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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 

【内源谷氨酸递质系统 可有效控制心电活动】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Cell Research》 

近日，同济大学研究团队发现，心房心肌细胞和窦房结起

搏细胞存在内源性的谷氨酸递质系统，该系统以类似大脑谷氨

酸能神经元的兴奋和传导模式在心房心肌细胞中行使功能，并

且作为起搏细胞内在固有模件显著调控心脏起搏活动和心跳频

率。 

研究人员发现，大鼠心房心肌细胞的表面膜下富含谷氨酸

囊泡，具备谷氨酸递质系统的关键要素，例如谷氨酸代谢酶、

离子型谷氨酸受体（iGluR）和谷氨酸转运体。敲除心房中两种

高度表达的 iGluR 亚型 GRIA3 或 GRIN1，可大幅降低心房心肌

细胞的兴奋易感性，并且减慢由培养的人诱导多能干细胞衍生

的心房心肌细胞的兴奋性；iGluR 拮抗剂在大鼠离体房颤模型中

可有效预防和终止房颤；谷氨酸递质系统的关键元件也存在于

人心房心肌细胞中，并且显示出电生理功能。 

这项研究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心肌细胞电生理活动控制系

统，该系统的操纵可能为心律失常的防治开辟新途径。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22-021-00499-5


【发现基因调控新机制 破解神经退行性疾病】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Communications》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和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发现了与神经退行性疾病有关的关键基因机制，解释了蛋白质 S

FPQ 和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ALS）之间的关联。SFPQ 还与其

他神经退行性疾病有关，包括额颞叶痴呆（FTD）和阿尔茨海

默氏病。 

SFPQ 是一种蛋白质，可调节神经系统中称为神经元的细胞

内的基因表达。通过研究斑马鱼受 SFPQ 缺失影响的 mRNA，

研究人员揭示了一种解释 SFPQ 蛋白与神经退行性疾病之间关

系的机制。研究发现，SFPQ 蛋白可以保护神经元基因，防止形

成异常的短 RNA 序列（称为 CLE 转录本）。发现含有 CLE 转

录本的 mRNA 亚型编码一种特定的肽，该肽可导致因缺少 SFP

Q 蛋白引起的某些神经系统异常。这是第一个显示在神经退行

性疾病中广泛的基因调控机制的证据。该机制的发现有潜力帮

助为多种人类神经病理学产生更先进的疗法。 

电子信息 

【柔性膜光电传感器 模仿生物视觉处理】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Communications》 

近日，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沈阳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心

与相关单位合作，开发出一种柔性碳纳米管-量子点神经形态人

工视觉光电传感器。 

科研人员设计并制备了一个 1024像素的柔性神经形态光电

传感器阵列，其中铯铅溴钙钛矿量子点作为感光层和光生电荷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21-22098-z
https://doi.org/10.1038/s41467-021-22047-w


俘获层，半导体性碳纳米管薄膜作为电荷传输层，二者复合具

有良好的柔性，能够均匀地大面积成膜，并保持长期稳定性。

同时，该光电传感器阵列集成了光传感、信息存储和数据预处

理等功能，这与生物系统行为类似，可实现实时并行处理信息，

对于模仿生物视觉处理的人工视觉系统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据悉，该研究还是首次实现在极暗条件下响应，并完成神

经形态强化学习的案例。 

智能制造 

【新型无人航行器 海空两栖显身手】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科学网 

既可以上天，也可以入海，一种新概念的海空两栖无人航

行器“哪吒”，由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学院海洋技术团队成功研制，

多项技术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据介绍，“哪吒”是将水下滑翔机的设计理念与无人机的设

计思想进行了有机融合，具备垂直起降与悬停、水平飞行、水

下滑翔等多种功能。不仅能在空中飞行自主定位，还可以在指

定海域或者水面降落，并进入水下潜航，完成水下的观测任务

后钻出水面，自主飞行返航。巧妙之处是，“哪吒”的固定翼不

仅是空中的飞行翼，入水以后还可以成为滑翔翼。旋翼则可实

现航行器在水、空跨界过程中的稳定起降。 

业内专家认为，作为一种穿越航行于空中、水面和水下的

高机动性跨介质运载平台，“哪吒”未来有望广泛应用于海上搜

救、海洋科学、海洋工程等领域。 

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21/4/361859.shtm?id=361859


【3D 打印生物反应器 助力类器官领域发展】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Biomicrofluidics》 

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和印度理工学院的科学家们利用 3D 打

印技术创建了一个可重复使用且易于调整的“微流控生物反应

器”，其不仅能够提供细胞生长的营养介质，还能实时观察细胞

成长发育的情况。 

通过微流控生物反应器，研究人员用显微镜观察了成长中

的大脑器官体，并成功地跟踪了它们的生长和发育达 7 天。该

反应器是一个 4×6 厘米的芯片，制造成本仅约 5 美元，集生长

平台、微型管道、药物注射通道以及液体加热室为一体，通过

封闭培养箱中的管道控制补充液体和提取废物的同时还具有充

分的可视性。并且，与常规的细胞培养器相比，这种微流控装

置更接近于生理组织灌注，更有利于培养室营养物质的持续供

给，从而减少了类器官核心细胞的死亡情况。 

该反应器对类器官的培育有重要意义，未来有望通过增加

可用孔的数量来增加反应器容量，允许将更多的仪器集成到设

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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