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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 

【首个非转基因小鼠模型 助推新冠药物疫苗研发】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Cell》 

在钟南山指导下，广州医科大学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

赵金存研究团队等开展合作，应用表达新冠病毒受体人(hACE2)

的腺病毒转导小鼠，快速建立了国际首个新冠肺炎非转基因小

鼠模型，可应用于新冠治疗药物效果评价、疫苗效果测试及致

病机制等多方面研究，并已取得进展。  

团队利用腺病毒载体，在小鼠肺脏转导表达 hACE2，小鼠

在感染后，肺脏中可检测到高滴度新冠病毒。通过对比野生型

小鼠与 I 型干扰素受体缺陷小鼠和干扰素通路关键基因 STAT1

敲除小鼠在新冠病毒感染后的差异，发现 I 型干扰素在新冠病

毒感染中起到保护作用。 

在此模型中，新冠病毒感染可诱导机体产生强烈的病毒特

异性 T 细胞应答及体液免疫应答。更为重要的是，该研究团队

利用此小鼠模型评价了新冠病毒感染康复者血浆和瑞德西韦对

新冠病毒感染的治疗作用。结果显示，给予血浆治疗和药物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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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鼠肺脏病毒滴度均明显降低，且病理损伤减轻。 

【新型纳米机器人 精准杀死癌细胞】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BIOMATERIALS》 

日前，天津大学药学院研究团队提出纳米抗癌新策略，通

过创新设计将金银作为纳米抗癌药物载体，同时发挥治疗作用，

研发出更高效、更精准、更智能的新一代纳米抗癌机器人。 

据了解，新一代纳米抗癌机器人将金-银中空纳米三角和二

氧化硫前药精巧地整合于一体，构建了一种有效的光热-气体联

合肿瘤深部治疗纳米系统。 

在近红外光照射下，金-银中空纳米三角可以产生大量的

热，杀死肿瘤细胞，实现光热治疗。同时，利用癌症细胞微环

境的特性，还可以智能解锁纳米机器人搭载的抗癌药物，更好

地杀死癌症细胞，而不伤害正常细胞。同时，该团队利用肿瘤

细胞内的酸性条件诱导二氧化硫前药按需释放二氧化硫气体，

该气体可在肿瘤细胞内部弥散，实现对深部肿瘤的治疗。 

材料技术 

【超级电子皮肤 可“全天候”自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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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大学研究团队近日成功研发出“全天候自愈合材料”，

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能在严寒、深海与强酸碱等极限条件

下快速自愈合，有望成为机器人、深海探测器与极端条件下各

类高科技设备的“超级电子皮肤”。 

现有自愈合材料在极限条件下表现不佳，亟待攻克相关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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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瓶颈。对此，研究团队利用不同性质的亲水基团与双硫基团，

成功合成了可在多种极端条件下快速自愈合的弹性体材料。实

验结果显示，这种新型自愈合材料在室温下可实现 10 分钟内快

速愈合，愈合后可承受超过自身重量 500 倍的重物。在零下 40

摄氏度低温、过冷高浓度盐水下，甚至在强酸强碱性环境中，

均表现出高效自愈合性能，堪称“全天候”自愈合材料。 

下一步，该团队计划将材料应用于电子皮肤传感器，让极

限环境下的机器人能够感知体表压力、水流、温度等，为先进

电子设备打造真正的“智能皮肤”。 

【超疏水材料披“铠甲” 疏水耐磨优点兼得】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电子科技大学研究团队发表的最新科研成果提出，通过给

超疏水表面“穿上”具有优良机械稳定性微结构“铠甲”的方

式，可解决超疏水表面机械稳定性不足的关键问题。 

根据以往的科学研究，人们认为材料表面的机械稳定性和

超疏水性是不能兼得的两个特性。该团队提出了新设想：即通

过“去耦合机制”将超疏水性和机械稳定性拆分至两种不同的

结构尺度，分别进行优化设计后，再组合到一起，让可提供机

械稳定性的微结构发挥“铠甲”作用，以防止具有超疏水性的

结构受到磨损。 

实验中，该团队通过结合浸润性理论和机械力学原理分析

得出微结构设计原则，同时利用光刻、冷/热压等微细加工技术

将铠甲结构制备于硅片、陶瓷等普适性基材表面，与超疏水纳

米材料复合构建出具有优良机械稳定性的“铠甲化”超疏水表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0-2331-8


面。目前研究人员已经将这种新型超疏水材料应用于太阳能电

池盖板表面。 

人工智能 

【新型人工智能系统 模糊照片变高清晰】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快科技 

美国杜克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人工智能工具，可以

将模糊、无法辨认的人脸照片转化为计算机生成的新照片，其

清晰度可提高 60 倍以上。 

这种人工智能工具叫做“生成对抗网络”（简称 GAN），是

两个在同一组照片数据上训练的神经网络。该工具并不是使用

低分辨率图像并缓慢地添加新的细节，而是通过搜索人工智能

生成的高分辨率人脸示例，在缩小到相同大小时使其生成看起

来尽可能像输入的图像。 

之前的方法一般只能将图像的分辨率提高到原来的 8 倍，

但新系统能使其提高到 64 倍。在低分辨率照片中，毛孔、皱纹

和一缕一缕的头发等模糊细节都能够在计算机生成的图像中变

得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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