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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轶闻

科研机器人几分钟复现诺奖成果
一个由 GPT-4驱动的“AI化学实

验室”，被命名为“Coscientist”，由来自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和翡翠云实验室

的研究团队共同创建，可在 4 分钟就

复现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成果——钯催

化交叉偶联反应，且一次成功。

科技聚焦

新技术将太赫兹波放大3万多倍
韩国蔚山国立科技大学与美国

田纳西大学、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研

究团队合作开发出一种新技术，成功

优 化 了 专 门 用 于 6G 通 信 的 太 赫 兹

（THz）纳米谐振器，将太赫兹电磁波

放大 3 万倍以上。这一突破有望为

6G 通信频率的商业化带来变革。

前沿探索

全光开关处理器比传统芯片快千倍
由于电子开关的限制，传统的计

算机处理器几乎已经达到了“时钟速

度”的上限。美国能源部阿贡国家实

验室和普渡大学的研究人员最近发明

了一种新型的全光开关，这种开关用

光而不是电来控制数据在芯片上的处

理和存储方式。研究人员称，这意味

着理论上能以比传统计算机芯片快

1000倍的速度操作这些芯片。

AI展示类脑记忆形成过程
韩国基础科学研究所认知与社会

性中心研究人员发现，人工智能（AI）

模型的记忆处理与人脑海马体之间存

在惊人的相似性。这一新发现为记忆

巩固提供了新的视角。记忆巩固是

AI 系统中将短期记忆转变为长期记

忆的过程。

技术刷新

固态钠电池实现创纪录金属循环率
美国马里兰大学开发出一种固态

钠电池架构，其性能优于目前的钠离

子电池。通过使用钠金属作为负极以

获得更高的能量密度，该电池实现了

创纪录的室温下固态钠-金属循环

率。而且，电池使用更稳定的陶瓷电

解质，降低了易燃性风险。

分子“手提钻”利用振动撕裂癌细胞
某些分子受到光刺激会强烈振

动，美国莱斯大学科学家发现了利用

分子这一性能来摧毁癌细胞的新方

法。这一研究显示，该方法对实验室

培养的人类黑色素瘤细胞的有效性达

到 99%，并且半数的黑色素瘤模型实

验鼠经治疗后不再患癌症。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国 际 要 闻 回 顾
（12月 25日—12月 29日）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梦然）美国罗

切斯特大学研究人员报告了一种策略，

用于了解在具有完全化学复杂性的溶

剂中，分子如何失去量子相干性。这一

发现为定制量子相干性分子，以及通过

化学设计调节量子相干性打开了大

门。研究成果发表在新一期《美国国家

科学院院刊》上。

量子叠加的特性是新兴量子技术

的基础，有望改变计算、通信和传感等

多领域。但量子叠加面临着一个重大

挑战：量子退相干。在此过程中，量子

态的微妙叠加会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

用时被破坏。

科学家需要理解和控制量子退相

干，这需要设计出具有特定量子相干特

性的分子来实现。为此，科学家先要了

解“光谱密度”，这个量概括了环境中分

子移动速度以及与量子系统相互作用

的强度。

研究人员此次开发了一种新方法，

通过简单的共振拉曼实验，提取溶剂中

分子的光谱密度，从而捕获化学环境的

全部复杂性。现在，他们已可绘制退相

干路径，将分子结构与量子退相干联系

起来。

该团队使用这一方法首次展示了

胸腺嘧啶（DNA 的组成部分之一）中的

电子叠加是如何吸收紫外线的。他们

发现，分子中的一些振动主导了退相干

过程的初始步骤，而溶剂主导了后期阶

段。胸腺嘧啶的化学修饰可显著改变

退相干速率，胸腺嘧啶环附近的氢键相

互作用，则导致更快的退相干。

研究人员指出，分子结构决定物质

的化学和物理性质。这一原则指导着

医学、农业和能源应用分子的现代设

计。新研究为理解控制量子退相干的

化学原理开辟了道路，未来可利用这一

策略来开发具有强大相干特性的分子。

新策略揭示量子退相干复杂性
为 新 兴 量 子 技 术 奠 定 化 学 基 础

近日，美国化学会旗下 C&EN 杂

志公布了 2023 年最“炫”的分子榜单。

尽管这些分子很小，但其能量却很大，

有些甚至可能改写教科书。

由茂金属弯曲而成的环茂烯

日本冲绳科学技术研究所与德国

和俄罗斯的科学家携手，通过将 18 个

茂金属单元弯曲成一个纳米级的环，制

成了一种新型的超大夹层复合物环

烯。他们将金属锶、钐或铕等夹在环辛

四烯层之间，庞大的三异丙基甲硅烷取

代基迫使茂金属在堆叠时弯曲成环，制

成了这些环烯。

茂金属是一种有机金属化合物，以

其多功能性和特殊的“三明治”结构而

闻名。科学家对金属有机化合物化学

性质的开创性研究曾赢得 1973 年诺贝

尔化学奖。

这一成果今年 8 月刊发于《自然》

杂志。研究团队指出，这个环状“三明

治”化合物的诞生为进一步创新功能有

机金属材料打开了大门，这些材料可广

泛应用于医学和新能源领域。

打破八电子规则的碳烯

根据所谓的八电子规则，碳通常有

8 个价电子，但科学家制造出了一种新

化合物：结晶双氧化碳烯，其碳原子只

有 4个价电子。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 9

月 20日出版的《自然》杂志。

在这项研究中，美国加州大学圣迭

戈分校盖·伯特兰德团队创造出了一个

带有庞大取代基的碳烯，随后将其氧

化，接着移除了一个氧化物阴离子，留

下没有非键合电子的碳烯。碳烯现在

是化学中强有力的工具，在材料和医学

科学中也有广泛应用。

创建共价有机框架的索烃

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

奥尔玛·亚吉领导的团队，使用索烃这

种像围栏链条一样互锁的分子，制造出

了一种新型共价有机框架。其中每个

亚单位都是围绕铜离子缩合前体而形

成的三环多面体网络，移除铜模板离子

使多面体能够移动而不分离，从而使所

得材料柔软且富有弹性，可用于制造过

滤膜和柔性机器人等。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今年 1 月出

版的《自然·合成》杂志。

稳定的手性氧鎓离子

提起手性，碳通常会从人们的脑海

中浮现出来，但其他原子也可形成手性

中心。

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科罗拉多州

立大学联合研究团队 3 月在《自然》杂

志发表论文称，他们合成出了一种稳定

的氧鎓离子。其中 1个氧原子与另外 3

个原子相连，而且氧原子是唯一的手性

中心。实验证明，该化合物是目前所知

唯一一种构型稳定且氧原子作为唯一

手性中心的化合物，填补了氧原子立体

化学研究领域的空白，是分子手性领域

的一大基础性突破。

这些结果可拓宽科学家对氧鎓离子

的了解，为其未来在有机合成工作中的运

用开辟新途径。由于手性在催化、医学和

材料中的重要性，未来研究人员将继续探

索手性含氧原子化合物的性质。

安全键合的固态双铍化合物

铍是一种坚固且轻质的碱性稀土金

属，被广泛应用于从电信设备到电脑、手

机等诸多领域。它还与其他金属混合，被

制成合金，用于制造陀螺仪和电触点等。

科学家认为，如果能将两个铍原子

相互结合，得到的化合物会很有用。在

一项最新研究中，英国牛津大学化学家

首次实现了让两个铍原子在室温下安全

地键合在一起，创造出了双铍烯，这是首

个含有铍—铍键的固态化合物。相关研

究论文发表于6月出版的《科学》杂志。

研究团队指出，此前无法成功让两

个铍原子结合的原因之一在于其毒

性。但他们发现，遵循一定规则就能以

安全方式进行合成，而且数学模型显

示，所得化合物很稳定。

由电驱动的分子马达

现今大多数分子马达由化学燃料

或光驱动，但来自美国西北大学、加州

理工学院、缅因大学的联合研究团队历

时 4 年，设计并合成了一种基于索烃的

电动分子马达。在溶液中，索烃两个较

小环可沿较大的环进行电驱动单向旋

转运动，整个过程不产生废弃物。

研究团队指出，用电作为动力源可

以使分子马达更容易整合入其他技术

当中。相关论文发表于今年 1 月出版

的《自然》杂志。

研究人员表示，他们把分子纳米技

术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使用电子有效

驱动分子马达，就像宏观世界里的电动

马达一样。虽然这一化学领域还处于

起步阶段，但未来这些微型马达有望给

医学领域带来巨大变化。

个 头 小 能 量 大

2023 年最“炫”的六大分子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佳欣）大量蛋

白质对于治疗疾病至关重要，然而要将

其制成口服药，几十年来一直难以取得

突破。这些蛋白质的给药途径一般是

注射，对患者来说很不方便。据《自然·
化学生物学》杂志 28 日报道，瑞士洛桑

联邦理工学院科学家在药物开发方面

取得了一个重要里程碑，为一类新的口

服药物打开了大门，解决了制药业长期

存在的一大挑战。

研究人员表示，有许多疾病靶点已

经确定，但无法开发出具有稳定性的靶

向治疗药物。环肽是一种多功能分子，

以其高亲和力和特异性而闻名，擅长与

靶点蛋白表面结合。但开发环肽作为

口服药物十分困难，因为它们存在被胃

肠道迅速消化或吸收不良等问题，极大

地限制了其应用。

此次研究重点是环肽，目标是凝血

酶。凝血酶是关键的疾病靶标，在血液

凝固中发挥核心作用。为了产生能够

靶向凝血酶且足够稳定的环肽，研究人

员开发了一种两步合成策略，以合成大

量具有硫醚键的环肽，提高了这些环肽

在口服时的代谢稳定性。

新方法包括两个步骤，在同一个反应

容器中进行，被称为“两步一锅法”。第一

步是合成线性肽，然后经过化学过程形成

环状结构，即“环化”；第二步，环化的多肽

要经历酰化，这是一个将羧酸附着在其上

的过程，进一步使分子结构多样化。

使用该方法，研究人员生成了一个

包含 8448 个环肽的综合库，平均分子

质量约为 650 道尔顿（Da)，仅略高于建

议口服小分子的最大限制 500Da。

在大鼠身上测试时，口服肽药物生物

利用度高达18%，这意味着当口服环肽药

物时，18%的环肽药物成功地进入血液并

起到治疗作用。口服环肽通常的生物利

用度低于2%，18%意味着实质性进步。

研究团队将环肽变成了口服给药，

为治疗一系列疾病开辟了可能性。该方

法还可以改造成针对更广泛的蛋白质，

有望为医疗领域带来前所未有的突破。

靶向凝血酶的口服环肽药物问世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梦然）日本

大阪都立大学科学家设计了一种高

效、无创、无痛的方法，从尿液样本中

重新编程犬类干细胞，使这些毛茸茸

的人类伙伴离兽医再生治疗又近了一

步。研究成果发表在新一期《干细胞

报告》上。

诱导多能干细胞（iPSC）已广泛应

用于人类生殖医学研究。随着先进医疗

护理对狗和猫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人们

也期望能够为这些伴侣动物开发出iP-

SC新疗法。不幸的是，与人类相比，犬

类体细胞的重编程效率较低，限制了可

用于生成iPSC的犬类细胞类型。

iPSC 诱导通常涉及使用来自不

同物种的饲养细胞。然而，考虑到相

关风险，通常尽量减少异种成分，这意

味着需要在不使用饲养细胞的情况

下，提高对各种类型的犬细胞进行重

编程的效率。

大阪都立大学兽医研究团队确定

了 6 个重编程基因，与使用成纤维细

胞的传统方法相比，它们可将生成的

犬 iPSC 提高约 120 倍。iPSC 是采用

非侵入性、简单且无痛的方法从尿液

来源的细胞中产生的。

此外，研究人员成功地在没有饲养

细胞的情况下生成了犬类iPSC，这是之

前不可能实现的任务，是再生医学和兽

医遗传疾病研究领域的一大进步。

新方法高效无创产生犬诱导多能干细胞
有望为动物带来兽医再生治疗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佳欣）当有

人开始哭泣时，其他人常常会感到同

情和关心，但其背后的生物学原因不

仅仅是激发了同情心。据发表在美国

《公共科学图书馆·生物学》杂志上的

论文，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研究

人员发现，人类的眼泪含有一种可抑

制攻击性的物质。闻女性的眼泪可使

男性的攻击性降低 40%以上，并促使

大脑发生相应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

移，眼泪可能进化出具有保护哭泣的

婴儿免受伤害的作用。

大量研究表明，啮齿类动物的眼

泪中含有化学物质。例如，雌性小鼠

的眼泪可减少雄性之间的争斗；处于

下属地位的雄性鼹鼠会“以泪遮面”，

这样占主导地位的雄性鼹鼠就会减少

对它们的攻击。

为了弄清楚人类是否也有类似的

反应，研究小组首先将 25 名男性志愿

者暴露在“情绪化”的泪水或生理盐水

中。志愿者无法辨别他们闻的是什

么，因为这两种物质都是透明、无味

的。这些泪水来自 6 名女性志愿者，

她们独自观看悲伤的电影，并用瓶子

收集了眼泪。

这些男性参加了一种用于心理学

的电脑游戏，该游戏可通过不公平地扣

除玩家分数来引发攻击行为。但是，在

男人们闻到眼泪后，这种寻求报复的攻

击性行为在游戏中下降了43.7%。

这似乎与啮齿动物相同，但人类

的鼻子中没有一种名为犁鼻器的结

构。这种结构在人类物种的进化过程

中消失了，它可检测到无味的化学信

号。为了找出原因，研究人员将泪水

放在实验室培养皿中的 62 个嗅觉感

受器上，发现有 4 个感受器被泪水激

活，但生理盐水不能。这表明它们或

会对抑制攻击性的物质作出反应。

核磁共振扫描成像显示，当男性

在游戏中受到挑衅时，与攻击性有关

的前额叶皮质和前脑岛变得更加活

跃，但如果他们闻到眼泪，效果就不会

那么强烈了。

研究人员强调，哭泣的社会背景

非常复杂，减少攻击性可能只是眼泪

的众多潜在功能之一。

研究称女性眼泪可降低男性攻击性

纳米尺度的环烯圈。

手性氧原子

手性氧鎓离子。 首个固态双铍化合物。
图片来源：《科学》杂志

电动分子马达的设计与工作机理。
图片①②④来源：《自然》杂志

铍原子

科技日报北京12月 29日电 （记

者张佳欣）向人体运送药物的主要挑

战是能不断将药物准确送达病灶位

置，同时确保它们留在病灶发挥作

用。虽然运输药物已经取得进展，但

监测药物仍存在挑战。它往往需要像

活检这样的侵入性程序。据发表在

《ACS应用纳米材料》杂志上的一项研

究，美国纽约大学坦登工程学院团队

开发出能自我组装成纤维的蛋白质，

或可用于多种疾病的治疗。

这是一种氟化的生物材料，由天

然蛋白质组成，可包裹和输送多种治

疗疾病的药物。研究团队在其中引入

了非天然氨基酸——三氟亮氨酸。由

于氟在人体内很稀有，当人体接受

19FMRI（利用氟-19 核磁共振技术进

行成像）扫描时，生物材料可发光。医

生据此可确保药物留在治疗区域。

研究人员表示，作为一种治疗药

物，这种蛋白质不仅可治疗癌症或关

节疾病，而且它可被人体分解，不会产

生任何不良影响。它消除了对侵入性

手术或活组织检查的需要，监测过程

也相对容易。研究团队已经在小鼠模

型上对研究结果做了验证，并计划在

患有特定疾病的小鼠身上进行实验，

以证明这种蛋白质治疗疾病的能力。

在发表于《生物大分子》上的另一

篇论文中，该实验室通过计算设计创

造出可形成水凝胶的蛋白质，将其凝

胶化的上限温度提高到 33.6℃。这种

水凝胶能保持凝胶状态而不溶解，温

度也能保持稳定。

由于这种稳定性，该蛋白质可用

于局部治疗，包括愈合伤口。除了提

高耐热性，这种新的蛋白质凝胶化速

度比以前的版本快得多，因此在医疗

应用方面效率更高。

研究人员认为，新计算机模型能

制造出稳定的凝胶，以极高的成功率

生成序列并创造出具有新特性的蛋白

质。这将加快制造速度，彻底改变制

造生物材料的方式。

蛋白质，这种组成人体细胞、组织

的重要成分，如今也成为治疗疾病、帮

助愈合的利器。由天然蛋白质组成的

氟化材料，包裹着药物进入人体后，可

在磁共振技术下成像，不用进行有创

检查，医生就能确定药物位置；研究人

员设计出的另一种蛋白质，能发出荧

光，可视化变得更加容易……在计算

机模型的帮助下，研究人员可以高效

生成各种神奇的蛋白质，它们具备可

供人类利用的特殊功能，从而制造出

各种医疗用高性能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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