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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 

【精准基因治疗新手段 新一代光遗传学工具】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叶海峰团队研发了一种

模块小、灵敏度高、可逆性良好的新一代光遗传学工具，为基

础医学和转化医学研究，尤其是精准可控的基因治疗和细胞治

疗提供了强有力的新型控制系统。 

课题组将目光放在了拟南芥的光敏蛋白 PhyA 上，在红光

照射下，该蛋白能和其伴侣蛋白 FHY1 形成二聚体，并在远红

光照射下解离。根据这一特点，研究人员构建了截短版本的

ΔPhyA，并通过激活子和伴侣蛋白的优化，最终得到了一个模

块小且高度灵敏响应红光的光遗传学工具，并将其命名为

REDMAP。 

研究人员将装载 REDMAP 系统的工程化细胞移植至小鼠、

大鼠的皮下，探究其光响应能力。结果显示，短时间的光照即

可诱导报告基因的高效表达。同时，研究人员还通过光来精准

控制小鼠和大鼠体内胰岛素的表达，成功实现了对糖尿病小鼠

和大鼠血糖稳态的控制。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7-021-01036-w


【快速识别大脑“指纹” 助力神经疾病检测】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Science》 

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研究团队发现，每个人都有一个独

一无二的大脑“指纹”，而且该指纹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变

化。他们的新技术只需 1 分 40 秒就可识别大脑“指纹”。 

研究人员通过核磁共振成像技术检查了受试者大脑中的神

经网络和不同区域之间的连接。在对扫描结果进行处理后，生

成一种以彩色矩阵表示的图。研究发现在很短时间内就可获得

大脑指纹展现出来的信息。而且，大脑“指纹”最快开始出现

在感觉区域，特别是与眼球运动、视觉感知和视觉注意相关的

区域。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更复杂认知功能相关的额叶皮质区

域的“指纹”也开始出现，揭示我们每个人的独特信息。此研

究发现有望用于神经疾病检测，如自闭症或中风。 

材料科学 

【荧光染料混合物 可长效保存数据】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ACS Central Science》 

美国哈佛大学化学家开发了一种新的存储方法，使用 7 种

市售荧光染料的混合物来保存数据文件。 

该染料由喷墨打印并用显微镜读取，显微镜可以检测每种

染料发出的不同波长的光。然后，研究人员将分子中的二进制

信息解码成文件、书籍、照片、视频或其他任何可以数字存储

的东西。理论上，这种新方法可将数据保存很长时间—数千年

或更久。 

新的染料方法使用喷墨打印和荧光显微镜等现有商业技

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adv.abj0751
https://pubs.acs.org/doi/10.1021/acscentsci.1c00728


术，可以低成本提供对长期数据存储的访问。染料方法对于存

储受监管信息（如财务和法律记录）以及在长期存储至关重要

信息的情况下（如卫星数据）尤其有用。染料存在于互联网之

外，生产成本相对较低，而且没有特殊的显微镜就无法读取。

一旦数据被记录下来，该技术就不会消耗能量。 

【稀土高效回收工艺 促进电动汽车发展】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早稻田大学官网 

近日，日产汽车公司和早稻田大学公布联合开发的从电动

汽车电机磁铁中回收高纯度稀土化合物的工艺，预计将于 21 世

纪 20 年代中期实现商业应用。 

电动汽车中的电机大多数都使用钕磁铁，含有稀有的稀土

金属，如钕和镝。但由于采矿和提炼工艺会破坏环境，以及供

需平衡转变导致市场价格波动，因此减少使用稀土金属非常必

要。 

双方成功开发出一种不需要拆卸电机的火法冶金工艺。步

骤包括将渗碳材料和生铁添加到电机中，然后将其加热到

1400℃直至熔化；添加氧化铁以氧化熔融混合物中的重稀土元

素（REE）；在熔融混合物中添加少量硼酸盐助熔剂，即使在

低温下也能溶解稀土氧化物并高效回收 REE；该熔融混合物分

离成两个液体层，含有 REE 的熔融氧化物层（熔渣）漂浮在顶

部，而密度较高的铁碳（Fe-C）合金层则沉入底部；然后从炉

渣中回收 REE。 

测试表明，该工艺可以回收 98%的电机 REE。与当前其他

方法相比，回收材料所需的时间也减半，因为无需对磁铁进行

消磁，也无需对电机进行拆卸。 

https://www.waseda.jp/top/news/74644


电子信息 

【高密度光存储新突破 六维光信息复用技术】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来自暨南大学、上海理工大学等机构的联合团队以光为载

体实现了大容量信息复用技术，有望为下一代高密度光存储技

术提供新思路。 

国际数据中心的报告显示，到 2025 年，人类社会数据总量

将达到 175ZB。作为信息的重要载体之一，光的波长、偏振、

振幅等物理维度能够建立正交的数据通道，利用光的物理维度

复用可提高光信息技术的容量和安全性。 

研究人员首次揭示颗粒产生依赖于拓扑荷的吸收差异从而

形成螺旋二色性的新物理现象。他们结合研究团队学科交叉优

势，率先实现了世界首例六维光信息复用技术。研究结果表明，

作为一个理论上具有无限自由度的物理维度，OAM 复用在纳米

尺度光信息编码和调控等领域具有重要作用。 

该研究为开发光的 OAM 维度以控制光与物质的相互作用

开辟了新途径，其机制也可应用至其他相关光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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