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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 

【AI 胃癌辅助诊断系统 准确判别淋巴结微转移】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刘西洋教授团队和外校团队合作，开展

了胃癌淋巴结转移预测的 AI 研究，历时 3 年，研发出针对胃癌

淋巴结病理临床诊断与精准亚分期的 AI 系统。 

刘西洋介绍，他们使用 19705 个淋巴结即临床胃癌淋巴结

转移病理组织切片数据作为研究队列。首先，将淋巴结外的组

织区域通过分割网络进行剔除。然后，结合主动学习，并在引

入淋巴结组织结构的先验知识基础上，将非肿瘤细胞区域中容

易被误识别的包括窦组织、脂肪细胞等进一步细化标注，从而

实现仅用少量标注的样本集，构建更鲁棒可靠即稳定性好、临

床可用的肿瘤区域识别模型。在此基础上，他们成功研发了胃

癌淋巴结临床病理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 

通过双中心回顾性临床试验验证，该系统可显著提升病理

医生诊断胃癌淋巴结病理切片的效率，同时避免大量的漏诊。 

【西北小吃“浆水” 有效缓解痛风】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Gut Microbes》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21-21674-7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9490976.2021.1897211


兰州大学环境微生物课题组在传统发酵食物浆水中分离出

发酵乳酸杆菌 JL-3，发现其可通过降解动物体内的尿酸来控制

组织中尿酸的积累，并揭示了具体的作用机理。 

浆水是一种传统的发酵食品，食材中包括芹菜和卷心菜等

蔬菜，是西北地区人们日常饮食之一。经过长期研究，该团队

从发酵浆水中筛选了一株具有尿酸降解能力的新菌株发酵乳酸

杆菌 JL-3。动物实验发现，灌胃 JL-3 的小鼠血清尿酸降低了

31.3%，粪便尿酸与对照组小鼠基本一致，部分与高尿酸血症相

关的炎症标志物和氧化应激指标的含量在小鼠体内明显降低

(IL-1β, 50.9%; BUN, 66.7%; MDA, 40%; CRE, 73%)，并减缓了

高尿酸血症引起的肠道微生物失调。 

专家认为，该研究利用发酵食品浆水降解尿酸从而缓解高

尿酸血症,在本领域具有时效性和价值性，为人类高尿酸血症的

治疗提供了一种很有前景的策略。 

人工智能 

【自驱动柔性可穿戴设备 实现神经可塑双向调节】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no Energy》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和外单位合作，共同制备

出自驱动柔性可穿戴神经刺激器，实现对神经可塑性的双向调

节。 

调节神经可塑性被认为是治疗阿尔茨海默病、药物成瘾和

中风等疾病的一种有效手段。研究人员设计出一种自驱动柔性

可穿戴神经刺激器，通过产生高频和低频脉冲两种模式，诱导

长时程增强或长时程抑制的形成，实现对神经可塑性的双向调

节。该自驱动柔性可穿戴神经刺激器集成柔性自驱动纳米发电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2211285521002640?via%3Dihub


机、信号调制模块和神经刺激电极，具有体积小、质量轻、柔

软便携等优势，能够将运动过程中产生的机械能转化为神经刺

激信号，调节突触可塑性。 

自驱动柔性可穿戴神经刺激器在清醒动物模型中进行了验

证。研究人员将该设备接入小鼠大脑，信号调制模块将搜集的

能量调制成双模刺激信号，在无须外界供能的情况下，成功诱

导出海马体长时程增强和长时程抑制的形成。该研究克服了传

统商业电刺激器设备体积庞大及配套电源带来潜在隐患等缺

点，为基于突触可塑性的神经系统疾病治疗及双向脑机交互提

供了新思路。 

【会发光的“纹身” 监测机体状态】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科技日报》 

英国和意大利科学家携手，利用有机发光二极管技术研制

出一种新型纹身，为将来开发出可在多个领域大显身手的“智

能纹身”奠定了基础。这种纹身总厚度为 2.3 微米，由电极、电

极之间的电致发光聚合物以及纹身纸组成，电极和纹身纸之间

有绝缘层。借助旋涂技术，聚合物被置于高速旋涂的基底上，

产生极薄且均匀的涂层。 

他们研制的这种纹身会发出绿光，可粘贴到玻璃、塑料瓶

等物品上，还能与其他电子产品结合使用，监测人体状态。例

如，当运动员快脱水时，或者当使用者快被太阳晒伤时，它就

会发光示警。这款产品也可以贴在包装或水果上，在产品快过

期或不能再食用时发光。论文作者、伦敦大学学院的弗兰克·卡

西尼教授进一步表示：“这款 OLED 纹身可大规模制造，而且成

本非常低廉，可广泛应用于诸多领域。” 

http://digitalpaper.stdaily.com/http_www.kjrb.com/kjrb/html/2021-03/22/content_464567.htm?div=-1


材料技术 

【新型纳米超材料 助力光量子科技】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香港大学校长张翔院士团队研发了新型的纳米超材料，在

量子光学中引入一个新的自由度，从而首次实现了对光子之间

量子相互作用的任意操控，为量子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一

个崭新的思路。 

团队将纳米超材料的空间旋转自由度设计为光子量子相互

作用的新自由度，通过改变单光子的偏振，实验上首次实现了

连续和动态地控制双光子的量子干涉，从而等效地实现了对光

子量子本性和光子之间量子相互作用的任意操控。这使得光子

可以表现得有时像玻色子，有时又像费米子，或者介于两者之

间的任意状态，从而超越了光子固有的玻色子本性。这种新颖

的思路为实现光量子技术提供了新前景。 

在应用层面，这种新型纳米超材料对光量子过程的控制功

能，超越了现有的光学器件或系统。这种新的控制方式，好比

给两个单光子之间的量子相互作用制作了一个连续可调器。只

要在量子网络中加入少数这样或类似的可调器，就可以极大增

强量子网络的功能。同时，纳米超材料设计也将为研发高效的

光量子逻辑门以及其他量子器件和系统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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