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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

【研究发现抗衰老化合物 恢复机体活力成为可能】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Cell Research》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邓宏魁课题组与化学与分子工程学

院罗佗平课题组合作，针对衰老细胞的重要特征，设计并合成

了一个新型化合物，证明了该化合物能够高效清除衰老个体中

多个组织器官累积的衰老细胞，显著改善老年小鼠的生理状态，

恢复老年小鼠的机体功能。

研究团队利用衰老细胞普遍具有的最典型特征——增强的

溶酶体β-半乳糖苷酶（β-gal）活性，设计并合成了一个可以

特异地被衰老细胞β-半乳糖苷酶（SA-β-gal）代谢激活的新

型抗衰老化合物——SSK1。在老年小鼠中，SSK1 可以选择性被

衰老细胞的β-gal 切割激活，特异性清除体内衰老细胞，降低

衰老相关的特征，并恢复老年小鼠生理功能。

该研究工作首次证明了针对衰老细胞β-半乳糖苷酶设计

新一代小分子化合物 SSK1 清除衰老细胞的特异性和广谱性，该

化合物能够显著改善老年小鼠的生理功能，为抗衰老药物研发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22-020-0314-9


提供了新的途径。

【干预谷胱甘肽代谢 治疗胶质瘤新策略】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PNAS》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许国旺团队与美国国家

癌症研究所（NCI）研究员杨春章团队合作，在异柠檬酸脱氢酶

1（IDH1）突变胶质瘤的治疗方面取得新进展，揭示了 Nrf2（抗

氧化应激转录因子）调控的谷胱甘肽（GSH）代谢通路的重要性，

提出了干预谷胱甘肽代谢治疗胶质瘤的新策略。

胶质瘤是最常见的原发性脑肿瘤，IDH1 突变是其中常见的

致病性突变，但目前缺乏针对 IDH1 突变胶质瘤的选择性治疗方

法。体外研究发现，抑制 Nrf2 的转录活性，可减少谷胱甘肽的

合成，从而使 IDH1 突变的癌细胞凋亡。

雷公藤甲素是一种高效的 Nrf2 抑制剂。研究发现，雷公藤

甲素干预的 IDH1 突变胶质瘤细胞中，Nrf2 的转录活性被抑制，

谷胱甘肽合成通路中重要基因的表达下调，从而破坏了谷胱甘

肽的代谢，细胞内的氧化损伤增加，导致癌细胞凋亡。

本项研究阐述了抑制Nrf2调控的谷胱甘肽代谢通路对肿瘤

治疗的重要性，同时为治疗 IDH1 突变的恶性肿瘤提供了一种新

思路。

材料技术

【快速升温热弛豫法 助力纳米金属应用】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Science Advances》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沈阳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心纳米金

属科学家工作室研究员李秀艳等人发现，利用快速升温可以在

https://www.pnas.org/content/early/2020/04/17/1913633117
https://advances.sciencemag.org/content/6/17/eaaz8003


纳米晶铜中引入退火孪晶，实现纳米晶晶界的“热弛豫”，提

高纳米晶热稳定性。

目前，常用的严重塑性变形方法制备的纯金属，其晶粒尺

寸通常在亚微米尺度，很难在加工过程中启动晶界弛豫机制。

研究人员采取快速升温的方法，既避免了晶粒长大，又可

产生生长孪晶。这些生长孪晶可以弛豫晶界，增强纳米晶的热

稳定性。

李秀艳说：“快速升温提高纳米晶稳定性的热弛豫方法，

可以用于提高一般严重塑性变形所获得的亚微米和纳米晶的稳

定性，对于发展高稳定纳米材料和推动纳米金属的应用具有重

要意义。”

【钒基二维异质石墨烯 构建高效锌离子电池】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吴忠帅团队发展了一种

二维模板离子吸附策略，制备出二维无定形五氧化二钒(V2O5)/

石墨烯异质结构新材料，实现了高效离子—电子协同传输，获

得了高安全、低成本、高性能水系锌离子电池。

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二维模板离子吸附策略，将无定形 V2O5

均匀生长于高导电的石墨烯表面，获得了一种超薄 V2O5/石墨烯

（A-V2O5/G）二维异质结新材料，实现了高效离子—电子协同传

输，获得了高容量、高倍率、长寿命、高安全性的水系锌离子

电池。此外，以 V2O5/石墨烯异质结为正极，构建了平面化微型

锌离子电池，该电池具有高体积容量、长寿命和良好的集成特

性，证明了其作为高安全性、低成本、可穿戴储能器件的潜力。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002/aenm.202000081


本项工作为发展高效电子—离子协同增强的二维异质结材

料提供了新策略，为构建高效电化学能源器件提供了新思路。

电子信息

【单功率级集成多功能 无线充电效率获提升】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IEEE Journal of Solid-State Circuits》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示范性微电子学院教授程林联合香

港科技大学教授暨永雄课题组在无线充电芯片设计领域取得成

果。研究者提出了一种用于谐振无线功率传输的新型无线充电

芯片架构。所提出的架构通过在单个功率级中实现整流、稳压

和恒流—恒压充电实现了高效率和低成本，为今后无线充电芯

片的设计提供了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案。

针对无线充电芯片设计领域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的研究热

点，该研究基于 3-Mode 可重构谐振调节整流器的原理，通过在

单个功率级中实现整流、稳压和恒流—恒压充电功能，克服了

现有芯片设计中需要两级或三级级联的缺点，从而大大提高了

芯片转化效率和集成度。此外，该研究中还提出了一种片上栅

压自举技术，采用了一种自适应相位数控制的单输入双输出倍

压器，将自举电容集成在芯片上，进一步提高了芯片的集成度。

最终测试结果表明该无线充电芯片在充电电流为 1A 和

1.5A 时，峰值效率分别可以达到 92.3％和 91.4％，验证了所提

技术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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