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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

道，一个由瑞士、西班牙和美国科学家组成的

研究小组开发出一种以量子阱为基础的热电

能量收集器，可以从环境中收集热量转化为电

能，在为小型电子设备供电方面有很大潜力。

相关论文发表在最近的《新物理学杂志》上。

目前，开发热电能量收集器的最大挑战是怎

样造出既高能又高效的系统。科学家在不断实

验和改进制造热电能量收集器的材料，其中之一

是量子点，一种具有半导体性质的纳米晶体。量

子点有着清晰的能级，所以是极佳的能量过滤

器，对热电设备来说也是一种重要的性质。量子

阱是由两种不同半导体材料相间排列，具有明显

量子限制效应的电子或空穴的势阱，其结构和能

量过滤机制都与量子点完全不同。

“我们证明了量子阱可以用作高能高效的

能量收集器，”论文合著者、瑞士日内瓦大学物

理学家玻乔恩·索斯曼说，“与以往提出的量子

点方案相比，现在的量子阱更容易制造，而且

可能在室温下操作。”

研究人员设计的热电能量收集器，以共振隧

道量子阱为基础，由一个中心空腔通过量子阱与

两个储电池相连而构成。中心空腔的温度保持

着比两个储电池更高，量子阱作为过滤器，允许

一定能级的电子通过。总体上，中心空腔和储电

池之间温差越大，电流和输出功率也就越大。

据分析，该量子阱能量收集器在温差为

1K（开氏度）时，输出功率约为 0.18 瓦/平方厘

米，几乎是量子点能量收集器的两倍。这是因

为量子阱的自由度极高，所以比量子点能传输

更大的电流。但在能量收集效率上，量子阱却

不及量子点。研究人员解释说，这是因为二者

对能量的过滤不同：量子阱能传递能量高于一

定能级的任何电子，而量子点选择性更高，只

能让某一特殊能级的电子通过，所以量子阱的

能量过滤效率更低些。

但在应用方面，量子阱能量收集器却有着

广阔的前景。首先，用量子阱制造能量收集器

比用量子点更容易；其次，量子点要属性一致

才能良好发挥作用，量子阱却不必如此；此外，

量子阱还能在室温下操作，因而用途更广。索

斯曼说：“比如，可以用这种能量收集器把计算

机芯片电路中产生的废热收集起来，再转化成

电能，这样既能节约用电，又能降低芯片制冷

能耗。” （常丽君）

量子阱可用作高效能量收集器
将计算机芯片产生的废热收集起来再转化成电能

据英国《自然》杂志网站报道，美国科学

家们最近对恒河猴的研究表明，一种功效强

大的艾滋病病毒（HIV）抗体有望与目前的抗

逆转病毒疗法“同仇敌忾”，有效对付 HIV。

抗体疗法成效显著

这 种 名 为 猿 猴 和 人 免 疫 缺 陷 病 毒

（SHIV）的病毒能感染猴子，基因改造也使其

携带有人类病毒基因组的关键组成部分。

两篇发表在《自然》杂志网络版上的研究报

告了一种抗体疗法对这种 HIV 的影响。科

学家们将从 HIV 病人体内分离出来且具有

强大抗广谱 HIV 病毒效果的人类抗体注入

恒河猴体内，结果发现，恒河猴体内 SHIV 的

浓度会急剧下降。

第一篇论文的作者、哈佛医学院附属贝

思以色列女执事医学中心的教授丹·巴鲁克

说：“研究结果令人惊讶也意义重大。它明

确提出，我们有必要在临床试验中对这些抗

体的疗效进行评估。”事实上，这两个研究小

组都计划将最新研究向前推进一步，进行人

体试验。

这并非科学家们首次在人体测试抗 HIV

抗体，但早前的尝试大多折戟沉沙。不过，

科学家们表示，以前使用的都不是功效很强

的抗体。科学家们一直在改良技术，以便从

那些不接受治疗就能抑制病毒的“非凡”患

者体内，获得强效抗 HIV 抗体，他们称之为

“广泛中和抗体”。

2010 年，有几个实验室报道称，他们分

离出了一类新的广泛中和抗体，让抗体治疗

这一领域“起死回生”，科学家们也开始重新

关注抗体治疗的可能性。

法国赛诺菲（Sanofi）制药公司首席科学

家盖纳瑞·奈贝尔说：“在 2010年之前提出开

展这些研究的大多数科学家都被人嘲笑，现

在，看到这个问题迅速开启了破冰之旅真令

人大跌眼镜。”

一杯功效强大的“鸡尾酒”

巴鲁克研究团队对由三种抗体组成的

“鸡尾酒”进行了测试。他们将“鸡尾酒”注

入 4只感染了 SHIV 的恒河猴体内。一周内，

这 4 只猴子体内都没有检测到病毒的“蛛丝

马迹”，而且，这种情况至少持续了 84天。在

后续的测试中，科学家们仅仅使用了“鸡尾

酒”中一种疗效显著的成分 PGT121，得到的

结果也相差无几。最后，科学家们在 18只接

受治疗的感染了病毒的猴子身上均看到了

治疗效果。

在第二项研究中，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NIH）的病毒学家马尔科姆·马丁领导的研

究团队，给病毒测试结果为阳性、但还没有

出现症状的恒河猴注射了另外两种抗体的

组合。短短 10 天之内，这一疗法就使其体

内 SHIV 的浓度降到了检测阈值以下。不

过，这一方法对处于疾病晚期的恒河猴不是

很有效。

莫道前路多艰辛

美国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的免疫学

家路易斯·匹克表示，在这两项研究中，病

毒浓度几乎总是反弹，由于害怕触发对人

类抗体的免疫反应，研究人员没有检测这

一疗法在猴子体内的长期效果，因此还不

清楚他们看到的显著效果是否能够持续很

长时间。

抗体治疗也面临其他障碍。目前的抗

逆转录病毒疗法可以通过口服的方式来对

抗 HIV，但抗体必须通过注射，且制造治疗抗

体的成本也往往高于制造小分子药物。匹

克说：“另外，它们是否可以供发展中国家利

用，还是个问题。”

但不管怎样，这些抗体能以异于目前

疗法的方式来对付病毒。巴鲁克说，此前，

抗逆转录病毒药物鸡尾酒彻底改变了 HIV

治疗领域的面貌，将一度被诊断为致死性

的疾病扭转为一种慢性病。但这些药物只

能阻断病毒的复制机制，而无法对在血液

中自由流窜或隐藏在不复制细胞内的病毒

痛下杀手。

人类要想实现治愈 HIV 感染这个终极

目标，或许需要多种疗法共用才行，抗体疗

法可能只是其中关键的一支生力军。匹克

说：“实现这一终极目标殊为不易，但我们拥

有的每一种工具都将有助于我们距这个目

标更近。”

“鸡尾酒”或有新配方
——HIV抗体疗法动物实验取得突破

本报记者 刘 霞 综合外电

本周焦点

太阳系外发现地球“兄弟”
两个分别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瑞士

日内瓦大学的独立团队都报告了同样结果：

发现一颗有着极短轨道周期的系外行星，正

围绕天鹅座中一颗名为 Kepler-78 的恒星飞

快地旋转，经过测算，其大小和质量甚至组成

成分都和地球非常相似。

这个“兄弟”被称为 Kepler-78b，距离地

球 700 万光年，成分大部分为岩石和铁，表面

和大气成分正在研究中。其出现有助于研究

类似地球和太阳系的天体在宇宙中存在的可

能性。

一周之“首”

最深地下实验室首个探测结果未找到暗
物质

位于美国桑福德地下研究中心的暗物

质 实 验 —— 大 型 地 下 氙 探 测 器（LUX）实

验于日前发布了第一个结果：排除了大质

量 弱 相 互 作 用 粒 子（WIMPs）作 为 暗 物 质

候选者的可能，即是说寻找暗物质未获成

功 。 此 次 实 验 原 本 打 算 验 证 稍 早 时 明 尼

苏 达 报 告 的“ 最 有 希 望 ”的 暗 物 质 粒 子 踪

迹，但宣告失败。实验将会在更广的范围

内继续搜索。

彗星曾撞击地球首次获得实物证据
南非开普敦大学、约翰内斯堡大学及

南非核能公司等机构组成的一支国际合作

科学家团队，发现了数百万年前一颗彗星

曾经进入地球大气层后爆炸，产生的烈焰

如 雨 的 冲 击 波 毁 灭 每 一 种 生 命 形 式 的 实

证，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提供彗星撞地球

的证据，同时将有助于人们在未来解开太

阳系形成的秘密。

“最”案现场

揭开宇宙“最冷之地”的真实面貌
天文学家近日借助世界规模最大的阿塔

卡玛（ALMA）望远镜，揭开了宇宙“最冷之

地”的真实面貌。而在对距离地球 5000 光年

的布莫让星云进行观测时发现，这个一直被

称做“回力棒”的星云，其实有着另一种外

形。研究结果被认为对理解恒星的死亡过程

以及其如何演变为行星状星云都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一周技术刷新

NASA激光通信从月球传输数据破纪录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月球激光

通信演示（LLCD）创造了历史，使用脉冲激

光束在月球和地球之间 239000 英里的距离

传输数据，下载速率破纪录地达到每秒 622

兆比特（Mbps）。LLCD 是美国构建下一代

空间通信能力路线图所迈出的首要一步，该

局有信心将这一新技术尽快引入运营服务

当中。

新太赫兹级联量子激光器功率达1瓦特
奥地利维也纳技术大学的一组研究人

员制造出一种新型量子级联激光器，成功输

出了 1 瓦特的太赫兹辐射，打破了此前由美

国麻省理工学院所保持的 0.25 瓦特的世界

纪录，成为目前世界上功率最大的太赫兹量

子级联激光器。该激光器只有几毫米厚，其

对太赫兹技术的应用而言将是一个重要的

里程碑。

新型“智能眼镜”帮视障者导航
英国科学家们表示，他们正在研发的一

款“智能眼镜”，能用盲人可感知的光线勾勒

出前方影像的轮廓，并可以通过识别出物体，

将信号翻译成语音，从而为处于不熟悉环境

里的盲人提供导航服务。但该眼镜只适合能

感知到微弱光芒的视障者，不适于完全看不

见东西的人们。

4D打印造出变形复合材料
一种新 4D 打印技术制造出的复合材料

已能变换出各种形状。美国和新加坡研究人

员造出了可以基于不同的物理力学原理自动

变形的复合材料，并通过对复合材料进行加

热或冷却来对这种效果进行控制，从而对 4D

打印的概念进行了扩展。其有望在制造、包

装和生物医学等领域得到应用。

前沿探索

联合国决定采取小行星防御计划
2 月份的俄罗斯陨星事件造成上千人受

伤，而全世界的宇航机构居然和普通民众一

样，都是通过互联网手段了解此事的。联合

国决定解决这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已批准

由几名宇航员提出的小行星防御计划方案，

将设立组织以便在成员国之间分享潜在威胁

地球的小行星信息。而一旦探测到小行星将

与地球相撞，将发射飞船撞击目标使其偏转

轨道。

神经细胞的“预组装”技术
加拿大蒙特利尔神经学研究所及其附属

医院和麦吉尔大学的一项新研究发现，神经

细胞具有一种特殊的“预组装技术”，可促进

神经细胞连接（突触）处的蛋白制造，从而让

大脑迅速形成记忆和塑化。这一研究揭示了

突触可塑性的新机制，而了解其中的路径有

助于为神经发育疾病的治疗提供新的靶点。

用遗传算法逆向设计新型纳米材料
美国科学家使用以前研发出的一种遗传

算法，设计出嫁接了 DNA 的粒子，这种粒子

能自组装成他们想要的晶体结构。这是一种

逆向研究过程，也是首次证明可用逆向设计

方法来设计自组装的纳米结构。另外，该研

究也证明了机器学习和“大数据”方法在设计

纳米材料方面的潜力。

奇观轶闻

“盒子里的工厂”
有没有一种纳米技术不仅能制造出新奇

实用的纳米产品，还能替代目前的工业制造

技术、大幅提升产品的性能和应用范围呢？

高通量原子级精准制造（APM）技术或能将美

好愿景变成现实，这是一项极具前景的技术，

源于科学家们在原子级精准构造技术领域取

得的进步，其有些进步已经浮出水面，美国几

家国家级实验室在着手制定 APM 的技术路

线图；而有的，正在赶来。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一周国际要闻
（10月28日—11月3日）

新华社柏林11月 1日电 3D 打印完整的

人体器官是科学家一直以来的目标。近日，德

国科学家朝这一目标前进了一大步，他们研制

出了可 3D打印人体组织的“墨水”。

德国弗劳恩霍夫界面工程和生物技术研

究所日前发表公报称，他们对明胶进行化学处

理后，使其成为适用于打印人体组织的“墨

水”。明胶是从胶原质中提取的一种水溶性蛋

白质，它是构成人体组织的主要成分。

由明胶制成的生物“墨水”在打印过程中

可以保持液态，而非胶状。在紫外线照射后，

这种生物“墨水”的分子会交叉融合，形成一种

水凝胶。这种水凝胶聚合体含有大量的水分，

与真正的人体组织一样。当温度升高至 37 摄

氏度时，它可以在水相环境中保持稳定。

通过控制生物“墨水”的化学处理过程，还

可使凝胶具有不同的强度和膨胀性，使其像较

坚硬的软骨组织或柔软的脂肪组织。

目前，医学界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生成带有

血管网的组织。一旦拥有自身的血管体系，

3D 打印的组织就可以自给自足地获得营养。

研究人员表示，希望不久在此方面获得突破。

明胶“墨水”可 3D打印人体组织

科技日报讯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

道，地处挪威南部深山峡谷的尤坎镇每年近乎

一半时间没有阳光照射，现今当地政府斥巨资

在其北侧的山上架设三面巨镜，利用反射原理

将光线引到市中心广场，使当地居民有史以来

第一次在冬日享受到和煦阳光。

尤坎镇坐落在地势崎岖的泰勒马克郡深

深的峡谷里，尽管环绕这个小镇的山峦远不

及喜马拉雅山的高度，但它们却高到足以剥

夺了当地 3500 名居民一年当中 7 个月的日

照，从而使其陷入一片阴郁之中。当地人在

100 年前架起通往山顶的缆车，以便到山上晒

太阳。

据当地项目协调人霍根介绍，尤坎镇是挪

威实业家山姆·艾德提议于 1905 年至 1916 年

间建立的。他所创办的挪威海德鲁公司想利

用当地著名的尤坎瀑布（其落差为 104 米）进

行水力发电产生大量电能，以生产硝酸钾肥

料。所以，该镇虽位居偏远地方，却拥有一个

大规模的水力发电厂、巨大的地下管道和一条

可将化肥运输到世界其他地区的铁路线。

现在，为把当地居民 100 年来对阳光的渴

望付诸现实，挪威当地政府斥资 84.9 万美元，

将三面巨大的镜子通过直升机运送到海拔约

450米的山上安装，并通过计算机进行控制，使

镜子能够随着太阳的光线变动而调节方向，从

而获得最优的阳光照射。市中心广场上约 600

平方米的椭圆形区域可被照亮。

霍根说，在最终的测试之后，晒到太阳后的

当地居民都喜气洋洋。当地政府希望此举可以

吸引更多的游客，甚至希望到 2015年该项目作

为人类工业天才的一个典范，被列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之中。 （华凌）
下图 10 月 18 日，挪威尤坎镇的居民在

市政厅前的广场上享受巨型镜子反射而来的
阳光。

三面巨镜使“阴郁小镇”获得阳光

中美开发常见儿童呼吸道
病毒试验性疫苗

新华社华盛顿 11月 1日电 （记者林
小春）美国与中国研究人员在 1 日出版的

《科学》杂志上报告说，他们正开发一种试

验性疫苗，可预防最常见的儿童呼吸道病

毒——呼吸道合胞病毒（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是一种可导致肺炎的

传染性病毒，是 5 岁以下儿童住院的最主

要原因。全球范围内，呼吸道合胞病毒是

继疟疾之后 1 岁以下婴幼儿的第二大杀

手。虽然医学专家这种病毒的研究已有

40多年，但始终未能开发出有效疫苗。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及中

国厦门大学的研究人员此前曾共同发现一

种抗体，可稳固住呼吸道合胞病毒表面膜

蛋白 F 的一个不稳定关键结构，从而高效

抑制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

在新研究中，研究人员利用结构生物

学技术，对呼吸道合胞病毒表面膜蛋白 F

结构上的某一特殊位置进行操控，设计出

100 多个病毒变异株。小鼠及恒河猴试验

显示，其中一个变异株表现出较好的保护

性，具备成为疫苗的潜力。

研究人员表示，他们接下来将用上述

变异株开发出的疫苗开展人体临床试验。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

东尼·福奇在一份声明中说：“许多儿童常见疾

病都已有预防性的疫苗。但几十年来，我们

一直未能开发出针对呼吸道合胞病毒的疫

苗。新研究标志着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口 腔 护 理 有 利 于
癌 症 治 疗

新华社东京 11月 3日电 （记者蓝建
中）日本一项最新调查显示，保持口腔清洁

有助于癌症患者预防并发症并可以缩短术

后住院时间。

2011 年至 2012 年，由长野县牙科医师

会和信州大学附属医院的口腔医生组成的

研究小组对当地三家医院的癌症患者进行

了调查。他们发现，食道癌患者在手术前

进行蛀牙治疗、洗牙等口腔护理后，其术后

无法进食的时间由 18.8 天缩短为 13 天，住

院天数由 32.8天缩短为 25天。

研究小组还发现，如果进行口腔护理，

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从没有进行口腔护理

的 32.2％降低至 4.3％。例如，因化疗出现

口腔黏膜炎患者比率大幅降低了。

研究人员解释说，癌症患者由于化疗

和放疗的副作用，口腔内容易出现破损。

如果不保持口腔清洁，口腔内的细菌容易

引发菌血症等并发症，后果十分严重，因此

口腔护理对癌症患者十分重要。

研究小组带头人、信州大学医学部教

授栗田浩表示，信州大学附属医院准备与

长野县牙科医师会合作，促进在家休养的

癌症患者能够在附近的口腔医院等持续进

行口腔护理。

新 方 法 能 快 速 早 期
诊 断 乳 腺 癌

新华社柏林11月 2日电 乳腺癌是女

性健康的主要杀手之一。早期诊断乳腺癌

的病理切片检查要多次进行，令患者非常

痛苦。近日，德国科研人员开发出一种核

磁共振与超声波检查相结合的新方法，能

够快速、准确地为患者做病理切片检查，大

大减轻患者的痛苦。

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日前发表公报

说，这一名为“超声波磁共振成像”系统是

由德国弗劳恩霍夫生物医学技术研究所和

医学影像处理研究所专家联合开发的。

这项新技术仅需在检查开始时用核磁

共振仪对患者胸部进行一次扫描，接下来

的病理切片过程将在超声波的引导下进

行。新系统会把初始的核磁共振图像精确

地传输到屏幕上。医生可以同时看到超声

波扫描与核磁共振的图像，准确地把针头

插入疑似肿瘤所在的位置。

研发这一新系统最大的挑战在于，患

者在核磁共振扫描时要面朝下躺着，而在

进行病理切片时要仰面朝天，体位的变化

会改变患者胸部的形状，从而使疑似肿瘤

所在位置发生极大改变。

为了克服这一难题，研究人员让病人

在接受核磁共振扫描的同时，让超声波探

头附着在患者的胸部皮肤上。这样，医生

既可以看到连续的核磁共振扫描数据，也

可以看到超声波图形。

当患者到另一房间接受病理切片时，

超声波探头仍附着在其胸上，以连续记录

超声波数据并跟踪胸部形状的变化。通过

特殊的算法分析这些超声波数据，就可以

相应更新核磁共振图像和疑似肿瘤部位的

位置变化，从而更精确地引导取样的针头。

除进行乳腺癌的病理切片外，研究人

员表示这一新系统的关键技术还可被应用

于肺部、肾脏等器官的检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