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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实验室走进实验室
◎本报记者 张佳欣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9日电 （记者

刘霞）美国科学家最新研制出全球首个

无阳极钠固态电池。这一成果有助开

发出廉价且能快速充电的大容量电池，

以用于电动汽车和电网。相关研究论

文发表于最新一期《自然·能源》杂志。

锂基电池已成为电动汽车和移动

设备的标配，但其性能受到多方面因素

制约。首先，锂在地壳中的储量有限。

另外，锂离子电池需求激增，导致锂的

价格不断攀升。而钠在地壳中的储量

约为锂的 1000 倍，同时也是一种更环

保的电池材料。

传统电池结构包括一个阴极和一

个阳极。在充电过程中，阳极储存离

子。在放电过程中，离子从阳极通过电

解质流到集电器（阴极），为设备和汽车

供电。而在无阳极电池中，离子直接在

集电器表面通过碱金属的电化学沉积

来存储。这种方法不仅提高了电池的

电压和能量密度，还降低了成本，但也

会带来新挑战。

论文第一作者、美国加州大学圣

迭戈分校格雷森·戴伊谢尔解释称，在

无阳极电池中，电解质和集电器之间

需要保持良好的接触。使用液体电解

质容易做到这一点，因为液体能四处

流动，而固体电解质无法做到。但液

体电解质在消耗活性材料的同时，会

产生固体电解质界面堆积物，导致电

池性能降低。

为解决这一问题，研究团队另辟

蹊径，开发出一种新型钠电池架构：他

们采用了具有类似液体流动性的固体

铝粉来构建集电器。在电池组装过程

中，铝粉在高压下变得致密，形成固体

集电器，同时与电解质保持类似液体

的接触，实现了低成本、高效率的充放

电循环。

研究团队认为，新研制出来的钠电

池结构稳定，可循环数百次。去除阳极

并用钠代替锂，使新型电池的生产过程

变得更加经济环保。创新性的固态设

计也提高了电池的安全性。

无 阳 极 钠 固 态 电 池 面 世

在 英 国 剑 桥 生 物 医 学 园 区 ，有

一 座 占 地 约 27000 平 方 米 的 巨 大 建

筑 。 从 空 中 鸟 瞰 ，该 建 筑 的 结 构 就

像 是 一 对 染 色 体 ，两 个 长 长 的 实 验

室区域由一个宽敞的中庭连接。这

里便是著名的英国分子生物学实验

室（LMB）。

LMB 作 为 英 国 政 府 医 学 研 究 委

员 会 旗 下 的 一 个 重 要 研 究 机 构 ，自

1947 年成立以来，一直在全球分子生

物学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不仅

是 DNA 模型的诞生地，也是 12 个诺

贝尔奖项的孵化器，被誉为“诺贝尔

奖工厂”。

LMB 脱 胎 于 著 名 的 物 理 研 究 机

构 —— 英 国 剑 桥 卡 文 迪 许 实 验 室 。

1947 年，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设立了

“生物系统的分子结构单元”。1962

年扩大为“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实

验室集聚了一批著名生物学家，成为

一 个 大 型 研 究 所 ，有 66 个 课 题 组 ，

200 多名研究人员。从那时起，该实

验室就成为新想法、新发现和新发明

的源泉，并作为领先国际研究中心而

享誉世界。

见证分子生物学的重要时刻

LMB 见证了 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

分子生物学革命的辉煌时刻。

1953 年 ，詹 姆 斯·沃 森 和 弗 朗 西

斯·克里克正是在衍生出 LMB 的卡文

迪许实验室，首次提出了 DNA 双螺旋

结构模型。这一发现被认为是现代分

子生物学的开端，奠定了 DNA 的遗传

信息传递机制的基础。

约翰·肯德鲁和马克斯·佩鲁茨等

科学家则利用 X 射线衍射技术，成功解

析了血红蛋白和肌红蛋白等蛋白质的

分子结构，为蛋白质科学的发展作出了

重要贡献。

20 世纪 60 年代，亚伦·克鲁格研究

小组就利用电子显微镜阐明了病毒的结

构。如今，冷冻电镜技术已成为实验室

的重要工具之一。70 年代，弗雷德里

克·桑格及其团队开发了重组 DNA 技

术，为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力

的工具。

近年来，LMB 的科研实力持续增

强，多位科学家在冷冻电镜、化学反应

计算机模型、核糖体结构研究等领域获

得了诺贝尔奖。

造就宽松包容的科研环境

英国《自然》杂志介绍称，除了杰出

的人才库和稳定而充足的资金来源，其

独特的管理模式、着眼于未来的评估策

略，及其具有自适应性的科研生态系统

也是实验室的成功密钥。

LMB 的管理策略优先考虑三个要

素——文化、激励和管理监督。LMB

独特的实验室文化鼓励科学多样性的

蓬勃发展，促进知识与思想的自由交

流，强调跨学科合作的宝贵价值。同

时，其激励机制将实验室的核心理念与

员工的个人目标紧密相连，提高了员工

忠诚度。面对科学家与技术人员在沟

通与合作中可能存在的障碍，LMB 引

入了管理监督系统，旨在优化两者之间

的关系，确保科学与技术的顺畅对接与

循环发展。

在 科 研 项 目 评 估 与 管 理 方 面 ，

LMB 摒弃了传统上仅关注研究人员论

文发表成果等单一评估方式，将目光投

向未来可能会产生的潜力与影响。这

样的策略造就了一种宽松包容的环境，

为更多年轻研究者提供了机会，也提升

了他们对科学生涯的信赖感。

LMB 如同一个生机勃勃的生态系

统般运作着，各个组成部分在相互作

用中展现出惊人的适应性与创造力。

例如，通过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协作努

力，以及软件和先进冷却技术的整合，

LMB 开发了用于生物科学的冷冻电

镜技术。

强化基础研究的转化能力

随着基础生物科学研究的不断深

入，科学问题日益复杂化，对实验设备

与技术的要求也随之水涨船高，变得既

复杂又昂贵。与此同时，基础生命科学

也面临资金压力和临床转化压力。例

如，过去十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校

外资金更多地用于转化和应用研究，而

不是用于基础科学。

为了应对这一现象，像LMB这样的

实验室正积极探索与临床学术科学界及

私营部门的深度合作，借助制药行业在人

工智能、计算机模拟等领域的优势，强化

基础研究的转化能力，同时保持研究实验

室的核心竞争力与科研纯粹性。LMB与

生物制药公司阿斯利康的蓝天合作计划

就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一步。

此外，基础科学实验室招揽和留

住 优 秀 人 才 变 得 越 来 越 困 难 ，采 用

LMB 类似的管理策略将有助于应对

这一难题。

着眼未来，打造自适应的科研生态
—— 英 国 分 子 生 物 学 实 验 室 管 理 之 道

英国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大楼。 图片来源：英国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官网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佳欣）癌症

治疗中，临床医生不知道何时、何地以

及哪种耐药性可能会出现，这让他们

落后于狡猾的癌细胞一步。现在，美

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领导的研究团

队找到了一种方法，通过重新编程癌

症演变过程，让肿瘤更容易被治疗。

研究论文发表在近期出版的《自然·生

物技术》杂志上。

该团队创建了一种模块化基因回

路，或称双开关选择基因驱动，用于将

非小细胞肺癌 EGFR 基因突变引入，这

种突变是重要的治疗靶标。

该回路配备两个基因开关。“开关

1”的作用类似于选择基因，使研究人

员能够像电灯开关一样打开或关闭耐

药性。打开第一个开关后，经过基因

改造的细胞会暂时对特定药物产生耐

药性。当用药物治疗时，原本对药物

敏感的癌细胞会被有效清除，同时，经

过基因改造的耐药细胞以及少量天然

存在的耐药癌细胞则得以存活。改造

后的细胞最终会生长并抑制天然耐药

癌细胞的扩增，防止它们产生新的耐

药性。

“开关 2”则像一个内置的“特洛

伊木马”。它包含一种自杀基因，使

改造过的细胞产生并释放一种毒素，

这种毒素不仅能杀死改造细胞自身，

还能扩散并杀死周围未改造的耐药

癌细胞。

研究团队首先模拟了肿瘤细胞群，

并运用数学模型对相关概念进行了验

证。随后，他们分别克隆了各个开关基

因，将这些基因分别封装进病毒载体

中，在人类癌细胞中进行单独功能测

试。接着，研究团队将两个开关基因连

接构建成一个回路，并进行了再次测

试。体外实验证明该回路的有效性后，

研究团队在小鼠模型上重复了相同的

实验步骤，成功验证了该回路能够对抗

多种药物耐药性。

新型基因回路有望改变癌细胞耐药性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9日电 （记者

张梦然）能用技术手段改善人们的“口

腹之欲”吗？《自然·通讯》9 日发表的一

篇论文称，一种可切换风味的支架，能

够在烹饪温度下释放出肉香，并能改进

实验室培养肉的口味。研究团队认为

这一成果有助于培养肉更好地模拟传

统肉的味道。

当前“人造肉”大致分为两种：一种

是提取动物干细胞后，在实验室用多种

营养物质“喂养”干细胞，形成培养肉；

另一种是利用现代食品加工技术，通过

模仿肉类口感，把豌豆蛋白、大豆蛋白

等植物蛋白制成素肉制品。

其中，实验室培养肉作为一种新食

品类型正在兴起。它能以可持续的方

式提供动物蛋白，但遗憾的是，人们对

它的味道一直不太满意。

过 往 研 究 使 用 多 种 类 型 的 支 架

和 三 维 材 料 来 开 发 培 养 肉 ，使 之 与

传 统 产 品（包 括 肉 排 和 肉 丸）的 形

状 、结 构 特 性 相 近 。 但 在 肉 类 培 养

策略中，风味常被忽视。鉴于此，韩

国 延 世 大 学 研 究 团 队 设 计 了一种温

度响应支架，将可切换的风味化合物

融入明胶基的水凝胶中。这一支架

在细胞培养期间保持稳定，但在达到

烹饪温度（高于 150℃）后会释放出肉

类风味的化合物，从而复制了烹饪传

统肉类的关键化学反应。根据化学

分析，这种肉表现出的风味模式类似

于烤牛肉。

一种新支架成功“切换”培养肉风味

使用风味
可切换支架培
养的肉类。

图 片 来
源：韩国延世
大学

科技日报北京7月9日电（记者张
梦然）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团队设计并

生产了一种受折纸启发的创新结构。该

结构可在组织周围折叠，允许将传感器

精确插入预定义位置，以检测记录细胞

活动和细胞之间的交流。研究成果发表

在最新一期《先进科学》杂志上。

使用 3D 生物打印技术的生物组

织模型已经很普遍。但现有方法有一

个明显缺点：组织不能在传感器上进

行生物打印，因为在打印过程中，打印

头会破坏传感器，而传感器非常重要，

可以提供有关组织内部细胞的信息。

折纸方法是科学与艺术的“完美

配合”。研究团队此次使用计算机辅

助设计软件，开发了一种针对特定组

织模型定制的多传感结构，灵感即来

自折纸。该结构包含各种传感器，用

于监测组织内精确选择位置的细胞的

电活动或电阻。计算机模型用于制造

物理结构，然后将其折叠在生物打印

组织周围，以便将每个传感器都能插

入组织内的预定义位置。

新方法的有效性，在 3D生物打印

的脑组织上得到了证明：插入的传感

器成功记录了神经元电活动。团队成

员强调，该系统既是模块化的，又是多

功能的。它可将任何数量和任何类型

的传感器，放置在任何类型的 3D生物

打印组织模型中的任何选定位置，或

者放在实验室中人工生长的组织中，

例如大脑类器官。

团队展示了该平台的另一个优

势：在生物打印脑组织的实验中，他们

添加了一个模拟天然血脑屏障（BBB）

的层。在人脑中，这原本是一个保护大

脑免受血液中不良物质进入的细胞层，

但这个层也会阻止用于脑部疾病的药

物。而此次研究中添加的层，由人类

BBB细胞组成，通过测量其电阻，团队

证明它对各种药物具有渗透性。

折纸，如此普通，又如此具有吸引

力。科研人员从折纸中获得灵感，研发

出灵活的机器人，研发出结构特殊的材

料。此次，折纸再次“立功”，研究团队

设计了一种针对特定组织模型定制的

多传感结构。它折叠在生物打印组织

周围，每个传感器，都能巧妙插入组织

内预定义位置，解决“组织无法在传感

器上进行生物打印”的难题。在试验

中，传感器成功记录下神经元的活动。

这种创新结构可以帮助科研人员更好

研究细胞活动和细胞之间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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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首尔7月 9日电 （记者

薛严）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 6 月

底宣布，2025 年国家研发项目预算分

配和调整案在第九次国家科学技术

咨询会议上获得通过，预算总额为

24.8 万亿韩元，比 2024 年的 21.9 万亿

韩元增加了 13.2%。如果加上韩国企

划财政部编制的一般研发预算等项

目，韩国 2025 年研发预算总规模将接

近 30万亿韩元。

预算分配上，韩国政府将重点放

在包括人工智能半导体、尖端生物、量

子技术在内的三大领域，共投入 3.4万

亿韩元。人工智能半导体领域将投入

1.2万亿韩元，主要对新一代通用人工

智能、人工智能安全技术等进行集中

投资，以期克服目前全球大型科技公

司主导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给韩国相关

产业发展带来的困难。

尖端生物领域将投入 2.1 万亿韩

元，重点加大数字生物培育和生物制

造核心技术上的投资力度。量子技术

领域将投入 1700 亿韩元，由于韩国在

该领域远落后于技术领先国家，相关

投入将主要服务于国际技术合作。

由于韩国 2024 年基础研究领域

预算相较 2023 年被大幅削减，受到科

研界和社会普遍质疑，此次 2025 年该

领域预算得到恢复和提升，达到 2.94

万亿韩元。

韩通过2025年国家研发项目预算案

科技日报北京7月 9日电 （记者

张梦然）据新一期《自然》发表的研究

显示，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的一幅

洞穴画被确定可追溯到至少 51200 年

前，这是目前报告的最早的叙事洞穴

画。这一年代数据是用一种比标准洞

穴画测年法更新的技术估算的。

史前洞穴画是理解早期人类文

化的重要途径，但对这些画作进行

准确可靠的测年却并不容易。一项

广泛使用的测年技术是基于溶液的

铀系断代法。不过，这种方法会因

为复杂的岩石生长史，而低估画作

的真实年龄。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团队利用

名为激光剥蚀铀系成像（LA-U 系）的

替代方法，评估了苏拉威西岛南部的

马罗斯-庞格普地区的一些最古老的

洞穴画。这种方法利用激光与质谱耦

合来分析碳酸钙样本的微小细节，从

而计算出更准确的年龄。

团队首先分析了一幅狩猎场景

画，之前的测年为至少 43900 年前，利

用 LA-U 系法，他们发现该画比之前

认为的早了至少 4000年。

团队随后将这种方法应用到另一

幅之前未测年的具象画样本上，这幅

画描绘了三个类人形象与一头猪的互

动 。 结 果 显 示 这 幅 画 至 少 完 成 于

51200 年前，这使其成为目前报告的

已知最早的具象洞穴画和最古老的叙

事场景。

研究结果显示了早期人类文化使

用具象描绘的悠久历史。

最 早 叙 事 洞 穴 画 距 今 5 万 多 年

研究人员拿着3D折纸平台。
图片来源：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

一种新型基
因回路能消灭耐
药 癌 细 胞（视 频
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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