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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大研发新型仿生手术缝线（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网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俞书宏院士团队深入探究莲丝纤维

的微观结构与力学性能，研制出一种可用于手术缝线的仿莲丝细

菌纤维素水凝胶纤维。相关成果发表于《纳米快报》，相关专利

已获得授权。研究团队在实验中将细菌纤维素水凝胶加工成具有

仿莲丝微米螺旋结构的水凝胶纤维。该纤维兼具较高的强度和韧

性，同时具有优异的亲水性和生物相容性，是一种非常好的医用

材料。相对于传统的棉线或聚合物线，水凝胶纤维缝线具有高生

物相容性、高含水量、低刺激性、低摩擦阻力等特点，在保护受

损组织、促进伤口愈合、减少不良反应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有

望成为下一代新型高端手术缝线。此外，这一材料的多孔结构还

使水凝胶纤维能够吸附抗生素或抗炎药物等，并持续在伤口处释

放，从而起到抗炎和加速伤口愈合的作用，有望在更多的医用材

料领域中展现出其独特的应用潜力。 

 

▲ 安医大研制出一种新型可穿戴水凝胶传感器（来源：安徽

医科大学网站）。安徽医科大学研究团队研制出一种新型可穿戴

水凝胶传感器，具备微型离子数字转换接口和固有保水性能，可

以实现多种人机交互功能。相关成果发表于《电气与电子工程师

协会—传感器期刊》。可穿戴生物医学设备领域的皮肤传感器一

直是国际上的热门研究领域，该领域的突破将有助于实现新型的

人机交互和机器人技术，为皮肤触觉康复等提供新方案。然而，

该类传感器目前仍然存在着成本较高、环境适应性较差、电路读

取复杂等问题。此外，这一技术的突破同时还依赖于高分子材料

技术与电子技术。研究团队结合水凝胶材料技术与电子技术，提

出了一种具备生物相容性、可降解性的可穿戴传感器系统，实现

了具备皮肤亲和性的水凝胶触控板，仅需小尺寸电路系统即可完

成从“离子电流—电子电流—数字化系统”的信号转化，并实现

了多种人机交互功能。 



 

 

 

▲ 等离子体所在石墨烯材料的等离子体制备及应用研究方

面取得系列进展（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网站）。中国

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王奇研究员主持的安徽省重点研究与

开发计划项目“等离子体技术制备高质量功能化石墨烯”通过省

科技厅组织的结题验收。研究团队攻克等离子体技术制备石墨烯

及石墨烯复合材料工艺，减小液相路线中石墨烯材料的团聚程度，

节约了能耗，并开展了石墨烯复合材料在能源、环保、生物医药

等领域的应用，取得了多项重要进展。在研究方面，通过等离子

体增强化学气相沉积技术实现了在较低温度下、不同基底上制备

石墨烯薄膜；实现了高纯度粉体石墨烯的可控制备；研究了通过

修饰、掺杂、复合等手段对石墨烯电子结构和表面化学特性的影

响，为面向储能器件应用的石墨烯材料制备提供了研究基础。在

应用方面，开展标准化工作，针对锂离子电池导电剂建立了全面

评价技术参数和测试方法，针对石墨烯材料的自有特点，建立了

相应的技术参数要求，为石墨烯浆料企业产品研发、质量控制、

电池企业采购浆料提供直接的指导和参考。 

 

▲ 安医大研制出一种具有强磷光发光效率的金铜纳米团簇

（来源：安徽医科大学网站）。安徽医科大学宋永波教授团队联

合安徽大学朱满洲教授团队、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金荣超教授

团队，研制出一种在空气中具有强磷光发光效率的金铜纳米团簇。

相关成果发表于《科学进展》。由于低毒性、近红外发光、良好

的光学稳定性和生物相容性，光致发光的金属纳米团簇在生物成

像、细胞标记、肿瘤治疗等生物医药领域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但目前具有离域型自由价电子的金属纳米团簇的发光效率普遍偏

低。研究结果表明，该金铜纳米团簇磷光量子产率高达 71.3%，

打破了金属纳米团簇光致发光效率低的瓶颈。结构解析和光谱动

力学研究表明，这种一个大的硫-铜多聚体被一个金原子束缚的结

构设计，显著增加了电子从单重态到三重态的跃迁，同时降低了

振动能量的损失。该成果为制备更多具有强磷光效率的新型金属

纳米材料提供了新思路和理论基础。  



 

 

 

▲ 复旦大学研发可充电锌空气电池（来源：复旦大学网站）。

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王飞团队携手多国研究团队合作开发了一种

可充电锌空气电池，对于开发更低成本、更安全的未来储能体系

具有重要意义。锌空气电池具有高理论能量密度、高安全性、低

成本等优点，但也存在电池循环寿命短，锌的有效利用率低，电

池无法在空气中长时间工作等问题。研究团队首次探索并成功实

现了一种全新的、可逆生成的反应机制，并利用该反应机制构建

了新型锌空气电池。该成果大幅提高了电池的能量密度，降低成

本；电池充放电反应可逆性高，具有长循环寿命；电池可以在空

气中稳定地运行，简化了电池结构，降低电池组件的耐腐蚀性要

求。相关成果发表于《科学》。该研究为提高锌空电池的电化学

性能、研发高可逆的二次金属空气电池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 增强巨噬细胞代谢可缓解认知功能衰退（来源：科技日报）。

美国斯坦福科学家在《自然》上发表论文指出，一种能减轻炎症、

增强巨噬细胞这种免疫细胞代谢的药物可以逆转小鼠的认知功能

衰退。该研究提出了导致年龄相关性认知功能衰退的一些关键变

化，并指出这种症状可能不是永久性的。该研究提出了巨噬细胞

的一个可能作用。衰老小鼠的巨噬细胞比年轻小鼠的代谢率低，

并拥有大量名为前列腺素 E2（PGE2）的促炎性分子。用抑制 PGE2

信号通路的药物处理小鼠时，细胞代谢能恢复到年轻水平，炎症

也会减轻。此外，抑制小鼠的 PGE2 信号通路还能逆转空间记忆

测试中的年龄相关记忆减退，恢复海马脑区的功能和可塑性。研

究表明，年龄相关性认知衰退不一定是一种静态或永久的症状，

抑制 PGE2 信号通路可以逆转认知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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