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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青岛农业大学哺乳动物

体细胞克隆基地迎来一个特殊的

“新生儿”——橘猫。这是中国首只

全流程采用国产设备、试剂和耗材

的体细胞克隆猫，标志着中国在动

物克隆技术领域的新突破。

“此前的动物克隆，绝大多数

的试剂及核心设备均购自国外，此

次克隆猫的诞生证明了我国在动

物克隆领域有了完整的产业链。”

青岛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

赵明辉表示。

该研究始于 2020 年。当时，赵

明辉带领研究团队在猪体细胞克

隆领域发现进口药品频繁出现性

能不稳定的情况，导致实验多次出

现问题。从那时起，团队开始研究

动物体细胞克隆相关试剂的国产

化替代。2023 年 6 月，团队基本完

成该项工作。与此同时，团队在国

内考察并找到克隆核心设备显微

操作仪及融合仪的生产厂商，改进

了显微操作仪及融合仪。

今年10月25日至11月2日，赵

明辉团队克隆出 20 头雄性胶州里

岔黑猪。11 月19 日，赵明辉团队成

功获得首只体细胞克隆猫。“与猪相

比，猫的体细胞克隆对设备、试剂和

耗材的要求更高，操作更为精细。”

赵明辉说。 （据《中国科学报》）

新研究赋予机器人“触觉”

南方科技大学教授郭传飞与合作者开发了一个类似人类手指

的高分辨人工传感系统，能分辨如斜纹布、灯芯绒和羊毛等质地细

腻的材料。该研究或能提高机器人和人类义肢的细触觉能力，有望

应用于虚拟现实。相关研究近日发表于《自然·通讯》。

人类手指轻抚物体表面，通过静压力和高频振动来辨别物体。

之前开发的感知物理刺激的人工触觉传感系统只能基于触觉或多

重传感器来识别现实世界的物体。开发高时空分辨率和灵敏度的

实时人工传感系统具有挑战性。

郭传飞等人研发了一种模拟人类指纹特征的柔性滑觉传感

器，能让系统在触摸或传感器滑过物体表面时识别表面质地的微

小特征。通过结合机器学习，他们将该传感器整合到一个人类手部

义肢上，发现该传感器能捕捉到细小的触觉信号，并能识别20种不

同材质的材料，包括亚麻、尼龙、聚酯纤维和泡泡纱，准确率可达

100%。

研究人员认为，该研究有助于提升机器人的感知能力，促进佩

戴人工义肢的患者的感知恢复，并应用于基于触觉的虚拟现实和

消费电子产品。 （据《中国科学报》）

新研究设计出
可增强记忆蛋白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在新一期

美国《科学进展》杂志上发表论文

说，他们对一种与记忆相关的蛋白

质进行基因修改，有望用于改善老

年认知退化人群的记忆功能，为阿

尔茨海默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患

者带来希望。

记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

位于大脑特定区域（如海马体）连

接神经元的突触的改变。这种现象

叫突触可塑化，涉及突触结构与

功能的变化，例如当感官体验等

导致神经回路被触发时，它就会

发生。这种触发会引发复杂的信号

通路，涉及一系列不同的蛋白质。

其中一种叫“单丝氨酸蛋白激酶

（LIMK1）”的蛋白质就对记忆起到

重要作用。

意大利圣心天主教大学心理

学教授克劳迪奥·格拉西及其带领

的研究团队对 LIMK1 进行基因修

改，并嵌入一个“分子开关”，在免

疫抑制药物的作用下“分子开关”

可以根据指令激活LIMK1基因。

动物实验发现，在出现与年龄

相关的认知退化的动物身上，利用

基因疗法修改LIMK1蛋白质，并利

用药物激活它，可显著提高记忆

力。研究人员指出，这一发现表明

可以根据生理和病理条件调控突

触可塑化过程以及记忆力。此外，

它为进一步研发“基因工程”蛋白

质奠定了基础，有望为神经学领域

的研究与疗法带来变革。

研究人员表示，确认这种疗法

对人体的效果尚需进一步研究，但

这项研究为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

的药物研发提供了线索。格拉西

说：“下一步研究就是在诸如阿尔

茨海默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实

验模型中验证这种疗法的有效

性。” （据新华社报道）

研究人员3D打印出
有骨骼韧带和肌腱的机器人手

英国《自然》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说，瑞士和美国研

究人员首次使用一种新技术，把3D打印与激光扫描和反馈机制相

结合，成功打印出具有骨骼、韧带和肌腱的机器人手。这一技术为

柔性机器人结构的生产开辟了全新可能性。

3D打印技术通过将数字模型直接转化为实体物体，可实现从

设计到生产的快速转变。与在3D打印中常用的快速固化的塑料材

料不同，在这项新研究中，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和美国一家初

创企业的研究人员使用了具有较好柔韧度的慢速固化的聚合物材

料。

通常来说，3D打印机逐层打印并在每个固化步骤后刮去表面

不规则的部分，但这种打印方式不适用于慢速固化的聚合物材料。

在该新研究中，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3D打印与激光扫描和反馈机

制相结合的新技术，可以快速检查每个打印层的表面不规则情况，

实时、精确调整打印下一层时的材料量。利用这一技术，研究人员

成功地一次性打印出由不同弹性的聚合物制成的有骨骼、韧带和

肌腱的机器人手。

研究人员表示，这项新技术可以比较容易地将柔软的、具有弹

性和刚性的材料结合起来。接下来，他们将利用这项技术探索更多

的可能性。 （据新华社报道）

粪菌移植
可安全有效抑制耐药菌

近日发表在美国《科学·转化

医学》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说，粪

菌移植在抑制人体内耐药菌繁殖

方面是安全有效的。如果进一步临

床试验成功，该方法有望用于有多

重耐药菌感染风险的人群，如接受

器官移植的患者等。

目前，抗生素耐药性已成为全

球性问题，最主要挑战是“超级细

菌”的出现，这类细菌对多种药物

具有最强的耐药性。

粪菌移植又称粪菌转移，指用

来自健康人粪便中的功能菌群替

换或强化患者的肠道菌群，从而

实现肠道及肠道外疾病的治疗。

在一项初步临床试验中，美

国埃默里大学研究人员领衔的团

队为 11 名接受肾移植的患者进行

了粪菌移植。接受器官移植的患

者可能面临多重耐药菌感染风

险。

根据随机选择，一部分患者在

肾移植手术后立即接受粪菌移植，

另一部分患者在肾移植手术 36 天

后粪便样本显示多重耐药菌阳性

迹象情况下接受粪菌移植。如果患

者接受一次粪菌移植后多重耐药

菌检测仍然呈阳性，他们将接受第

二次粪菌移植。

试验显示，在完成所有治疗的

9 名患者中，最终有 8 人多重耐药

菌检测呈阴性。该结果表明，粪菌

移植可能通过提供竞争性菌株减

少患者体内多重耐药菌，该疗法

还可能减少多重耐药菌感染的复

发。

研究人员认为，粪菌移植可能

在改善器官移植患者治疗、降低其

他患者群体的医疗费用等方面具

有广泛意义，但还需通过进一步临

床试验来确定合适的移植剂量等

问题。 （据新华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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