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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科学家合成新核素锇-160和钨-156
2月19日，笔者从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

究所获悉，该所与其他单位科研人员合作，首

次合成了新核素锇-160、钨-156。相关成果

近日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

“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量子多体

系统。”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甘

再国表示，不同数量的质子和中子，构成了具

有不同性质的原子核，科学家们把它们称为核

素。合成和研究新核素，不仅对认识物质结构

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为理解天体环境的演化提

供了重要信息，也是探索自然奥秘的重要手

段。

远离β稳定线的原子核壳结构的演化，一

直是核物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在缺中子核

区，新核素合成与α衰变性质测量是研究壳结

构及其演化的有效途径之一。

依托兰州重离子加速器，研究团队利用充

气反冲核谱仪SHANS，通过熔合蒸发反应合

成了新核素锇-160和钨-156。锇-160（中子

数为84）具有 α放射性，而钨-156（中子数为

82）具有β+衰变的放射性。研究团队测量了

锇-160的α衰变粒子能量、半衰期及钨-156

的半衰期等性质。

研究人员通过系统分析新测量数据和已

有数据发现，当原子序数大于68时，中子数为

84、85的同中子素的α粒子预形成概率逐渐变

小，揭示了中子数为82的壳效应在缺中子核素

中增强的现象。他们进一步研究后认为，该效

应增强的原因在于不断逼近可能较稳定的双

幻核——铅-164（质子数为82、中子数为82）。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杨

华彬介绍，该研究首次明确给出了中子数为82

的中子壳在缺中子核素一侧的演化情况，有助

于对核素存在极限的深入理解，同时使我国的

新核素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核区。

（颉满斌）

我科研团队实现对
家蚕的高通量基因编辑

2月19日笔者获悉，西南大学马三垣、夏庆友团队利用

CRISPR对非模式多细胞生物家蚕进行高通量基因编辑。该

研究在家蚕个体水平上首次构建了全基因组CRISPR文库，

并对部分突变体进行了表型组学鉴定和功能筛选，获得了大

量具有明显表型的突变体，以及具有潜在育种价值的候选基

因。相关成果日前在《基因组研究》上发表。

育种技术经历了驯化育种、遗传育种、分子育种3个阶

段。近年来，随着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及应用，种业发展进入

“育种4.0”时代。相对于8—10年的传统育种周期，基因编辑

育种可将育种周期缩短至3年左右，且可快速精准创制新的种

质资源，有效提高产量、抗逆特性及品质性状等。自20世纪

初以来，突变体文库一直是生命科学创新和发现重大突破的

主要手段。但由于技术的限制，突变体文库只在果蝇、拟南

芥、小鼠等经典模式生物中得到成功应用。

该研究在团队前期建立的全基因组细胞编辑文库的基

础上，利用CRISPR技术为家蚕功能基因组学研究开发了一

种全新且通用的方法，并为识别关键候选基因提供了强大的

资源。同时，这一文库还为家蚕规模化快速育种建立了新的

平台。 （雍黎）

通过分析基因组中数百万个微小的遗传差

异，就可预测一个人一生中患某种疾病的几率。

在过去的10年中，研究人员为数十种疾病制定

了风险评分，希望有一天患者能利用这些信息来

降低患病风险。在《自然·医学》杂志最新发表的

一项研究中，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布罗

德研究所团队概述了他们如何选择、优化和验证

10种常见疾病的检测方法。

当前大多数多基因风险评分是根据欧洲血

统人群的遗传数据制定的，这引发了关于这些评

分是否适用于其他血统人群的问题。

此次研究人员与美国国家电子病历和基因

组学网络开展了合作。该网络研究如何将广大

患者的遗传数据与其电子病历整合，以改善临床

护理和健康结果。

为了优化评分系统，布罗德临床实验室首席

科学官尼尔·列侬团队首先梳理了文献，寻找已

在至少两种不同遗传血统的人群中进行过测试

的多基因风险评分。他们同时搜索了患者可通

过医疗、筛查和生活方式改变来降低疾病风险的

分数。

团队选择了10种多基因风险评分重点关注

的疾病：心房颤动、乳腺癌、慢性肾病、冠心病、高

胆固醇血症、前列腺癌、哮喘、Ⅰ型糖尿病、Ⅱ型

糖尿病和肥胖。

对于每种情况，研究人员都确定了基因组中

的确切位点，并对其进行分析以计算风险评分。

再通过将测试结果与每位患者血液样本的全基

因组序列进行比较，他们验证了所有这些位点都

可准确地进行基因分型。

研究人员分析了2500名祖先多样化群体的

疾病风险。大约五分之一的参与者被发现至少

患有10种疾病中的一种。最重要的是，这些参

与者的祖先背景差异很大，这表明重新校准的多

基因风险评分并不偏向于欧洲血统的人，而是对

所有人群都有效。

研究人员表示，虽无法修复风险评分中的所

有偏差，但可确保：如果一个人属于某种疾病的

高风险人群，那么无论其遗传血统是什么，他都

会被识别出来。 （张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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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8日，笔者从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获悉，该校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

教授姚涛团队与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夏

宝玉团队、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博士王

子运合作，综合利用多种同步辐射原

位技术，在质子交换膜二氧化碳转换

机制的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相关研

究成果近日发表于《自然》杂志。

开发各种碳中和技术，对于解决

能源与环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基于

质子交换膜技术的电催化二氧化碳转

化，可生产高附加值化学品和燃料，并

可以大电流、长时间稳定工作，是较有

前景的实现工业化碳转换的方式之

一。利用同步辐射大科学装置的多种

先进表征技术研究催化剂在服役状态

下的结构演变和反应机理，对于开发

酸稳定的碳转换催化剂和膜电极系统

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

研究人员使用废旧铅酸电池制备

出了再生铅催化剂，并利用再生铅催化

剂在宽pH范围内取得了较高的电催化

二氧化碳转化活性。这种方法在2.2伏

特电压下、连续工作5200小时的条件

下产生甲酸的法拉第效率超过93%，电

流密度达到600毫安/平方厘米。

为了厘清再生铅催化剂在电催化

二氧化碳转化反应中的真实活性结

构，研究人员发展并自研了适用X射

线吸收谱的膜电极电催化二氧化碳转

化原位装置，并分别在合肥光源软X

射线磁性圆二色线站和北京光源

XAFS线站开展了离线和原位表征。

利用原位X射线吸收谱技术，研究人

员发现再生铅催化剂在电催化二氧化

碳转化的还原电位下发生了动态结构

演变，金属态铅与碳酸铅在还原电位

下一定比例的共存是最终产生甲酸高

选择性和活性的关键因素。

研究人员进一步基于合肥光源原

位红外谱学技术和自研原位红外装置，

采用碳13同位素标记的二氧化碳开展

了电催化二氧化碳转化的原位红外研

究，发现碳酸铅表面的气态二氧化碳会

首先经过表面活化过程进入碳酸铅晶

格，再由晶格中的碳转换成最终的甲酸

产物。研究人员结合理论计算揭示了

再生铅催化剂的固相动态转变诱导晶

格碳活化和二氧化碳转化机理。

姚涛表示，这项研究成果可利用

回收的废旧电池把二氧化碳转化为具

有高经济价值的甲酸，对碳中和具有

重要应用价值。

（吴长锋 吴纯新）

利用废旧电池可将二氧化碳转换为甲酸

巴西科学家利用源自木浆的醋酸

纤维素，开发出一种可生物降解的传

感器。这款被称为“植物可穿戴”的传

感器能直接置于果蔬表面，检测农药

残留。相关研究论文发表于最近的

《生物材料进展》杂志。

农药被广泛用于提高作物产量，通

常通过喷洒施用。但只有50%的农药

达到目标，其余农药最终流入土壤、地

下水、地表水或残留在食品上，监测水、

土壤和食物中的农药残留至关重要。

最新开发出电化学传感器可作为

替代检测方法。团队通过浇铸法生产

出可生物降解的醋酸纤维素基材，并

将材料置于拥有所需形状的空间内，

然后通过丝网印刷沉积出具有3个电

极的全电化学系统。新设备兼具经济

实惠、快速检测、小型化、大规模生产、

方便易用、高选择性等优势，可直接在

水果、蔬菜或树叶表面检测农药。

研究团队对该设备开展了实验室测

试。他们首先将含有多菌灵和百草枯的

溶液喷洒在生菜和番茄上，随后将传感

器与生菜和番茄直接相连，结果其检测

水平与最常用的传感器相当。他们还将

蔬菜浸泡在一升水中两小时后检测，结

果表明，生菜中多菌灵和百草枯的去除

率分别为40%和60%；番茄中这两种农

药的去除率均为64%，清洗和浸泡显然

不足以去除农药残留。 （刘霞）

“植物可穿戴”传感器能测果蔬农药残留

新春开工忙生产新春开工忙生产

2月18日，位于铜陵市郊区经开区的浦菲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忙着赶制新能源汽车电容器设备。

陈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