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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 

【天然纳米抗体 中和新冠病毒】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的研究人员从羊驼身上鉴定出一种小

型中和抗体 Ty1，这种纳米抗体能阻止新冠病毒进入人体细胞。

研究人员认为，这种纳米抗体有望用于开发靶向新冠病毒的药

物。 

这次鉴定出的纳米抗体是羊驼身上天然存在且可适应人体

的抗体片段。科研人员研究发现，Ty1 会附着在与血管紧张素

转化酶 2（ACE2）受体结合的刺突蛋白上，从而有效中和病毒。

这表明，Ty1 纳米抗体可阻止病毒进入细胞，因此可以预防感

染。 

研究人员指出，与普通抗体相比，纳米抗体拥有多个优势，

可作为特定疗法的候选药物。首先，它们的大小不到常规抗体

的十分之一；其次，它们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具有成本效益；

更重要的是，此前已有研究人员将其应用于人体来抑制病毒性

呼吸道感染。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20-18174-5#author-information


【胰岛细胞皮下移植 糖尿病治疗新方法】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近日，美国科学家报告了一种胰岛细胞皮下移植的新方法，

可以让Ⅰ型糖尿病动物模型的血糖水平保持稳定，并已在部分

灵长类动物中测试成功。该研究成果对改善这种自身免疫病的

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人员阿里·那吉、戴夫杨什·阿

嘎瓦尔及他们的同事，将胰岛细胞包裹在一种新的胶原基质内。

这种基质能帮助细胞在皮下移植后存活。当研究团队在啮齿动

物模型和少数灵长类动物中测试该技术时，它能让这些动物维

持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的正常产生。 

研究团队认为他们的方法可用于提高其他类型的移植细胞

的生存力。胰岛皮下移植的出现，将能为Ⅰ型糖尿病患者提供

一种新的治疗选择。 

材料技术 

【PBTL 超级塑料问世 可无限回收利用】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Science Advances》 

《科学进展》发表的一项研究称，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

Eugene Chen 和同事开发了一种塑料，这种塑料在回收时能够保

持其原有的品质,可以很容易地分解并重新组合成高质量的产

品，这可以减少最终进入垃圾填埋场的塑料垃圾数量。 

该材料叫做 PBTL，由一种被称为双环硫代内酯的化学物质

构成。研究人员表示，PBTL 具有优异的强度、韧性和稳定性，

这意味着它可以被用于制造塑料包装、运动器材、汽车零部件、

建筑材料和其他产品。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2255-020-0269-7
https://doi.org/10.1126/sciadv.abc0495


据研究，在添加一种化学催化剂的情况下，将 PBTL 加热

到 100℃保持 24 小时，可以很容易将其回收，这一过程可把塑

料干净地分解成原来的结构，然后可以重新组装成新的高质量

PBTL。然而 PBTL 的回收也面临着一个挑战，即 PBTL 只有单

独存在时才能被分解和改造。Chen 说，这意味着在回收之前，

需要在混合塑料废料中将 PBTL 与其他类型的塑料分开。 

【添加导电聚合物 砖头变超级电容】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美国科学家通过气相沉积技术，让人们最熟悉的传统烧结

砖“变身”超级电容，成为一种全新储能单元——这些“智能

砖”在充电后，可以像电池一样储存电能，随时为其他装置供

电。这一成果被认为是多用途增值建筑材料领域迈出的重要一

步。 

此次，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研究人员朱利奥·达西及

其同事，让这种红砖“变身”为一种超级电容器储能装置。他

们利用砖的多孔结构，使用气相沉积技术为整块砖添加了一层

名为 PEDOT 的导电聚合物，让砖变成一个储能电极。 

由于砖本身的红色色素——氧化铁（铁锈），对于诱发聚合

反应来说十分关键。研究团队用一个概念验证装置证明，可以

用一块砖直接给一个发光二极管（LED）充电。 

根据研究团队的计算，这些储能砖砌成的墙将能储存大量

电能。这项工作或能为开发具有储电功能的多用途增值建筑材

料带来启示。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20-17708-1


电子信息 

【新型能谷电子器件研制成功 或可应用于未来集成电路】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南京大学电子工程学院的联合课题组，研制了一种在常温

下实现能谷自旋流产生、传输、探测和调控等全信息处理功能

的固态量子器件。 

该研究团队提出并实现的是一种“能谷自旋”晶体管新颖

器件。该器件以能谷自旋自由度替代电荷作为信息编码的载体，

能谷自旋器件中数据的操作和传输可以不涉及电荷流，从而有

望实现超低功耗的功能器件。 

该团队利用不对称等离激元纳米天线中的光学手性，实现

电磁场与过渡金属硫族化合物中能谷自旋的可控相互作用，并

结合材料中的手征贝瑞曲率，在器件级别上实现了谷信息的产

生、传输、探测和开关操作。这一能谷自旋晶体管对能谷信息

的注入、传输和探测过程进行了优化和改进，使得能谷信息流

得以在零偏置电压下独立于电荷流进行传输和调控。并且该器

件单元有望通过类似于 CMOS 电路的构造方式集成形成特定逻

辑功能的超低功耗谷电子电路。 

此项研究为后摩尔时代的新型谷信息器件的发展奠定了基

础，展示了能谷信息器件应用于未来集成电路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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