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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环球短讯

科技日报北京7月 16日电 （记者刘园园）美国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一科研团队近日发现，一种包含磁

性纳米粒子的磁选柱装置能够加速 T 细胞的生成，该

装置或会敲开免疫疗法的大门，在医疗领域得到广泛

应用。

所谓免疫疗法,就是利用并训练免疫系统更好地抗

击癌症和感染的治疗方法。据物理学家组织网报道，

该团队的研究重点是训练一种叫做 T 细胞的免疫细胞

并使其快速繁殖，因为这种细胞是对抗癌症的有效武

器。“这项技术的挑战在于有效地训练 T 细胞，让它们

以足够快的速度分裂，这样就可以将它们作为治疗癌

症患者的基本药方。”该校医学院细胞工程学教授乔纳

森·施耐克说。

研究人员发现，一种人工免疫细胞——人工抗原

提呈细胞（aAPCs）非常有潜力激活人体内的 T 细胞。

要做到这一点，aAPCs 必须与体内初始 T 细胞相互作

用，等待 T 细胞发出对入侵者进行攻击的信号。研究

人员对 aAPCs进行了“改造”，使它们可以绑定在 T细胞

表面并为之提供抗原，进而激活 T 细胞抗击病毒、细菌

或肿瘤的功能，并生成更多 T细胞。

该技术的最终目标是，在病人的血液样本中训练 T

细胞并增加它们的数量，最后将它们放回病人的身

体。研究人员将磁场作为从血液中分离 T 细胞的途

径。他们先将样本血浆与磁化的 aAPCs 混合，然后让

血浆从磁选柱中流过。与磁化 aAPCs 结合的 T 细胞会

附着在磁选柱一侧并被冲洗到液体培养基中进行生

长 和 分 裂 。 一 周 后 ，T 细 胞 的 数 量 增 加 了 5000 到

10000 倍——这一增长速度足以支持利用病人自己的

细胞实行免疫疗法。

另一种正在测试阶段的免疫疗法使用了其他免疫

细胞——肿瘤浸润淋巴细胞。施耐克表示，并不是所

有病人都拥有肿瘤浸润淋巴细胞，但每个人体内都有

初始 T 细胞。所以与之相比，他们的方法可以广泛应

用到更多病人身上。

目前，该科研团队仅将这种方法应用于抗击癌细

胞。施耐克认为此法也有潜力应用于治疗慢性传染

病，如艾滋病。他透露，如果测试顺利，一年半以内该

技术将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磁性纳米粒子装置可加速T细胞生成
或使免疫疗法得到广泛应用

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相比，美国开始研究和使用

国家统一计量标准的时间要晚 2000多年。上世纪初，

鉴于规范国内市场交易的需要，特别是解决与欧洲贸

易存在的越来越多的计量问题，美国国会通过立法，

成立了国家标准局，即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NIST）

前身，1988年后改称 NIST，隶属商务部。

100 多年来，NIST 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贸易

等诸多领域，研究和制定了一系列标准，逐步统一了

计量和规范，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发展，解决了过去因

标准不一给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和救灾等造成的安全

隐患和效率低下问题。

尽管 NIST 的工作与美国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它一直鲜为人知，对普

通美国人来说，没有多少人知道 NIST 具体是干什么

的，这无疑给 NIST 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带着好

奇，科技日报记者不久前走访了 NIST 位于马里兰州

盖瑟斯堡县的总部。

科研是制定标准的基础

一走进 NIST 行政大楼的大门即是陈列室，这里

记载着 NIST的成就和重大历史事件。“这位是 1997年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威廉·菲利普斯。”NIST 新闻

部主任维尔戈女士的话引起了我的好奇：一个政府机

构怎么会有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的科研人员？经其介

绍才明白，NIST 事实上也是科研实力非常雄厚的公

立研究机构，在材料、工程和物理计量等研究领域，已

经产生了 4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菲利普斯告诉记者，制定和执行标准必须有坚实

的科研作保障。1988 年美国国家标准局改为 NIST

后，办公机构从华盛顿市区迁到了现址。在这片远离

市区、与外界隔离（不对公众开放）、面积达 578英亩的

大林子里，生活着 200 多头野鹿，NIST 的行政部门和

最重要的四大类实验室及两大研究中心均集聚于

此。另外，NIST 在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设有分部和

实验室，还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相关实验室有着密切合

作关系。

做好与标准相关技术服务

在生物材料检测实验室，记者看到测试人员正在

一台先进的仪器上进行 DNA 序列鉴定。“这里送检的

样本来自交通事故、刑事案件及医学遗传鉴定等。”实

验室生物学家罗莫索斯介绍说，尽管仪器先进，检测

速度加快了很多，但还是满足不了社会需要。

据其介绍，NIST 生物研究中心为各类司法鉴定

实验室创建和提供了标准参照物，引导实验室间的研

究规范，使犯罪研究实验室的司法鉴定更加统一。

目前，保持传统构造的独立房屋约占全美居住类

房屋的 40%，而这样的房屋还在源源不断地建造之

中。为解决这类外立面较大的木质房屋的的节能问

题，NIST 的研究人员正在进行“零耗能住宅试验”研

究，为建材生产和房屋结构设计提供标准。

据负责此项研究的工程实验室科学家范尼介绍，

此类住宅能耗点主要是墙壁、门窗、热水供应和空调

系统等，为此需要对各种高效和可替代能源系统、材

料以及设计布局进行研究和试验。他告诉记者，经过

一年多的试验和调试，他们在保持传统居住习俗的前

提下，已经在利用新能源和节能系统改造方面取得了

明显成效。

针对新技术制定新标准

在面临重大技术变革的今天，新技术、新产品不

断涌现，为新技术及其应用制定相应的技术标准正是

NIST 的重要任务之一。在 NIST 纳米科技中心，记者

看到在十多个洁净、恒温的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忙

碌地工作着。据中心主任塞劳塔介绍，该中心兼备检

测、研究和培训等多项职能，拥有的净化室面积达

1800 平方米，可以提供 100 多个最为先进的商用（检

测）工具。

面对纳米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纳米材料的广泛应

用，NIST 的纳米科技中心肩负着两大职责：一是向需

求者（特别是工业用户）提供使用最先进的商用纳米

级别检测和制备设备；二是在纳米科技中心多学科研

究人员的帮助下，帮助用户了解下一代纳米技术测定

和制备方法的设计工具和流程。

NIST 标准协调办公室主任吉尔曼指出，目前

NIST 与许多国家保持着密切合作，共同研究解决新

技术发展和应用带来的一系列标准问题，为美国企业

提供与之关联的标准工具和信息，帮助它们提高全球

市场竞争力。 （科技日报华盛顿7月15日电）

标 准 里 的 科 学标 准 里 的 科 学
——走访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

本报驻美国记者 田学科

NIST物理测量实验室的科学家展示其高精度质量测定方法。 本报记者 田学科摄

科技日报北京7月16日电 （记者王
小龙）如果你既喜欢烧饼也喜欢腊汁肉，

把两种食材结合起来，来一份肉夹馍，口

感或许更胜一筹。材料学也是如此。日

前，一个国际联合研究小组将两种热门的

太阳能电池材料结合在了一起，制造出一

种超高效发光晶体，为 LED 技术开创了

新的研究平台。相关论文发表在 7 月 15

日出版的《自然》杂志上。

在这项研究中，该研究小组将一种纳

米发光胶体即一种量子点嵌入到钙钛矿

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混合晶体。钙钛矿

材料可以通过溶解的方法来生产，允许电

子在最小损耗的情况下快速移动，而量子

点则能高效发光。两者强强结合，互利互

补，实现了效率的最大化。

论文第一作者、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博

士生龚希文（音译）说：“将两种当红的光

电材料结合在一起是非常新颖的想法。

我们希望能通过固态基质将它们无缝结

合起来，以发挥它们各自的长处。”

“当你试图将两种晶体混合起来的时

候，开始往往不会很顺利，”参与此项研究

的多伦多大学博士后理查德·卡明说，“我

们必须找到一个新的策略，让它们‘忘记’

分歧，形成独特的混合晶体结构。”

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让两种晶

体结构按照名为“异质外延”的方式进行

生长。该团队设计出了一种方法，能让

两种晶体结构在原子末端相连，从而保

证它们能够顺利对齐，实现无缺陷的无

缝结合。论文合著者、上海科技大学的

宁志军（音译）说，先在量子点周围构建

纳米“脚手架”外壳，然后让钙钛矿沿着

“脚手架”生长，两种材料果然完美地结

合在了一起。

最后，研究人员得到一个漂亮的黑色

晶体，量子点被包裹在钙钛矿“蜂巢”中

间，这些钙钛矿材料能像漏斗一样将电子导入电子点，

让其发光效率成倍提升。这种方式还避免了材料光谱

重合可能导致的自吸收现象。

研究人员称，这种超高效率 LED 技术，不但能用来

照明、制造显示器和夜视仪，还能用来制造能识别手势

的近场红外线发射装置和低成本薄膜太阳能电池，具有

极为广泛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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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7月 16日电 （记者李文龙）美国科

学家研发出能安全运送高剂量抗癌药物直接抵达癌细

胞的纳米运输系统，可大幅提高癌症治疗效果。

多种癌细胞会大量生成能分解细胞外基质组分

的基质金属蛋白酶。该酶能够促进癌细胞扩散，进而

导致机体死亡。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

校官网报道，正是利用了这种酶的分解特性，该校化

学和生物化学教授内森·詹内斯基领导的研究团队，

发明了一种能在基质金属蛋白酶存在情况下释放药

物的纳米圆球。

研究人员将抗癌药物装入纳米圆球，并用多肽包

裹。药物分子中的一些原子对药物的效果和毒性至关

重要，在纳米球内添加能与上述原子紧密结合的化学物

质，可以使药物在通过循环系统到达肿瘤之前保持非活

性状态。

多肽包裹的含药纳米圆球抵达癌变部位后，基质金

属蛋白酶能在分解多肽外壳后释放出药物，同时，被分

解的多肽能使药物分子保留在肿瘤附近。

研究团队成员卡桑德拉·考尔曼说：“我们制造的是

一种纳米级运输器，它能将有效剂量的抗癌药物准确送

到肿瘤部位。”

通过对老鼠的实验研究发现，利用这套系统能安全

地给患者施加比常规疗法所用剂量高 16 倍的药物，或

者仅用较低剂量药物就使肿瘤在至少两周的时间内停

止生长。而用生理盐水处理的老鼠体内的肿瘤均生长

到足以致死。

这种以特异药物运输系统为基础的治疗技术正在

申请专利。詹内斯基表示，他们将拓展技术方法，以创

造用于其他疾病诊断和治疗的分子运输系统；他们也会

继续完善包裹纳米圆球的外壳，使其提供更强大的保

护，避免纳米球被肝脏、脾和肾等器官吸收。

美研发出抗癌药物纳米运输系统
可送高剂量药物直达病灶 新华社柏林7月15日电 （记者郭洋）欧洲南方

天文台 15 日说，天文学家发现一颗类似木星的行星

围绕一颗类似太阳的恒星运转，它们所在的星系可

能与我们所在的太阳系相似。

一个国际天文学家小组利用欧洲南方天文台位

于智利的望远镜观测发现，鲸鱼星座中有一颗与木

星相似的行星，这颗行星不仅与木星质量相当，而且

与其恒星 HIP11915 的距离也几乎同木星和太阳之

间的距离一样。

此外，恒星 HIP11915 似乎是太阳的“翻版”，无

论是质量、年龄还是物质成分均与太阳相似。

木 星 是 太 阳 系 中 质 量 最 大 的 行 星 。 根 据 现

有 理 论 ，与 木 星 质 量 相 当 的 行 星 在 整 个 行 星 系

的 形 成 过 程 中 扮 演 重 要 角 色 。 天 文 学 家 推 测 ，

新 发 现 的 类 似 木 星 的 行 星 及 恒 星 HIP11915 所

在 的 星 系 或 许 像 太 阳 系 的“ 孪 生 姐 妹 ”一 般 ，距

离 这 颗 恒 星 更 近 的 地 方 可 能 存 在 类 似 地 球 的

行 星 。

科学家找到太阳系疑似“孪生姐妹”

新华社伦敦7月15日电 （记者张家伟）英国利

兹大学研究人员日前开发的一种新型设备有望解决

糖尿病病人监测血糖的难题。该设备利用低能量激

光技术实现对血糖值的便捷检测，免去了血液检测

的繁琐程序。

糖尿病病人需要不断监控自身的血糖值，以控

制病情，目前常用的做法是通过在指头上扎针获取

血液样本来检测，这不但耗费时间，效率不高，对病

人来说也是比较痛苦的事情。

据英国媒体报道，利兹大学的研究团队利用

低能量激光感测技术，设计了一种新型的血糖监

测装置，病患只需将手指放在装置上扫描一遍，

就能及时获知自己的血糖值，整个过程只需不到

30 秒。

领导这个团队的金·何塞说，他们使用的光学部

件与智能手机上的非常相似，这保证了装置的低成

本，更便于未来推广。此外，这种技术普及后就能省

去繁琐的血液检测程序，有助节省医疗资源。

据研究人员介绍，随着技术的成熟，他们未来还

可以将这一装置进一步缩小，做成可穿戴设备，病人

佩戴之后就可以随时随地获知自己的血糖值，简单

直接。

新型激光感应装置解决血糖监测难题

新华社巴黎7月15日电 （记者张雪飞）法国巴

黎时间 15 日 23 时 42 分（北京时间 16 日 5 时 42 分），

一枚阿丽亚娜 5 型运载火箭从法属圭亚那库鲁航

天中心升空，将一颗通信卫星和一颗气象卫星送入

太空轨道。这是阿丽亚娜 5 型火箭今年第三次成

功发射。

据负责发射的欧洲阿丽亚娜航天公司介绍，这

枚火箭载有巴西运营商的 Star One C4 通信卫星和

欧洲气象卫星应用组织的 MSG－4 气象卫星。这两

颗卫星分别在升空约 28 分钟和 40 分钟后成功与火

箭分离。

Star One C4 是阿丽亚娜公司为巴西通信卫星

运营商 Embratel Star One 发射的第十颗卫星，该卫

星由美国劳拉空间系统公司建造，重约 5.6 吨，携带

48 个 Ku 波段转发器。这颗卫星将被定位于西经 70

度位置，用于向巴西、南美洲西部、墨西哥、中美洲及

美国大陆部分地区提供电话、电视和网络信号，预期

工作寿命 15年。

MSG－4卫星重约 2吨，由法国和意大利的泰雷

兹阿莱尼亚宇航公司制造，属于欧洲气象卫星应用

组织的第二代气象卫星中的第四颗也是最后一颗，

前 3颗分别于 2002年、2005年和 2012年发射入轨。

MSG－4 卫星将在 10 天后进入距地球表面约

3.6 万公里的地球同步轨道，预期工作寿命为 7 年。

MSG 系列卫星能保证每隔 15 分钟提供一次欧洲和

非洲地区的全景圆盘气象图、每 5分钟提供一次欧洲

地区气象快速扫描图，同时还将对极端天气的临近

预报和气候科研发挥重要作用。

欧洲阿丽亚娜火箭成功发射两颗卫星

7月16日，健身气功爱好者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参加大型气功展演。本次展演是由中国驻欧盟使团、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和比利时健身气功协会
共同主办的中欧建交四十周年健身气功周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十名当地健身气功爱好者参加了这次展演，吸引了不少路人驻足观看。 新华社记者 龚兵摄

大型气功展演亮相布鲁塞尔大型气功展演亮相布鲁塞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