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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 

【等离子体传感技术 助力新冠肺炎检测】 

百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信息员孙伟红提供，原文来源于《ACS Nano》 

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的研究人员发现一种名

为局部表面等离子体共振（localized 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

 LSPR）的传感技术，当 LPSR 被赋予检测 COVID-19 RNA 任

务时，这项技术显示出高度的准确性、敏感性和快速性。 

与其他 LPSR 系统一样，这套系统检测一个金属纳米结构

表面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将相互作用记录为折射率的局部

变化。与众不同的是，ETH 研究人员开发的系统具有结合识别

特定 SARS-CoV-2 RNA 序列的 DNA 探针。 

探针实际上附着在金纳米粒子（AuNIs）上，通过核酸杂交

检测 SARS-CoV-2 RNA。从本质上讲，DNA 探针像拉链一样连

接在互补的病毒 RNA 上。研究人员使用激光加热纳米粒子，使

不完全匹配的序列更难保持连接，从而减少假阳性结果。这样，

研究人员就可以区分 SARS-CoV-2 和它的近亲 SARS-CoV-1，在

几分钟内检测到低于呼吸拭子样本中病毒 RNA 的含量。 

https://pubs.acs.org/doi/10.1021/acsnano.0c02439


【微环境“GPS 地图” 指导肿瘤靶向治疗】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Cell》 

近日，北京大学研究团队应用单细胞转录组技术对结直肠

癌患者的肿瘤微环境，特别是浸润髓系细胞类群首次进行了系

统性的刻画，分析了肿瘤相关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的类群特

征、谱系发育及其与 T 细胞和其他细胞间相互作用的关系。 

目前，肿瘤免疫治疗的瓶颈是对影响肿瘤微环境中具体细

胞的角色认知欠缺，导致预测肿瘤免疫治疗以及与其他治疗方

案联合的疗效充满挑战。而对复杂的肿瘤微环境的深度解析，

相当于给这个复杂“战场”绘制了一个有指导价值的 GPS 地图，

提供足够的科学指导，从而更有效地找到合理化的治疗方案。 

在此项结合人鼠单细胞转录组的工作中，团队首次发现靶

向树突状细胞的治疗策略可以显著地提高此类细胞的水平，为

微卫星稳定病人的临床治疗策略提供一定的指导。而靶向肿瘤

相关巨噬细胞的药物机制的研究，将有助于后续靶点的挖掘及

新的治疗策略的开发。 

新能源 

【碳球纳米反应器 锂硫电池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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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中科院研究团队从分子水平的设计角度出发，设计

出一种硫化物电催化剂颗粒修饰的碳球纳米反应器，并将其应

用于锂硫电池的正极，成功构建了高催化活性的硫正极复合材

料。 

https://doi.org/10.1016/j.cell.2020.03.048
https://doi.org/10.1002/aenm.202000651


锂硫电池被认为是一种有广阔应用前景的高比能电池，但

如何合理设计电催化体系，在高负载硫正极的条件下高效稳定

地实现多硫化物的催化转化，提高锂硫电池的容量和寿命，是

目前锂硫电池应用发展的瓶颈之一。 

研究人员新设计的纳米反应器质量密度低，孔隙率高，具

有高度分散的电催化特性，显著提高了对多硫化物的吸附、催

化、转化能力，在 0.5C 的电流密度条件下，容量保持 1070 毫

安时每克循环 200 次几乎没有衰减。这种纳米反应器结构的设

计策略为研究纳米空间中的离子迁移扩散，构建高容量、长循

环寿命的金属锂硫电池提供了新思路。 

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模型 预测病毒传播】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 cnBeta 

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们开发出一种机器学习模型，使用

Covid-19 疫情数据和神经网络去判断隔离措施的有效性，以更

好地预测病毒传播。 

该团队将神经网络与现有的 SEIR 模型相结合，在“易感”、

“暴露”、“感染”和“康复”四组人群分类基础上加入了隔离，

专门研究不同国家的隔离措施如何影响人们感染病毒的速度。 

经过 500 次迭代训练后，该模型预测出感染模式，发现在

“强势措施迅速实施”的地方，封锁工作可以有效地遏制病毒

的传播。而在美国，隔离工作开展得比较缓慢，减缓传播的努

力就没那么有效。利用这些数据，该模型预测了新冠病毒的“高

https://www.cnbeta.com/articles/tech/968963.htm


峰期”出现时间，并指出到了“高峰期”开始的时候，估计多

达 60万美国人可能已经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研究人员警告说，

过早放松封锁工作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导致更多病例或

第二波爆发。 

【新型液滴“机器人” 实现多行为操纵】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Science Advances》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人员通过磁场控制两个钢珠，

首次实现了对液滴切割、移动、释放和旋转等多种动态行为的

控制。这一系统被命名为“液滴机器人”，其在化学反应自动化

方面的潜力被看好。 

实验中，研究人员利用磁场控制两个钢珠对液滴进行操控。

通过调节磁场，可以改变钢珠的位置和中心距，而钢珠中心距

的改变则重新分配了液滴受到的阻力，可以使液滴产生多种动

态行为。 

研究人员还对液滴多行为控制的机理进行了分析。他们认

为，液滴移动时的阻力主要来自两个钢珠的前端三相线和后端

三相线，钢珠中心距的改变导致这两部分的阻力发生了变化。

当中心距适当时，前后方阻力相匹配，液滴能够被钢珠拖动，

使液滴发生移动行为。此外，调节磁场还能转动钢珠，实现液

滴的旋转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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