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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今日视点K
◎本报记者 刘 霞

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5日电 （记

者张梦然）英国“深度思维”公司日

前公布了新一代“阿尔法折叠”（Al-

phaFold-latest），不 仅 准 确 性 显 著 提

高，预测范围还从蛋白质扩展到其

他生物分子，包括配体。该模型已

可以预测蛋白质数据库（PDB）中的

几乎所有分子，预测精度可以达到

原子级。

“深度思维”公司表示，这一模型

的扩展功能和性能将加速生物医学领

域的突破，推动人类迈向下一个“数字

生物学”时代，为疾病通路的功能研

究、基因组学、生物可再生材料、植物

免疫、潜在治疗靶点、药物设计机制、

蛋白质工程和合成生物学等领域提供

了前所未有的见解，并打造了一种全

新的平台。

此次，研究人员展示了新一代模

型在预测蛋白质折叠之外的精确结构

方面的突出能力，它可以对配体、蛋白

质、核酸和翻译后修饰进行高度精确

的结构预测。这意味着它在抗体结合

预测领域会表现突出；在与药物发现

相关的蛋白质结构问题上，其明显超

越“前辈”和行业标准；该模型还具备

联合建模所有原子位置的能力，能够

更全面地揭示蛋白质和核酸与其他分

子相互作用时的灵活性。

传统方法需要使用刚性蛋白质结

构和对接方法来预测蛋白质—配体结

构，而新一代模型无需这些先验信息，

反而表现出更高准确性。可以说，其

重新定义了预测蛋白质—配体结构的

标准，使得以前未知结构的蛋白质也

可以被预测。

新一代模型将应用于治疗药物设

计，帮助快速、准确地描述对治疗疾病

非常重要的多种类型的大分子结构。

此外，经过蛋白质、配体、核酸以及翻

译后修饰结构的模拟解锁，该模型可

以为基础生物学研究提供更迅速且准

确的工具。

人体每一种蛋白质都包含几十到

几百种氨基酸，氨基酸的顺序决定了

它们之间的作用，赋予蛋白质复杂的

三维形状，进而决定了蛋白质的功

能。几十年来，科学家利用 X 射线晶

体学或低温电子显微镜等实验技术来

破译蛋白质的三维结构，但这种方法

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数年，且未必见

效。“阿尔法折叠”的出现被认为改变

了游戏规则，取得了根本性突破，同

时，我们欣喜地看到这一 AI还在不断

升级、扩展，以更高的准确率覆盖到了

更多的复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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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佳欣）据发

表在最新一期《自然》杂志上的一篇论

文称，韩国基础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

在生物材料技术和康复医学方面取得

了重大进展。他们开发出一种用导电

水凝胶形式的“可注射组织假体”治疗

肌肉损伤的新方法，并将其与机器人

辅助康复系统相结合。这为生物电子

设备领域带来了一种全新方法，并有

望作为康复支持的软组织假体。

长期以来，针对肌肉损伤的传统

康复方法一直围绕高效闭环式步态康

复系统，该系统融合了轻型外骨骼和

可穿戴或可植入设备。然而，现有电

子材料的机械性能和刚性使其与软组

织不兼容，会导致摩擦和潜在的炎症，

阻碍患者康复。

为克服这些限制，研究人员转向

了通常用作皱纹平滑填充剂的透明质

酸。利用这种物质，他们开发了一种

用作“组织假体”的可注射水凝胶，它

可在肌肉或神经组织再生时，暂时填

补缺失的组织间隙。

这种材料的可注射性使其与传统

的生物电子设备相比具有显著的优

势。由于这种水凝胶高度“组织样”的

特性，其能与生物组织无缝接合，并且

可轻松地施用于难以到达的身体部

位，而无需进行侵入性手术。水凝胶

中的可逆和不可逆交联能适应注射过

程中的高剪切应力，确保了优异的机

械稳定性。这种水凝胶还含有金纳米

颗粒，使其具有良好的电学性能。它

的导电特性允许电生理信号在损伤组

织的两端之间有效传输。此外，这种

水凝胶是可生物降解的。

研究人员在啮齿动物模型中进行

了测试。为了模拟肌肉损失和损伤，

他们从动物的后腿上移走了一大块肌

肉。通过注射水凝胶和植入两种可伸

缩的组织接口设备来进行电感应和刺

激，研究人员能够改善“受伤”的动物

的步态。在肌肉电信号的引导下，水

凝胶假体与机器人辅助相结合，在没

有神经刺激的情况下，共同帮助改善

了动物的步态。此外，在使用导电水

凝胶填充肌肉损伤后，肌肉组织再生

得到了长期有效的改善。

“可注射组织假体”能再生受损肌肉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佳欣）当你

的皮肤暴露在阳光或环境毒素中时，

有没有一种护肤霜可治愈暴露产生的

损伤？据 11月 2日发表在《自然》子刊

《npj·再生医学》的一项研究，美国西

北大学科学家最新开发出一种人造仿

生黑色素，能模仿人类皮肤中的天然

黑色素，可局部应用于受伤的皮肤加

速伤口愈合。

自由基是由皮肤损伤（如晒伤、

衰老、环境污染等导致）产生的。如

果不加以控制，自由基活性会破坏细

胞，最终可能导致皮肤老化和皮肤

癌。而人造仿生黑色素的工作原理

是清除自由基。

研究人员造出的合成黑色素工程

纳米颗粒修改了黑色素结构。与人类

黑色素相比，每克合成黑色素能清除

更多的自由基，就像“超级黑色素”。

它是生物相容、可降解、无毒的，擦在

皮肤上是透明的。涂在皮肤上以后，

黑色素就会停留在皮肤表面，而不会

被吸收到皮肤下层，从而保护皮肤免

受阳光照射，并修复日光晒伤或化学

烧伤的皮肤。

研究人员测试了合成黑色素作为

防晒霜的效果。结果发现，它可清除

自由基、保护皮肤，还可在皮肤受伤后

局部使用，促进皮肤愈合。此外，这种

霜还可用于治疗水泡和开放性疮口。

最新试验表明，合成黑色素对人

体皮肤无刺激，还可保护生物组织免

受高能辐射的影响。这或将成为治疗

辐射暴露引起的皮肤烧伤的有效方

法，以及接受放射治疗的癌症患者的

选择。

“超级黑色素”可加速治愈皮肤晒伤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据英国

《新科学家》网站 11 月 2 日报道，法国

科学家利用极冷的铷原子，制造出了

迄今最灵敏的力传感器，其可测量拎

起单个电子所需力十分之一大小的

力，未来有望揭示全新力的存在。相

关论文已经提交预印本网站。

所 有 已 知 的 力 都 源 于 四 种 基 本

力：引力、电磁力、强核力和弱核力。

但一些试图揭示宇宙奥秘的实验或观

测结果表明，可能存在未知的第五种

力。

科学家认为这种力很弱，只能在

离其非常近的距离才能测量，因此需

要极其灵敏的设备。鉴于此，法国国

家计量与测试实验室的雅恩·巴兰德

团队使用铷原子制造了迄今已知最灵

敏的力探测器。

巴兰德团队首先将 120000 个铷原

子置于一个真空金属—玻璃圆柱内，

随后使用激光将原子冷却到接近绝对

零度，由此产生的超冷原子对电场和

光非常敏感，因此，可用电场和光来精

确控制这些超冷原子的量子态。

研究团队使用这种控制方法，将

这些组件变成了一个干涉仪。这是一

个充满物质波的设备，其中物质波会

相互碰撞，并在附近有力时产生可预

测的变化。

为测试该传感器的灵敏度，团队

测量了设备中原子和镜子之间的力。

这种力由发生在看似空旷空间中的量

子过程引起，非常微弱。该团队以前

所未有的精度对其进行了测量，结果

表 明 其 大 小 低 至 4qN（1qN=10-30 牛

顿），即单个电子重量的十分之一。

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杰夫瑞·
麦吉尔克表示，这么小的力极难测量，

而新传感器可在几微米外对其开展测

量，未来有望发现新的力。

迄 今 最 灵 敏 力 传 感 器 问 世
可 测 量 电 子 重 量 的 十 分 之 一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梦然）美国加

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人员推出了首

个稳定的全固态热晶体管，它使用电场

来控制半导体器件的热运动。据 11 月

3 日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研究，该晶

体管具有迄今最高的速度和性能，通过

原子级设计和分子工程，可开辟计算机

芯片热管理的新领域。这一进展还有

助于了解人体如何调节热量。

论文合著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工程学院机械和航空航天工程教授胡

永杰表示，精确控制热量如何流经材

料，长期以来一直是物理学家和工程师

的梦想。这种通过电场的开关来管理

热运动的新设计原理，朝这个方向迈出

了一大步。

新型热晶体管具有场效应（通过

施加外部电场来调制材料的热导率）

和全固态（无移动部件）的优点，展现

出高性能并与半导体集成电路制造工

艺兼容。该团队的设计结合了原子界

面上电荷动力学的场效应，连续切换

和放大热通量所使用的功率几乎可忽

略不计。

团队展示的电门控热晶体管实现

了创纪录的高性能，将热开关效应的速

度和规模比以前提高几个数量级，开关

速度超过 1 兆赫兹，其还具有 1300%的

热导可调性以及超过 100 万次开关周

期的可靠性能。

在概念验证设计中，团队制造了一

个自组装分子界面，充当热运动的管

道。通过打开和关闭电场可控制原子

界面上的热阻，进而允许热量精确地穿

过材料。团队现已通过光谱实验验证

了晶体管的性能，并进行了第一性原理

理论计算，解释了场对原子和分子特性

的影响。

胡永杰表示，这个概念还提供了一

种理解人体热量管理的新方法，在非常

基础的层面上，该平台可为活细胞的分

子水平机制提供见解。

固态热晶体管超高速精确控制热量
开 辟 计 算 机 芯 片 热 管 理 新 领 域

《自然》网站在近日的报道中指出，新

冠疫情后的旅游热潮加上温暖湿热的夏

季，导致意大利和法国暴发登革热疫情。

登革热通常影响热带地区，但相关

病例目前在南欧部分地区激增，在那里

的人群中传播，并蔓延到以前没有登革

热病例报告的地区。这种由蚊子传播

的疾病会导致人发烧、头痛和疲劳，每

年导致多达 4 万人死亡，但它并非欧洲

大陆的地方病，大多数病例或小规模疫

情源于在国外感染并将病毒带回的旅

行者。而今年，温暖的天气条件以及输

入病例数量的增加，由在南欧生活的白

纹伊蚊携带病毒传播，导致本地感染病

例数量激增。

瑞士苏黎世大学的流行病学家帕

特里夏·施拉根霍夫指出，这种情况值

得高度关注。

今年欧洲登革热病例
数量为何激增

研究人员表示，有几个因素导致登

革热本地传播病例的增加。

首先，新冠疫情后，国际旅行恢复，

更多旅行者从登革热疫情地区回国。

截至 10 月 27 日，法国报告了 1414 例输

入性登革热病例；65%的病例来自马提

尼克岛（550）和瓜德罗普岛（369）。相

比之下，2022 年仅报告了 217 例境外输

入病例，2021年报告了 164例。

其次，能够传播病毒的白纹伊蚊也

是导致病例数量增加的“罪魁祸首”之

一。这种蚊子如果叮咬了受感染后回

国的旅行者，所吸血液中会携带病毒，

并能将疾病传播给它们叮咬的其他人。

施 拉 根 霍 夫 指 出 ，这 些 蚊 子 在

15℃—35℃的温度下繁殖，可以在少量

积水中繁殖，比如阳台上植物下面盛水

的容器，这是成年白纹伊蚊繁殖的理想

场所。目前南欧拥有适宜白纹伊蚊繁

殖的所有条件。

目前哪里疫情最严重

欧洲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的数据

显示，截至 10 月 25 日，南欧报告了 105

例本地传播病例，其中意大利 66 例，法

国 36例，西班牙 3例。

意大利拥有欧洲最大的白纹伊蚊

种群，集中在伦巴第和拉齐奥地区。

法国迄今为止本地传播的病例数

低于 2022 年，但疫情现在已经蔓延到

奥弗涅—罗纳—阿尔卑斯和法兰西岛

地区，这些地区以前没有报告任何本地

传播病例。

法国国家公共卫生机构流行病学家

弗雷德里克·乔丹指出，由于50%—90%的

人没有症状，登革热的实际发病率可能高

于报告。通过挨家挨户调查，他们发现了

几个本地病例，并咨询了这些病人的全科

医生，但这些医生没有为病患开具正确的

生物检测处方，因此，卫生专业人员对登

革热的认知也亟待提高。

登革热会在欧洲流行吗

德国柏林罗伯特·科赫研究所传染

病流行病学家克里斯蒂娜·弗兰克指

出，欧洲的本地传播往往是散发性和季

节性的，在夏末秋初达到峰值，在冬季

减少。他认为欧洲大陆的情况不会很

快改变，登革热也不会成为一个持续一

整年的问题。

乔丹解释说，登革热要想在欧洲流

行，就必须在当地蚊种群中“站稳脚

跟”，这意味着受感染的雌蚊必须将病

毒传给它的卵，这样当卵孵化时，后代

就已经被感染了。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这并非不可能。但这种情况非常罕见，

通常发生在疫情规模更大的地区。

气候变化扮演什么角色

欧洲今年漫长而温暖的夏季为白

纹伊蚊在大城市地区繁衍生息提供了

温床。

弗兰克指出，这些蚊子也可以传播

基孔肯雅病毒和寨卡病毒。今年，这些

蚊子的活动时间更长，如果夏天更长，

它们就可以繁殖更多蚊子。

科学家目前已经在 20 个欧洲国家

发现了白纹伊蚊，预计未来几十年，这

种蚊子将在北欧和西欧繁衍生息，包括

比利时、荷兰、德国部分地区和英国最

南端地区。

法国蒙彼利埃发展研究所的医学

昆虫学家迪迪埃·丰特尼尔指出，由于

其基因多样性，白纹伊蚊是一种适应性

非常强的蚊子，但其在当地形成种群确

实需要几年时间。

登革热感染的全球
趋势是什么

登革热感染在全球范围内呈上升

趋势，截至 10 月 2 日，79 个国家报告的

病 例 超 过 420 万 。 美 洲 正 经 历 着 自

1980 年以来最高的发病率；乍得 8月报

告了该国首次疫情；登革热流行的孟加

拉国今年的病例是 2018年的近 7倍。

英国牛津大学的流行病学家莫里

茨·克雷默指出，这基本上是因为感染

人数更多，这些病毒输入到关联地区的

风险更高。

目前全球抗击登革热疫情的措施

包括引入感染沃尔巴克氏菌的蚊子，沃

尔巴克氏菌是一种防止登革热病毒传

播的细菌。科学家在印度尼西亚日惹

和哥伦比亚的 3 个城市对埃及伊蚊开

展的测试提供了有希望的结果，但因为

白纹伊蚊自然携带两种沃尔巴克氏菌，

所以疫情更具挑战性。

登 革 热 疫 情 在 欧 洲 蔓 延

技术刷新

脑机接口“解冻”渐冻症患者控制能力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开发

出一种治疗渐冻症的脑机接口，其能

在 3个月内保持 90%的准确率，且无需

重新训练或重新校准算法。

3D打印新策略革新“打铁”工艺
英国剑桥大学领导的一个小组开

发出一种三维（3D）打印金属的新方

法，可以在打印过程中将结构变化“编

程”到金属合金中，微调它们的性能，

而无需使用已延续了数千年的“加热

锻打”工艺。

成果聚焦

室温操纵量子光流体实现突破
俄罗斯科尔科沃科学技术研究院

物理学家团队在室温量子光流体（又

名极化凝聚体）的空间操纵和能量控

制方面取得了进展，标志着高速、全光

学极化逻辑器件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

碑。这种逻辑器件长期以来都是下一

代非常规计算的关键。

一周之“首”

超导体控制磁体自旋波首次实现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物理学家首

次证明，可使用超导体控制和操纵芯片

上的自旋波。最新研究不仅有助于更好

地理解磁体和超导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未来也有望用于研制高能效电子产品。

前沿探索

大规模太空爆炸创造生命所需元素
科 学 家 在 有 史 以 来 第 二 亮 的

伽 马 射 线 暴 中 观 察 到 稀 有 化 学 元

素的产生，为重元素的形成方式提

供 了 新 线 索 。 英 国 伯 明 翰 大 学 专

家 组 使 用 詹 姆 斯·韦 布 空 间 望 远

镜、费米伽马射线空间望远镜和尼

尔·格雷尔斯雨燕天文台等地面和

天基望远镜，观测了异常明亮的伽

马射线暴。

科技轶闻

人工智能可利用人类“化学直觉”
英国和瑞士科学家训练的一种最

新机器学习模型，能部分重现职业化

学家在工作中积累的集体知识，这类

知识通常被称为“化学直觉”。研究团

队认为，该研究或使今后的药物研发

更高效。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国 际 要 闻 回 顾
（10月 28日—11月 5日）

固态热晶体管通过电场控制热
运动。

图片来源：胡永杰实验室/加州大
学洛杉矶分校

图为今年 9月 30日凌晨 3点至 5点，在法国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
区的布尔邦开展夜间蚊虫控制行动。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