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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卫新闻

如今，锂电池已经成为人们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能源产品，尤其在

新能源汽车上被广泛使用，但它的

性能还有相当的提升空间。目前，

新能源汽车上的电池大多只能保

证6—8年或1000—1500次充放电

的使用寿命，且在低温等极端工作

条件下会加速电池的老化与损

坏。而即将到来的电池大面积退

役与回收，也带来了潜在的环境污

染与资源浪费的风险。

面对这些实际且紧迫的问题，

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彭慧胜/高

悦团队一直在思考如何通过基础

研究创新来提供解决方案。2月

13日，相关研究成果以《外部供锂

技术突破电池的缺锂困境和寿命

界限》为题在《自然》主刊上发表。

给电池“打针”
电池中的活性锂离子是由正极

材料提供的，锂离子损失消耗到一

定程度后，电池就会失效，这是锂离

子电池自1990年问世以来一直遵循

的基本原则。活性锂离子失效，通

常表现为电池容量衰减、内阻增加、

充放电效率降低以及循环寿命缩短

等，这些失效现象直接影响新能源

汽车的续航里程和使用寿命。

彭慧胜/高悦团队深入分析了

电池的基本原理，并进行了大量实

验验证，发现电池衰减和人生病一

样，是某个核心组件发生了异常，

而其他部分却基本保持完好。“那

为什么不像治病一样，开发变革性

功能材料，对电池也进行精准、原

位无损的锂离子补充，从而大幅延

长它的寿命和服役时间，而不是简

单地判定‘死亡’、报废回收呢？”

团队提出了打破电池基础设

计原则中锂离子依赖共生于正极

材料的理论，通过人工智能（AI）和

有机电化学的结合，设计出从未被

报道的锂载体分子，将电池活性载

流子和电极材料解耦。这种载体

分子就像药物一样，可以通过“打

一针”的方式注入到废旧衰减的电

池中，精准补充电池中损失的锂离

子，实现容量恢复，对电池进行“精

准治疗”而不是“宣布死亡”，为退

役电池的处理提供了新模式。使

用这一技术，电池在充放电上万次

后仍能恢复到接近出厂时的健康

状态，循环寿命从目前的500—

2000次提升到12000—60000次，

这在国际上尚无先例报道。此外，

电池材料必须含锂的束缚规则也

被打破，使用绿色、不含重金属的

材料构筑电池成为可能。

不走“寻常路”
要实现锂载体分子，就需要分

子具备严格且复杂的物理化学性

质，涉及分子电化学活性、分解电压

的范围、溶解度、空气稳定性、化学

稳定性、酸碱性、分解产物的成分、

反应动力学、分子可合成性和成本

等等。这种分子机制之前没有报道

过，无法通过传统研究范式即依靠

理论和经验来设计。

为此，团队利用AI结合化学信

息学，将分子结构和性质数字化，通

过引入有机化学、电化学、材料工程

技术方面的大量关联性质，构建数

据库，利用无监督机器学习，进行分

子推荐和预测，成功获得从未被报

道的锂离子载体分子——三氟甲基

亚磺酸锂（CF3SO2Li）。

经过艰苦努力，团队合成出这

种分子，并且验证了其具备各种严

苛的性能要求，且成本低、易合成，

与各类电池活性材料、电解液以及

其他组分有良好的兼容性，成功在

软包、圆柱、方壳和纤维状锂离子电

池器件上实现应用。

为推动学术科研向工程应用

转化，去解决实际问题，科研团队

始终沿着“分子—机制—材料—器

件”的全链条工作路径推进。研究

相关的验证实验都是在真实电池

器件而非模型上完成的，以充分暴

露可能的问题并予以解决，从而推

动下一步的产业转化。比如，提升

分子反应动力学，以避免影响电池

的化成速度；探索化学制备反应路

径，能够低成本、精准合成高纯度

分子。目前，团队正在开展锂离子

载体分子的宏量制备，并与国际顶

尖电池企业合作，力争将技术尽快

转化为产品和商品，助力国家在新

能源领域的引领性发展。

本报记者 张炯强

让胃肠癌发现更早一点、愈后

更好一点！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仁济医院消化科房静远教授团队

对胃肠癌预警、预防和治疗不断探

索，在传承和创新中不断开拓消化

病学的边界：在国际上首次发现粪

便中星座链球菌或咽峡炎链球菌升

高可能是胃癌的高危因素，目前，他

们的专利成功转让，通过粪便菌群

预警胃癌的试剂盒也在开发中。

团队还率先证实了肠道菌群

可用于结直肠癌治疗效果和预后

评估，并提出了新的诊断方法。而

我们所熟悉的叶酸、黄连素、他汀

等传统经典药物，也可以为胃肠癌

的预防提供新策略。

胃癌、大肠癌的发生发展除与

遗传因素相关外，还特别受微生物

及其代谢物组成的胃肠微生态调

控影响，而肠道菌群是值得深究的

“预警信号源”。团队在胃癌病人

的粪便和癌组织里率先发现肠道

菌群里的两个细菌浓度很高的“宝

藏”——咽峡炎链球菌及星座链球

菌，可能成为用于预警和筛查胃癌

及其癌前病变的无创生物标志

物。通过粪便菌群预警胃癌的试

剂盒在开发中，具有潜在的临床应

用价值。目前，星座链球菌检测技

术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授权，并

完成了成果转让。

至于大肠癌何时会来“袭

击”？团队研究发现，低膳食纤维

导致粪便丁酸盐含量降低，提示进

展性腺瘤发生的高风险，从而首次

证明了我国人群中低膳食纤维是

大肠肿瘤发生的高危因素。“我们

认为，如联合应用癌胚抗原和粪便

隐血试验，共生梭菌丰度早期预警

大肠肿瘤效果更佳，这也是易于推

广的方式，各基层医疗机构也可通

过相关筛查，尽早通过肠道菌群的

特殊变化预警大肠腺瘤的发生，帮

助百姓及早诊断。”

更难得可贵的是，他们还创

新性地提出了传统药物治疗胃

肠癌前疾病和阻断癌进展的新

观点，让叶酸、黄连素、他汀、甲

硝唑等传统药品被重新激活，焕

发新生。

“传统药物价廉、安全性好，更

为重要的是，具有基层医院普及的

可能，能让更多的老百姓用得上。”

房静远说：“叶酸和β胡萝卜素都被

认为是对消化道的健康具有一定保

护作用的物质。我们尝试使用叶

酸、β胡萝卜素等物质进行实验。

通过试验，我们希望找到能够有效

预防消化道肿瘤的方法。”对房静远

而言，通过科研创新，希望为更多患

者提供早期诊断和治疗的方案，从

而降低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在前辈的指导下，团队首先证

明了在根除幽门螺杆菌的前提下，

叶酸有一定的治疗萎缩性胃炎而

部分阻断其进展的作用，该成果被

写入指南。此后团队又在国际上

首先通过临床干预试验证实叶酸

可减少腺瘤的初次发生，该成果作

为结直肠癌一级预防的重要突破

被纳入国内共识意见。

团队对肠镜下摘除腺瘤的病

人干预两年以上，发现盐酸小檗碱

（即黄连素）可降低腺瘤复发率

22.3%，特别是对高危的进展性腺

瘤防治效果更佳，被编入《2021中

国结直肠癌综合防治共识意见》

中。常用药他汀，也可能阻断结直

肠腺瘤摘除后复发，具有潜在的预

防结直肠癌的作用。

团队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产

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们首先证实通

过分析肠菌判断大肠癌术后化疗效

果与预后。此外，团队还发现了一

种名为具核梭杆菌的细菌，它在大

肠癌手术标本中含量高的人化疗效

果很差。这一发现为大肠癌的治疗

提供了新的靶点，也为患者带来了

更多的治疗希望。

本报记者 左妍

新学期即将到来，在上海市西

南位育中学，有生物反馈按摩椅、

VR眼镜等新装备的“暖心小屋”亮

相，将为师生提供更好的心理按

摩。这是该校与上海市精神卫生

中心合作的产物。校党委副书记

何君介绍，传说中的“600号”将在

新学期继续为校园提升“读心术”，

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

消除“神秘感”
去年底，该校聘请上海市精卫

中心副院长王振担任“心理副校

长”。“如果一个孩子有童年创伤或

不好的经历，青少年期是特别好的

修复时期；另一方面，这也是引发

各种心理问题的危险期。”王振介

绍，如今医疗机构的使命已从原先

的“以疾病（诊治）为中心”拓展为

“以健康（促进）为中心”。心理健

康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走进校园，

既是为校园心理健康护航，也是让

医生团队和更大样本的青少年群

体及其家长有更真实的接触。在

他看来，与其等孩子病了再去医

院，远不如在尚处健康状态时为其

增加防御力，未病先防。

目前，西南位育中学拥有从预

初到高三共七个年级。“我们希望

每个老师都是心理老师，将心理成

长理念融入教育过程之中，掌握早

期识别的方式和方法。也希望师

生，尤其是孩子家长对心理健康问

题‘祛魅’，勇于自助和互助，包括

寻求专业帮助。”多次走入校园的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

颖感叹。

在这所中学，每个班级都有一

名“心理小助手”，协助老师倾听同

学们的心事。这两年，“600号”很

“出圈”，但对绝大部分师生来说，

还是颇有神秘感。作为高一（5）班

的“心理小助手”，女生陆芷洲第一

次来到位于宛平南路600号的精

卫中心，参观“600号画廊”，也读

出了暖意。“我们了解到病人眼中

的世界是怎样的，也看到了其他参

观者对病人的鼓励，感到人性的温

暖与光辉，更懂得了理解和尊重。”

问卷“找风险”
从上学期起，“600号”医护团队

举办了线上线下十余场主题讲座。

老师们最大的感受是：更懂学生了，

和家长沟通更顺了。“比如，原先我

们看到学生趴在桌上睡觉，只是觉

得孩子可能累了，晚上没睡好，现

在会多想一步，他是不是最近情绪

低落，甚至会有抑郁的可能。睡不

好、睡不着会给心理健康埋下隐

患。”预初年级组长李婴当了20年

的班主任，对精卫中心介绍的

“PHQ-9患者健康问卷”印象深

刻。“如果一个孩子一到考试就喊

头痛、肚子痛，或者干脆请病假，可

能他真的没有说谎，而是需要心理

支援。通过问卷的9个问题，有望

尽早发现学生潜在的心理健康风

险，及时介入。”

另一方面，李婴觉得，从教多

年来，自己接触的学生不少，但专

业医生给出的方法，让她从理论层

面，更有条理、更成系统地整理出

一些经验和方法，让工作变得更有

效。根据乔颖医生在讲座中提到

的“积极心理学”概念，她将缓解考

前紧张情绪分解为“建立信任关

系，倾听与共情”“引导发现优势、

增强自我效能感”“教授深呼吸、10

分钟正念冥想等情绪调节方法”

“设定合理目标、分解任务”等“四

步走”方法。“有时候，我们看到学

生在发呆会很难受，觉得他在浪费

时间；家长有时候也会纠结，到了

初三高三，是否要让孩子放弃运动

时间，多刷一会题。现在知道，其

实不用纠结，医学研究表明，适度

‘放空’才能帮助孩子完成自我调

节。”李婴说。

本报记者 陆梓华

复旦科研团队发布重大原创成果

  “精准治疗”
让锂电池更长寿

胃肠癌预警：“菌”能报准信
上海科研团队探索应用菌群筛查癌症方法

中学班级有了
“心理小助手”
倾听学生心事，让校园“心防”更有效

昨天，在松江区图书馆新馆，许多小朋友在家长的陪伴下来此

畅游书海，为自己“充充电”，迎接即将到来的新学期。

本报记者 陶磊 通讯员 姜辉辉 摄影报道

寒假觅书香
迎接新学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