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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 

【RNA 靶向递送平台 有效改善心肌重构】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Advanced Science》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药学院等单位研究人员合作开发

了一种全新的 RNA 纳米靶向递送平台，用于调控心肌梗死后炎

症反应，改善心肌重构。 

该研究团队构建了一个精妙的核壳结构纳米靶向递送平

台，用于递送治疗性小分子 RNA。该平台内核是介孔二氧化硅

纳米微球，能高效搭载 RNA。研究人员还运用血小板膜仿生技

术赋予递送平台针对血液循环中单核细胞的主动靶向性，同时

通过在血小板膜上嵌入阳离子脂质体赋予递送平台膜融合特

性。这一改造不仅可以通过模拟血小板与单核细胞之间的相互

作用，在血液循环中单核细胞的携带下到达心脏损伤区域，还

可以在阳离子脂质体的作用下通过膜融合的方式，将内容物

RNA 高效递送给靶细胞，进而调控靶细胞功能。 

结果显示，该纳米靶向递送平台兼顾了 RNA 靶向性，及搭

载和递送效率，在调控心血管疾病炎症反应方面展示出良好的

性能。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advs.202100787


【超薄脊柱植入物 可治疗顽固疼痛】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Science Advances》 

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结合软机器人制造技术、超薄电

子学和微流体技术，开发出一种超薄充气设备，可以治疗最剧

烈的肢体疼痛，如无法通过止痛药治愈的腿部和背部疼痛，而

无需进行侵入性手术。该设备或成为治疗全球数百万人顽固性

疼痛的有效、长期解决方案。 

此次研发的新装置非常薄，大约只有一根头发的厚度，约

60 微米，可卷成一个小圆柱插入针头中，然后植入脊柱的硬膜

外间隙——与无痛分娩针打的是同一部位。一旦定位正确，由

于微流体通道，该装置就会被水或空气充满，像一个小小的空

气床垫一样展开，覆盖脊髓的大范围区域。当连接到脉冲发生

器时，超薄电极开始向脊髓发送小电流，从而干扰疼痛信号。 

早期测试表明，它除了能有效治疗多种形式的疼痛之外，

还可能被改造成一种针对潜在的瘫痪或帕金森氏症的治疗方

法。 

材料技术 

【超抗裂六方氮化硼 韧性达石墨烯十倍】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和美国莱斯大学的联合研究团队发现

六方氮化硼（h-BN）具有石墨烯十倍的抗断裂能力，并找出了

其抗断裂能力突出的关键原因。 

h-BN 是一种厚度仅为一个原子的 2D 材料，它在结构上和

石墨烯基本一致，原子都排列在相互连接的六边形平面晶格中。

https://advances.sciencemag.org/content/7/26/eabg7833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1-03488-1


不同的是，在石墨烯中，所有的原子都是碳原子，而在 h-BN 中，

每个六边形包含三个氮原子和三个硼原子。经过实验和计算机

模拟，科学家发现由于 h-BN 含有两种不同的元素，导致其结构

有轻微的不对称现象。对 h-BN 施加压力时，产生的裂缝有分支

和转弯的趋势。在石墨烯中，裂缝的尖端会直接穿过材料，但

h-BN 的晶格不对称产生了一个可以形成分支的“分叉”，这意

味着需要消耗额外的能量来使裂缝变大，材料的抗断裂能力显

著增强。 

【高强度耐热铝合金 适于航空铁路运输】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Scripta Materialia》 

俄罗斯国立研究型技术大学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磁流体动

力学科学生产中心共同开发出一种新方法，可获得独特的高强

度耐热铝合金，以取代飞机和高铁运输中更昂贵、更重的铜导

线。 

研究人员所采用的独特方法，可用于生产高强度耐热导线，

导线由铝合金制成，最初在电磁模具中铸造成直径约 10 毫米的

长坯料，并设法获得一种热稳定结构（高达 4000℃）。该结构在

热稳定性方面显著优于已知的铝合金，可在 250℃-3000℃下保

持其性能。 

据悉，研究人员对长坯料进行了直接变形处理（轧制和拉

丝 ），没有使用传统的铝合金均质化和淬火操作，这种技术的主

要特点在于铸造和退火方法，使得从含铜、锰和锆的热稳定纳

米粒子中获得结构成为可能。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167577X2100896X


智能制造 

【利用高性能纳米纤维 制可穿戴湿气发电机】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Materials Horizons》 

湿气发电作为一种新兴的绿色能量获取方式，可以利用大

气环境中水蒸发或湿气中的能量产生电能。近日，东华大学俞

建勇院士、覃小红教授团队设计出一种高性能静电纺纳米纤维

可穿戴湿气发电机。 

研究人员以静电纺丝技术作为制备湿气发电材料，设计了

一系列高性能的可穿戴湿气发电机，在湿气刺激下最高可实现

0.83 伏的输出电压。研究人员还阐明了其发电机理，静电纺纳

米纤维膜优异的湿气发电性能来自多孔纤维膜内部的离子梯度

差与流动电势的共同作用。 

同时，研究人员进一步对其结构进行设计，通过引入活性

金属电极，显著增强了静电纺纳米纤维膜内部的离子梯度差，

从而大幅增加输出电压。新型湿气发电机的发电电压达到了 1.1

伏，并保持 4 万多秒不衰减。该湿气发电机不仅可以通过串联

增强输出电压以带动小型用电器，如商业二极管及电子手表，

还可以用于氨气泄漏检测及火灾预警等系统，拓宽了静电纺纳

米纤维基湿气发电机的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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