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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 

【靶向递送系统 灭活恶性细胞】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Science Advances》 

近日，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一种基于脂质

纳米颗粒的新型递送系统 CRISPR—LNP，可专门针对癌细胞并

通过基因操作将其破坏。研究证明，CRISPR/Cas9 系统在治疗

侵入性癌症方面非常有效，这是在寻找癌症治愈方法迈出的重

要一步。 

该系统携带的一个遗传信使（信使 RNA），可对 CRISPR

酶 Cas9 进行编码，Cas9 作为剪切细胞 DNA 的分子剪刀会剪切

癌细胞的 DNA，从而使其失效并永久防止复制。该方法并非化

学疗法，无副作用，而且经此方法治疗的癌细胞将永远不会再

具有活性。 

为了验证使用该技术治疗癌症的可行性，研究团队选择了

两种最致命的癌症——胶质母细胞瘤和转移性卵巢癌开展研

究。研究表明，使用 CRISPR—LNP 进行单次治疗，可将其总

生存率分别提高约 30％和 80%。该技术也为治疗其他类型的癌

https://advances.sciencemag.org/content/6/47/eabc9450


症以及罕见的遗传性疾病和慢性病毒性疾病（如艾滋病）开辟

了新的可能性。  

【仿生合成离子皮肤 外敷内治渗透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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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华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生物启发的水凝

胶，其有天然保湿因子负责锁水、生物矿物质离子传输信号、

仿生梯度通道将其他分子从非生物界面转移到生物界面，其合

成的离子皮肤能够进行非侵入性的点对点治疗。 

当前传统合成水凝胶的离子皮肤在体外会脱水并且缺乏生

物组织物质交换通道。此次研发的水凝胶配方灵感来自天然动

物的皮肤和植物的叶子，富含保湿因子，构建了超分子网络以

储水和抗脱水。 

此外，进一步研究表明，该水凝胶的仿生离子皮肤能够实

现对裸鼠皮下荷瘤的定点高效给药，从而实现肿瘤治疗功能。

小分子化疗药物顺铂能够通过离子皮肤向生物皮肤渗透，从而

实现对皮下肿瘤组织的透皮给药。与传统静脉给药相比，该方

法极大地降低了药物副作用。经过 16 天的治疗，小鼠肿瘤的生

长得到了更为明显的遏制。这也为将来便携可穿戴智慧医疗系

统的开发提供了一条新途径。 

材料技术 

【稀土-铂纳米催化剂 活性寿命大幅提高】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韩国研究团队使用介孔沸石成功制备稀土-铂合金纳米颗

https://doi.org/10.1002/adfm.202008020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0-2671-4


粒作为丙烯脱氢工艺催化剂使用。稀土 La 和 Y 的加入大幅度改

善了铂在分子筛中的分散性，同目前广泛使用的多孔氧化铝负

载 Pt-Sn 双金属催化剂相比，催化活性提高 10 倍以上，使用寿

命延长 20 倍以上。 

此前大量研究认为，稀土氧化物结构稳定，不能通过加热

氢化反应与铂形成合金。而本研究中使用了孔径低于 0.55 纳米

且具有均匀和连续空间结构的介孔沸石作为制备催化剂的载

体，由于其表面硅原子的缺失，存在被称为硅羟基的骨架缺陷。

稀土氧化物在其中可以原子金属化合物形式存在，在氢热处理

过程中能够与铂形成具有特定结构的合金。 

【纳米受限晶体 耐热刚性更强】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Science》 

通常非晶固态只在有限的合金成分范围内才能形成，对于

绝大多数合金和纯金属，无论晶粒多么细小也无法形成非晶固

态。那么，在多晶体晶粒尺寸不断减小接近某极限值（如原子

尺寸）前是否存在别的亚稳态结构？ 

中国科学院与上海交通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大量精细实

验并结合模拟计算发现，当晶粒尺寸降低到几纳米时，纯金属

铜多晶体会形成一种新型亚稳结构——受限晶体结构。 

此次研究团队发现的这种新型亚稳结构——受限晶体结

构，具有极小界面的三维结构，表现出极高的热稳定性和力学

稳定性，在纯铜的熔点以下不发生晶粒长大，其强度接近理论

强度。这一发现表明除非晶固态外，多晶体金属在晶粒极细时

还存在另外一种亚稳固体状态，其稳定性甚至远高于非晶固体。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be1267


    研究人员表示，受限晶体结构的发现为探索固态物质结构

基本特征及其新性能开辟了全新空间，也为研发高稳定性金属

材料及制造工艺提供了新的机遇。 

智能制造 

【可拉伸皮肤传感器 使 VR 获得现实触感】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Science》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科学家们开发出一种新型可拉伸皮肤传

感器，它使用光纤来提供触觉感受，可用于机器人、体育和医

学领域。 

据悉，该技术灵感来自于硅基光纤传感器，这种传感器可

以探测细微的波长变化来测量温度等元素。原型产品被做成了

手套形态，每根手指都加装了可伸缩光纤传感器，它结合了透

明聚氨酯芯和一个装有吸收性染料的 LED 联接芯，当手指弯曲

或者受到压力使光导纤维变形时，这些染料就充当了“空间编

码器”的角色，它们会发光并记录发生的变化。研究人员通过

分析光来估计手套变形的位置和类型。 

目前技术还并不算成熟，团队的手套是通过 3D 打印的，内

含蓝牙、电池和基本电路。不过这项技术的潜在应用前景不可

限量，未来的 VR 手套可以在用户触摸和抓取虚拟物品时提供

现实感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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