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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 

【史上最大的血浆蛋白质组研究发布  

有助建立基因组与疾病之间的关联】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美国安进(Amgen)制药属下 deCODE 基因公司的科学家们

展示了通过结合序列多样性和 RNA 表达的数据，测量出迄今最

大规模血浆中大量蛋白质的水平，以深入了解它们的遗传决定

因素以及它们与人类疾病和其他特征的关系。 

利用技术平台“SOMAscan”的蛋白质组学测定法测量的血

浆蛋白质水平，deCODE 基因公司的科学家们测试了 2700 万个

序列变异与 35559 名冰岛人血浆中 4719 种蛋白质水平的关联。

他们发现了 18084 个序列变异与蛋白质水平之间的关联，其中

19%与通过全基因组测序确定的罕见变异相关，并且，93%的关

联是新颖的。 

科学家们测试了血浆中蛋白质水平与 373 种疾病和其他特

征的关联，并产生了 257490 个这样的关联。他们整合了序列变

异与蛋白质水平和其他特征的关联，发现已报告的与疾病和其

他特征相关的大约 5 万个变异中的 12%，也与蛋白质水平相关。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8-021-00978-w#author-information


【AI“构想”新蛋白质结构 有望推动药物制造进程】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美国华盛顿大学联合机构的研究人员研究出一种升级的阿

尔法折叠系统，能“构想”出具有稳定结构的新蛋白质。 

研究人员表示，这是 AI 网络在解决生物学领域—根据氨基

酸序列确定蛋白质三维（3D）结构方面取得的巨大飞跃。 

利用阿尔法折叠，科学家获得了几乎所有（98.5%）人类蛋

白质组的 3D 结构。其中 36%的预测准确率非常高，另外 22%

的预测准确率较高。研究人员向 AI 提供了完全随机的蛋白质结

构的氨基酸序列，并向其中引入一些突变，直到 AI 神经网络预

测到它们能将其折叠成稳定的结构为止，最终共产生了 2000 种

全新的蛋白质序列。 

研究人员表示，AI 深度学习网络极大简化了蛋白质的设计。

未来，希望利用 AI 设计具有功能的新蛋白质，包括基于蛋白质

的药物、酶等。 

电子信息 

【DNA 存储新突破 合成与测序一体化】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Science》 

东南大学师生团队成功将该校校训“止于至善”存入一段

DNA 序列，实现了 DNA 存储技术的新突破。研究团队改进传

统的化学合成方法，运用电化学方法，将东南大学校训翻译为

DNA 序列，并存储在电极上，随后又成功读取出来。 

“国外主流 DNA 存储技术路线目前面临的一大障碍就是

读取难，动辄要将整个 DNA 序列测一遍，难以直接从中间某处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6-021-00628-9
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adv.abk0100


开始读取。而且操作过程需要液体试剂，其实并不方便。”刘

宏表示，该团队将复杂的 DNA 序列分别固定在不同的电极上，

需要读取某段信息，找到对应的电极即可。 

下一步，刘宏团队打算彻底摆脱对液体试剂的依赖，研发

全固态的 DNA 存储设备。“DNA 存储和量子计算、量子通信

都属于前沿技术。我们致力于将电子信息技术与生物学技术相

融合，未来不仅在数据存储领域，在病毒核酸检测等方面也有

可观的应用空间。”刘宏说。 

【新型室温微传感器 仿生蛛网纳米芯片】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Advanced Materials》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研究人员将纳米技术和机器学习相

结合，成功设计出一种可在室温下工作的、极为精确的微芯片

传感器——“蛛网纳米机械谐振器”。该设备属于迄今世界上

最精确的传感器之一，能在与日常噪声极端隔离的情况下振动，

表现出超过 10 亿的机械品质因数，是量子技术和传感技术结合

的典范。   

研究人员利用贝叶斯优化算法研究复杂的蜘蛛网，建立了

计算机模型，从 150 种不同的蜘蛛网设计中提炼出一个相对简

单的模型。通过机器学习和优化，成功设计出了在室温环境下

具有超低能量耗散的蛛网纳米机械谐振器。在此基础上，研究

人员用超薄、纳米厚的氮化硅陶瓷材料薄膜建造了一个微芯片

传感器，使微芯片“网”强力振动，并测量振动停止所需的时

间来测试该模型，结果打破了室温下与环境热噪声隔离后的振

动效果纪录。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adma.202106248


人工智能 

【首个可自我繁殖活体机器人 实现自我修复并能自然分解】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PNAS》 

美国佛蒙特大学和塔夫茨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了一种全新

的生物繁殖方式，并利用这一发现创造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可自

我繁殖的活体机器人——Xenobots 3.0，未来或可为外伤、先天

缺陷、癌症、衰老等提供更直接、更个性化的药物治疗。 

此次全新升级的 Xenobots 3.0 仅有毫米大小，既不是传统

的机器人，也不是一种动物，而是活的、可编程的有机体。 

研究人员发现，如果将足够多的 Xenobots 放置在培养皿中

彼此靠近，它们会聚集并将其他漂浮在溶液中的单个干细胞堆

叠起来，用它们如同吃豆人形状的“嘴”将干细胞组装成“婴

儿”Xenobots。几天后，这些“婴儿”就会变成外观和动作都

跟母体一样的新 Xenobots。然后这些新的 Xenobots 可再次出去

寻找干细胞，并建立自己的“副本”，就这样周而复始，不断

复制。 

未来，这种“有机体”能与人体组织很好融合，科学家对

“机器集群”编程后，执行特定工作。可以将某些体外组织移

植到病人身上，也可以追踪癌细胞扩散，还可以与肠道细菌相

互作用，治疗和缓解病人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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