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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 

【仿生型树枝状多肽纳米偶联物 助力阿尔茨海默病多靶点治疗】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Advanced Materials》 

    复旦大学药学院教授蒋晨课题组近期开发了一种仿生型树

枝状多肽纳米偶联物，可用于阿尔茨海默病（AD）早期多靶点

治疗，为 AD 早期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研究人员发现，由于脑部疾病的复杂性，脑内促炎微环境

的失调是导致 AD 发生的重要原因。通常脑内小胶质细胞原本

可有效清除淀粉样蛋白，但由于微环境失调，使原本具有“清

道夫”功能的小胶质细胞失效，并释放促炎因子，使脑内微环

境持续失衡、恶化。 

为实现 AD 早期病灶微环境的多靶点治疗，课题组设计并

构建了一种能够模拟淀粉样蛋白脑内转运的树枝状多肽纳米偶

联物，它能够由内而外缓解脑内微环境失衡，让药物高效进入

AD 脑内病灶处，并有效清除微环境中的促炎因子，同时可减轻

小胶质细胞激活，让其“改邪归正”，恢复“清道夫”作用，

最终实现微环境的正常化，达到脑内多靶点治疗 AD 的目标。 

 

https://doi.org/10.1002/adma.202100746


【集成智能新型口罩 直接检测呼气病毒】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Science》 

天津大学微纳机电系统实验室段学欣教授课题组研发了一

款带集成传感器的智能口罩，可以直接检测人体呼出气是否含

有病毒病原体。 

该智能口罩的传感器由排列精密的纳米线阵列构成，纳米

线的线宽和间距与病毒颗粒物的尺寸相匹配，纳米线阵列就像

一张“网”，可以精准捕获呼出气中的病毒颗粒。同时，科研

人员还在纳米线阵列上加了可以与带有抗原的病毒发生免疫反

应的抗体，一旦发生反应，会使整个传感器的阻抗值变大。通

过监测传感器阻抗值的变化，就可以初步检测出是否含有病毒。 

此外，课题组进一步开发了包括数模转换器、运算放大器

和无线传输单元在内的可穿戴集成电学系统。通过该集成电学

系统，检测结果能实时无线传输到智能手机 App 上。同时，这

款可穿戴病毒“及时检测”系统的重量仅为 7.6 克，完全不会影

响佩戴的舒适性。该智能口罩可广泛用于机场、海关、医院等

人流密集场所的快速筛查。 

电子信息 

【神经网络快速完成芯片设计 提升人工智能计算机系统】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美国科学家团队报告机器学习工具已可以极大地加速计算

机芯片设计，实现了一项人工智能突破性成就。研究显示，该

方法能给出可行的芯片设计，且芯片性能不亚于人类工程师的

设计，而整个设计过程只要几个小时，这为今后的计算机芯片

设计节省数千小时的人力。这种方法已经被谷歌用来设计下一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56566321003237?via%3Dihub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1-01515-9


代人工智能计算机系统。 

研究团队将芯片布局规划设计成一个强化学习问题，并开

发了一种能给出可行芯片设计的神经网络。他们训练了一个强

化学习智能体，让这个智能体把布局规划看作一种棋盘游戏：

元件是“棋子”，放置元件的画布是“棋盘”，“获胜结果”

则是根据一系列评估指标评出的最优性能（评估基于一个包含 1

万例芯片布局的参考数据集）。 

这种方法能在 6 小时内设计出与人类专家不相上下或是更

好的可行芯片布局，有助于延续芯片技术的‘摩尔定律’。 

【突破性原子级薄晶体管 助力超薄柔性电子产品】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发明了一种制造技术，可在柔

性材料上生产出长度不到 100 纳米的原子级薄晶体管。 

研究人员在一层涂有玻璃的实心硅板上，形成了一个原子

级的 2D 半导体二硫化钼薄膜，上面覆盖着微小的纳米图案金电

极。由于该步骤是在传统的硅基板上进行的，因此可以使用现

有的先进图案化技术对纳米级晶体管尺寸进行图案化，从而实

现在柔性塑料基板上无法达到的分辨率。工作人员首先在坚硬

的硅上形成这些关键部件的图案，并让它们冷却，这样就可以

在不损坏的情况下应用这种柔性材料。只要在去离子水中简单

“洗个澡”，整个设备堆叠就会剥离，完全转移到柔性聚酰亚

胺上来。经过一些额外步骤后，就可制造出柔性晶体管，其性

能比以往用原子薄型半导体生产的任何晶体管都高出几倍 

最终，包括柔性聚酰亚胺在内的整个结构只有 5 微米厚，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928-021-00598-6


约是人类头发的十分之一，这意味着可在给定面积内安装更多

晶体管。 

材料科学 

【超快电荷存储原理被发现 为存储器发展提供技术途径】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教授周鹏团队针对主流电荷存储器技

术，发现了硅基闪存技术的原理瓶颈，提供了可以应用于硅材

料的器件模型，实现了超快速度，为统一存储器的发展提供了

技术途径。 

  研究人员首次发现了双三角隧穿势垒超快电荷存储机理，

突破传统经验束缚，获得了内存 DRAM 技术级编程速度。在存

储与擦除的工作过程中，势垒高度决定了电荷隧穿通过的难易

程度，栅耦合比决定了栅极控制电压产生的电荷密度，良好界

面保证了不会引入额外沾污或缺陷。 

研究人员根据此超快电荷存储原理建立了通用器件模型，

设计并制备出同时具备三大要素的范德华异质结闪存，采用工

业界标准阈值漂移测试和高温加速老化测试方案，验证了 20 纳

秒编程时间和 10 年数据保持能力；并对器件进行了理论模拟计

算，实验数据和理论模拟结果吻合一致。同时，研究人员探讨

了三大要素的不同程度缺失导致器件速度衰退的物理机制，为

在硅体系中开展应用指出了原则性的研发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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