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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

【进入肿瘤细胞 产生抗癌物质】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PNAS》

瑞士苏黎世大学开发出一项新技术使人体能够在需要药物

的确切位置按需生产“治疗药物”。这项创新可以减少癌症治

疗的副作用，并可能为更好地直接向肺部提供新冠肺炎相关治

疗提供解决方案。

研究人员对一种常见的呼吸道病毒——腺病毒——进行了

修饰，使其像特洛伊木马一样将癌症治疗基因直接传递到肿瘤

细胞中。这种方法与化疗或放疗不同，对健康细胞没有伤害。

一旦进入肿瘤细胞，传递的基因就成为治疗性抗体、细胞因子

和其他信号物质的蓝图，这些物质由癌细胞自身产生，并从内

到外消灭肿瘤。

研究小组负责人 Andreas Plueckthun 解释说：“此类治疗

性药物，如治疗性抗体或信号物质，大多停留在体内需要它们

的地方，而不是扩散到血液中，破坏健康的器官和组织。”

研究人员使用了一种非常复杂、高分辨率的 3D 成像方法，

https://www.pnas.org/content/118/21/e2017925118


并将组织渲染成完全透明的，以显示体内产生的治疗性抗体是

如何在肿瘤血管中创造小孔并破坏肿瘤细胞，进而从内部治疗

肿瘤。

【亲水硅纳米线阵列 监测循环肿瘤 DNA】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Biosensors and Bioelectronics》

近日，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李杜娟通过引入高效能晶

体管生物传感器，在癌症早期诊断以及术后监控上取得新进展。

肿瘤细胞破裂后进入血液，肿瘤患者血液中就有了循环肿

瘤 DNA。作为特征性的肿瘤标记物，由于其时效性强（能最快反

映肿瘤细胞最新状况），因而从监测循环肿瘤 DNA 角度出发，

反推肿瘤细胞状况，成为医疗器械工程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

硅纳米线是一种新型的一维半导体纳米材料，直径一般在

10 纳米左右，内晶核是单晶硅。李杜娟的解决方案是，通过 120

余根硅纳米线阵列提升了亲水性，也就是血液一沾上芯片，就

能瞬间平摊在上面，从而有效提高监测灵敏度。同时，硅纳米

线阵列监测循环肿瘤 DNA 有着较强选择性，避免癌症筛查“假

阳性”误诊发生。

材料技术

【掺杂碳载催化剂 可实现高效析氢】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科技日报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健团队与大连理

工大学研究员周思，联合天津大学教授梁骥团队，通过单原子

催化剂改性碳载体的策略，增强载体与其上负载金属粒子间的

相互作用，构筑了钴单原子催化剂掺杂碳载金属钌（Ru）纳米

https://linkinghub.elsevier.com/retrieve/pii/S0956566321001846
http://digitalpaper.stdaily.com/http_www.kjrb.com/kjrb/html/2021-05/20/content_467994.htm?div=-1


反应器，实现了电催化析氢反应中绿氢的高效制备，为碳载金

属纳米催化剂性能的调控提供了新思路。

团队利用铁钴镍等金属单原子掺杂含氧石墨烯，并以其作

为载体负载金属 Ru 纳米粒子，构筑了包含金属单原子、碳基底

和 Ru 纳米粒子的复合纳米反应器。以电催化析氢反应（HER）

为模型，研究团队探究了该复合纳米反应器中金属单原子掺杂

诱导的 Ru 纳米颗粒界面电荷重新排布对产氢效能的影响。

该研究不仅开发了高性能析氢电催化剂，还揭示了金属单

原子、碳载体与负载金属纳米颗粒之间的作用机制，实现了不

同位点间的远程协同和催化性能优化，为基于多重活性位点的

纳米反应器设计和构筑提供了新思路。

新兴技术

【新型仿肌纤维阵列 快速制造人工肌肉】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ional Science Review》

上海交通大学机器人所研究团队发表研究论文报道了一种

仿静水压骨骼肌肌纤维阵列的新型多模态气动人工肌肉，能够

通过选择性驱动内部的主动气球阵列实现不同的运动模态，同

时提出了一种平面设计和卷曲成型方法，实现了人工肌肉三维

结构的快速制造。

研究团队提出了一类仿肌纤维阵列的多模态气动人工肌

肉。该人工肌肉主要由主动弹性体气球阵列和被动弹性体薄膜

组成，能够通过选择性驱动不同方向的主动气球产生不同的运

动模态，同时提出了一种平面设计和卷曲成型方法，实现了人

工肌肉三维结构的快速制造。

https://academic.oup.com/nsr/advance-article/doi/10.1093/nsr/nwab048/6185062


得益于这种平面设计和卷曲成型方法，该人工肌肉能够通

过改变主动弹性体气球在被动二维弹性体薄膜上的位置和数量

实现多模态运动。实验结果表明该多模态气动人工肌肉在软体

机器人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如环境探测、抓取或操作物体、

管道爬行等。

【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问世 实现可编程二维量子行走】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Science》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院士团队成功研制出62比特可编

程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号”，并实现可编程的二维量

子行走。

2019 年，潘建伟团队在一维链结构 12 比特超导量子芯片

上，实现 12 个量子比特纠缠“簇态”的制备，保真度达 70％，

打破了此前 10 个超导量子比特纠缠的纪录。随后，该团队将芯

片结构从一维扩展到准二维，制备出包含 24 个比特的高性能超

导量子处理器，并首次在固态量子计算系统中，实现超过 20 比

特的高精度量子相干调控。

近期，该团队在自主研制二维结构超导量子比特芯片的基

础上，成功构建了世界上超导量子比特数目最多、包含 62 个比

特的可编程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号”，并在该系统上

成功演示了二维可编程量子行走，观察到单粒子、双粒子激发

情形下的量子行走现象。

在超导量子处理器上成功演示可编程量子行走，是超导量

子计算的重要里程碑，为在超导量子系统上实现量子优越性奠

定重要技术基础。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early/2021/05/05/science.abg7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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