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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 

【解锁 GABAB 受体结构 揭示大脑“冷静”机制】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Cell Research》 

近日，浙江大学与华中科技大学研究团队联合报道了人源

全长异源二聚体 GABAB 受体的多种状态精细三维空间结构，

阐明了 GABAB 受体的激活机制，揭示了受体正向变构调节剂

的新颖结合口袋。该研究成果为基于结构的药物设计提供了解

析度最高的模板，为今后靶向 GABAB 受体的药物研发奠定了

重要基础。 

GABAB 是哺乳动物中枢神经系统中最重要的抑制性神经

递质受体，参与大脑冷静的调控。研究发现 GABAB 受体与其

他 G 蛋白偶联受体（GPCR）家族受体以单体形式（单扇门）

存在不同，它是由“两扇门”组成并且协同发挥作用的。分别

负责接收外界刺激信号和将外界信号传向细胞内。该特征能够

让药物一“眼”认准 GABAB 受体。 

研究人员表示，课题组发现 GABAB 全新的并且是特异的

门锁结构，其意义在于未来可通过计算机辅助的方式进行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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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加速药物发现，快速找到特定的钥匙。 

【分析微生物群特征 助力肝病快速诊断】 

百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信息员孙伟红提供，原文来源于《Cell》 

Salk 研究所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科学家组成的合作

团队开发出一种基于微生物组的新型诊断工具，能以非侵入方

式高效、经济地识别肝纤维化和肝硬化，准确率高达 90%以上。 

研究人员通过优化一种机器学习的计算方法，根据一组患

者粪便样本中存在的 19 种细菌来发现一种复杂的疾病特征。这

种特征由不同数量的细菌组成，形成了一个识别肝纤维化和肝

硬化的通用指纹。同时他们利用微生物基因图谱和粪便样本中

代谢物的数据，发现了一个与肝硬化诊断相关的微生物群特征，

准确率达 94%。微生物组学特征还可以确定肝纤维化的阶段，

这可以让医生根据患者的病情分级，改进治疗策略。 

未来，研究小组还希望这种方法可以用来描述其他疾病，

如炎症性肠病、结肠癌以及其他可能受到失调微生物群影响的

疾病。 

智能制造 

【新型可穿戴手套 能实时翻译手语】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 cnBeta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工程师们设计了一款手套，可以利

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将美国手语实时翻译成英语语音。该项目

的目标是方便使用手语的人与不懂手语的人直接交流，而不需

要专人翻译。 

https://www.cell.com/cell-metabolism/fulltext/S1550-4131(20)30306-5
https://www.cnbeta.com/articles/tech/998937.htm


该系统主要包括一副手套，手套上有薄薄的、可拉伸的传

感器，这些传感器沿着五个手指的长度向上延伸。传感器由导

电纱线制成，可以接收到手部动作和手指位置，这些动作和手

指位置代表手语中的单个字母、数字、单词和短语。 

该设备可以将手指动作转化为电信号，发送到戴在手腕上

的一块美元硬币大小的电路板上。该电路板可以将信号无线传

输到智能手机上，智能手机以每秒约一个字的速度将其翻译成

口语。研究人员还在测试手套人的脸上放置了传感器。传感器

分别被放置在眉毛之间和嘴的一侧，以捕捉作为美国手语一部

分的面部表情。 

【四足机器人新进展 双脚也能平衡行走】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环球网 

目前，四足机器人能够完成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动作，但

是也有一定局限。大部分情况下，机器人只能在大面积表面上

行走。然而近日，意大利技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发明了一种新

的机器人控制器，可以让机器人走过狭窄的表面。 

在这种控制器的支持下，四足机器人可以只用两条腿保持

平衡并踮起脚尖行走。在数字模拟过程中，一个 90 斤重的机器

人可以通过只有 6 厘米宽的桥。并且研究人员还展示了机器人

在被工作人员干扰的情况下依然可以用两条腿保持平衡。 

在四足机器人行业中，美国波士顿动力可以说是一枝独秀，

但随着这种控制器的出现，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四足机器人

应用。 

https://smart.huanqiu.com/article/3ywUCgeN0WE


电子信息 

【新型二维金属芯片 存储速度提高百倍】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Physics》 

近日，美国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德克萨斯

A＆M 大学的研究团队利用层状二碲化钨制成了超薄二维金属

芯片，其厚度仅有三个原子！在更节能的同时，储存速度提高

了两个数量级，为开发下一代数据存储材料奠定了基础。 

新系统由二碲化钨超薄金属层排列组成，每层仅有 3 个原

子厚。研究人员对二碲化钨薄层结构施加微小电流，使其奇数

层相对于偶数层发生稳定的偏移，并利用奇偶层的排列来存储

二进制数据。数据写入后，他们再通过一种称为贝利曲率的量

子特性，在不干扰排列的情况下读取数据。 

团队表示，与现有的基于硅的数据存储系统相比，新系统

具有巨大优势——它可以将更多的数据填充到极小的物理空间

中，并且非常节能。此外，其偏移发生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数

据写入速度可以比现有技术快 10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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