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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

【氟标胞内递送技术 助推多肽药物应用】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Science Advances》

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程义云团队开发了一种氟标签

技术用于多肽胞内递送。这种方法相对传统技术具有更好的胞

内递送效率，能够很好地维持多肽分子的生物活性，并提高其

酶稳定性。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多肽药物被用于治疗糖尿病、细菌感

染、肿瘤等疾病。然而，多肽在体内极易被酶降解，致其体内

半衰期短，难以达到治疗效果，而且其作用靶向往往局限在胞

外，阻碍了多肽药物的广泛应用。

考虑到多肽胞内递送与蛋白质递送的相似之处，研究人员

推测可以利用含氟烷基链优异的自组装以及跨膜性能，将其标

记到多肽分子上，进一步自组装形成纳米结构，从而破除多肽

胞内递送过程中存在的多重屏障，并提高多肽的稳定性。

为此，研究人员分别在不同分子量、等电点和疏水性的多

肽末端修饰含氟烷基链，均可形成稳定的纳米颗粒，并且高效

https://advances.sciencemag.org/content/6/33/eaaz1774


地将多肽分子递送到细胞内。利用这一技术可以高效递送活性

多肽如促凋亡肽进入胞内，标记后的肽在体内和体外均展现了

优异的抗肿瘤活性。

【调控核心节律蛋白 或有助于延衰防病】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Cell Research》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节律调控失衡与衰老密切相关。核

心节律蛋白 CLOCK 具有拮抗人干细胞衰老的功能。然而，核心

节律蛋白在人类成体干细胞衰老过程中的调控作用尚不明确，

能否通过靶向核心节律蛋白来延缓衰老也有待探索。

研究人员发现，CLOCK 在复制性衰老、生理性衰老及儿童早

衰症的多种人间充质干细胞模型中，均呈现下调表达。利用

CRISPR/Cas9 介导的基因编辑技术和干细胞定向分化技术，他们

发现，CLOCK 蛋白缺失导致人间充质干细胞加速衰老。

此外，过表达野生型 CLOCK 或转录激活功能缺失的突变体，

均可延缓细胞衰老，提示其作用机制不依赖于经典的转录活性。

本文共同通讯作者、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曲静介绍，

通过关节腔注射 CLOCK 慢病毒表达载体可以降低衰老细胞的比

例，抑制炎症反应并刺激软骨再生，缓解增龄相关的骨关节退

行，改善老年小鼠的运动能力。

材料技术

【新型水系锌基电解液 助低温储能器件研发】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Energy & Environmental Science》

近日，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李先锋、张

华民带领团队，在低温水系锌基电池电解液研究方面取得新进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22-020-0385-7
https://pubs.rsc.org/en/content/articlelanding/2020/EE/D0EE01538E


展，研发出一种耐低温、经济、安全、环保的水系锌基电池用

混合电解液。

李先锋介绍，“新研发的电解液由水、乙二醇和硫酸锌组

成，在低温下具有较高的离子传导率，-40℃时可达到 6.9

mS/cm”。通过实验和理论计算，研究人员阐明了锌离子—乙二

醇分子间独特的相互作用能显著提高乙二醇—水分子间氢键相

互作用，从而有效地破坏电解液中水分子间连续的氢键，大大

降低混合电解液的凝固点，在低温下实现锌离子的快速传输。

同时，锌离子—乙二醇溶剂化作用可提高锌沉积/溶解的可逆

性，改善锌负极的沉积形貌。

该研究工作对低温储能器件电解液的设计具有重要指导意

义。

【鳍状纳米材料 疏通分子堵塞】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Materials》

能源工业等领域使用的成千上万的化学过程依赖于高速催

化反应，但是分子经常受到“交通堵塞”的阻碍减慢了速度。

现在，研究人员发明了一种全新的多孔催化剂，它使用独特的

鳍片，通过允许分子跳过限制反应的“拥堵”，从而加速化学

反应。这项突破主要集中在降低分子进入催化剂内部孔隙的障

碍上。

美国休斯顿大学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方法来诱发更大的催

化剂粒子像纳米粒子那样，让分子进入引发反应后退出。研究

人员在催化剂颗粒的表面生成了凸起或鳍片，粗糙的颗粒外表

面的表面积显著增加，使分子更容易进入，并减少了传统沸石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63-020-0753-1


材料经常出现的运输限制。

专家表示，新合成方法利用了团队多年来所做的工作积累，

专注于控制沸石结晶的方式，使鳍状结构的生长成为可能。

电子信息

【蚕丝蛋白新应用 未来高容存储器】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Nanotechnology》

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陶虎课题组联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

溪分校和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相关课题组首次实现了基于蚕丝

蛋白的高容量生物存储技术。

科学家们在一种古老天然产物中找到了新的灵感。得益于

蚕丝蛋白所具备的自身特性，结合高精度近场快速读写手段，

此次研发的蚕丝蛋白存储器作为一种高容量、高可靠性的新型

存储技术，不仅可以像普通半导体硬盘那样存储数字信息，还

可为活性生物信息储存提供一个功能巨大的平台，用于采集存

储生物信息，同时存储生物体 DNA 和血液样本等。并且这种存

储器还能通过调控蛋白质的降解速度，按照预设的时序可控销

毁，从而用于信息保密。

据悉，该技术后期通过进一步结合多探针平行加工技术和

快速移动平台，具有实现可比拟商业化硬盘存储器的存储密度

和读写速度的潜力，从而有望成为下一代高容量、高可靠的信

息存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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