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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们陆续返工，如何避免共餐

交叉感染的风险？最近，上海市健促委、
市文明办、市卫健委、市健促中心向市民

发出倡议———“让每一张餐桌上的公筷
公勺成为健康上海的新时尚”。有没有什

么办法能够比公筷制或分餐制更简单？
上海交通大学学生设计了一款取菜隔离

装置“金钟叉”，为避免二次传播和感染

提供了一个方便、价廉的好办法。
“金钟叉”由带有抑菌涂层的保护套

和取菜叉勺组成，使用时只要给自己的
筷子“穿上”保护套取菜，再脱掉保护套

各自用餐，整个过程筷不离手但能实现

公筷、私筷的切换。确保筷子夹紧装置且

取菜过程不松动，需要材料有硬度又有
一定弹性，这是产品设计中最难克服的

生产工艺问题。在《工程学导论》云课堂
上提出这一想法的上海交大机械与动力

工程学院、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医
学院等专业学生组成的设计团队，经过

与浙江餐具生产企业反复沟通、测试，很

快找到一款适合的弹性材料。
目前，这一项目已获得产业链企业

数百万元投资，正进行专利和商标注册，

并准备量产。 本报记者 易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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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下护目镜，脸颊露出深深的血痕；穿

上防护服，又闷又热，十多个小时不敢上厕
所———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一线，医护

人员的遭遇与付出让人们很揪心。为此，以
纺织、服装见长的东华大学多支科研团队

启动战“疫”攻关，主要目标就是：让防护
服、护目镜穿戴后不再感觉难受，让一线医

护人员能够更舒服地工作。而其中的关键，

则是四个字———“神奇纤维”。

新款“隔离服”变“空调服”

“防护服的材料、设计，决定了其舒适程
度。”东华大学纺织学院靳向煜教授介绍，他

的团队长期从事非织造材料，尤其是功能性
医卫防护非织造材料的研发工作。自 2003

年 SARS疫情结束后，团队持续研制出防护
口罩滤料、导流层材料、功能型医用敷料、可

冲散水刺材料以及医用防护服材料等五类

创新成果，均达到国际领先技术水平。目前，
利用新的纤维材料和设计，靳向煜团队又设

计出一款最新的“隔离服”，既舒适透气，又
具增压效果，如同一件“空调服”。靳向煜告

诉记者，这套“隔离服”还将增设对讲功能，
医生穿着它，不必再写上自己的名字“自报

家门”，说话也不必特别大声。
与此同时，位于东华大学松江校区的纤

维材料改性国家重点实验室，也已启动“新

型冠状病毒医卫防护材料应急专项”科技攻
关。记者在该实验室的一份疫情科技攻关指

南中看到：防护材料的服用性、舒适性改善
研究是主攻方向，比如防护服的强度如何，

尺寸是否稳定，其透湿性、疏水性、亲水性如
何等等；防护材料的安全卫生性和防护性改

善，也在研究之中，诸如抗菌性、皮肤刺激

性、抗菌性、病毒阻隔性等参数的改进。

口罩未来能“干掉”病毒
还有一项研究备受关注：开发一种具

有灭病毒、传感、显色功能的智能防护口

罩。想没想过，当某种病毒侵袭到你的口罩
表面时，口罩将会变色预警？现在我们戴口

罩只是起到隔离病毒的作用，未来的口罩
是不是有可能直接“干掉”病毒？或许，某一

种“神奇纤维”，具有这样的潜能。

中科院院士、纤维材料改性国家重点

实验室主任朱美芳曾告诉记者，用各类高
科技手法制成的新型纤维，天生不爱“循规

蹈矩”，勇于挑战厚度、抗菌能力、耐火耐热
性等各种传统极限，这意味着未来的服装

将被注入越来越多的神奇功能。

最新成果将推抗疫一线
专家指出，在未来人类抗击病原体的

战斗中，“神奇纤维”有望大显身手。比如，

在健身房里做运动，外套随手一搁；去公共
浴场泡澡，内衣往更衣箱里一塞。在公共场

所不经意的举动，往往会让衣物置身于病
菌威胁中。如今不用为此提心吊胆了，因为

市面上已出现一种“抗菌服”———穿上它就

能“安然无恙”。那么，在此基础上，是否利
用新型纤维做出一件“抗病毒服”，它自身

就能消灭新冠病毒，可以重复循环使用。医
护人员不必再担心“浪费”防护服，也不用

长时间不喝水、不上厕所了。
据介绍，纤维材料改性国家重点实验

室在纤维基、高分子基医卫防护材料领域
亦拥有研究专长。东华大学的 20多名科学

家们，正计划将最新的纤维成果推上抗击
疫情的第一线。

本报记者 张炯强

小餐具防共餐交叉感染
上海交大学子发明设计“金钟叉”

    本报讯（记者 董纯蕾）避免中年发

福，是否也能预防老年痴呆？科学家说：
就目前的研究，还不能证明两者之间有

因果关系，不过，确实发现一类节食信号
通路的长寿突变体，也与延缓行为退化

相关；降低某些基因的功能表达，可防止
小老鼠的“中年发福”，也能提高老年小

鼠的认知功能。上海科学家团队发现了

全新的抗衰老靶标基因，揭示了神经系
统衰老的基因调控网络，也为延缓大脑

衰老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和作用靶标。
国际顶级科学期刊《自然》（Nature）

最近在线发表了相关研究论文，该研究
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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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脑科学

与类脑研究中心、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蔡时青研究组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巴

斯德研究所江陆斌研究组合作完成。

经过多年的探索，蔡时青研究组与
江陆斌研究组合作，既采用了秀丽隐杆

线虫、小鼠两种模式动物，也在人类大脑
基因表达数据库寻找抗衰老靶标基因，

使用多种方法从不同层面抽丝剥茧地解
析衰老的调控机制。在秀丽隐杆线虫的

研究试验中，研究人员以神经递质功能

变化为指标，在全基因组水平上筛选、寻
找调控衰老的基因，获得了包含了 59个

基因的候选名单。而这些候选基因之间
又有着千丝万缕的相互作用，构建了这

个迷宫般的复杂调控网络后，科学家发
现其中两个表观遗传调控因子 BAZ-2

和 SET-6位于关键节点。降低 BAZ-2和
SET-6功能，可以显著提高老年线虫的

神经递质水平，让线虫健康地老去，延缓

衰老过程中的行为功能退化。

哺乳动物有两个基因 BAZ2B 和
EHMT1分别是 BAZ-2和 SET-6的同源

基因。在人类大脑中，BAZ2B和 EHMT1

的表达量随衰老逐渐增加，且与阿尔茨海

默症的病情进展正相关。研究人员在小鼠
试验中证实，降低 BAZ2B的功能可以提

高老年小鼠的认知功能，并且能缓解小鼠

的“中年发福”（即体重随年龄而增加）。
远离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症等神

经退行性疾病，延缓“老糊涂”的进程，是
越来越多人的迫切愿望。随着更多衰老

靶点基因的发现和后续研究的不断拓
展，我们距离愿望成真的日子也许不会

太远了。“不过，目前，这两个抗衰老靶点
尚处于基础研究，距离临床应用还有很

长一段路要走。”蔡时青表示。

延缓“老糊涂”或有新理论依据
上海科学家发现全新抗衰老靶标基因

    本报讯（记者 马亚

宁）病毒是什么？它是如
何在自然界形成并影响

到人类社会的？人类应该
如何应对病毒引发的危

机？⋯⋯因疫情而暂时闭
馆的上海科技馆，却未停

止为科普而忙碌。近期，

上海科技馆拟策划以《舞
动的幽灵》为题的病毒科

普展，现面向全社会公开
征集与本次疫情相关，记

录着各种生活变化或情
绪的物品和材料。

“无论是医护人员、
科研工作者、军人、警察、

志愿者，还是坚守在看似
平凡岗位的普通人，希望

通过展览使大家在疫情
期间的故事让更多人看

到听到⋯⋯”这是上海科
技馆关于病毒主题科普

展的征集“告白”。据介
绍，病毒科普展将以本次

疫情作为切入点，从病毒
学、传染病学、社会学等

不同视角，引导公众深入

了解病毒及其在地球生
命演化中的独特作用，探

讨病毒如何影响人类文明进程，以及人类未来

应该如何与病毒共处。
与此同时，为抗击疫情而大门紧闭的上海

科技馆内部，计划中的大系统改造和教育活动
区更新，纷纷调整计划为工程抢抓时间。教育

活动区按照原计划春节之后就进场施工，但现
在因疫情延后了。项目负责人吴晓雷和团队成

员将原先后阶段进行的展览教具、课件开发及

深化设计工作提前，确保整体项目推进不受太
大影响。

目前，“地球家园”展区整体规划设计项目
已处于收尾阶段。未来，观众将在全新的观展

过程中，通过技术手段将自身的行为和选择关
联至展厅的核心展项，“体感”出地球生态圈的

种种变化。而机器人工厂、飞行学院和信息译
站三个全新的教育活动区，将实现功能与教育

功能之间的灵活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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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新探索

让防护装备变智能
东华大学多支科研团队战“疫”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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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离服（倒背衣款）由纺

粘非织造材料经“淋膜”复合而

成，具有良好的防护和隔离作用

■ 医用防护服具有良好的液

体阻隔性能、 微细颗粒过滤效

率、密闭性及力学性能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