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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技术 

【巧妙“拨动”氢原子 绿色合成烯丙醇】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科技日报 

南开大学研究团队日前借助廉价金属镍和苯基硼酸共同催化的烯

基化反应，“拨动”了烯烃氢原子，克服传统生产过程中反应利用率低、

环境污染大、反应产物不可控等问题，首次实现高效、绿色合成烯丙

醇重大突破。 

烯丙醇及其化合物可以合成用途广泛的下游产品，是甘油、医药、

农药、香料和化妆品生产不可或缺的“中间原料”。由于烯基金属试剂

和烯基卤化物最初都是来源于烯烃化合物，从上游更为廉价的烯烃和

醛酮类化合物合成烯丙醇理论上可行，只需要“拨动”一个烯烃的氢

原子，将其转移到醛酮上就可以实现。该研究团队经过实验找到了这

根拨动氢原子的“魔法棒”，使用廉价的金属镍催化剂和苯基硼酸共同

催化芳基烯烃与醛的烯基化反应，反应中不需要外加试剂，不额外产

生污染物，攻克了世界化学领域长期以来的一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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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 

【埃博拉病毒研究 走进普通实验室】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Scientific Reports》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负责埃博拉病毒繁殖

的酶，这将使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不必在极端生物安全实验室中研究

治疗埃博拉的潜在新方法。 

阿大医学微生物和免疫学系的研究报告了一种活跃的重组埃博拉

病毒 RNA 依赖的 RNA 聚合酶的表达、提纯方法和生化特性，它负责

埃博拉病毒的繁殖。这将给全世界的研究人员提供工具，使其能够在

任何实验室环境中研究埃博拉病毒抑制剂。 

到目前为止，对埃博拉病毒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少数极端的生物安

全实验室。这一发现可以让研究人员更好地为目前没有有效治疗办法，

但却会带来主要公共卫生风险的病毒（如流感、麻疹、腮腺炎和呼吸

道合胞病毒等）寻找抗病毒药物。 

http://www.cas.cn/kj/201804/t20180404_4640921.shtml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8-018-22328-3


【脂肪供能肿瘤新发现 助力抗癌新疗法开发】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新华社 

癌症不仅是一种基因或细胞疾病，还是一种肿瘤和代谢器官相互

交流以不断夺取营养的全身性过程。最新一项研究解释了脂肪组织如

何为肿瘤提供能量，这为医学界研发新的抗癌疗法提供了可能。 

美国桑福德－伯纳姆－普雷比斯医学发现研究所和德国慕尼黑工

业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动物实验发现，脂肪细胞中一种名为 p62 的蛋

白质失活，会抑制一种叫作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的蛋白质，从而

促进前列腺肿瘤关闭脂肪组织的耗能过程，吸收脂肪酸和其他营养，

加快生长并转移到身体其他部位。 

研究人员指出，目前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抑制剂被应用在很

多癌症的治疗上，而这项研究正好可以解释这种抑制剂是如何发挥抗

癌功效的，将有助医学界发现更好的抗癌疗法。 

信息技术 

【人造突触“神经形态芯片” 可实现超级计算机功能】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 MIT NEWS 

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日前设计了一种人造突触，能够精确地控

制流过它的电流强度，类似于离子在神经元之间流动的方式，并已利

用硅锗制成人造突触芯片。该芯片及其突触在模拟研究中可用于识别

手写样本，准确率高达 95%。 

研究人员利用硅锗制成人造突触组成的神经形态芯片，每个芯片

由“输入/隐藏/输出神经元”组成，每个神经元通过基于细丝的人造

突触连接到其它“神经元”。每个突触约 25纳米，且之间离子流的差

异仅为 4%，是目前实验室能达到的最一致的装置，也是演示人工神经

网络的关键。该团队正在模拟基础上制作真正可执行识别手写任务的

神经形态芯片，并期望利用其人工突触设计制造更小型、便携式的神

经网络设备用于执行复杂计算，最终实现利用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代替

超级计算机目标。 

【新型存储技术 兼顾高速安全】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中国科学报》 

复旦大学研究人员近日实现了具有颠覆性的二维半导体准非易失

存储原型器件，开创第三类存储技术，解决了国际半导体电荷存储技

术中“写入速度”与“非易失性”难以兼得的难题。 

该研究创新性地选择多重二维材料堆叠构成半浮栅结构晶体管，

制成阶梯能谷结构的范德瓦尔斯异质结。这次研发的新型电荷存储技

术，既满足了 10纳秒写入数据速度，又实现了按需定制（10秒-10

年）的可调控数据准非易失特性。这种全新特性不仅在高速内存中可

以极大降低存储功耗，还可以实现数据有效期截止后自然消失，在特

殊应用场景解决了保密性和传输的矛盾。 

国际评审专家认为，“这项工作具有极强的时效性，也是范德瓦尔

斯异构结构器件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http://www.xinhuanet.com/2018-04/10/c_1122660076.htm
http://news.mit.edu/2018/engineers-design-artificial-synapse-brain-on-a-chip-hardware-0122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8/4/408519.s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