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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

【全人源纳米抗体 助力抗新冠药物】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Cell Host & Microbe》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应天雷团队发现了一系列抗新冠

全人源纳米抗体，可靶向新冠病毒受体结合区上的五类不同表

位，对开发新冠病毒新型药物和治疗方案具有重要意义。

应天雷团队与合作者在合成生物学的理念基础上，开发了

一种新技术，将全人源的重链可变区抗体骨架进行筛选重构，

首次设计出具有天然胚系基因的全人源纳米抗体。

研究人员利用这项新技术，成功筛选到针对新冠病毒受体

结合区的数十株全人源纳米抗体，亲和力最高 89 纳摩尔。研究

表明，这些抗体可靶向新冠病毒受体结合区上的五类不同表位，

其中针对两类表位的全人源纳米抗体能够有效中和新冠病毒，

且具有显著的协同效应。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其中两株可强效中和新冠病毒的全人

源纳米抗体（n3088 和 n3130）可靶向该病毒 S 蛋白的特殊隐藏

表位。这次发现的全人源纳米抗体具有更小的体积和更强的中

https://linkinghub.elsevier.com/retrieve/pii/S193131282030250X


和病毒能力。进一步研究表明，靶向该特殊隐藏表位的全人源

纳米抗体，可能具有更好的广谱性。

【发现细胞力学调控规律 干预肥胖糖尿病新靶点】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Communications》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基础医学院心血管研究中心教授王胜

鹏和合作者以肥胖小鼠及临床肥胖人群为研究对象，首次证明

Piezo1 离子通道是肥大脂肪细胞感知膜张力的机械受体，提出

脂肪细胞机械力学信号传导是脂肪炎症及肥胖的关键因素。

肥胖在细胞层面主要取决于两个动态因素，一是脂肪细胞

生成和体积增大导致的脂肪细胞数目的增多；二是脂肪细胞在

体内时刻处于压迫、流体剪切力、基质刚度等力学微环境中，

但目前人们对于脂肪细胞感知生物机械力的机制仍不清楚。

该研究团队通过内面向外式膜片钳及荧光寿命成像等技

术，发现 Piezo1 离子通道是感知脂肪细胞膜表面张力的关键蛋

白，揭示了受机械力调控的 Piezo1-FGF1-FGFR1 轴是调控脂肪

炎症以及肥胖的重要通路，开创性地探索了脂肪组织中生物机

械感知机制及其对脂肪炎症的影响，揭示了肥胖发生的力学调

控规律。同时，该研究也表明了 Piezo1 及其调控的 FGF1 很可

能成为干预肥胖、糖尿病等疾病的新靶点。

材料技术

【半导体阵列碳纳米管材料 促进碳基集成电路实用化】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Science》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张志勇、彭练矛课题组发

展全新的提纯和自组装方法，制备出高密度高纯半导体阵列碳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20-16026-w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68/6493/850


纳米管材料，并在此基础上首次开发了性能优异的晶体管和电

路。

该课题组采用多次聚合物分散和提纯技术得到超高纯度碳

管溶液，并结合维度限制自排列法，在 4 英寸基底上制备出密

度为 120/微米、半导体纯度达 99.99995%、直径分布在 1.45±

0.23 纳米的碳管阵列，从而达到超大规模碳管集成电路的需求。

基于这种材料，他们批量制备出场效应晶体管和环形振荡器电

路。

该项工作突破了长期以来阻碍碳管电子学发展的瓶颈，首

次在实验中显示出碳管器件和集成电路较传统技术的性能优

势，为推进碳基集成电路的实用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仿生微型机器人 靶向微血管溶栓】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Advanced Materials》

由同济大学牵头建设的上海自主智能无人系统科学中心微

纳无人系统团队，经医工理（科）深度融合、联合攻关研发而

成的体积微小、载有溶栓剂药物的仿生手术机器人，在外加磁

场的指挥下，可聚集在血栓部位，产生热和力场，成为高效的

微血管血栓清道夫，可用于靶向微血管溶栓治疗。

自然界中的趋磁细菌是一类受磁场控制的具有集群行为的

天然微机器人，其内部含有磁小体作为驱动和控制单元，能以

高度有序的集群方式进行聚集和迁移。受此启发，研究团队研

发了一类具有集群行为、模仿趋磁菌内部磁小体有序结构的微

型机器人，其材料成份、接触界面和控制方式都具有良好的生

物相容性。

https://doi.org/10.1002/adma.202000366


研究团队负责人表示，仿生微型手术机器人安全性好，运

动控制精准，为超微创血栓清除提供了一种新型医疗手段，将

引领新一代精准治疗智能医疗设备的研发热潮。

新能源

【废弃生物质变废为宝 推进热解技术商业化】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Sustainability》

废弃生物质既是环境污染物，同时也是可再生原料。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江鸿课题组与俞汉青课题组合作，通过耦合

快速热解、常压蒸馏及化学蒸汽沉积技术，分别成功制备了高

热值且稳定的固相生物煤(bio-coal)和高性能的碳纳米材料

(少层石墨烯和碳纳米管)，为实现废弃生物质热解技术商业化

应用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课题组研究发现，通过常压蒸馏过程参数控制，实现生物

油快速结焦可以得到一种新的固体燃料（命名为生物煤，

bio-coal）。模型研究表明我国生物煤生产潜力可达 4.02 亿吨

标准煤。

除了生物油以外，热解过程产生的高温气体也可充分利用。

分析结果显示热解气中包含小分子碳有机物，且热解气温度较

高，是制备碳纳米材料的潜在前体。相关评价结果表明，与传

统石墨烯气相沉积相比，利用生物质热解气合成石墨烯具有更

小的环境影响和能量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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