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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 

【利用肝素特性 减少病毒感染】 

百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信息员孙伟红提供，原文来源于《Cell》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一种预防

和治疗 COVID-19(新型冠状病毒所致的疾病)的潜在新方法。 

肺部细胞的外表面生长着好似门把手的 ACE2 分子，硫酸

乙酰肝素也存在于肺细胞表面，新型冠状病毒 SARS-CoV-2 必

须结合细胞表面的硫酸乙酰肝素和 ACE2，才能进入实验室培养

的人肺细胞。研究人员发现两种方法，可以降低 SARS-CoV-2

感染实验室培养的人类细胞的能力，降低大约 80%到 90%：1）

用酶去除硫酸乙酰肝素；2）用肝素作为诱饵，诱使冠状病毒与

人体细胞分离。肝素是硫酸乙酰肝素的一种形式，已经被广泛

应用于预防和治疗血栓，这项研究表明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

的药物可能会被用于减少病毒感染。 

这项研究并没有转化为 COVID-19 对人类的治疗。研究人

员需要在 SARS-CoV-2 感染动物模型中测试肝素和硫酸乙酰肝

素抑制剂。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92867420312307


【中科院首次研究突破 解析核糖体转化过程】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Science》 

核糖体是所有生物用来合成蛋白质的分子机器，是生命的

基本元件。核糖体包括大亚基和小亚基，两个亚基都是由核糖

体 RNA 和大量蛋白质构成的大型复合物。在真核细胞中，核糖

体的组装是一个高度复杂、动态的过程，近期研究解析了小亚

基早期和晚期前体的结构，发现它们的成分和结构存在巨大的

差别，但仍不清楚早期前体是如何转变到晚期前体的。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叶克穷课题组利用单颗

粒冷冻电镜技术解析了酵母核糖体小亚基早期前体向晚期前体

转化过程中的一系列过渡状态的结构，首次观察到该转化的动

态分子过程。这些结构显示核糖体前体 RNA 上的转录间隔序列

在核糖体前体上发生降解，驱动组装因子的有序解离和核糖体

结构的成熟。研究还观察到，切割间隔序列的核酸酶--外切体

在核糖体前体上的结合位置。该研究对理解核糖体组装这个基

本生命过程有重要意义。 

材料技术 

【会游泳的纳米颗粒 或可加速热量传递】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盖世汽车资讯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助理教授 Jeff Moran 正在研发一种创新

技术——会游泳的纳米颗粒，可用于消除计算机、汽车电池、

手机或太阳能电池板等设备的余热。 

所有的微型芯片都需要以某种方式进行冷却，因为如果芯

片过热，而热量没有被迅速消除，芯片就会停止工作。有些计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69/6510/1477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69/6510/1477
http://news.bioon.com/tags/%E9%85%B5%E6%AF%8D/
https://auto.gasgoo.com/news/202009/18I70207095C409.shtml


算机会利用空气冷却，但是高性能计算机和大型数据中心经常

采用液体冷却剂进行冷却。很多设备的性能都受到关键部件散

热能力的限制，如果可以大幅改进散热技术，就可实现更快、

更小的设备。 

Jeff Moran 在冷却剂中加入自推进纳米微粒，制成成千上万

个微小的泳者形状的小“勺子”，虽然形状不一，但是由其引

起的搅拌可以加速电脑芯片、电动汽车电池等表面的热量传递。

但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让颗粒自己在流体中推进，从而

量化性能的改进。 

【银纳米生物聚合物 止血抗菌凝胶材料】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ymeric Materials 

and Polymeric Biomaterials》 

俄罗斯门捷列夫化工大学用壳聚糖、藻酸盐两种生物聚合

物和银纳米颗粒合成了一种新材料，不仅可以有效止血，还具

有明显抗菌活性。 

银纳米颗粒不是用标准化学方法获取，而是通过生物合成

方法，通过在富含银离子的环境中生长的蘑菇制成。在藻酸盐

基础上制成水凝胶，是一种不溶于水的海绵，能够吸收和释放

大量液体。研究人员将壳聚糖与藻酸盐进行结合形成凝胶，在

浸入溶液时能够保持稳定。此外，壳聚糖具有抗菌作用，可促

使血液成分结合，使伤口愈合。银纳米颗粒可增强凝胶的抗菌

作用。 

新材料看起来像一块 5 厘米厚的多孔海绵，可用于开放性

伤口，吸收从伤口流出的液体，快速止血，同时防止感染。 

https://auto.gasgoo.com/ev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00914037.2020.1785462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00914037.2020.1785462


电子信息 

【全球研制首次突破 集成量子转换芯片】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Physical Review Applied》 

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作，成功研制

出国际首个集成化的多通道量子频率转换芯片。该芯片基于逆

向质子交换的周期性极化铌酸锂波导（PPLN），实现了多通道

光子非线性频率转换，且频率转换过程中保持光子的量子特性

不变。 

该芯片由 34 通道波导及 34 通道的光纤阵列进行双端耦合

封装而成，芯片设计用于 1550nm 波段单光子信号和 1950nm 波

段泵浦光进行非线性和频。实验表明，各通道的 1550nm 信号光

平均转化效率为 60%，可媲美于商用单通道 PPLN 波导芯片。同

时，研究团队利用该芯片研制了阵列式上转换单光子探测器，

达到了各通道平均探测效率 23.2%、平均暗计数 557cps，及相

邻通道间隔离度大于 71dB 的指标。该阵列式探测器在高速量子

密钥分发、深空激光通信、单光子成像及激光雷达等领域具有

广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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