蛋白质基忆阻器，快二到三个数量

级。 

这是目前所报道的蛋白质基信息存储领域最快擦写速度，

甚至可以与顶级无机类材料忆阻器相媲美。该成果的突破，证

实了该介观功能化策略在柔性材料功能化领域具备极大的推广

价值，可为柔性电子器件提供新的设计思路及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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