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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 

【新发现填补人类基因组图谱空白 有助更好理解遗传学与疾病的关联】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Cell》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研究人员制作了一份人类基

因组的单细胞染色质图谱，确定了 240 种多基因特征和与疾病

特征相关的细胞类型，并注释了非编码 DNA 变异的风险，有利

于更好地理解遗传学与疾病之间的联系。 

在进行人类基因组中染色质的单细胞图谱研究时，科研人

员对来自多个供体的 30 种成人组织类型中取样的 60 多万个人

类细胞进行了分析，然后将这些信息与来自 15 种胎儿组织类型

的类似数据结合，揭示了 222 种不同细胞类型中约 120 万个候

选顺式调控元件的染色质状态。 

非编码 DNA 的序列变异是人类群体中多基因特征和疾病

的关键驱动因素，如糖尿病、阿尔茨海默氏症和自身免疫性疾

病。然而，解锁非编码 DNA 变异功能的一个主要障碍是缺乏人

类基因组中转录调控元件的细胞类型特异性图谱，而新图谱填

补了这一空白。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92867421012794


【膳食中棕榈酸 加速肿瘤转移】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西班牙巴塞罗那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最新研究发现，暴露在

高浓度棕榈油包含的一种膳食脂肪酸中，会促进小鼠口腔癌和

皮肤癌细胞的转移。 

研究人员将人类口腔癌和皮肤癌细胞暴露在 3 种膳食脂肪

酸——棕榈酸、油酸和亚油酸任意一种当中，暴露时间为 4 天，

然后将这些细胞移植到喂食标准饮食小鼠的相应组织中。结果

显示，虽然研究中的所有脂肪酸都对肿瘤发生没有影响，但棕

榈酸会让现有转移灶的侵袭性和大小都显著增加，在油酸或亚

油酸中并未观察到这类显著影响。 

转移的癌细胞还会保留对高浓度棕榈酸暴露的“记忆”。

比如，喂食富含棕榈油饮食仅 10 天的小鼠的肿瘤，或是在实验

室中短暂暴露在棕榈酸中 4 天的肿瘤细胞（之后再放回普通培

养基），即使移植到喂食正常饮食的小鼠体内，仍具有很高的

转移性。 

电子信息 

【“全在一”新型探测器问世 实现视网膜形态运动感知】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复旦大学和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联合团队在智

能运动探测领域取得了原创性的进展，提出的“全在一”器件

真正实现了动态感存算一体化，首次可在时间尺度上进行图像

处理，实现运动探测与识别。 

研究人员从二维原子晶体本征特性出发，提出了感存算“全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1-04075-0
https://doi.org/10.1038/s41565-021-01003-1


在一”的视网膜硬件，并基于该硬件演示了一种高效的运动探

测和识别方案。利用对光信号的非易失正/负光电导能力，在单

一器件内实现了人类视觉完整功能：感光（杆细胞以及锥细胞）、

信号转换（双极细胞）、权重存储更新（无长突细胞）以及输

出（神经节）等。同时以该器件为基础，验证实现了三色小车

的运动分离探测与高准确率识别的功能。 

目前国际领先的感知、计算一体器件并不具备时间差分处

理能力，只能完成静态图像的检测与分类。而此项研究真正实

现了动态感知、存储、计算一体化，首次在时间尺度上进行图

像处理。由于不需要冗余模块和数据转换传输，视网膜硬件投

入应用后，将使运动探测与识别更快捷、更节能、更智能。 

【集成光子微型芯片 大大提高光学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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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罗切斯特大学首次在 1毫米乘 1 毫米的集成光子芯片

上封装了一种实验方法，可以在不增加无关的、不必要的输入

或“噪声”的情况下放大干涉信号。 

与传统的干涉仪不同，新装置没有使用一组倾斜的镜子来

弯曲光线并产生干涉图样，而是使用了一个设计好的波导来传

播光场的波。并且，传统的干涉仪探测器只能处理有限的激光

功率，在达到饱和之前，信噪比不能提高。而新装置通过在探

测器上以更少的光达到相同的干涉仪信号，消除了这一限制，

这为通过继续增加激光功率从而增加信噪比留下了空间。此款

微型芯片的潜在应用包括用于测量镜子上微小缺陷或大气中污

染物扩散的更灵敏的设备，以及最终的量子应用。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21-26522-2


新能源 

【TiO2促进水合氢离子去溶剂化 助力高性能氢离子电池研发】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no Letters》 

海南大学教授文伟团队及合作者的最新研究-表面诱导水

合氢离子去溶剂化实现高效质子电池锐钛矿型 TiO2负极，开辟

了高性能氢离子电池研发新途径。 

水系氢离子电池成本低、储量丰富、不可燃、安全性好、

可快速充放电，适合于电网级大规模储能。在所有电荷载体中，

氢离子具有最小的质量和离子半径，但在水溶液中通常以半径

较大的水合离子形式存在，小尺寸优势丧失，导致电荷存储过

程困难。如何克服极高的水合氢离子去溶剂化是开发高性能水

系氢离子电池的关键，也是目前的主要挑战。 

此项研究成果，揭示了表面诱导水合氢离子去溶剂化现象，

发现低成本的锐钛矿二氧化钛的高能表面可促进水合氢离子的

去溶剂化，实现“近零应变”的体相氢离子存储，以此构筑的

全电池兼具高的比能量和比功率，为目前已报道氢离子电池中

的最高值。 

该机制的发现进一步丰富了电荷载体与电极之间的作用机

制，为开发高性能电池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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