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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合肥12月12日电（记者
蔡敏、张紫赟）记者12日从中科院合
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了解到，该院医学
物理中心专家自主研发出实时在线
检测呼气质谱仪，被检者只需长呼一
口气，3分钟内就能检测出是否患有
食管癌，其临床试验准确率达85%至
90%。

这项研究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
学术期刊《肠胃病学与肝病期刊》
上。其在食管癌快速检测技术上

达国内领先水平，也是国际上发展
癌症快速无创筛查技术的一种主
要趋势。

专家介绍，在全球范围内，食管
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排在恶性
肿瘤的第八和第六位。而我国食管
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世界前列，年
发病人数预计47万、死亡人数约37
万。目前食管癌临床检查主要依靠
X射线钡餐、CT扫描、内窥镜/活检、
细胞学检查等方法，这些常规检查需

要射线/器械侵入或者有创，不适合
体检或高危人群筛查。为了食管癌
能早发现，让患者得到早治疗，提高
治愈率、降低死亡率，发展食管癌筛
查新技术方法尤为重要。

呼气检测因为安全无创、简单
便捷、接受度高等特点，一直是疾病
诊断领域研究的热点，但多数研究
沿用采样袋呼气取样与色谱质谱离
线分析方法，其潜在问题是：采样袋
易引起呼气成分污染、甚至丢失，色

谱质谱分析需要约2个小时。因为
质控困难、过程繁琐以及分析速度
慢，这种方法难以满足筛查对快速
检测的要求。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医学
物理中心研究部光谱质谱研究室与中
科院合肥肿瘤医院合作，自主研制出
实时在线检测呼气质谱仪，开展了食
管癌患者与健康志愿者呼气检测比较
研究。

这种呼气质谱仪，在3分钟内完

成对一名被检人员呼气的直接测量
并给出结果，不需要采样袋取样以及
浓缩等前处理过程。通过对中科院
合肥肿瘤医院29名食管癌患者和57
名健康人员的呼气质谱检测，研究人
员统计发现了区分食管癌的七种呼
气质谱特征离子，用于甄别是否患
食管癌的准确率达到 85%-90%。
该研究成果将有望为食管癌筛查与
辅助诊断提供一种高通量无创检测
技术方法。

中科院专家研发出快速检测仪

呼一口气3分钟内可检出食管癌
这种无创检测技术临床试验准确率达85%至90%

新华社郑州 12 月 12 日电（陈
辉）“十二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
——蜱虫叮咬导致的“发热伴血小板
减少综合征（SFTS）”研究取得重大
成果，患者死亡率由30％以上降到
8％，治疗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何为蜱虫病？

蜱虫俗称草爬子，蛰伏在
草丛、植物或牲畜皮毛间。蜱
虫叮咬可传染多种致命疾
病，2009年在河南信阳发
现并命名蜱虫携带的
“新型布尼亚病毒”，

可导致“发热伴血小
板减少综合征”，

发病急、病情凶
险、病程短，

治疗不及
时两周

内

可致死，死亡率高达30％以上，属世界
疑难疾病。

主要分布地区

蜱虫病主要分布在中国、日本、
韩国等国家，中国分布在河南、湖北、
山东、安徽、辽宁等省份，河南信阳地
区是高发区，占全国总发病人数的
60％。我国将蜱虫病防治列入了

“十二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解
放军154医院与军事医学科学院合
作承担了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

死亡率降到8％

经过数年攻关，这一课题研究取
得重大成果：首次建立蜱虫病早期临
床诊断常规检验指标群，并成功应用
临床，效果确切；确立了SFTS临床
死亡及临床预后的判断指标；首次
通过大样临床数据评价临床治疗
效果，确立了这一疾病的最佳综合
治疗方案；发现与SFTS发病相
关的宿主遗传易感染性位点与
易感染环境因素；明确了
SFTS免疫水平变化趋势及
人群隐性感染水平，并由此
形成了一整套“早发现、
早诊断、早治疗”的科
学方法，使蜱虫病的
治愈率达到92％，
死亡率由30％
以上降到
8％。

新华社成都12月12日电（记者
蒋作平 周相吉）11日，中组部首批

“千人计划”专家康裕建教授在成都
正式宣布，全球首创3D生物打印血
管动物在体实验成功，实现干细胞
应用技术重大突破。

科研团队利用取自恒河猴自体
的脂肪间充质干细胞制备成 3D生
物打印墨汁，应用自主研发的3D生
物血管打印设备构建出具有生物活
性的人工血管，并将其置换恒河猴
体内一段腹主动脉，实现血管再
生。“此项成果对干细胞技术临床应
用而言具有里程碑意义。”康裕建在
发布会上说。

截至 12月 1日，科研人员已对
30只恒河猴进行3D生物打印血管
体内植入实验，实验动物术后存活
率为 100%。在实验期内，所有实
验动物在 3D 生物打印血管植入
后，其脂肪间充质干细胞均有序分

化为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等血
管组织，在 3D 生物打印血管再生
完成后，其结构和功能均与实验
动物自身血管的结构和 功 能 一
致，实验动物各项生理指标均未
发现异常。

“3D生物打印血管在体实验的
成功，解决了困扰临床半个世纪的
人工血管内皮化的问题。同时，在
体实验打破了脂肪间充质干细胞
不能分化成血管组织所需的多种
细胞的认识。这将为全球近十八
亿心血管疾病患者带来福音。”康
裕建说，该技术的核心理念是在不
对干细胞加以修饰的前提下保持
干细胞的干性，通过调动体内自主
再生能力，实现机体自主调节的组
织再生和功能恢复。这是对目前
在干细胞研究与应用过程中对干
细胞进行人为诱导、分化等方向的
认知的根本性重大挑战。

新华社洛杉矶12月11日电（记者郭爽）手
指滑动就可给手机充电、走路就可给蓝牙耳机
充电……美国科学家在新一期《纳米能量》杂志
发表的研究成果显示，薄膜般的纳米发电机可
以从人们身体的运动中收集能量，从而为手机
等电子设备供电。未来可穿戴设备有望通过人
体运动供电。

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的纳米发
电机由硅晶片和分层的非污染性物质组合而
成。这些非污染性物质包括银、聚酰亚胺和聚
丙烯铁电驻极体等。

在加入特定离子后，纳米发电机的每一层
都包含充电粒子。通过这种方式，当人体运动
或机械能触碰或按压纳米发电机时，就会产生
电能。值得一提的是，当纳米发电机折叠时，其
效能会指数级增长。

美国密歇根大学提供的视频画面显示，在
没有电池驱动的情况下，该校研究人员通过这
个低成本的小设备，用触摸屏幕或按压的动作，
成功操作了一个LCD触摸屏，一组20个LED
小灯泡以及一个柔性键盘。

纳米发电机薄如纸张，在应用到不同设备时
会有不同尺寸。比如，为触摸屏供电的设备约手指
粗细，而用于给LED灯泡发电的设备约手掌大小。

研究人员认为，由于具有轻便、柔性、成本低、
生物相容性等特点，纳米发电机的应用前景广泛。

未来可穿戴设备
或靠人体运动供电

我国蜱虫病治疗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治愈率可达92％
3D生物打印血管
动物在体实验成功
实验动物术后存活率为100%

全球
首创

日前，参观者在操控一台智能机器人。
当日，杭州市中小学科学主题活动“机器

人月”之机器人嘉年华活动在中国杭州低碳科
技馆启动，数十种工业机器人、科普展教机器
人、智能机器人等产品集中亮相，吸引众多学
生前来参观体验。 新华社发

杭州举办机器人嘉年华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