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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22年前后
发射4艘载人飞船这个纳米探针不简单

可用近红外光监测大脑深层活动
■ 陆成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制出
纳米纤维素仿生结构材料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俞书宏院士团队成功研
制了一类天然纳米纤维素高性能结构材料，其密
度仅为钢的六分之一，而比强度、比韧性均超过
传统合金材料、陶瓷和工程塑料。这种新型全生
物质仿生结构材料有望替代现有的工程塑料，具
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研究发现，这种材料的轻质高强韧特性主要
来自材料微米级层状结构和纳米三维网络结构
设计。纤维素纳米纤维内部高度结晶可以提供
极高的强度，纤维之间通过大量氢键等可逆相互
作用网络进行结合，在外力作用下这种高密度的
可逆相互作用网络可以迅速解离和重构，吸收大
量能量，使材料在具有高强度的同时实现高韧
性，克服了传统结构材料难以兼具高强度与高韧
性的问题。此外，这种材料在120℃和-196℃之
间进行反复剧烈热冲击循环测试下，其力学性能
与尺寸依然高度稳定。在相当于一辆高速行驶
的汽车的高速冲击下，该材料表现出超高抗压强
度，有望作为合金的替代品。 （本报综合）

新型镁基双离子电池面世
近日，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等单

位的研究人员，成功研发出了一种基于不溶性有
机负极材料的新型镁基双离子电池（Mg-DIB）。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顶级能源材料期刊《能
源存储材料》上。

与传统的无机电极材料相比，有机电极材料
由于其官能团与离子之间的温和氧化还原反应，
表现出极具潜力的储镁能力。同时，如能结合双
离子电池的工作机制，利用阴离子插层石墨正极
的高反应电位和快速的阴离子扩散动力学，将极
大提高镁离子电池的工作电压及电化学性能。

该研究拓宽了镁离子电池电极材料的选
择范围，并为新型储能器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
思路。 （本报综合）

设计电压敏感探针一直是技术难关

群体神经元活动的在体监测是揭示神经系统功
能机制的关键。目前，神经元钙离子荧光成像是主
要手段之一。然而，相比于神经脉冲信号，钙离子荧
光信号的动力学相对较慢，且很难推断出与之对应
的神经脉冲的频率和数量。因此，神经科学界迫切
期望能开发出对细胞膜电位变化敏感、有高信噪比
的纳米粒子或分子探针，从而实现高时空分辨率、大
范围神经元集群电活动的活体监测。

现有的荧光电压探针多用紫外光或可见光激
发，由于这两种光在活组织中易于吸收和散射，因
此它们只能应用于大脑浅层。相比于可见光或紫
外光，红外光（750~l000 纳米）在生物组织中穿透
能力更强，穿透深度可达厘米量级，能够应用于大
脑深层，被称为“生物组织的光学窗口”。“因此，
如何研发高灵敏、可用近红外光激发的电压敏感
探针已成为目前国际神经科学领域迫切希望攻克
的技术难关之一。”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
卓越创新中心、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杜久林介
绍道。

稀土元素掺杂的上转换荧光纳米颗粒（UCNPs）是
一类近红外光激发，紫外、可见光多重发射的反斯托克
斯发光纳米材料。所谓反斯托克斯，即指物质的发射
光波长短于激发光波长的反常现象。由于上转换荧
光纳米颗粒具有低背景荧光、多重发射的特性，已在生
物成像与活体诊疗的应用中获得广泛关注。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设计和制备了一种基
于上转换荧光纳米颗粒的电压敏感探针。研究人员
首先将上转换荧光纳米颗粒固定在细胞膜上，然后
将六硝基二苯胺（DPA）嵌入细胞膜磷脂双分子层。
在细胞静息状态下，带负电荷的六硝基二苯胺在细
胞膜外侧富集，上转换荧光纳米颗粒与六硝基二苯
胺之间距离在10纳米以内，形成发光共振能量转移
效应（FRET），上转换荧光纳米颗粒发光被六硝基二
苯胺吸收，检测到的光信号较弱。当细胞去极化后，
六硝基二苯胺在电场作用下于细胞膜内侧富集，上
转换荧光纳米颗粒与六硝基二苯胺之间距离超过10
纳米，发光共振能量转移效应消失，从而恢复了上转
换荧光纳米颗粒的发光。

探究活体组织中神经元活动有了新思路

为验证新研发的电压纳米探针在神经元电活动

检测中的优势，研究人员应用该纳米探针分别监测
了斑马鱼前脑神经元的嗅觉反应和小鼠新皮层神经
元膜电位振荡随麻醉深度的变化。

神经元的电活动动态性强，以往开发的基于荧光
蛋白的电压探针信噪相对较低，大都需要多次叠加才
能得到清晰的感觉反应。同时，此类探针易被荧光淬
灭，因此可记录时间窗口较短，限制了其实用性。

据杜久林介绍，团队运用新开发的电压纳米探
针研究了斑马鱼前脑神经元对食物刺激的反应。在
近红外光激发下，单次施加食物刺激即可显著增强
神经元的荧光信号，并可在连续数次刺激下稳定记
录。更重要的是，得益于上转换荧光纳米颗粒较低
的淬灭程度，活体记录时间可长达30分钟，为数据收
集提供了充足的时间窗口。

哺乳动物神经元膜电位的阈下振荡，反映了动物
个体的脑状态及其变化。在深度睡眠和麻醉状态下，
脑状态主要是慢波；在动物趋于清醒时，慢波减弱甚至
消失，代之以高频电活动。传统的钙离子成像反映的
神经活动难以体现这种阈下膜电位振荡，研究人员在
小鼠初级体感皮层中注入电压纳米探针，并考察了戊
巴比妥麻醉不同深度下的神经元阈下膜电位活动。
在深度麻醉状态下，纳米探针发光存在低频振荡现象，
提示此状态下阈下膜电位以慢波为主。通过机械刺
激小鼠尾巴提高其清醒水平后，纳米探针发光的低频
振荡减弱，高频电活动相对增强，在10分钟后恢复至
原有水平。此现象说明纳米探针的发光强度可真实
反映脑电活动的相应变化。

对此，杜久林表示，这项研究为设计可用近红外
光激发的电压敏感探针提供了全新思路，为探究深
层活体组织中群体神经元活动开辟了实时动态监测
的新方法。

新华社海南文昌电（李国利 邓孟）我国计
划2022年前后建成空间站，其间将发射4艘神
舟载人飞船。目前，执行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
已经选定，正在开展任务训练。

在5月5日晚，长征五号B首次飞行任务取
得圆满成功，拉开了我国空间站在轨建造阶段飞
行任务的序幕，为后续空间站核心舱、实验舱发射
奠定了坚实基础。按计划，我国空间站将于2022
年前后完成建造，一共规划12次飞行任务。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助理季启明介绍说，此
次任务后，将先后发射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
梦天实验舱，进行空间站基本构型的在轨组装建
造；其间，规划发射4艘神舟载人飞船和4艘天舟
货运飞船，进行航天员乘组轮换和货物补给。

招商引资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梁平区招商投
资促进局以转变观念是前提、抓住机遇是关键，搞好
服务是保证为切入点，把亲商、护商、富商等作为首要
任务，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提高服务质量，倾力打好招
商“组合拳”。

据了解，梁平招商局构筑三大制造业集群，坚
持以集成电路、智能家居、绿色食品三大主导产业
为招商主攻方向，聚力做优集成电路、智能家居、绿
色食品三大制造业集群生态圈，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坚持科技引领，坚持招商引资与招商引智相结
合，积极引进世界500强、国内500强、央企、上市公
司和全国知名民营企业等科技创新类企业，助力高
新技术产业园区创建。通过电话、微信、邮件、云会
议等多种形式开展线上招商。为进一步抢抓东部
沿海产业转移、落实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充实粤

港澳、长三角、山东、成都等驻地招商队伍，充分利
用商协会，在梁投资企业、领导资源等平台，主动对
接资源，围绕“三大产业”探寻意向投资的行业龙头
企业。明确乡镇（街道）、区级部门招商主体责任，
充分挖掘辖区内优秀成功人士，建立招商项目信息
资源库，着力“引凤归巢”。在广东、上海、福建、浙
江、成都、重庆主城等重点招商区域组织召开专题
招商推介活动一次以上，让更多企业了解梁平、关
注梁平、投资梁平。注重引进数字经济、总部经济
等项目，助力高新园区创建。

该局建立实施以微信等方式互动的重大项目
“一对一”服务专班机制，为项目建设提供全过程服
务。坚持“月调度、季通报”工作机制，压实工作责
任。做好二季度项目集中开工暨签约、三季度智博
会、四季度采柚节招商引资签约活动等相关工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疫情期间，招商不停步，通过
“云会议、云视频”等方式，从“面对面”交流改为“屏
对屏”沟通，从“上门招商”变成“云端互动”，线上对
接让招商力度不减。与各地企业、商协会联系不“断
链”，不“断联”，向企业家朋友发出慰问信，与广东、
浙江、北京、上海、福建、成都等地商协会线上频繁互
动，与宁波万汇、广东优派、德康集团、深圳中农信
联、厦门持力科技等100余家企业对接洽谈，经过反
复磋商洽谈，与德康集团、兰星电子、爱娃科技、共启
科技等单位的28个项目合作协议已谈妥，即将签订
正式投资协议。目前18个签约项目已落地，9个项
目已投产，9个项目正在建设，落地率达45%。

眼下，梁平区招商人正以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区域
竞争最大的优势，是文明、进步、开放最重要的标志，
是推动招商引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为着
力点，坚决实现区委、区政府开展“营商环境建设年”
行动。积极做大“朋友圈”，有效开展以商招商、以企
招商、驻片招商、云招商，同时建好相关“通讯录”。

文/乐梅 许天位

梁平区：倾力打好招商“组合拳”

为了监测神经活动进而理解神经系统的功能机制，科学家们研发了不少高大上的“武
器”。近日，《美国化学会志》期刊报道了一项新研究成果。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可用近红外
光激发的电压荧光纳米探针，并用它成功监测了斑马鱼和小鼠脑中神经元膜电位的动态变
化。活体监测时，这种新“武器”表现不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