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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连线创新连线··俄罗斯俄罗斯

科技日报北京 3月 25日电 （记

者张梦然）美国能源部太平洋西北国

家实验室团队在一种新的电池设计

中，创新性地将水处理设施中使用的

一种常见化学品用于大规模储能。这

一设计为造出安全、经济的水基液流

电池开辟了新途径，同时该电池由储

备丰富的材料制成，为将风能和太阳

能等间歇性能源纳入国家电网提供了

可能。研究成果发表在最新的《自然·
通讯》上。

此次实验室规模的新铁基电池，

在连续 1000 次充电循环中表现出显

著的循环稳定性，同时保持其最大容

量的 98.7%。相比之下，先前类似铁

基电池在更少的充电周期内，充电容

量会下降两个数量级。

铁基液流电池将能量储存在一种

独特的液体化学物质中，称为含氮三

膦酸酯、次氮基三甲基膦酸（NTM-

PA）。该物质能将带电铁与中性 pH

值的磷酸盐基液体电解质或能量载体

相结合。至关重要的是，该物质在工

业上可大量获得，因为它通常被水处

理厂用于抑制腐蚀。

液 流 电 池 由 两 个 腔 室 组 成 ，每

个腔室都充满不同的液体。电池通

过电化学反应充电，并以化学键的

形式储存能量。当连接到外部电路

时，它们会释放能量，从而为电气设

备供电。

液流电池可作为电网的备用发电

机，是可再生能源储能脱碳战略的关

键支柱之一。它们的优点是能以任何

规模建造，从实验室工作台规模到城

市街区的大小均可。

研究团队的初始设计能量密度可

以达到 9 瓦时/升，相比之下，商业化

的钒基系统的能量密度为 25 瓦时/

升。但用地球上储量丰富的材料构建

的新系统，可轻松进行扩展以提供相

同的能量输出。

1980 年代，铁基液流电池就进入

了研发视野，其有望满足新型电力系

统的所有储能需求。然而电池充放之

间，电极和电解液经受的物理化学挑

战在当时无法解决。因此，全钒液流

电池替代了铁基液流电池的主角地

位。然而随着新配料的加入，成本低、

材料易得的铁基液流方案重新获得研

发者的青睐。新型电池在保留低成本

优势的同时，提高了性能与稳定性。

配备这种可靠的大容量电池，或许未

来我们会见到很多住户在屋顶安装光

伏板甚至风车来发电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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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薛严）当地时

间 3 月 18 日至 21 日，在美国圣何塞举

行 的 英 伟 达 年 度 开 发 者 会 议“GTC

2024”上，韩国半导体企业全面展示了

第五代 HBM（高带宽存储器）产品，瞄

准人工智能（AI）半导体用内存市场展

开激烈竞争。

英伟达在“GTC 2024”中推出新一

代AI半导体产品“Blackwell”，性能较现

有产品大幅提升，使其在AI半导体领域

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由于SK

海力士目前独家向英伟达供应 HBM3

产品，在 HBM 产品竞争中处于主动地

位。此次 SK 海力士在“GTC 2024”开

幕之际即宣布正式量产 HBM3E（即第

五代HBM）相关产品并最先向英伟达供

应，以达到先声夺人的效果。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会议

期间前往三星电子展位，在其展出的

HBM3E产品上留下签名，并表示“目前

正在测试三星电子的 HBM 产品，期待

很高”，三星电子股价短时间内大幅提

升。三星电子于2023年12月新设存储

器产品企划室，重点负责包括 HBM 产

品在内的相关技术动向分析和产品市

场化、技术支援等，为拓展AI半导体用

内存市场作长远打算。

在韩国主要半导体企业身后紧紧

追赶的是美国存储器企业美光。美光

于 3 月 20 日公布 2023 年 12 月至 2024

年2月公司业绩，显示其产品正式进入

英伟达供应链。其24GB 8H HBM3E

产品将供货给英伟达，并将应用于英

伟达H200 Tensor Core GPU。

韩企加速抢占高带宽存储器市场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叶利亚科

夫太平洋生物有机化学研究所科学家

从海百合中分离出具有抗炎、抗病毒

和抗肿瘤特性的化合物。

海百合是一种棘皮动物门海洋无

脊椎动物。研究人员称，从海百合中

分离出 3 种新的二聚化合物，它们表

现出抗氧化和抗菌活性，还可在鱼藤

酮神经毒素的作用下提高神经细胞的

存活性。这种有机体中的醌类化合物

拥有潜在的有益特性，如抗炎、抗病毒

和抗肿瘤特性。

研究还发现，分离出的化合物可抑

制革兰氏阳性菌和类酵母菌的生长，还

可阻止这些微生物的生物膜形成，因此

可认为它们是很强的抗菌物质。

海百合中分离出抗肿瘤物质

科技日报北京3月 25日电 （记者

张佳欣）来自德国弗劳恩霍夫应用光学

与精密工程研究所和美国新墨西哥大

学的一个研究团队首次通过激光制冷

方式，成功地将石英玻璃从室温冷却了

67 开尔文。最新一期《光学快报》杂志

上报道了这项研究成果。

人们通常将激光与材料加热联系

在一起，如切割、钻孔、焊接，在金属或

石制物体上进行精确加工。但在特定

情况下，也可以通过激光辐射来冷却材

料，如气体的多普勒冷却。然而，激光

辐射也能使固体冷却。

通过所谓的反斯托克斯荧光冷却，

这种冷热相悖的效应成为可能。在该

过程中，通过激光辐射激发一种特殊的

高纯度材料，由于激光和材料发出的辐

射（即荧光）之间存在能量差异，激光会

以热的形式从材料中吸取能量，于是材

料被冷却。

多年来，激光冷却石英玻璃被认

为是不可能的。但在 2019 年，该研究

团队首次证明了掺镱（Yb）石英玻璃

可以通过激光冷却。当时，只能从室

温冷却 0.7 开尔文。为了超越先前的

冷却限值，他们优化了掺杂材料的制

备工艺。

结果，研究团队实现了一种新的破

纪录的冷却：通过功率为 97 瓦、波长为

1032纳米的激光辐射掺镱石英棒，使温

度从室温降低了 67开尔文。

这一新进展有助于未来开发出极

稳定的激光器和低噪声放大器，用于精

密测量或量子实验。此外，优化工艺还

可以推进无振动冷却，借助低温显微镜

和伽马能谱，在材料分析和医疗诊断中

发挥作用。

这 种 材 料 在 纤 维 中 也 有 潜 在 用

途。未来，新工艺可用于开发高性能光

纤激光器，克服热不稳定性的缺点。

研究人员指出，新工艺代表着激光

制冷方面的重大进步，但他们创造的冷

却纪录并不代表固体激光制冷可能达

到的最大值。

石英玻璃激光冷却幅度创纪录

去年底，在圣迭戈举行的美国血液

学学会年会上，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

大学的法比安·缪勒博士报告了一组最

新研究数据：15名自身免疫疾病患者在

接受 CAR-T 细胞疗法后重获新生，其

中第一批接受治疗的患者已保持了两

年多的无病状态。

英国《自然》杂志网站在近日的报

道中指出，历经几十年尝试，这一结果

让人们燃起了彻底治愈糖尿病、狼疮

及多发性硬化症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

希望。

CAR-T疗法效果显著

50 多年来，研究人员一直试图“驯

服”引发糖尿病、狼疮和多发性硬化症

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细胞。目前大多

数已获批疗法是通过抑制人体整个免

疫反应来发挥作用，这通常能缓解症

状，但会使患者面临更高的感染和患癌

风险。因此，科学家们各出奇招，试图

治愈这些疾病，还人们健康的生活。

缪勒等人所用的 CAR-T 疗法就

是其中的“排头兵”。

CAR-T 疗法利用名为 T 细胞的

免疫细胞。研究人员先将 T 细胞从患

者体内取出，对其进行基因工程改造，

使其产生嵌合抗原受体（CAR），得到

的 CAR-T 细胞随后被重新导入患者

体内。

早在 2021 年，缪勒团队就开始用

该方法治疗一名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

的 20 岁女性患者，她的病情很快得到

缓解且没有明显副作用。这是全球首

个 CAR-T 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

的试验。

在上述研究中，团队对取自患者的

T 细胞进行体外改造，使其带上能识别

“叛变”B细胞上 CD19蛋白的抗体。结

果显示，CAR-T 细胞“上岗”44 天后，

该患者体内抗体消失了，病情也得到了

缓解，而且没有发生明显副作用。

随后，缪勒等人再接再厉，让 15 名

自身免疫疾病患者（8 名系统性红斑狼

疮患者、4 名系统性硬化症患者和 3 名

特发性炎性肌病患者）的症状都得到了

显著改善，甚至完全消失。

CAR-T 细胞疗法先驱卡尔·朱恩

教授曾在《细胞》杂志上发表评论文章

指出，尽管 CAR-T 细胞疗法治疗红斑

狼疮还需要更大规模研究和更长期随

访来证实，但这一疗法的确极具潜力。

无独有偶，德国马格德堡大学科学

家也使用 CD19靶向的 CAR-T细胞疗

法成功治疗了重症肌无力。

B细胞清除更加精确

《自然》在报道中指出，CAR-T 疗

法会靶向并杀死所有 B 细胞，但大多数

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罪魁祸首”只有一

小部分 B 细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皮

肤科医生艾米·佩恩想找出一种只靶向

这些“害群之马”的方法。

佩恩研究了一种罕见的皮肤病黏

膜寻常型天疱疮。这种疾病由免疫系

统错误地将人体自身的桥粒芯蛋白 3

解释为“外来的”并产生抗体对其发动

攻击而引起。目前治疗天疱疮的标准

疗法是单克隆抗体，其作用是破坏 B 细

胞。随着 B 细胞消失，靶向桥粒芯蛋白

3 的抗体消失，患者病情缓解，但这一

疗法目前效率低下。

佩恩希望能对传统 CAR-T 细胞

免疫疗法进行改进，选择性地将导致自

身免疫性疾病的 B 细胞杀死，同时不会

对其余免疫系统造成伤害。为此，佩恩

团队设计出一种人工受体，其能指导病

人的 T 细胞只消灭有害的含有桥粒芯

蛋白 3 的 B 细胞。这种人工受体称为

嵌合自身抗体受体（CAAR），该疗法也

被命名为 CAAR-T疗法。

研究团队指出，与传统 CAR-T 技

术相比，CAAR-T 技术更不容易脱靶，

能有效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且避免脱

靶带来副作用。目前，团队正在天疱疮

和重症肌无力患者身上测试这一疗法。

佩恩认为，免疫学领域的“网红”是

T 细胞，而 B 细胞就像隐藏在 T 细胞光

环下的“可怜虫”，但也许 B 细胞才是

“主角”。

“反向疫苗”方兴未艾

据美国趣味科学网站去年 9 月 25

日报道，芝加哥大学组织工程教授杰弗

里·哈贝尔等人研制出一种新型疫苗，

它不是激活免疫系统，而是选择性地抑

制它。

研究人员将该疫苗用于罹患类似

于多发性硬化症的小鼠。结果显示，疫

苗逆转了小鼠的症状并恢复了神经细

胞的功能。

哈贝尔参与创立的 Anokion 公司

已启动临床试验，以测试这种反向疫苗

是否可帮助多发性硬化症和乳糜泻患

者。该公司已完成针对多发性硬化症

患者的Ⅰ期试验，目前正招募Ⅱ期试验

参与者，以评估其疗效。

斯坦福大学神经免疫学家劳伦斯·
斯坦曼也在研发一种新的多发性硬化

症“反向”DNA 疫苗，将靶向大脑内一

种模仿爱泼斯坦-巴尔病毒一部分的

蛋白质，其或是多发性硬化症的诱因。

此外，2021年，BioNTech和德国约翰内

斯·古腾堡大学科学家报告称，他们开

发的一种耐受性信使核糖核酸疫苗，能

抑制小鼠身上的多发性硬化症症状。

自 身 免 疫 性 疾 病 治 愈 曙 光 初 现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据英国

《新科学家》网站 3月 21日报道，美国麻

省总医院外科医生首次成功将一个转

基因猪肾移植到一名活人体内。患者

目前恢复状况良好，预计很快就会出

院。最新研究标志着异种移植（将动物

器官移植给人类）领域的一个重要里程

碑，有望为全世界数百万肾衰竭患者带

来新希望。

此次猪肾移植手术的接受者理查

德·斯莱曼罹患Ⅱ型糖尿病、高血压和

肾病。2018 年 12 月，他移植了一位人

类捐赠者提供的一个肾脏。但 5 年后，

该器官出现了衰竭迹象。从去年 5 月

开始，他开始透析并出现了并发症，需

要每两周去一次医院，生活质量受到了

严重影响。美国有超 10 万人在等待器

官移植，其中大部分是肾病患者，而且

每天有 17 人死亡。由于缺乏其他治疗

选择，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基于“同

情使用”原则，批准了对斯莱曼进行实

验性移植手术。

研究负责人塔索·卡瓦及其同事在

3 月 16 日进行了这项手术。手术持续

了 4 个小时，术后不久肾脏开始产生尿

液和废物肌酐。斯莱曼可以停止透析，

进一步表明肾脏功能正常。研究团队

相信猪肾至少可以工作两年。

移 植 的 转 基 因 猪 肾 由 制 药 公 司

eGenesis 提供。该公司培育的转基因

猪携带某些人类基因，但去掉了一组

对人类有害的猪基因。此外，斯莱曼

还服用了一些免疫抑制药物，以进一

步降低排斥发生的风险。到目前为

止，没有出现排斥现象。斯莱曼目前

已经可以自行走路，医生希望他能尽

快出院。

严格说来，这并非科学家首次将

猪肾移植到人体内，这类移植手术在

过去已进行了 5 次，但都是在被宣布

脑死亡并接受生命支持系统的人身上

进行。最近一次发生在 2023 年 7 月，

由纽约大学医生实施。此外，也有两

名男子接受了猪心移植手术，但不幸

的是，其中一名男子在接受移植两个

月后因猪病毒并发症去世。因此，研

究团队此次对肾源猪的巨细胞病毒进

行了基因灭活。

转 基 因 猪 肾 首 次 成 功 移 植 到 人 体
为 肾 衰 竭 患 者 带 来 新 希 望

科技日报北京3月 25日电 （记者

张梦然）一项新研究发现，与正常饮食

的大鼠相比，过多食用复炸油的大鼠及

其后代的神经变性程度更高。

研究还表明，神经变性的加剧与油

脂对肝脏、肠道和大脑之间双向通讯网

络的影响有关。肝—肠—脑轴在调节各

种生理功能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失调与神经系统疾病有关。美国伊利

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研究人员在3月23

日至 26 日举行的美国生物化学和分子

生物学学会年会上介绍了该成果。

油炸是将食物完全浸入热油中，是

世界各地常见的食物制备方法。为了

探索重复使用煎炸油带来的长期影响，

研究人员将雌性大鼠分为 5 组，每组分

别只接受标准食物、每天添加 0.1 毫升

未加热芝麻油/未加热葵花籽油/再加

热芝麻油/再加热葵花籽油的标准食

物，时间达 30 天。再加热油旨在模拟

重复使用的煎炸油。

与其他组相比，食用再加热芝麻油

或葵花籽油的大鼠肝脏氧化应激和炎

症增加。这些大鼠的结肠也表现出严

重损伤，导致内毒素和脂多糖（某些细

菌释放的毒素）发生变化。结果，肝脏

脂 质 代 谢 显 著 改 变 ，大 脑 中 重 要 的

omega-3 脂肪酸 DHA 的运输减少。这

反过来又导致了神经退行性改变，这在

食用再加热油的大鼠及其后代大脑组

织中可观察到。

使用味精诱导后代神经毒性的其

他研究表明，食用再加热油的后代比不

接受油或接受未加热油的对照组更容

易出现神经元损伤。

研究人员表示，补充 omega-3脂肪

酸、姜黄素和谷维素等营养保健品可能有

助于减少肝脏炎症和神经退行性改变。

他们补充说，需要对人类进行临床研究来

评估食用油炸食品的不利影响，特别是那

些用反复使用的油制成的食品。

下一步，研究人员希望研究复炸油

对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等神经退

行性疾病以及焦虑、抑郁和神经炎症的

影响。他们还想进一步探索肠道微生

物群与大脑之间的关系，以确定预防或

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和神经炎症的潜

在新方法。

破 坏 肝 — 肠 — 脑 之 间 通 讯 网 络 ——

长期食用复炸油会导致神经退变

抗原呈递细胞（右）有时可以训练T细胞（左）不发动
攻击。

图片来源：科学图片数据库

多发性硬化症是一种免疫系统攻击神经细胞的疾病。抗体（橙
色）与神经细胞（蓝色）结合，将免疫细胞召唤到该位点。

图片来源：美国趣味科学网站

俄罗斯谢切诺夫大学研发出了用

于中风后恢复运动机能的手套。虽然

目前已有类似设备，但俄罗斯的产品

具有许多优点。

研发人员解释说，中风和其他神

经系统疾病以及受伤可能导致手指

和手掌的活动能力减弱和受损。他

们开发的设备是一种手套，有 5 个硅

酮致动器，位于患者的手指上方，在

压缩空气的作用下会改变形状，帮助

弯曲手指。这种设备能帮助用户通

过多次重复一组指定的动作来产生

肌肉记忆。

俄研究人员称，国外同类产品是

由硬质材料制成，而新手套使用的是

柔软的聚合物。即使手套掉在膝盖

上，也不会引起疼痛或不适。

（本栏目稿件来源：俄罗斯卫星通
讯社 编辑整理：本报驻俄罗斯记者董
映璧）

新型手套可助中风后恢复运动机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