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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 

【可视眼部影像 筛诊肝胆疾病】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The Lancet Digital Health》 

中山大学领衔的国际多中心研究项目，首次研发出通过眼

部影像筛诊肝胆疾病的技术和评估系统。 

研究组首先采用了可视化技术来明确影像学相关特征，随

后进行遮盖试验及灰度化测试进一步确定了关键影像学特征。

通过上述技术的叠加应用，此研究首次验证了类似于结膜和巩

膜，虹膜颜色和眼底视盘及血管结构也包含了关键诊断信息。 

通过采集 1789 名参与者的眼表及眼底影像学数据，研究组

使用深度学习技术成功地从这些影像数据中提取出肝胆疾病的

眼部特征并开发及验证了 14 个模型，其中 7 个裂隙灯模型及 7

个眼底模型，可分别用于筛查是否患有肝胆疾病及诊断是否患

有肝癌、肝硬化、慢性病毒性肝炎、非酒精性脂肪肝、胆石症

及肝囊肿六大类常见肝胆疾病。结果表明，在诊断重症肝病如

肝癌、肝硬化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可作为大规模快速无创

筛诊的工具。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dig/article/PIIS2589-7500(20)30288-0/fulltext


【逃逸抗体图谱 揭示病毒突变】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Science》 

美国华盛顿大学 Jesse D. Bloom 课题组绘制出新冠肺炎逃

逸治疗性抗体的突变图谱。 

研究人员绘制了新冠病毒（SARS-CoV-2）受体结合域

（RBD）的所有突变如何影响不同抗体（REGN-COV2 鸡尾酒

疗法中的抗体和 LY-CoV016 抗体）的结合。该图谱发现，一个

氨基酸突变完全逃避了 REGN-COV2 鸡尾酒疗法，该疗法由两

种靶向不同结构表位的抗体组成。该图谱还鉴定了在接受

REGN-COV2 治疗的持续感染患者中以及在体外病毒逃逸选择

期间选择的病毒突变。最后，该图谱揭示了能够逃逸单个抗体

的突变已经存在于传播中的 SARS-CoV-2 毒株。 

研究表明，完整的病毒逃逸图谱有助于解释病毒监测期间

观察到的突变。 

材料技术 

【新型可逆聚合分子 闭环回收稳定使用】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随着地球上橡胶和塑料垃圾负担持续增加，科学家们期待

能以闭环回收的方式减少垃圾数量。美国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

新分子——低聚环丁烷，对实现这一目标具有广泛意义。普林

斯顿大学化学系研究人员表示，该分子以一种极不寻常的方式

连接成正方形的重复序列，并能在一定条件下逆转，即可将分

子“压缩”变成用于制造塑料的新聚合物，然后将其“解压”（解

聚）变回原始单体，以备重复使用。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bf9302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57-020-00614-w


研究人员用铁作为合成新分子的催化剂，可将丁二烯单体

“点击”在一起，从而形成低聚环丁烷。铁“诱使”单体相互

叩击，以形成正方形聚合物。为了将其解压，在铁催化剂的条

件下将分子暴露于真空中，逆转“压缩”过程并回收原始材料，

这使其成为闭合化学循环的一个罕见例子。 

该材料还具有令人着迷的特性。例如，它可以远距离操纵，

这意味着该链的两端均已功能化。此属性可以使其本身用作构

建基块，充当聚合物链中其他分子之间的桥梁。此外，它具有

热稳定性，可以加热到 250℃以上而不会迅速分解。 

电子信息 

【基于光纤的量子隐形传态系统 实现保真度和传输距离新突破】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Physical Review X》 

由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联合开展的一项研究，

首次成功以高于 90%的保真度在现有的互联网光纤网络中将量

子信息传送了 44 公里。这项突破有助于实现超安全、超高速的

量子互联网。 

研究团队构建了一套量子隐形传态系统，并在一个基于光

纤的装置中部署了最先进的固态光探测器。该探测器很大程度

上可自主开展数据采集、控制、监控、同步和分析，从而实现

了具有最先进保真度的时间仓量子比特的持续、长距离隐形传

输。 

研究人员称这项工作在可持续、高性能和可扩展的量子传

送系统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进展，这表明离成功创立一个城

市规模的量子网络又近了一步。 

https://doi.org/10.1103/PRXQuantum.1.020317


智能制造 

【集成多层电路新型电子纹身 兼具高延展性和可重复性】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Science》 

近日，来自中国南方科技大学的联合研究团队，成功开发

出一种集成多层电路的新型电子纹身（multilayered electronic 

transfer tattoo，METT）。这种“电子纹身”兼具高延展性（8 倍）、

保形性和粘性，可以嵌入手指皱褶和指纹等，精细牢固、反复

变形后也不会脱落。并且，该电子纹身还可以产生折痕放大效

应，将集成应变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放大 3 倍，传感器在经过 1000

次拉伸后，也表现出了出色的可重复性。 

METT 是一种集成了 1 个加热器和 15 个应变传感器的三层

纹身，可以测量 15 个手势的自由度。它包含三个部分，分别是

粘合剂层、释放层和两者之间的电路模块。 

这种“电子纹身”可以用于温度调节、运动监测和机器人

远程控制，并有望在医疗系统、虚拟现实和可穿戴机器人领域

实现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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