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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霞



科技日报北京4月 19日电 （记者

张佳欣）据发表在最新一期《先进材料》

杂志上的论文，美国西北大学和得克萨

斯大学奥斯汀分校领导的研究团队开

发出由石墨烯制成的迄今最薄的心脏

植入物。

这种新的石墨烯植入物在外观上类

似于一次性文身贴，厚度不及一根发丝，

但仍能像传统心脏起搏器一样发挥作

用。与目前的起搏器和植入式除颤器不

同，这种新设备可与心脏柔和地融合在

一起，同时检测和治疗心律失常。它薄

而柔韧，贴合心脏的细微轮廓，也有足够

的弹性和强度，能承受心脏的跳动。

研究证明，在将该设备植入大鼠模

型后，石墨烯“贴纸”可成功地感知不规

则的心率，并通过一系列脉冲传递电刺

激，而不会限制或改变心脏的自然跳

动。此外，这种石墨烯植入物是光学透

明的，允许研究人员使用外部光源通过

设备记录情况和刺激心脏。

当心脏跳动过快或过慢时，就会发

生心律失常。严重的情况下，心律失常

可能导致心力衰竭、中风甚至猝死。医

生通常使用植入式起搏器和除颤器进

行治疗，这些设备可检测到异常的心

跳，然后通过电刺激纠正心律。但是，

它们不够柔韧灵活，可能会限制心脏的

自然跳动，损伤软组织，造成暂时的不

适，还可能引起并发症，如肿胀、穿孔、

血栓、感染等。

在筛选了多种材料后，研究人员

最终选择了具有优异生物兼容性的

“神奇材料”石墨烯。石墨烯具有超

强、轻质的结构和高导电性，在高性能

电子产品、高强度材料和能源器件等

方面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新的柔

软、灵活的石墨烯植入物不仅不“显

眼”，而且能直接与心脏紧密无缝地吻

合，提供更精确的测量。

石墨烯制成迄今最薄心脏植入物

世 界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OECD）的数据显示，2019 年，全球生

产了 3.53 亿吨塑料废物，超过 2/3 被送

往垃圾填埋场或焚烧；1/5 的废物管理

不 善 ，被 随 意 倾 倒 在 陆 地 或 水 中 。

OECD 预测，到 2060 年，塑料废物将增

至每年 10 亿多吨，必须采取有效政策

阻止这一趋势。

《自 然》杂 志 最 近 发 表 的 一 篇 文

章认为，改变可能就在眼前。去年 3

月，联合国环境大会批准了一个历史

性协议：在 2024 年底前制定一项全球

塑料条约。科学家正在调查减少塑

料生产、使用和处置的最佳政策；也

有研究人员专注于利用技术来改善

塑 料 的 回 收 利 用 ，或 创 造 出 新 型 塑

料。英国朴茨茅斯大学政策中心主

任史蒂夫·弗莱彻说，上述三大解决

方案缺一不可。

评估最佳政策

朴茨茅斯团队根据科学论文、行业

报告、新闻文章和专家意见等，审查了

全球 130 多项与解决塑料污染有关的

政策，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政策的

监督几乎为零”。弗莱彻表示，如果没

有太多关于什么政策有效的证据，怎么

能制定一项致力于减少全球塑料污染

的全球条约？

全 球 塑 料 政 策 中 心 研 究 员 安 塔

娅·玛奇指出，一个有效政策的例子

是，2016 年安提瓜和巴布达禁止销售

或使用塑料购物袋，一年后垃圾填埋

场 丢 弃 的 塑 料 数 量 减 少 了 15% 。 有

几个因素促成了这一成功，包括明确

的实施计划、公众支持、严厉的惩罚

措施——罚款 1100 美元以及最高 6 个

月的监禁等。

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预防海洋塑料

项目 2020年的一项分析显示，实施良好

的干预措施可能会产生实质性影响。他

们发现，如果不采取行动，到 2040年，每

年将产生约 2.4亿吨管理不善的塑料垃

圾（高于经合组织给出的数据）。如果减

少塑料生产、打击塑料废物的国际出口、

用纸张等材料代替塑料，以及扩大各种

回收方法的规模等 8种干预措施都能发

挥其最大潜力，到 2040 年，管理不善的

塑料废物将降至每年 4400万吨，与不采

取行动相比减少约80%。

竞逐回收新技术

在法国克莱蒙费朗的一家工厂内，

Carbios 公司正在测试一项技术——使

用转基因酶来分解常见的 PET 塑料。

公司计划在此基础上创建世界上首个

酶回收塑料工厂，预计今年开始建设，

并于 2025年竣工。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哈尔·阿伯尔团

队创造了一种分解塑料瓶的蛋白质，这

是一种特殊的酶变体，能够将 PET塑料

在一周内分解，某些情况下，分解时间

仅为 24小时。

根据Carbios首席科学官阿兰·马蒂

的说法，使用该公司的酶，一个 20 立方

米的生物反应器可在100小时内降解10

万个塑料瓶，他们计划于 2025年竣工的

工厂每年将分解5万吨PET塑料。

但基于酶的回收仍有局限性。首

先这项技术仍然很昂贵，美国国家可再

生能源实验室今年开展的一项研究估

计，目前酶回收 PET的成本可能是传统

回收的 4 倍左右；其次，酶回收方法目

前似乎仅限于 PET和聚氨酯，并不适用

于聚烯烃等其他塑料。

设计下一代塑料

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杰里米·鲁

特巴彻认为，解决危机的一种方案是设

计出全新的塑料。2022年，鲁特巴彻领

导的国际研究小组利用植物不可食用

的部分，研制出了一种类似 PET的新型

可回收塑料，其制作工艺简单且坚固耐

热，潜在用途广泛——从包装材料和纺

织品，到制药与电子产品。

新一代塑料通常被统称为生物塑

料，它们的原材料来自植物、可降解生

物材料，降解后也不会产生有毒残留

物。目前市面上主要有两大类生物塑

料：聚羟基链烷酸酯（PHA）和聚乳酸

（PLA），主要用于食品包装、餐具和纺

织品等领域。

据估计，生物塑料目前仅占每年

生产的 4 亿多吨塑料的 1%，尽管生产

生物塑料产生的碳排放低于生产原

始塑料，但大规模生产生物塑料也很

昂贵。

政 策 护 航 技 术 回 收 开 发 新 品

三 管 齐 下 解 决 塑 料 污 染 危 机

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人员在测试塑料降解酶。 图片来源：《自然》网站

鲁特巴彻小组开发的生物塑料（白
色粉末）位于其他塑料（如 PET 和聚乙
烯）上。 图片来源：《自然》网站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佳欣）据 4 月

17日发表在《自然·化学》杂志上的一项

研究，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研究团队

使用短暂的闪光将经过化学修饰的蛋

白质片段连接在一起，形成功能性整

体。这种名为光激活 SpyLigation 的新

方法可打开通常关闭的蛋白质，让研究

人员能够更详细地研究和控制它们。

这项技术在组织工程、再生医学和了解

人体如何运作方面具有潜在用途。

蛋白质几乎执行着生物学中的每

一项关键任务，例如处理 DNA、新陈

代谢营养物质和抵御感染。蛋白质何

时、何地以及如何激活，对各种生物过

程都很重要。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在探

索能否通过开启和关闭蛋白质功能来

治疗疾病。现在，新研究证明，人们可

以利用光来激活活细胞内外的蛋白质

功能。

研究人员应用这一新方法控制从

日本鳗鱼肌肉中提取的一种绿色荧光

蛋白的发光。他们将这种蛋白质的非

活性片段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类似果

冻的凝胶，然后使用激光将这些片段不

可逆转地重组成完整的发光蛋白质。

通过控制激光的路径，可形成发光蛋白

质的精确图案。他们将哈士奇的显微

图像蚀刻到凝胶中，还使用激光创建了

一只狗的微小发光 3D图像。

研究表明，新方法可激活人体细胞

内的蛋白质。3分钟的光照足以打开参

与基因组编辑的特定蛋白质。这样的

工具有朝一日或用于将基因变化引导

到身体的特定区域。类似于获得 2022

年诺贝尔化学奖的“点击化学”，光激活

SpyLigation 允许修饰的蛋白质在生命

系统内相互反应。此外，新方法还允许

精确控制这种化学反应发生的时间和

地点。

新方法可精确控制蛋白质激活过程

使用SpyLigation技术制作的哈士
奇标志和一只狗的显微2D与3D图像。

图片来源：华盛顿大学科尔·德福
雷斯特研究小组

科技日报北京 4月 19日电 （记

者张梦然）身体和思想密不可分地交

织在一起的观点，不仅仅是一种抽象

概念。因为科学家发现，控制运动的

人类脑区，可能由两个十分不同的系

统组成：一个系统支持精确运动控制，

另一个协调全身运动。科学家认为，

这可能有助于解释身心状态如何以及

为何如此频繁互动。这项研究于 19

日发表在《自然》杂志上。

运动皮层是产生信号指导身体运

动的脑区，一直被认为是各特定区域

的“地图”，负责启动身体特定区域的

运动。

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研究团队

绘制了这一区域的“地图”，他们将该

区域阐释为一个所谓的“皮质小人”，

沿皮质描绘了从头到脚趾所有的身体

部位。但后续研究观察到了不一致之

处，对“皮质小人”模型提出了质疑。

此次为探索人类运动皮层的结

构，团队使用各年龄的人们在休息和

进行任务（如眨眼、屈膝或吞咽）时的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他们发现，

经典小人结构散布于皮层较薄区域，

彼此之间以及与一个特殊网络之间有

很强的功能连接，该网络对活动和生

理控制、唤醒、错误相关活动和疼痛十

分重要。这些散布区域被发现不特定

于某一运动，在行动规划（手脚协调）

和身体轴向运动（如腹部和眉毛）中协

同激活。

团队提出，运动皮质是由两个综

合行为控制系统组成的：一个广为人

知的系统由影响特定对象的回路组

成，控制特定肢体部分如手指、脚趾和

舌头的精准、单独运动（说话或操纵物

体所需的那种灵巧动作）；而第二种综

合的输出系统，称为躯体感觉—认知

活动网络，被发现对于整合目标和生

理学更为重要。

通过呼吸练习让身体平静下来，

思想也会平静下来。这类做法对焦

虑症患者确实有帮助，但之前还没有

太多科学证据证明它是如何起作用

的。新研究帮助人们找到了联系。

同理，该成果还有助于解释一些令人

费解的现象，例如为什么焦虑会让一

些人想要来回走动，为什么刺激调节

消化和心率等内部器官功能的迷走

神经就可缓解抑郁，以及为什么经常

锻炼的人会说，他们对生活的看法变

得积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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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4月 19日电 （记

者刘霞）鉴于生物炭能从空气中吸收

其重量 23%的二氧化碳，在一项概念

验证研究中，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科

学家在普通水泥中注入环保生物炭，

得到了一种新型负碳环保水泥，且其

强度与普通水泥相当。这一研究成果

发表于最新一期《材料快报》杂志，有

望显著减少水泥行业的碳排放。

全球每年生产的混凝土超过 40

亿吨。制造普通水泥需要高温并燃烧

燃料，水泥生产中使用的石灰石也会

分解，产生二氧化碳，因此水泥行业是

所有制造业中能源和碳密集度最高的

行业之一，其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全球

人类活动总碳排放量的 8%左右。

此前就有科学家在水泥中添加生

物炭（一种由有机废物制成的木炭），

希望使其更环保并减少碳足迹，但结

果表明，即使添加 3%的生物炭，也会

显著降低水泥的强度。

最 新 研 究 中 ，在 用 水 泥 废 水 对

生物炭进行强化后，华盛顿州立大

学科学家在水泥混合物中添加高达

30%的生物炭。研究表明，28 天后，

得到的糊状物的抗压强度与普通水

泥相当。

研究团队解释说，水泥废水的碱

性很强，但也是钙的宝贵来源。含有

大量钙的高碱性废水与富含很多孔隙

的生物炭之间发生了协同作用，使碳

酸钙沉淀在生物炭上或沉淀到生物炭

中，增强其性能的同时也使其能从空

气中捕获二氧化碳。

研 究 人 员 表 示 ，大 多 数 团 队 只

能在水泥中添加 3%的生物炭，但他

们证明，可在水泥中掺杂更高剂量

生物炭。他们最新研制出的这种新

型 水 泥 或 许 能“ 终 生 ”封 存 二 氧 化

碳。在路面上使用时，这些水泥的

“ 寿 命 ”为 30 年 ，在 桥 梁 上 使 用 时 ，

其寿命为 75 年。

美开发出负碳环保水泥

科技日报北京 4月 19日电 （记

者张梦然）根据《自然·生态与演化》发

表的一项研究，通常只栖息在沿海地

区的海洋无脊椎动物，被发现在太平

洋东北部亚热带环流的远海塑料碎片

中生活和繁殖，这一区域又被称为太

平洋垃圾带。

人 们 已 经 知 道 ，海 洋 生 物 会 在

漂浮碎片上分散到远海，而塑料物

品相比于自然漂浮物能提供更长久

的 表 面 ，因 为 后 者 降 解 要 快 得 多 。

但如今日益增加的塑料结构会在何

种程度上作为不同类型海洋物种在

远海上更长久的家园，尚未得到很

好的研究。

在 2018 年 11 月 到 2019 年 1 月

间，美国史密森尼环境研究中心科学

家团队在东北太平洋副热带环流收

集了 105 个漂浮的塑料碎片，70.5%的

碎片中发现了活沿海物种的证据。

他们在碎片中识别出 484 种海洋无脊

椎生物，其中 80%是通常发现于海岸

栖息地的物种。但漂浮在塑料上的

沿海生物如节肢动物和软体动物的

数量，是正常生活于远海的远洋物种

的 3 倍还多。

团队指出，在绳索上所有生物的

多样性最高，而沿海生物则在渔网上

多样性最高。他们还在沿海和远海物

种中都发现了有性生殖的证据，包括

在水螅（水母和珊瑚的近亲）和端足

类、等足目动物（两种都是甲壳类动

物）中。

研究团队认为，这一发现表明，在

可能数年迁移数千公里的塑料碎片

上，源自沿海的物种能够生存和繁殖，

代表了一个新的海洋生态群落类型

（他们称之为“新远海群落”），但还需

要更多研究理解这些物种如何生存，

及其生态和演化后果。

“ 新 远 海 群 落 ”诞 生

太平洋垃圾带形成生态系统

科技日报北京4月 19日电 （记者

刘霞）一般而言，智能手机等设备内的

纳米电子部件是坚固的静态设备，一旦

被设计和制造出来，就无法变形。但美

国物理学家报告称，他们研制出了一种

新的纳米设备，即使以固态形式存在，

也可“变身”成多种不同的形状和大

小。这一成果有望从根本上改变电子

设备的性质，以及原子级量子材料的研

究方式。相关论文刊发于最新一期《科

学进展》杂志。

由于拥有良好的导电性，黄金已成

为电子元件中常见的组成部分。在最

新研究中，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科研团队

偶然发现，微小的纳米金线可在被称为

范德华材料的特殊晶体上以非常低的

摩擦滑动。利用这些光滑的界面，研究

团队使用单个原子厚的石墨烯，制造出

了一种新型电子设备，其中石墨烯附着

在金线上，金线可以快速地改变配置。

研究结果表明，曾经被认为是固定

的和静态的设备可变得柔韧，而且处于

动态。研究人员现在可以制造出不粘

在一起的纳米级电子设备，其中的零件

可移动，这样就能在设备制造完成后修

改其尺寸和形状，重新配置成人们想要

的任何“模样”。

研究团队表示，这项研究的意义在

于，它展示了这些材料的新特性，可利

用这些材料实现迥然不同的设备架构，

例如重置部分电路等。这一研究将开

创量子科学研究的新时代，从根本上改

变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式。

首个可变形纳米级电子设备制成
有 望 改 变 量 子 科 学 研 究 方 式

设备中黄金部分可“变形”
图片来源：加州大学欧文分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