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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制造 

【新能源环保汽车 九成零件可降解】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环球网 

荷兰艾恩德霍芬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最近开发了一款环保电动汽

车，该汽车的 9 成组件均能降解。 

这款电动汽车设有 2 个座位，车身、结构零件、内部装饰等大部

分组件，均采用可降解的塑胶聚乳酸和麻纤维复合材料制造，而这些

材料是以甘蔗为原料制成。据称，若把这辆车埋在泥土中，超过 9 成

零部件能被分解。 

此外，该款汽车形状复杂的曲线部件使用 3D 打印技术，而车辆

的重要零件采用蜂窝结构，在获得与钢铁和普通塑胶近似强度和稳定

性的同时，重量得以减轻。车身仅重 350 千克，重量不足轻型汽车的

一半。该车的最高时速约 100 公里，最长行驶距离为 240 公里，适合

在城市使用。 

研究人员计划在今年夏季前取得在一般道路上行驶所需的执照，

并在欧洲各大城市进行试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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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 

【未来流感新疫苗 靶点神经氨酸酶】 

百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信息员孙伟红提供，原文来源于《Cell》  

芝加哥大学医学院的科学家发现流感病毒神经氨酸酶在病毒的生

命周期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研究其在人体内的体液免疫应答

发现，未来的流感疫苗需要增加和优化针对神经氨酸酶的靶点以达到

广谱而有效的保护效果，将有助于开发出新型通用型的流感疫苗。 

研究人员从流感疫苗接种人群与流感病毒感染患者血液中分离单

克隆抗体，然后进行深入的对比研究与分析，结果发现流感疫苗由于

缺少神经氨酸酶的有效表位，疫苗接种人群中很难诱导出有效的神经

氨酸酶特异性的体液免疫应答，相反，流感病毒自然感染患者却能诱

导高比例的神经氨酸酶的抗体应答。 

研究人员进一步选用部分抗体进行预防和治疗体内实验，结果表

明神经氨酸酶抗体不止能分别保护小鼠免受 10 倍致死剂量的季节性

流感毒株 H1N1 与 H3N2 的感染，还能抵制禽流感 H5N1 的致命感染。 

http://tech.huanqiu.com/intelligent/2018-04/11866126.html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92867418303106


【防治非酒精性脂肪肝 CREBZF 转录因子新靶点】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Hepatology》 

中科院最新研究成果发现，新型转录因子——CREBZF 在肝脏中

能够感应细胞外胰岛素信号，通过抑制下游的内质网锚定蛋白 Insig

表达，使胰岛素发挥促进肝脏脂质合成的功能。 

研究发现：当机体发生肥胖或营养过剩时，肝脏脂质合成水平提

高，进而造成脂质沉积，与此同时 CREBZF 活性也发生相应增加。饥

饿再进食后，肝细胞中 CREBZF 被胰岛素信号激活，抑制 Insig-2a 转

录，使 SREBP-1 剪切入核，促进脂质从头合成；当感应到过剩营养和

激素信号时，CREBZF 同样会被激活，进而与转录因子 ATF4 形成异

源二聚体，通过识别保守启动子序列 C/EBP-ATF 实现对 Insig-2a 的转

录抑制作用，增强肝脏脂质积累。因此，当肝脏发生选择性胰岛素抵

抗时，CREBZF 的过度激活是造成肝脏脂质合成仍能持续进行的重要

原因。 

非酒精性脂肪肝与 2 型糖尿病、肥胖以及心血管疾病等代谢性紊

乱疾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该研究阐明了肝细胞通过 CREBZF 感应

营养和激素信号，从而调节肝脏脂质代谢的分子机理；同时深入探讨

了 CREBZF/ATF4-Insig信号通路紊乱在非酒精性脂肪肝的病理发生发

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为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并和胰岛素抵抗

等代谢性疾病开拓新的治疗策略。 

 

材料技术 

【纳米材料合成新方法 让微型结构“指哪长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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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科学家开发出一种基于两亲性嵌段聚合物的全新纳米材料

合成方法，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在纳米结构上的指定位置进行其他

金属元素的再生长和功能化，还能根据需要分成多个步骤进行纳米合

成，为纳米科技领域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合成能力。 

利用该方法可以精确设计并合成更为复杂的纳米结构，实现硫化

银对金纳米棒的头尾焊接组装。并且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可以应用于

其他形貌的金纳米材料，如在金纳米双锥和纳米三角片等结构上实现

选择性收缩，并可在此基础上合成多种复杂纳米结构。 

【精细控制纳米孔 制备规则石墨烯】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Science》 

西班牙科学家开发出一种“自下而上”的化学分子聚合合成策略

制备纳米孔石墨烯。这一方法对于孔的控制极为精细，通过设计分子

前驱体，孔尺寸可以控制合成到 1nm 级别；不仅如此，孔尺寸、孔密

度、孔形貌都可以实现精细调变。研究发现，带有规则纳米孔石墨烯

的电子结构表现出极大的各向异性，从半金属态向半导体态转变。 

这项研究为半导体化石墨烯的精确合成提供了全新的方向。新型

纳米孔石墨烯分子筛在分离、传感、DNA 测序等领域将带来更多的机

遇。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29637572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18-02958-x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60/6385/1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