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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 

【抑制成年神经发生 改善阿尔茨海默症】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Stem Cell Reports》 

近期，浙江大学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孙秉贵团队在研究中

发现抑制成年神经发生可改善阿尔茨海默症小鼠的学习和记忆

功能。 

之前研究发现淀粉样蛋白（amyloid β, Aβ）在脑中的异常

聚集与阿尔茨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 AD）密切相关，但

Aβ聚集导致神经元活性异常及突触功能障碍的机制尚待研究。

本次研究中，研究人员通过特殊实验方法在 AD 小鼠模型中抑

制成年神经发生，而随后小鼠行为学测验结果表明，抑制成年

神经发生可改善 AD 小鼠的空间学习和记忆能力。而免疫染色

及生化检测结果发现，抑制成年神经发生对 Aβ斑块、可溶性 A

β及 hAPP 的剪切没有影响。电生理检测提示，抑制成年神经发

生可恢复 AD 小鼠海马齿状回颗粒细胞的突触传递。 

这些结果提示，抑制成年神经发生可改善 AD 小鼠的学习

和记忆功能，这一作用不是因为 Aβ的减少所引起，而是与齿状

https://doi.org/10.1016/j.stemcr.2020.12.003


回颗粒细胞中突触传递的恢复相关。 

【厌食激素新发现 治疗肥胖新靶点】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eLife》 

近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团队在一项研究中发现

了一种名为 Lipocalin-2 的厌食激素，这一激素能够抑制食物摄

入并增加饱腹感。 

研究人员在小鼠实验中发现，来自成骨细胞的 Lipocalin-2

激素（LCN2）会抑制食物摄入并充当饱腹感的信号。通过进一

步对狒狒、猕猴等灵长类动物的研究发现，LCN2 穿过血脑屏障

并达到位于灵长类动物的下丘脑来实现这一功能。此外，研究

人员每天在猕猴进食前将 LCN2 激素注入猕猴体内，持续 1 周

后再与治疗前相比发现，用 LCN2 处理过的猕猴会减少约 21％

的食物摄入，而且不会产生明显的副作用。这些研究证明了 LC

N2 具有调节饱腹感和厌食感的生物学特性，LCN2 可能是未来

肥胖治疗的新靶点。 

材料技术 

【超立方体结构催化剂 兼具高活性高稳定性】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JACS》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曾杰团队与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鲍骏团

队合作，研制出一种新型氢氧燃料电池阴极催化剂。该催化剂

为超立方体框架结构，在氢氧燃料电池阴极反应中表现出高活

性和高稳定性，为今后相关电催化剂的设计提供了新思路。 

中国科大团队受三维立方体向四维超立方体演变的启发，

https://elifesciences.org/articles/58949
https://doi.org/10.1021/jacs.0c12282


将钯铂均匀合金立方体进行氧化刻蚀，通过精准调控钯原子的

去除和余下钯原子、铂原子的重排，得到钯铂合金超立方体框

架结构。此外，通过调节初始立方体中钯、铂两种元素比例，

还可以得到八足体和立方框架结构。 

在电池阴极催化测试中，立方框架结构、超立方体结构和

八足体结构的单位质量活性，分别达到商用铂碳催化剂的 4.1

倍、11.6 倍和 8.3 倍。理论计算表明，超立方体表面晶面的氧吸

附能最接近于理论最优值，这一趋势与实际测试的氧还原活性

顺序相一致。 

电子信息 

【脉冲激光遇新材 调控磁性有妙招】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信息员郑晓丽提供，原文来源于《Physical Review Letters》 

南京大学徐永兵教授团队利用飞秒脉冲激光的磁光克尔技

术首次在国际上实现了光场对本征二维铁磁体 Fe3GeTe2 的磁

性调控，并进一步揭示实现磁性调控的物理机制，此项重大突

破开辟了光对自旋调控的新方向。 

该研究发现在激光脉冲的作用下，居里温度在 200K 的二维铁磁

体 Fe3GeTe2 可实现室温（300 K）磁性，当增加飞秒激光的强

度时，不同原子层级厚度的 Fe3GeTe2 饱和磁化强度均以近似线

性的方式增加，但其矫顽力均单调降低。该研究团队认为光生

载流子诱导了该材料的电子结构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其磁性变

化。此研究为调控二维铁磁性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为理解二

维铁磁性的基本物理机制提供了新的实验证据，促进了基于二

https://journals.aps.org/prl/abstract/10.1103/PhysRevLett.125.267205


维铁磁体的异质结器件在室温或更高温度下在信息存储、通讯

及量子技术等方面的应用。 

【绝热超导微处理器 能效提高约八十倍】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科技日报 

目前数据中心的耗能已高达全球电力的 2%，这一数字在 1

0 年内有望攀升到 8%。为逆转这种趋势，日本研究人员创建了

一种电阻为零的超导微处理器，可为更高能效的计算能力提供

潜在的解决方案。 

新设计目前需要低于 10 开尔文（或-263℃）的超冷温度。

这个新的微处理器原型称为 MANA（单绝热集成体系结构），

是世界上第一个绝热超导体微处理器。它由超导铌组成，并依

赖于称为绝热量子通量参量电子（AQFP）的硬件组件。 

研究人员解释说，用于构建微处理器的 AQFP 已经过优化，

可以绝热运行，从而可在相对低的时钟频率（高达 10GHz 左右）

下恢复从电源中汲取的能量。这种铌基微处理器的入门价格取

决于低温和将系统冷却至超导温度的能源成本。不过，即使将

冷却成本计算在内，与最先进的半导体电子设备（如 7 纳米鳍

式场效应晶体管）相比，AQFP 的能源效率仍然高出约 8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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