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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 

【免疫新疗法 驱散乳腺癌】 

百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信息员孙伟红提供，原文来源于《Cell Reports》 

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癌症中心研究人员发现，一种免疫细胞

可以通过阻止某种诱导抗肿瘤反应的特定蛋白质的积累，成为

乳腺癌生长的主要动力。这一新知识可用于开发治疗该病的新

型免疫疗法。 

调节性 T 细胞（Treg 细胞）是一类特殊的免疫细胞，具有

独特的抑制其他免疫细胞功能的特性。此功能虽可以保护机体

免受体内某些分子的过度反应。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它也会

抑制免疫系统攻击癌细胞。因此，Treg 细胞通常在实体瘤，尤

其是乳腺癌中大量存在，并且通常与更糟糕的预后相关。干扰

素 γ（IFN-γ）具有强大的抗肿瘤特性，包括激活巨噬细胞，因

为巨噬细胞可以引发炎症和阻止癌症生长。 

最新研究表明Treg细胞通过CD4 T淋巴细胞（一种白细胞）

可抑制 IFN-γ生产，进而促进疾病的发展；同时发现增加 IFN-γ

可以将巨噬细胞重新编程为抗肿瘤细胞。这就证实了使用 IFN-γ

程序化巨噬细胞的过继转移疗法对治疗乳腺癌的可行性。 

https://www.cell.com/cell-reports/fulltext/S2211-1247(20)31471-6


【首张人体不同癌症转移图  助力精准阻断癌细胞扩散】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美国科学家发现，癌症是否扩散、扩散得如何以及向哪个

器官扩散，取决于许多遗传和临床因素。研究团队将与 500 个

人类癌细胞系转移相关的特征整合在一起，创建了癌症在人体

内的转移图 MetMap，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关于不同癌症如何扩

散的图。 

研究人员用独特的 DNA 条形码分子标记了代表 21 种不同

癌症的 500 种癌细胞系中的每一种，使其能够识别和追踪癌细

胞。然后将各种组合的细胞系注射到小鼠的循环系统中。 

研究团队监测了细胞的扩散，以确定哪些细胞系在哪个器

官中驻留。通过研究，他们确定了与肿瘤扩散有关的关键特征，

包括肿瘤类型、起源部位、细胞来源和患者的年龄等。 

研究人员进一步研究了一种 MetMap 显示倾向于扩散到大

脑的乳腺癌。他们将这些细胞系的基因组与非转移性乳腺癌的

基因组进行了比较，并指出了许多促进脑扩散的差异。他们特

别指出，乳腺癌细胞脂质代谢的关键变化使它们能够在大脑的

微环境中生存，这表明未来的治疗方法或应包括中断脂质代谢，

从而减缓这种转移。 

材料技术 

【纳米发光合成新材料 助力肿瘤光动力治疗】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ACS Nano》 

中国研究人员设计合成了一种新型纳米发光材料。基于该

纳米材料的双光子动力疗法具有空间选择性高，安全、高效，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0-2969-2#author-information
https://pubs.acs.org/doi/10.1021/acsnano.9b05169


不需要避光期等优点，在肿瘤治疗尤其是脑胶质瘤、实体瘤治

疗等方面具有很好的临床转化前景。 

研究人员设计合成了一种以二氢硫辛酸为配体的金纳米

簇，在光照下具有很强的产生自由基的特性，对肿瘤细胞和组

织具有很强的杀伤力，是一种性能优异的光动力治疗的光敏剂，

其疗效远优于临床使用的艾拉光敏剂。 

纳米新材料具有优异的双光子性质，可采用近红外激光激

发，能有效增加照射深度，用于实体瘤的治疗。更重要的是，

该材料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治疗过程不需要避光，使临床

可操控性大大提高。 

电子信息 

【小型核磁扫描仪 低功耗便于携带】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美国麻省综合医院的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低成本、紧凑、

便携式且低功耗的“仅用于头部”的磁共振成像（MRI）扫描

仪，可以将其安装在救护车中，带轮推入患者房间，或放置在

各种小型诊所、医生办公室。 

该扫描仪可插入标准插座，并且发出的噪音比传统 MRI 扫

描仪少得多。磁铁本身约为洗衣篮大小，整个扫描仪系统（包

括磁铁、线圈、放大器、控制台和手推车）的总重量为 230 千

克，可以单人运输。在对 3 名健康的成年志愿者进行测试时，

扫描仪通常在 10 分钟内即可生成 3D 大脑图像。 

研究人员表示，未来可为患者提供真正的即时护理、床旁

脑部成像或在传统上无法使用 MRI 的偏远地区进行扫描。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51-020-00641-5#author-information


新能源 

【磁控溅射法加工电解质 提升燃料电池效率寿命】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科技日报》 

俄罗斯托木斯克理工大学科研人员首次使用磁控溅射法制

造用于燃料电池的电解质，使用这种方法获得的电解质层厚度

不超过 5 微米，这可使发电装置的温度降低 100℃，从而大大延

长了燃料电池的使用寿命。 

磁控溅射法的本质是用工作气体（通常是氩气）的离子从

靶材表面击出物质的原子，然后将其沉积在基板上。他表示，

传统的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在约 850℃的温度下运行。使用磁控

溅射法制造的电池由于电解质稀薄，可在 750℃的温度下工作。

工作温度的降低会延长燃料电池的寿命，因为在较低的温度下，

材料的降解速度会下降。稀薄电解质还可提高功率密度，从而

可以在使用相同尺寸的燃料电池情况下获得更多的能量。 

据悉，托木斯克理工大学已经创建了自己的真空磁控溅射

设备来涂覆这种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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