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 霞

随着时代变迁，针对衰老相关疾病

的疫苗正“异军突起”。英国《新科学

家》杂志网站在近日报道中指出，未来

人们有望通过接种疫苗对阿尔茨海默

病等老年疾病产生免疫力，以更健康的

状态迎接晚年。

“ 衰 老 抗 原 ”疫 苗
走进现实

通 用 抗 衰 老 疫 苗“ 剑 指 ”衰 老 细

胞。这些细胞潜伏于人体，不再分裂，

丧失功能，是导致人体衰老的原因之

一。衰老细胞还会释放毒素，降低人的

认知能力，削弱免疫系统，使人体罹患

相关疾病。

衰老细胞通常表达非常高水平的

抗原，这些抗原在非衰老细胞中较少

或不存在。针对这些“衰老抗原”的疫

苗可帮助增强免疫系统的反应，破坏

衰老细胞，同时对健康细胞“毫发无

伤”。

2020 年，针对细胞内“衰老抗原”

CD153，日本大阪大学团队研制出了

一 种 疫 苗 。 CD153 存 在 于 器 官 及 其

周 围 脂 肪 组 织 中 积 累 的 衰 老 细 胞

内。接种疫苗的小鼠在被喂食导致

肥胖的饮食后，其体内衰老细胞的水

平比普通肥胖小鼠低很多。进一步

研究还发现，接种疫苗的小鼠血糖显

著改善，糖耐量得到恢复，胰岛素抵

抗显著改善。

一年后，日本顺天堂大学团队也开

展了类似试验。结果表明，与接受安慰

剂的小鼠相比，接种疫苗的小鼠更健

康，寿命也更长。

阿尔茨海默病疫苗
曙光初现

阿尔茨海默病一直被认为与β淀

粉样蛋白和 tau蛋白的异常积累有关。

发表在《新科学家》杂志上的一篇

文章称，目前有 6 项针对β淀粉样蛋

白或 tau 蛋白的疫苗正在进行临床试

验。其基本原理非常简单：疫苗中包

含的活性成分可刺激免疫系统，生成

专门针对这两种蛋白的抗体。抗体穿

过血脑屏障，与蛋白结合，并触发白细

胞将其清除。

这种方法面临的挑战是，β淀粉样

蛋白和 tau 蛋白在正常情况下也存在，

只有在错误折叠时才致病。对此，科学

家提出了一个新策略：用疫苗添加剂

（佐剂）来增强对这些错误折叠蛋白的

自然免疫反应。

瑞 士 生 物 制 药 公 司 AC Immune

开发的两款阿尔茨海默病疫苗正是基

于这一理念，目前正开展早期人体试

验。该公司发言人表示，如果一切顺

利 ，β 淀 粉 样 蛋 白 疫 苗 最 快 可 能 在

2029 年上市。

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最近

授 予 生 物 医 药 公 司 Vaxxinity 的

UB-311 疫苗快速审批通道。该公司

表示，人体试验结果显示，98%的受试

者对该疫苗产生了反应。

血管系统疾病疫苗
精准出击

除阿尔茨海默病外，与衰老相关

的疾病还包括血管系统疾病，涉及高

血压、高血脂、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等，

科学家也在竞相开发治疗这些疾病的

疫苗。

高血压疫苗是一种针对高血压的

免疫疗法。通过注射疫苗，人体可产生

特定抗体来对抗引发高血压的危险因

素，从而降低患高血压的风险。这种疫

苗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已经取得

了一定成果。

《新科学家》杂志网站报道称，2019

年，中国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

协和医院心内科廖玉华教授团队研发

出国际首个治疗肺动脉高压（PAH）疫

苗，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美国心脏病

学会杂志》。血压的主要调节因子是动

脉内的一个受体。当该受体被激活时，

会导致血管收缩、血压升高。研究结果

显示，该疫苗在模型小鼠体内引发了阻

断该动脉受体的抗体。

近年来，这类单靶点疫苗取得了很

大进展，用这种方式治疗老年潜在疾病

的名单一直在不断增加。

帕金森病是第二大常见的老年神

经 退 行 性 疾 病 ，影 响 运 动 和 认 知 功

能。α-突触核蛋白在患者大脑中的

聚集被认为是发病和病情进展的重要

原因之一。2022 年 1 月，美国加州分

子医学研究所凯伦·萨冈斯基等人开

展的研究显示，他们针对病理性α-

突触核蛋白开发的免疫原性疫苗，在

动物模型中不但激发高水平的抗α-

突触核蛋白抗体，而且改善了小鼠的

运动功能。

2023 年 12 月，美国新墨西哥大学

分子遗传学与微生物学系首席研究员

布莱斯·查克里安联合加州大学戴维斯

分校的科学家，在《NPJ·疫苗》杂志上

发布研究报告称，他们开发出一款廉价

疫苗，注射后，可将小鼠和猴子的坏胆

固醇降低近 30%。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流行病学家梅

鲁·希尔等人撰文指出，自 1974 年以

来，疫苗从 14 种“病魔”手中拯救了约

1.54 亿人的生命。随着技术不断发展，

接踵而至的抗衰老疫苗有望接过“接力

棒”，帮助人们更健康且有尊严地度过

老年生活。

抗 衰 老 疫 苗 助 力 健 康 晚 年

疫苗可以帮助清除与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β淀粉样蛋白（棕色）和 tau蛋白
（蓝色）。 图片来源：《新科学家》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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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连线·俄罗斯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5日电 （记者

刘霞）据英国《自然》网站近日报道，世

界卫生组织（WHO）更新了“优先病原

体”清单。清单显示，可能引发下一次

大流行的病原体数量已增至 30 多种，

包括甲型流感病毒、登革热病毒和猴

痘病毒等。

研究人员指出，这份新清单将帮

助 WHO 决 定 重 点 针 对 哪 些 病 原 体

开 发 相 关 疗 法 、疫 苗 和 诊 断 方 法 。

200 多名科学家历经约两年时间，评

估了与 1652 种病原体相关的证据，以

决定将哪些病原体列入新清单。新

清单上的病原体具有高传染性和毒

性 ，可 能 引 发 全 球 公 共 卫 生 紧 急 状

况，且目前患者获得相关疫苗和治疗

手段的机会有限。

新清单囊括了整个沙贝冠状病毒

和梅贝冠状病毒亚属，其中新冠病毒

属于沙贝冠状病毒，引起中东呼吸综

合征（MERS）的病毒属于梅贝冠状病

毒。之前的清单虽然也包括了引起严

重 急 性 呼 吸 综 合 征（SARS）和 MERS

的病毒，但并未涵盖它们所属的整个

亚属。

清 单 上 的 新 增 病 原 体 还 有 猴 痘

病毒。该病毒在 2022 年引发了全球

性的疫情，并持续在中非部分地区传

播。两种啮齿动物病毒也被加入新

清单，因为它们已经传播到人身上，

且出现了零星的人际传播病例。报

告显示，气候变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

快可能会增加这些病毒传播给人类

的风险。

新清单还包括 6 种甲型流感病毒，

其中 H5亚型病毒已在美国奶牛群体引

发疫情。另外 5 种分别引起霍乱、瘟

疫、痢疾、腹泻和肺炎的病原体也首次

被列入该清单。

除“优先病原体”清单外，科学家还

编制了一份“原型病原体”清单。这些

病原体可供他们用于基础科学研究，以

及用于治疗和疫苗研究而开发的模型

物种。

世卫组织更新最危险病原体清单

科技日报莫斯科8月4日电（记者

董映璧）俄罗斯国立研究型技术大学

开发了一种将氧化铟锡透明电极应

用 于 钙 钛 矿 太 阳 能 电 池 的 新 方 法 。

该方法可进一步提高太阳能电池的

效率并使其变得半透明。相关研究

发表在新一期《太阳能材料和太阳能

电池》杂志上。

研 究 设 定 的 任 务 是 制 造 一 种 新

型太阳能电池板。这种电池板不仅

可发电，还可传输光。为此，太阳能

电池必须使用人造晶体材料钙钛矿，

并需要一种具有良好导电性的透明

电极。

目前，工业界通常使用氧化铟锡作

为此类透明电极，并通过磁控溅射将其

应用于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然而，研究

人员表示，这种方法不适合制造高效电

池。通过磁控溅射沉积的氧化铟锡存

在诸多缺陷，并不具备所需的性能。此

外，在磁控溅射过程中，钙钛矿和电池

的其他层可能会受损。

俄罗斯科研人员此次采用了离子

束溅射方法，这种方法无需使用高温，

也不会损害电池的其他层，从而可以获

得具有所需性能的氧化铟锡。他们制

造了半透明太阳能电池，并将效率从磁

控溅射氧化铟锡样品的 3.12%提高到离

子束溅射样品的 12.65%。

研究人员称，新成果有助于制造

两种类型的太阳能电池——串联太阳

能电池和半透明太阳能电池。串联太

阳能电池是一种多层光伏结构，通过

串联两种或多种光敏材料来增加辐射

光谱的吸收范围，从而更有效地利用

太阳光。半透明太阳能电池除了发电

外，还能够传输可见光，这一特性将使

设计师能以多种方式将太阳能电池集

成到建筑物的窗户、外墙和其他结构

元素中。

俄研发出新型半透明太阳能电池板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5日电 （记者

张佳欣）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

校领导的团队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研

究人员合作，研发出一种新的 3D 打

印材料。这种材料既有足够的弹性

以承受心脏的持续跳动，又具有足够

的韧性以承受关节的挤压负荷。它

易于塑形以适应患者独特的需求，并

能轻松黏附在湿润的组织上。最新

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这一突破性

成果，为新一代生物材料的开发铺平

了道路。

近年来，水凝胶材料已成为制造人

造组织、器官和植入物的热门材料。但

传统 3D 打印水凝胶在拉伸时容易断

裂，在压力下容易破裂，或因太硬而无

法在组织周围成形。

如何使 3D 打印水凝胶材料兼具强

度和弹性？研究人员从蠕虫的复杂相

互缠绕中获得了灵感。新打印方法被

称为“CLEAR”，其工作原理是将长分

子缠绕在 3D 打印材料中，就像那些相

互缠绕在一起的蠕虫一样，从而可以生

产出既坚固又柔韧的材料。

当在实验室中拉伸这些材料并测

试其能承载的重量时，研究人员发现这

些材料的韧性远远超过了用标准 3D 打

印方法打印出来的材料。更令人欣喜

的是，它们还能贴合并黏附在动物组织

和器官上。

研究人员设想，未来这种 3D 打印

材料有望制成修复心脏缺损的“心脏创

可贴”，也可用于向器官或软骨组织递

送再生药物以抑制椎间盘突出，甚至可

用于缝合伤口以避免传统针线和缝合

方式带来的组织损伤。

3D 打印制出“心脏创可贴”

新 型 3D 打 印 材 料
既 坚 固 ，又 可 拉 伸 ，可
塑性强，而且黏性好。

图片来源：美国科罗
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

科技日报北京8月 5日电 （记者

张梦然）据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官网

报道，该校理论家和高性能计算专家

朱塞佩·巴卡副教授领导的团队，首次

实现了生物系统的量子模拟，其规模

足以准确模拟药物性能。团队利用美

国“前沿”超级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开

发出新软件，能准确预测由多达数十

万个原子组成的分子系统的化学反应

和物理性质，对分子行为提供高度精

确的预测，并为计算化学树立了新的

标杆。

该项目汇集了化学、药物研发、量

子力学和超级计算方面的专业知识，

由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AMD 和科

技初创公司 QDX共同合作完成。

这项突破性研究历时 4 年多，首

次实现了以量子级精度研究生物分子

级系统。这种模拟能力使科学家能以

前所未有的细节观察和理解这些系

统，对于改进传统药物的评估和设计

与目标生物系统更有效相互作用的新

疗法至关重要。

这一突破使科学家能以堪比物理

实验的精度模拟药物行为。科学家现

在不仅可观察药物的运动，还可观察其

在生物系统中随时间变化的量子力学

特性，例如键的断裂和形成。这对于评

估药物可行性和设计新疗法至关重要。

目前，超过 80%的致病蛋白没有

已知药物可以治疗。先进的量子力学

和高性能计算拓宽了药物发现的计算

工具集，在生物相关规模上提供了前

所未有的速度和准确性。重要的是，

它们还提供了传统计算化学以前无法

实现的见解和能力，从而开辟了调节

治疗目标的新方法，并扩大了可有效

治疗的目标疾病数量。

新研究将突破性的科学进步转化

为功能强大且用户友好的平台，加速

和增强了药物发现过程，为创新治疗

打开大门。

以量子级精度模拟生物分子级系

统，准确预测分子系统的化学反应和

物理性质，这一突破，对新药研发有重

要意义。通常来说，新药从发现到通

过审批投入市场，需要十几年甚至几

十年时间。人们一直在寻找更为高效

的药物研发工具，降低新药研发风险，

提高药物研发效率。此次，这项打通

从基础研究到市场应用链条的研究，

为创新治疗打开了大门。它可为我们

提供更多富有想象力的治疗方案，也

许攻克难治疾病的钥匙，就在这些量

子模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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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国立研究型大

学开发了一种用于骨组织恢复和强化

的新型药理化合物。与现有类似物相

比，这种药物的基本成分具有更高的

生物利用度，从而可提高骨质疏松症

治疗的有效性并减少副作用。

目前治疗骨质疏松症的药物种类

繁多，其中许多药物并未显示出足够的

疗效，而且可能会产生副作用。因此，

需要创造新的药物来强化人体骨组织。

别尔哥罗德国立研究型大学开发

出的基于醋氨酸的醋甲酰胺酸复合

物，被骨组织吸收的效率比类似结构

的化合物高至少 7倍。

一种药理化合物可强化骨组织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据物理

学家组织网 8月 3日报道，美国国家航

空航天局计划通过近日在佛罗里达州

卡纳维拉尔角发射的“猎鹰 9”号火

箭，将一项光合作用实验带到国际空

间站。这项实验由美国能源部下属太

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设计。团队将研

究两种不同类型的草在国际空间站上

的生长情况，并与在肯尼迪航天中心

种植的相同植物进行对比。

该 实 验 名 为“ 先 进 植 物 实

验-09”，重点是研究植物的光合作

用。团队选择的两种草分别为双叶短

臂草和狗尾草。这两种草使用不同的

二氧化碳浓缩机制，团队将比较这两

种机制在微重力环境下的差异。

尽管地球上大多数植物使用 C3

碳浓缩机制进行光合作用，但有证据

表明，C4碳浓缩机制可能更适合植物

在太空生长。植物在地球上受重力影

响会自然地向下扎根，研究团队迫切

期待了解植物在微重力环境下将如何

生长。洞悉这个秘密对于未来的深空

探索具有重要意义。

为全面评估差异，团队将监测3组相

同植物在32天内的生长情况。实验共涉

及288株植物。其中两组植物身处肯尼

迪航天中心；另一组植物则被送往国际空

间站。这些植物返回地球后，团队将分析

其生长过程中发生的分子活动。

光合作用实验将“登陆”空间站
拟探索微重力对植物生长的影响

俄罗斯联邦生物医药署署长韦罗

妮卡·斯克沃尔佐娃称，该署科研机构

正在开发用于治疗结直肠癌、黑色素

瘤和胶质母细胞瘤的疫苗。这些肿瘤

属于最具侵袭性、发展迅速的恶性肿

瘤。其中结直肠癌疫苗已通过了所有

临床前试验。

正在开发的肿瘤疫苗属于生物技

术药物，用于个人医疗，并可针对具体

患者定制。在今年俄联邦法律《药品

流通法》修正案生效后，疫苗就可用于

患者。

该疫苗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寻找

个性化的肿瘤新抗原，还在于将它们

送入人体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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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结直肠癌疫苗通过临床前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