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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

【刺突蛋白开源模型 助力新冠肺炎防治】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B》

刺突蛋白在新冠病毒进入人体细胞中起关键作用，使其成

为新冠肺炎疫苗和抗病毒药物开发的主要靶标。来自韩国国立

大学、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理海大学的研究人员近日创建了首

个刺突蛋白全原子开源模型，研究人员称，科学家们可利用最

新模型，针对新冠肺炎防治方法开展富有创新性的模拟研究，

从而促进疗法和疫苗的研发进度。

研究人员用冷冻电镜测定了刺突蛋白的结构，但这一模型

有许多丢失的氨基酸残基。因此，他们首先对缺失的残基进行

建模，然后对其他缺失的域进行建模。此外，他们也对附着于

刺突蛋白的所有潜在聚糖（或碳水化合物）进行了建模。他们

还创建出了刺突蛋白的病毒膜系统，用于分子动力学模拟。

里海大学生物科学和生物工程学系尹元弼（音）教授说：

“我们的模型是首个完全糖基化、全链新冠病毒刺突蛋白开源

模型，科学家可以使用该模型，针对新冠肺炎防治方法开展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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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性的模拟研究。”

【脑胶质细胞转化为神经元 有望治疗退行性神经疾病】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利用分离的人类细胞在小鼠体内，科研人员采取一种单步

方法将大脑的非神经元细胞转化成了功能性神经元。这项技术

被证实可以逆转帕金森病小鼠模型的症状，或为探索神经退行

性疾病的疗法指出一条新途径。

论文通讯作者、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付向东教授和同

事通过实验表明，星形胶质细胞可以转化为功能性多巴胺能神

经元。星形胶质细胞是大脑的非神经元细胞，可以产生一种名

为 PTBP1 的 RNA 结合蛋白，这种蛋白能防止星形胶质细胞变成

神经元。

论文作者表示，去除 PTBP1 可以让星形胶质细胞变成功能

正常的神经元，重建丢失的神经元环路。这种做法还能恢复帕

金森病小鼠模型的多巴胺水平，治疗它们的运动障碍。重要的

是，用反义寡核苷酸短暂抑制 PTBP1 也有效果，目前这种疗法

在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方面已表现出巨大前景。

材料技术

【构筑分子光电体系 实现光合水解制氢】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PNAS》

氢能是未来清洁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受自然界光合作用

启发，人工光合作用制氢相比其它高温制氢等手段更具有绿色、

经济等特征。在人工光合作用中，阳光氧化水，并将氧化还原

等价物转移至 CO2，最终将 CO2还原或者将质子还原为 H2。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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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的研究思路是采用半导体型核/壳结构光阳极材料，核壳结

构可实现电子的高效转移来辅助光阳极材料、吸光基团和催化

剂之间的局部电荷分离，使得光阳极水氧化效率大大提高。但

从设计的角度来看，分子组装方法在提高太阳能分解水电池的

效率上更具有优势。然而，目前基于分子体系的太阳能制氢效

率远低于半导体材料为基础的体系。

宁波材料所先进能源材料工程实验室研究员汪德高与美国

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教授尤为、Thomas J. Meyer 开展合

作研究，报道了基于分子系统光电化学电池/光伏串联电池高效

分解水的研究。该串联电池将染料敏化光电合成电池（DSPEC）

加入有机光吸收基团，利用可见光将水转化为 O2和 H2。实验结

果表明，可见光吸收电极的太阳能到氢能的转化效率大为改进，

并为基于分子的太阳能燃料转化效率提供了基准。将 DSPEC 光

电阳极与有机太阳能电池 OSC 结合，太阳能人工水分解制氢效

率达到 1.5％，相比之下，自然光合作用的效率仅为约为 1％。

【电极生长复合纳米阵列 电池性能和寿命双提升】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no Energy》

离子电池的转换型电极在充放电过程中通常存在体积变化

大、与集流体接触不良、循环过程中积累内部钝化等问题，容

易发生容量的快速衰减，同时也较难实现高倍率的充放电，严

重限制了转换型电极的实际应用。释放电化学反应过程中电极

的内应力、缓解内部钝化成为了转换型电极成功应用的关键。

基于此，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功能氧化物材料

与器件研究团队采用脉冲激光沉积法(PLD)在 Cu 集流体上直接

https://linkinghub.elsevier.com/retrieve/pii/S221128552030433X


生长 Fe3O4纳米阵列，用于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有效地解决了

传统转换型电极材料电化学反应过程中结构破坏、接触失效和

内部钝化等问题。Fe3O4纳米阵列电极在电化学循环过程中保持

了稳健的结构和完整的界面，提升了锂离子电池的循环寿命，

同时可实现 60C 的高倍率性能，为转换型电极的优化提供依据。

人工智能

【医学数据砌“乐高” 眼病诊断更高效】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Biomedical Engineering》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教授林浩添、刘奕志与西安电子科

技大学教授刘西洋团队首创了一种基于解剖学和病理学特征的

医学图像密集标注方法——Visionome 技术，该方法可智能、高

效诊断多种眼病，已进入临床转化应用。

林浩添团队提出的医学人工智能“乐高”计划，即将医学

数据转化成可以拼插组合的“乐高”模块，打通不同疾病学科

的数据异质性壁垒。研究人员利用类似 DNA 序列分割的原理对

医学图像进行分割：建立 Visionome 密集标注标准流程，组织

25 人专家标注团队将 1772 张眼前段图像按照 14 种解剖结构进

行区域分割，对 6 种病变部位按照 54 种病理性特征进行密集标

注，最终得到 13404 个解剖结构标签和 8329 个病理特征标签。

作为“乐高”计划的首个研发成果，Visionome 技术实现了

人工智能的跨学科、多病种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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