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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砷化硼有潜力成为
比硅更优良的半导体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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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射病，真的会“热死人”？
河北日报记者 王璐丹

热点释疑

奇妙科技

全部治愈或是“夸大”

“报道中，16名癌症患者仅用药半年肿瘤全
部治愈的新闻有些夸张。”曾任职于中国医学科
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的《百科知识》杂志副主编
张田勘公开表示，首先，报道中关于参加治疗的
人数说法不一。论文原文描述的是，16名患者中，
真正接受药物试验治疗的病人只有12人。这些病
人是错配修复缺陷型Ⅱ期或Ⅲ期直肠腺癌患者。

对于这些病人，研究者每3周给予一种新药
物——抗 PD-1单克隆抗体单药 dostarlimab，持
续6个月。总体结果是，12名患者完成了新药物
治疗，并接受了至少6个月的随访。所有12名患
者都有临床完全缓解，并且在随访期间（6至 25
个月）没有出现癌症进展或复发的病例，也未发
现3级或更高级别的不良反应。

张田勘认为，如果再进一步了解，还有更多
的细节和内容需要推敲。

据介绍，这种癌症只是错配修复缺陷型Ⅱ
期或Ⅲ期直肠腺癌患者，而非所有直肠癌和所
有分期（0-Ⅳ期）。错配修复缺陷型直肠腺癌患
者只占所有直肠癌患者的5%-10%，而新药物对
绝大部分直肠癌无效，因为两者的基因不同。

其次，接受治疗的患者只是临床症状消失，
而非治愈。对于治愈，有一个普通的标准，即治疗
后5年不复发，也就是有5年生存期才称得上治
愈。而从严格意义上看，只有治疗后永远没有复
发，才算治愈，5年生存期也只是一种相对治愈。

因此，该项研究作者的结论非常谨慎：错配
修复缺陷型晚期直肠腺癌对药物 PD-1阻断高
度敏感，需要更长的随访时间来评估结果。

但是，这次免疫药物疗法实验的成果令人
惊喜。其原因是，单凭服用药物的免疫疗法便治
好病人，避免了因化疗或开刀而影响病人正常
身体功能。该项研究的参与者迪亚兹曾公开表
示，这是癌症史上前所未见的状况。尽管参与试
验性治疗的患者数量较少，但每位患者都完全
缓解，这是以前闻所未闻的结果。

但需要注意的是，该研究的不良反应事件
较多。迪亚兹表示，由于此次参与实验的患者人
数较少，下一步，研究团队需要找寻胃癌、前列
腺癌和胰脏癌患者进行测试，来验证这一实验
能够扩展到其他癌症治疗中——这可能为泛肿
瘤转移性疾病治疗打开大门。

人体自身免疫系统“发威”

从报道来看，新药物 dostarlimab 确实有其
“神奇”之处，那么它的“神力”到底来自哪里？

“它的思路来自解放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
撕下癌细胞的面具，让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能
识别并摧毁它们。”省免疫学会理事张风肖说。

免疫治疗，通俗地说，就是靠激活人体自身
免疫来对抗癌细胞。

“人体T淋巴细胞有一个受体，叫PD-1，身
体很多器官的细胞表面分泌一个蛋白，叫 PD-
L1。两者结合后，T细胞就不会对这些器官进行
攻击，这是身体正常的免疫保护机制。”张风肖
说，为了逃避T细胞的攻击，有些类型的癌细胞

表面也分泌 PD-L1。PD1 抑制剂是一种拮抗
PD-1的抗体，两者结合后这种免疫保护机制就
被解除，T细胞就能识别和攻击癌细胞了。

抗免疫抑制剂药物的研发是近年来抗癌研
究的热门赛道，已经陆续有了不少成果，新药物
dostarlimab就是这条热门赛道上的“新秀”。

这种新疗法，还要从 2018 年诺贝尔生理学
或医学奖的获奖者说起。

癌症和人类之间，一直持续着一场艰难的、
代价惨重的战争。传统癌症治疗方法主要有 3
种：手术、放疗和化疗。

“这些‘切割、燃烧和毒杀’癌细胞的技术，
不但有强烈的副作用，会出现‘杀癌一千，伤正
常细胞八百’的效果，而且只能够治愈一部分癌
症患者，剩下的癌症患者亟需更好的治疗方
法。”张风肖说。

与化疗等损伤性旧疗法不同，主动免疫的
应用和被动免疫预示了一种新的、经过改进的
医疗武器的诞生，它将在抗击癌症的战争中充
分释放巨大的潜能。

美国科学家詹姆斯·艾利森和日本医学家
本庶佑分别发现了束缚免疫 T 细胞的两种分
子：CTLA-4和PD-1/PD-L1，它们都有抑制免
疫系统的功能。

一个新的思路由此而来：解除它们，不就等
于解放了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吗？

以此为契机，便产生了抗病抗癌的新方式，
那就是寻找到抑制CTLA-4和PD-1/PD-L1的
药物，这就等于解除了T细胞的刹车，让T细胞
充分发挥杀灭癌细胞的作用。

艾利森和本庶佑因为对免疫抑制分子的发
现，获得了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他
们发现的基础和原理上，医药公司研发了相应
的药物来治疗癌症，产生了一系列抗 CTLA-4
和抗 PD-1/PD-L1 的单克隆抗体药物，并统称
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2018年，首个PD1抑制剂在我国上市，被看
作是我国肺癌领域治疗新的里程碑。“免疫治疗的
最大优点就在于高效、低毒。和目前已有的治疗方
案相比，它的效果要优于化疗。”张风肖表示。

现在的新药物dostarlimab就是免疫检查点抑
制剂的一种。其原理是抑制PD-1分子，以解放体
内的T细胞，让其发挥正常或超常的杀灭癌细胞
的功能，这类药物尤其适用于不能手术的晚期癌
症，以及对放疗和化疗有严重副作用的患者。

更多新技术值得期待

近年来，全球恶性肿瘤发病率呈逐年攀升
趋势，预计到 2040 年全球新发癌症患者约有
2840 万人。全球范围内，在 31%的国家中，癌症
相关死亡占总体死亡原因的首位；在74%的国家
中，癌症相关死亡占总体死亡原因的前 3位。我
国恶性肿瘤新发患者数及死亡数均居全球第
一，恶性肿瘤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公众健康问题。

近年来，抗肿瘤药物的发展，逐渐打破了这
种困局，改善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延长了患者的
生存时间。

此外，除了针对特定靶点设计的相关抑制

剂外，在肿瘤的治疗方面，一些新型的基因编辑
及检测技术也为肿瘤的治疗带来了许多革命性
的进步。例如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蛋白
降解靶向嵌合体PROTAC技术等。

CRISPR/Cas 基因编辑技术是第三代基因
编辑工具，该技术合成简单、周期短、操作灵活、
效率高，已广泛应用于癌症的基础研究，并取得
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进展。

其中，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是研究
最深入、应用最成熟的一种类别。“CAR-T细胞
疗法，就是一种利用CRISPR/Cas9技术将CAR
基因递送至 T 细胞的特定部位，进行癌症的相
关治疗。”专家介绍。

药物 CTX110就是一款利用基因编辑技术
改造的同种异体 CAR-T 细胞疗法，用于治疗
CD19阳性的B细胞恶性肿瘤患者。

到目前为止，该项技术的使用还只是在体
外治疗中应用，即从体内取出细胞，在实验室中
使用 CRISPR/Cas 基因编辑技术进行改造，然
后再注射回患者体内发挥抗肿瘤作用。

当然，该技术的应用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和挑战，如脱靶效应、人体对细菌源性Cas9蛋白
的免疫反应的问题等，好在一些新型的技术策
略发展正逐步完善这些局限。

目前，临床上大多数抗肿瘤药物是基于小分
子的，利用“占据驱动”的作用模式发挥抗肿瘤作
用。不同于传统的小分子抑制剂，蛋白降解靶向
嵌合体PROTAC技术是一种利用泛素-蛋白酶
系统对靶蛋白进行降解的药物开发技术，为新药
研发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PROTAC由靶蛋白
的配体、E3连接酶的配体和连接子组成，既可结
合E3泛素连接酶，又可结合胞内蛋白质，通过把
靶向的蛋白质招募到E3泛素连接酶附近来实现
靶向蛋白质的多泛素化，最后被蛋白酶体降解。

2013年，有医药公司将这一技术逐步应用至
临床；2021年，基于PROTAC技术开发的抗癌新
药ARV-471和ARV-110展开了II期临床实验。

“但部分研究还处于基础实验或临床前阶
段，尚未推广到临床治疗，很多药物还处于基础
研究或临床研究的早期阶段。”张风肖说，随着
基础研究的不断深入，相信会有更多更有效更
安全的药物应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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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有多热？七月以来，全国多个
城市开启了高温超长“待机”，河北一些城
市最高气温甚至超过了40℃。

近日，一个不太常见的名词“热射病”
冲上热搜头条，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一天收
治 3 例热射病患者。那么，什么是热射病？
热射病有何危害？如何预防热射病？记者就
公众关心的这些问题采访了相关专家。

“热死了”并非夸张

高温和热浪，在气象学上有着明确
所指。

我国气象学上将日最高气温在 35℃
以上定义为高温天气。世界气象组织将热
浪定义为日最高气温高于32℃且持续3天
以上的天气过程；在我国，气象局规定连续
3天以上日最高温度超过35℃以上的天气
过程称为热浪。

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
员会）第5次评估报告指出，近年来人为温
室气体排放达到了历史最高值，由于受到
人类对气候系统的影响，全球气温持续上
升，随之而来的全球高温热浪发生频率和
强度呈上升趋势，发生范围也不断扩大。

为何人类需要高度关注高温热浪？
“除了让人感觉不舒适不宜居外，高温

热浪还能直接增加死亡风险。”河北医科大

学第一医院急诊科主任张瑛琪表示，“热死
了”并非只是人们口头夸张的表述。

2003 年，一次席卷欧洲的热浪，共造
成超过 3 万人死亡，其中法国死亡人数接
近1.5万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复旦
大学联合开展的一项覆盖我国272个城市
的研究表明，2013-2015 年期间热浪可使
居民的死亡风险增加7%。

据介绍，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郭玉
明教授结合人口变化，对不同温室气体排
放情景下热浪与超额死亡的关系进行风险
评估。研究结果显示，与1971-2020年间相
比，2031-2080 年间，在 RCP8.5（在 IPCC
第5次评估报告中设置的一个温室气体浓
度很高的情景）排放情景下，中国因热浪所
导致的超额死亡可能增加35%。

高温是呼吸、神经等系统疾
病的诱因

高温是呼吸、循环、泌尿、神经等许多
系统疾病的诱因，其中呼吸系统和循环系
统更易受热浪的影响，增加人群发病风险
和疾病的死亡风险。

“正常人体内，产热和散热过程保持相
对平衡，以维持体温相对稳定。高温热浪
下，人们健康受损最直接的表现为中暑。”
张瑛琪说。

热射病就是中暑的一种。张瑛琪介绍，
中暑是指人处于热环境中体温调节功能紊
乱所导致的临床症候群，由轻及重分为先
兆中暑、轻症中暑和重症中暑。重症中暑又
分为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三种。其中，
热射病最严重，死亡率高达60%。热射病发
病早期，患者会出现大量冷汗，继而无汗、
躁动不安、神志模糊、血压下降，严重者可
产生脑水肿、肺水肿、心力衰竭等。

什么人容易中暑？据介绍，和普通人相
比，身体素质较差的人容易中暑，因此在炎
热的天气里要特别注意。老年人由于皮肤
汗腺萎缩和循环系统功能衰退，肌体散热
不畅，容易中暑。孕产妇因为怀孕或产后体
力消耗大，身体虚弱，如果长期逗留在通风
不畅、温度较高的室内环境中，也容易中
暑。婴幼儿体温调节功能差，容易中暑。

虽然随着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和公众防
范意识增强，近年来医院接诊热射病人数

不断减少，但专家认为，仍需警惕极端高温
条件下热射病患者增多，以及普通中暑患
者因处理不当而发展成热射病病人的
情况。

在专家看来，当前公众对中暑还存在
不少认识误区。“比如，有的人认为中暑很
常见，不至于有生命危险。”张瑛琪认为，普
通中暑发展为热射病需要一个过程，如中
暑后还继续暴露在高温环境中，症状将会
加重，一旦发展为热射病，进入昏迷状态，
随时可能危及生命。

此外，还有人中暑后习惯用一些土办
法降温，比如刮痧等。对于一些症状较重，
尤其是已进入昏迷状态的中暑病人，如不
及时送医救治，往往会耽误最佳救治时间。

中暑的处理最关键是迅速降温，对于
热射病患者更是如此。如果发现中暑迹象，
要迅速撤离高温环境，多喝一些有盐分的
饮料，也可以在额头、太阳穴部位涂抹清凉
油、风油精等，或服用藿香正气水等。张瑛
琪建议，如果发展为热射病，应及时送医救
治，医院将采取多种方式帮助患者实现体
表降温和内脏降温，并开展对症治疗。

近日，一条关于“16名癌症患者仅用药半年肿瘤
全部治愈”的新闻，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据报道，16
名接受研究的dMMR型结直肠癌患者，每个人都服用
相同的GSK的单株抗体PD-1药物dostarlimab。利
用这种免疫药物疗法实验后最终发现，所有患者身上
的癌症消失，病情完全缓解，体检、内窥镜检查、MRI扫
描等手段都无法检测到直肠肿瘤。而且在一年后的跟
进研究显示，全部16人都没发现癌症复发。

那么，癌症顽疾真的被彻底攻破了吗？这种药物的
“神奇”之处又在哪里？

科研人员日前发表在学术期刊《科学》的新研究显示，一种名
为立方砷化硼的材料在实验室展现出比硅更好的导热性和更高的
双极性迁移率，有潜力成为比硅更优良的半导体材料。

硅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半导体材料，然而硅作为半导体有两
项不足。第一，硅不太善于传导热量，导致芯片温度总是过热，散热
问题已经成为制约芯片性能的重要因素。第二，硅有较好的电子迁
移率，但不具备足够好的空穴迁移率，后者对半导体性能也很重
要。材料中带负电的电子离开后，留下的带正电的空位，被称作“空
穴”。电子迁移率和空穴迁移率统称为双极性迁移率。

科学家认为，立方砷化硼在理论上同时具有比硅更好的导热
性，以及更高的双极性迁移率。早先实验已证实，该材料的热导率
约是硅的10倍。

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院校的科研人员日前在《科学》杂志
上发表研究进一步证实，立方砷化硼在实验中同时展现出更优良
的导热性和双极性迁移率。研究人员表示，这可能是目前发现的最
好的半导体材料。同期《科学》杂志也刊登了中国科学院联合美国
休斯敦大学团队的相关研究成果。该研究用不同的测量方法证实
了立方砷化硼的高双极性迁移率，甚至在材料样本中的一些位置
发现了比理论计算更高的双极性迁移率。

参与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副研究员岳帅介绍
说，双极性迁移率“决定了半导体材料的逻辑运算速度，迁移率越
高则运算速度越快”。研究人员表示，到目前为止立方砷化硼只在
实验室规模进行了制备和测试，下一步的研究将围绕如何经济、大
量地生产这种材料，从而真正促进半导体产业发展。

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阳光会刺激男性释放一种激素，从而
更容易感到饥饿，而女性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日前在英国《自然·新陈
代谢》杂志上报告，他们分析了约3000人的饮食数据，其中有男有
女，发现男性在夏季平均每天比冬季多摄入约300卡路里能量。

研究人员又请志愿者穿着无袖衫和短裤在户外晒太阳，血液
分析显示阳光促使男性体内一种会让人感到饥饿的激素水平上
升，而女性则没有明显差异。

动物实验也显示类似结果。研究人员让雌雄各12只实验鼠每
天暴露在紫外线下，强度约相当于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正午日照20
至30分钟。连续10周监测后发现，雄鼠血液中含有更多的饥饿激
素，且在暴露于紫外线后更有觅食欲望、进食更多，但雌鼠未出现
这种情况。

研究人员认为，上述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皮肤受到紫外线照射
后，体内雄激素和雌激素产生了不同的反应。相关发现有助于进一
步研究皮肤在机体新陈代谢中的作用，还可能帮助研发基于性别
的治疗某些内分泌疾病的方案。

澳大利亚伊迪斯考恩大学近日发布公报说，该校研究人员领衔
的一个国际团队发现，腹主动脉钙化程度可揭示老年痴呆症的患病
风险，而评估腹主动脉钙化程度可通过常见的骨密度扫描来实现。
相关论文已发表在学术期刊《柳叶刀·区域健康—西太平洋》上。

这是一项长期研究，涉及958名70岁及以上的老年女性。研究
人员基于她们的脊柱侧位骨密度测试数据，评估了其腹主动脉钙
化情况，并根据钙化程度将她们分为“低度”“中度”“重度”三组。

研究发现，每两名调查对象中就有一名存在中度至重度的腹
主动脉钙化问题。持续10余年的健康追踪结果显示，“中度”和“重
度”组因痴呆症住院和死亡的风险是“低度”组的两倍。

研究人员表示，腹主动脉是人体最大的动脉，负责将含氧血液
从心脏输送到腹部器官和下肢，其健康状况一直是评估心血管疾
病风险的一个重要因素。这项新研究表明，腹主动脉钙化程度也可
用来揭示老年痴呆症的患病风险，而判断腹主动脉钙化程度非常
简单，在常规骨密度测试中增加对脊柱侧位的扫描即可。

研究人员之一、伊迪斯考恩大学的西蒙·劳斯教授表示，在痴
呆症研究领域常说对心脏有益的东西对大脑也有益，这项研究进
一步证实了这种关系。希望人们尽早采取干预措施，通过改变饮食
习惯、增加体育锻炼等方式降低痴呆症患病风险。

澳大利亚海洋学研究所等机构研究人员近日在美国《生态学》
杂志发表论文说，他们发现鲸鲨不仅吃磷虾等浮游动物，也吃并消
化藻类植物，这使其成为世界上已知最大的杂食性动物。

鲸鲨是目前已知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鱼类，体长可达18米。长
期以来，研究人员观察到鲸鲨是滤食性动物，即张嘴吞下大量海水
和其中食物后，再排出水留下食物，其典型食物是磷虾等小型浮游
动物。

新研究分析了西澳大利亚州宁加卢礁海域鲸鲨的食物来源，
收集了上述海域里可能的食物来源样本，既有小的浮游动物，也有
大的海藻。研究团队分析了这些动物和植物样本中的氨基酸和脂
肪酸，与鲸鲨样本中的氨基酸和脂肪酸进行比较。结果发现，鲸鲨
身体组织中有的化合物来自一种在宁加卢礁海域常见的海藻——
马尾藻。

澳大利亚海洋学研究所鱼类生物学家马克·米肯说，在陆地上
体型最大的动物一直是食草动物，人们一直以为在海洋中有所不
同，因为过去通常认为鲸鲨等大型动物以小鱼小虾为食，但事实证
明陆地和水中的进化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在长期的进化中，
鲸鲨已经有能力消化一些被吞入体内的马尾藻。

（本组稿件/河北日报记者王璐丹综合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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