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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 

【高分辨率艾滋病病毒衣壳结构图确定  

为开发衣壳靶向抗艾药物提供蓝图】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Science》 

英国电子生物成像中心使用电子断层扫描和亚像素断层图

平均化的新技术，确定了艾滋病病毒（HIV）衣壳蛋白、以及其

与宿主细胞因子相互作用的复合结构图像，分辨率约 5.4 埃。研

究人员还建立了整个 HIV 衣壳蛋白的原子模型，为开发以衣壳

蛋白为靶向的抗 HIV 药物提供新思路。 

研究团队设计了一种新方法，即在 HIV 病毒样颗粒的膜上

加一种成孔毒素，这避免了与病毒体裂解和核心分离相关的创

伤，同时也能使衣壳接触到外部细胞因子和小分子。利用这项

新技术，该团队分别揭示了 HIV 衣壳的结构，以及它与 CypA

和 IP6 的复合物的结构。这些结构证实了成熟 HIV 衣壳中的双

IP6 结合位点，并为 IP6 和 CypA 在调节 HIV 衣壳稳定性中的作

用提供了新思路。 

此外，研究中应用到的包膜病毒膜穿孔也为研究其他病毒

系统的宿主—病毒相互作用提供了一种新方法。 

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adv.abj5715


【可控蛋白质功能的纳米“计算机” 助力癌症治疗和精准医疗】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研究人员首次研制出一种纳米

“计算机”，可控制参与细胞运动和癌症转移的特定蛋白质的

功能，为构建用于癌症和其他疾病的复杂设备铺平了道路。 

研究人员创造了一个“逻辑门”，可执行计算操作，由多

个输入控制一个输出。这个逻辑门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因为

它展示了在蛋白质中嵌入条件去操作并控制其功能的能力。逻

辑门包括两个传感器域，旨在响应两个输入——光和药物雷帕

霉素。 

研究团队瞄准了蛋白质焦点黏附激酶（FAK），因为它涉

及细胞黏附和运动，这是转移性癌症发展的初始步骤。研究人

员首先在编码 FAK 基因中引入一个名为 uniRapr 的雷帕霉素敏

感域。然后，研究人员引入对光敏感的域 LOV2。对两个域进

行优化后，研究人员将它们组合成一个最终的逻辑门设计。 

研究发现，他们不仅可以使用光和雷帕霉素快速激活 FAK，

而且这种激活导致细胞内部发生变化，从而增强了它们的黏附

能力，最终降低了运动性。 

电子信息 

【高时间分辨率全息相机 未来开车无惧转弯盲点】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美国西北大学研究人员发明了一种新型高分辨率相机，采

用“合成波长全息术”将相干光间接散射到隐藏物体上，这些

物体再将光散射回相机，通过重建散射光信号而呈现隐藏的物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21-26937-x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21-26776-w


体。利用它，人体的皮肤到骨头将一览无余，甚至还能看到角

落和散布四周的介质，如雾气等。 

由于具有高时间分辨率，该相机还可对快速运动的物体成

像，例如心跳或街角飞驰的汽车。车辆转弯时，该相机可看到

附近车辆以防发生意外。它还可替代用于医疗和工业成像的内

窥镜。例如，在结肠镜检查时，可用它观察肠道内的褶皱。此

外，该相机在夜间和有雾的天气下也可使用。 

【可电动切换的离子体纳米天线 实现三维动态视频全息显示】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Science》 

德国斯图加特大学的研究人员引入了一种全新方法来实现

三维动态视频全息显示，其基础是由导电金属聚合物制成的可

电动切换的等离子体纳米天线。这一关键因素为实现视频速率

的全息显示提供了缺失的技术，将使虚拟会议具有"真实生活"

的感觉。 

研究人员利用电子束光刻和蚀刻的组合对金属聚合物进行纳米

结构化，从而创造出等离子体纳米天线。研究表明，通过施加

电压，纳米天线的光学外观可以在有光泽的金属和透明材料之

间进行切换。这种切换效果甚至在 30 赫兹的视频速率下也能发

挥作用。这些新设备达到了所需的像素密度，约为 50000dpi。

这项技术对于未来的智能手机摄像头或光学传感器至关重要，

通过切换施加的电压可以从广角放大到长焦。目前，要实现这

一功能需要多达四个镜头。根据显示技术的摩尔定律，这项技

术可在 2035 年左右实现商业化。 

 

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abj3433


材料科学 

【最新研发水凝胶果冻冰块 可保持形状并能重复利用】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Sustainable Chemistry & Engineering》 

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科研团队开发了一种可重复

使用的水基"果冻冰块"，在任何温度下都能保持其形状。这种

冰块由一种水凝胶制成，其中包括 10%的蛋白质衍生明胶和

90%的水。这种材料可以被切割成任何需要的大小或形状。它

在室温下是透明和抖动的，但一旦冷冻就会变得坚硬和不透明。 

它的用途和普通冰块一样。不同的是，果冻冰块不会在冰

块解冻时融化成一滩水。水会留在水凝胶基质中，以便随后重

新冻结和重新使用。每个冰块可以重复使用 12 次而不会降解

--每次使用之间只需在水中或稀释的漂白剂中简单冲洗一下。 

而且，由于这些立方体不含合成化合物，它们一旦被丢弃

就可以被堆肥。为了使它们更加环保，科学家们现在正在研究

使用农业废料作为明胶的基础。除了节省不断制造新冰块所需

的水之外，果冻冰块还有助于减少食品加工厂等设施的交叉污

染。因为它们不会融化成携带细菌的液态水的形式，从一个食

品流向另一个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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