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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技术

【原位凝胶化新策略 助力下一代锂电池】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Science》

近期，关于凝胶聚合物电解质（GPE）和固体聚合物电解质（S

PE）的研究受到广泛关注。它们具有优于传统 LE的对 Li负极的稳定

性，但是完整电池中 GPE和 SPE存在的界面问题，尤其是正极材料

和电解质之间的接触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近日，北师大李林教授

和中科院化学所郭玉国教授共同开发了一种新策略，通过添加商业化

六氟磷酸锂（LiPF6）的方法，将传统的醚基 1,3-二氧戊环（DOL）

和 1,2-二甲氧基乙烷（DME）LE转化为新型准固体 GPE。 其中 LiP

F6和DOL之间的阳离子开环聚合反应首次被发掘并用于 Li二次电池

体系。与大多数常用的原位凝胶化方法相比，该策略在设计上具有无

可比拟的优点，包括完全使用商业化电解质材料，无杂质和室温条件

等。据了解，它是原位制备聚合物基电解质最简单的方法之一，在下

一代 LMB中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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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

【癌症免疫新疗法 阻断 TGF-β活性】

百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信息员孙伟红提供，原文来源于《Science》

比利时研究人员阐明了一种抑制免疫应答的蛋白复合物三维结

构，并对抗体如何能够阻断这种蛋白复合物以及它在下游诱导的免疫

抑制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这样的抗体可用于激活免疫反应以

抵抗癌症患者的肿瘤细胞，从而触发免疫细胞破坏肿瘤。

调节性 T细胞（Treg）是免疫抑制细胞，在正常情形下抵抗体内

的过度免疫反应来阻止自身免疫疾病。但是在癌症患者中，它们通过

抑制抵抗肿瘤细胞的免疫反应而发挥着有害的作用。Treg细胞通过产

生一种称为 TGF-β的信使蛋白来发挥它们的作用。这种信使蛋白将抑

制性信号传递给附近的免疫细胞，特别是那些会破坏癌症患者肿瘤的

免疫细胞。

因为 Tregs生产 TGF-β的方法很复杂，而且调节过程及其精密。

研究人员发现 GARP类似一个马蹄形，TGF-β坐跨在上面。两个分子

http://advances.sciencemag.org/content/4/10/eaat5383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early/2018/10/24/science.aau2909


的组装非常复杂，TGF-β本身有助于 GARP的马蹄结构，而抗体片段

在组装过程中与 TGF-β和 GARP都有连接，它似乎是两个组件的粘合

剂，拉着 TGF-β的活性部分不被释放，从而防止其传递抑制信息。

研究通过大分子组件的可视化手段发现了阻断 TGF-β活性的可能

性，这可能有助于找到非常特异性的治疗方法，用以改变 TGF-β或 Treg

活性，最令人期待的是用于癌症免疫治疗。

【动态追踪 T 细胞 有效揭示结直肠癌】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北京大学张泽民研究团队与其他团队合作，在结直肠癌浸润 T细

胞的特征与动态变化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T细胞在肿瘤免疫和免疫治疗中占据核心地位，如何系统刻画人

体内 T 细胞的动态变化一直是研究难点。该研究团队利用新型方案共

同完成了 12个结直肠癌病人大量 T细胞的单细胞转录组和 TCR的测

序工作，刻画了 20类具有独特表达特征的 T细胞亚群的转录族谱、

组织分布特性、克隆特性、迁移偏好和状态转化属性。

研究人员还发现了两群 CD4阳性 I型效应 T细胞，其中一群

BHLHE40阳性的 T细胞为微卫星不稳定病人所特有，可能与这些病

人对免疫治疗响应良好有重要联系。

该研究对结直肠癌病人 T细胞的系统刻画为未来肿瘤免疫疗法提

供了许多潜在药靶候选分子，建立的 T细胞动态变化追踪分析方法可

作为 T细胞研究的新范式应用于其他癌症甚至更多病理生理条件，并

可以推广至 B细胞的动态追踪，对未来的免疫学研究具有重要借鉴作

用。

新能源

【固态复合光催化剂 光合成燃料新途径】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美国化学会志》

中国科学院院士李灿与福州大学王绪绪教授课题组合作开发了一

种固态 Z-机制复合光催化剂，在可见光下将 H2O和 CO2高效转化为

甲烷（天然气），实现了太阳能人工光合成燃料过程，

该工作用纳米晶（3D-SiC）和二维纳米片（2D-MoS2）通过静电

组装技术构筑出了一种万寿菊型纳米花，其具有二型异质结和

Z-scheme半导体构型。这种 3D-SiC@2D-MoS2催化剂在可见光照射下

表现出高达 323μLg-1h-1的甲烷产率和 620μLg-1h-1氧气释放量，在

400nm光照下，甲烷的光转化产率达到 1.75%。这是目前报道的可见

光下 CO2用纯水全还原反应的最高产率。详细的产物分布分析和同位

素示踪等实验与机理研究表明，伴随着 H2O的化学反应，CO2在光催

化剂上依照 CO2→HCOOH→HCHO→CH3OH→CH4的加氢途径逐步

被还原为甲烷。值得指出的是，这个研究过程中可检测到化学计量比

例的氧气和甲烷（氧气/甲烷摩尔比接近 2），同位素实验也确认了化

学计量氧的生成，这对于学术界理解和进行人工光合成具有重要借鉴

意义。这个工作为太阳光合成燃料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18-0694-x
https://pubs.acs.org/doi/10.1021/jacs.8b09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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