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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从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获

悉：今年1—7月，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累

计运输货物43.95万标箱，同比增长28.14%，保持良

好的增长态势。其中7月份，广西钦州到发铁海联

运班列货物2.6万标箱、共计54.1万吨，同比分别增

长81.8％、110.8％。

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辐射范围已增

至16省份56市108个站点，货物流向通达全球107

个国家和地区的 319 个港口，运输品类增加至 640

多种。 来源：人民网

前7月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货运量增长28%

记者日前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上半年，我国完成

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过1.6万亿元，同比增长6.7%，

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公路建设形势持续向好。上半年，我国新开工

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道项目近170个、4800公里，总

投资2910亿元。截至6月底，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

道新改建工程在建规模达到8.7万公里，在建项目超

过2000个，总投资约7.3万亿元。

水运重大工程有序推进。上半年，苏州港太仓

港区四期工程，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7号、8号泊

位自动化改造工程等已建成投运。长江干线朝天门

至涪陵河段航道整治工程、引江济淮航运工程、西江

贵港至梧州3000吨级航道二期工程等正加快实施。

综合交通枢纽方面，湖南长沙黄花机场综合客

运枢纽工程进度超过30%；杭州亚运会重要交通配

套工程杭州西综合客运枢纽基本建成；海南自贸港

海口新海港综合交通枢纽工程进度超过 75%。

来源：新华网

上半年交通投资超过1.6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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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DNA建造一个微型机器人，并用它

来研究肉眼看不见的细胞过程——这不是

科幻小说，而是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

院（Inserm）、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蒙彼利

埃大学的科学家们认真研究的主题。这种

高度创新的“纳米机器人”能够更密切地研

究在微观水平上施加的机械力，这对许多

生物和病理过程至关重要，代表了一项重

大的技术进步。相关研究发表在最新一期

《自然·通讯》杂志上。

人体细胞受到微观尺度上施加的机械

力的影响，触发了许多细胞过程所必需的

生物信号，这些细胞过程涉及人体的正常

功能或疾病的发展。例如，触觉感知在一

定程度上取决于对特定细胞感受器施加机

械力。除了触摸，这些对机械力敏感的感

受器（称为“机械感受器”）能够调节其他关

键的生物过程，如血管收缩、痛觉、呼吸，甚

至检测耳朵中的声波等。

这种细胞机械敏感性的功能障碍与癌

症等许多疾病有关。癌细胞通过探测并不

断适应其微环境的机械特性在体内迁移。

机械感受器可检测到特定的力，将信息传

递给细胞骨架。

目前，科学家们对这些涉及细胞机械

敏感性的分子机制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

已有的几种技术可用于施加受控力量并研

究这些机制，但存在局限性。

为了找到替代方案，Inserm研究员加埃

坦·贝尔特领导的研究小组决定使用DNA

折叠方法，即用DNA分子作为构建材料，以

预定义的形式自组装3D纳米结构。

研究人员设计了由3种DNA折叠结构组成的纳米机

器人，其大小与人类细胞的尺寸相兼容，首次使施加和控制

分辨率为 1 皮牛顿（即 1 牛顿的万亿分之一）的力成为可

能。这是人类制造的、基于DNA的自组装物体第一次能够

如此准确地施力。

该团队首先将机器人与一种识别机械感受器的分子连

接起来。这使机器人有可能指向人体的一些细胞，并专门

向定位在细胞表面的定向机械感受器施加力以激活它们。

研究人员表示，这种工具对于基础研究非常有价值，因

为它可以用来更好地了解细胞机械敏感性的分子机制，并发

现对机械力敏感的新的细胞受体。有了纳米机器人，科学家

们还能够更精确地研究在施力的什么时刻，生物和病理过程

的关键信号通路在细胞水平上被激活。来源：学习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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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苏格兰一个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先进的压力传

感器技术，有助于改进机器人系统，如用于机器人假

肢和机械臂。

由西苏格兰大学（UWS）、集成石墨烯有限公司

牵头的研究团队正在开展一个机器人系统先进传感

器开创性项目，旨在开发提供触觉反馈和分布式触

摸的精确压力传感器，增强机器人的能力，帮助提高

它们的灵活性和运动技能。

UWS薄膜、传感器和成像研究所所长、项目首

席研究员戴斯·吉普森教授说：“近年来，机器人行业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然而，由于缺乏感知能力，

机器人系统往往无法轻松执行某些任务。为了让机

器人充分发挥其潜力，需要能够提供更大触觉能力

的精确压力传感器。”

新型传感器由 3D 石墨烯泡沫制成，名为 GII，

在机械压力下具有独特性能，传感器使用压阻方法，

这意味着当材料受到压力时，它会动态改变其电阻，

很容易检测并适应所需的从轻到重的压力范围。

据介绍，GII 能够模拟人类触摸的敏感性和反

馈，这种特性使其适合用于疾病诊断、能量存储等多

种领域。这可能会对机器人在现实世界的一系列应

用产生革命性影响，从外科手术到精密制造等。

UWS计算工程和物理科学学院的卡洛斯·加西

亚·努内斯博士补充说，在机器人和可穿戴电子设备

中，压力传感器是至关重要的元件，无论是提供信息输

入系统，还是赋予机器人系统类似人类的运动技能。

像3D石墨烯泡沫这样的先进材料，由于其出色的电

气、机械和化学性能，在此类应用中具有极大的潜力。

下一阶段，研究团队将寻求进一步提高传感器

的灵敏度，使其在机器人系统中更广泛地应用。

来源《科技日报》

3D石墨烯泡沫制成先进压力传感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