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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短讯

■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6月29日电（记者刘园园）近日，美

国斯坦福大学一科研团队首次通过拉伸二硫化钼的晶

体点阵，“扯”出能隙可以变化的半导体。利用这种半

导体，科学家有望制造出能够吸收更多光能的太阳能

电池。

很多电子产品都离不开半导体。为了让半导体为

人所用，工程师必须精确地知道电子通过晶体点阵时

需要耗费多少能量。这种能量计量叫做能隙，它可以

帮助科学家决定哪种物质更适合执行某种电子任务。

该 科 研 团 队 所 使 用 的 二 硫 化 钼 是 一 种 岩 石 水

晶。这种材料本身很常见，不过斯坦福大学的机械

工程师郑晓林（音）和物理学家哈利·马诺哈兰证明，

二硫化钼晶体点阵的排列方式赋予了它独特的电子

特质。

二硫化钼是具有单层原子结构的物质：一个钼

原子连接着两个硫原子，这种三角形晶体点阵不断

在水平面上重复，形成纸一样的结构。二硫化钼自

然 岩 石 是 多 个 这 样 的 单 层 结 构 叠 在 一 起 的 结 果 。

“从机械工程学的角度来看，单层的二硫化钼非常

迷人，因为它的晶体点阵可以被极大地拉伸而不会

断裂。”郑晓林说。

据斯坦福大学官网介绍，该科研团队在芯片上雕

刻出高低不平的“山峰”和“山谷”，在上面铺上二硫化

钼的单层原子结构，然后将二硫化钼的晶体点阵拉伸

到“谷底”或“山峰”。这种拉伸改变了电子在二硫化钼

晶体点阵中移动时所需要的能量，并产生了一种拥有

可变能隙的人工晶体。

自 2010年英国科学家安德烈·盖姆和康斯坦丁·诺

沃肖罗夫凭借发现单层碳原子结构的石墨烯获得诺贝

尔奖后，科学家一直对单层原子结构的物质非常感兴

趣。2012年麻省理工大学的科学家曾在模拟实验中拉

伸二硫化钼的晶体点阵，并在理论上改变了二硫化钼

的能隙。此次斯坦福大学科研团队则通过该实验真正

实现了对二硫化钼晶体点阵的拉伸。

科研人员相信这一实验为科学界在人工晶体结构

方面的进一步创新奠定了基础。马诺哈兰认为，这一

研究成果将对传感器、太阳能等多领域带来广泛影

响。就太阳能领域而言，由于这种人工晶体结构对更

大范围的光谱都很敏感，因此具有用于制造更加高效

的太阳能电池的潜力。

拉伸二硫化钼晶体造出能隙可变半导体
可用于研发吸收更多光能的太阳能电池

这张放大1万倍的图片显示，一个电子器件上雕刻
出了高低不平的“山峰”和“山谷”，铺在上面的二硫化钼
经过拉伸后，形成了一种拥有可变能隙的人工晶体。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6 月 28 日第七次执行国

际空间站货运任务，但其运载“龙”飞船的“猎鹰 9”火

箭在发射后不久即在空中爆炸，船内物资毁于一旦，

国际空间站货运任务一年内再次遭遇重大挫折。

美国东部时间 28 日 10 时 21 分（北京时间 28 日 22

时 21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 9”火箭载着“龙”

飞船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升空。当

时天气状况良好，美国航天局的电视直播画面显示，

火箭发射后在空中爆炸。美国航天局发言人乔治·迪

勒说，最后一次收到这枚火箭的信号是在发射后 2 分

19秒。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说，目前尚不清楚发射失败

的确切原因。该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埃隆·马

斯克在社交网站推特上说，“猎鹰 9”火箭第一级在

关闭发动机前发生故障，火箭第二级的液压罐内压

力过大，专家们将通过全面分析查找原因。此前，

这家企业完成的 6 次航天货运任务大体比较顺利，

其研制的“龙”飞船是目前唯一有能力返回地球的

货运飞船。

美国航天局局长博尔登在随后发表的声明中说：

“我们对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最近一次货运补给任务

失败感到失望，但宇航员在国际空间站上是安全的，

未来数月内他们能用的补给还很充足。”国际空间站

上的美国宇航员斯科特·凯利对当天任务失败表示悲

伤，他在推特网站上发帖说：“太空探索艰难”。

接下来，俄罗斯将于 7 月发射“进步 60P”飞船，为

国际空间站送去数吨食物和其他物资。随后，日本计

划于 8月向国际空间站发射“鹳”号无人货运飞船。美

国轨道科学公司此前也宣布，将于今年年底恢复向国

际空间站送货。

然而，28日发生的货运飞船运载火箭爆炸事件对

国际空间站的运转来说仍是重大损失。美国航天局

副局长比尔·格斯登美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对我

们来说是个打击，我们损失了大量研究设备。”

按计划，此次“龙”飞船应为国际空间站送去总

重超过 2 吨的食物和大量实验设备，其中包括微软虚

拟现实显示设备等。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还计划当天

尝试让运载火箭的第一级垂直降落在海中一艘无人

船上，以大幅降低发射成本，因而此次发射尤为引人

关注。

这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执行航天货运任务中的

首次失败，也是近一年来国际空间站货运工作的又一

重大挫折。今年 4 月 28 日，俄罗斯“进步－M27M”货

运飞船搭乘“联盟－2.1a”运载火箭在发射后失控，全

部物资随飞船一起在大气层中焚毁。去年 10 月 28

日，另一家美国私企轨道科学公司向国际空间站发射

的“安塔瑞斯”运载火箭在点火时爆炸，其航天货运任

务已暂停。

“航天是一项艰难挑战，这是个提醒，但我们会从

每一次成功和挫折中学习”，美航天局局长博尔登还

表示：“失败无法阻止我们雄心勃勃的载人航天计

划。”

国际空间站国际空间站““太空物流太空物流””再受挫再受挫
新华社记者 郭 爽

国际空间站资料图

科技日报北京 6 月 29 日电
（记者王小龙）在刚使用触摸屏的

时候，人人都有按错键的经历，如

今对屏幕更小的智能手表和手环

而 言 这 一 情 况 则 更 为 突 出 。 日

前，谷歌研发出一种仅凭隔空做

出的手势和动作就能操控手机或

手表的新技术，有望让这种状况

彻底改观。

研究人员称，该技术有望颠覆

整个行业游戏规则，让电影《少数

派报告》中超炫的隔空操作在手机

甚至智能手表上成为现实，从此智

能移动设备或许将不再需要触摸

屏和物理按键。

负责此项研究的谷歌人机交

互专家伊凡·鲍普莱夫说，这个名

为Soli的项目能够让系统借助一个

内置的微型雷达芯片，跟踪用户手

部的动作。目前该系统已经能够

识别出手指极其细微的动作，让人

们借助它与电脑和可穿戴设备实

现交互。据介绍，Soli 采用宽波束

雷达来识别运动、速度和距离，工

作在 60Ghz(吉赫，即 10的 9次方赫

兹)的雷达频率上，能以每秒 10000

帧的速度对动作进行扫描。这些

动作都将被翻译成类似于触摸屏

上的命令。该芯片与德国英飞凌

科技公司合作开发，体积小到足以

嵌入可穿戴设备和其他设备中。

此前，基于摄像头的传感器

Leap Motion 已经上市，与 Soli 类

似，该设备同样也能高速捕捉手部

动作，但缺点是尺寸较大，且必须

放置在电脑外目光可及的地方。而谷歌这套系统由于采

用了基于芯片的隐形雷达技术，可以嵌入设备中使用。

鲍普莱夫说，Soli 令人难以置信的简单，无需通过

摄像头跟踪，你可以把它放在任何你想放置的地方。它

还可以成为家具、汽车、可穿戴电脑、手表、玩具的一部

分，任何人们需要与之进行互动的地方都可以通过 Soli

进行控制。

Soli 的技术还可以帮助人们在虚拟现实世界和游

戏中与对象进行交互。日本游戏产业独立分析师塞尔

坎·托托称，在使用虚拟现实设备时，用户视觉受限，不

便使用物理设备。Soli将能解决这个问题，与虚拟现实

实现完美的结合。

鲍普莱夫称，人们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控制设备，

但能隔空精确捕捉手部运动细节的设备却是一个空

白。今年晚些时候，该项目的开源技术将被移交给开发

者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开发，未来还将有更多激动人心的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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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6月29日电 （记者王小龙）来自法

国的一个研究团队通过对比人类和猿类的头骨，发现

人类眼眶的结构和其它猿类相比非常特别，这一演化

特征可能帮助人类获得了更好的周边视力。相关论文

发表在最新一期《科学报告》杂志上。

负责此项研究的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的

埃里克·丹尼森和他的团队，在对 100 个人类头骨的

眼眶和 120 个猿类头骨的眼眶进行比较后发现，人

类和长臂猿的眼眶与黑猩猩、倭黑猩猩、大猩猩和红

毛猩猩的相比，向前突出聚合的程度要小得多。不

仅如此，通过仔细的对比和计算，他们还发现，人类

眼眶宽度大于高度，而且宽高比在猿类中属最高。

研究人员认为，这些特征有助于人类获得比其它猿

类更宽广的侧向视野。

丹尼森和他的团队发现，眼眶的最外围，又叫做

眶外侧缘在人类的头骨的位置和其它非人猿类相

比，更加靠后。这一点再加上人类眼球更加靠前，减

少 了 对 于 视 觉 的 阻 碍 ，增 强 了 眼 球 巡 视 环 境 的 能

力。他们认为，这一特征可能是人类进化过程中选

择其他现代人面部特征（如不那么突出的口鼻部）的

一个副产品。

研究人员推测，人类祖先离开森林的行为可能推动

了眶外侧缘向后的演化，住在森林里的非人猿类需要更

靠前的眶外侧缘来保护它们的眼球不受到树枝的伤害。

研究人员称，虽然这种眼眶结构让人类获得了更

好的视野，但它也并非完美无缺。眼球更靠前让人们

更容易遭受和紫外线相关的眼科疾病的困扰，例如翼

状胬肉和白内障。

独特眼眶使人类获得更好视野

6月 28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主干道安斯波大街上，两名少年下巨型国际象棋。为便于当地居民绿色出行，布鲁塞尔市政府决定从29日开始，试行将包括
安斯波大街在内的市中心核心区数十条大小街道改为非机动车道。 新华社记者 叶平凡摄

布鲁塞尔主干道变身“民众乐园”

科技日报北京6月 29日电 （记者房琳琳）利用

太阳能提供动力的“阳光动力 2”号飞机 29 日早些时

候从日本名古屋机场起飞，继续完成环球飞行任务。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报道，瑞士籍飞行员安德瑞·
波斯贝格于北京时间凌晨两点将飞机驾离日本，此

前原计划从南京直接飞到夏威夷，但因为糟糕的天

气滞留在这里长达 5天。

项目新闻发言人艾尔·诺依曼说：“我们正在等

待明确的消息，以确认飞机继续行程而不再返航。”

她补充道，天气到目前为止看起来很好，但是仍有可

能发生变化。从日本中部到夏威夷的距离是 7900公

里，预计要飞 5 天 5 夜。飞机离开日本后将无法降

落，这是到目前为止风险性最大的一段行程。

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另一位飞行员伯特兰·
皮卡德说，必须在 8月初之前的几个星期内起飞横跨

太平洋，否则将在日本滞留一年之久。

据了解，“阳光动力 2”号飞机今年早些时候从阿

布达比起飞，打算不用消耗一滴燃油从西向东环地

球飞行一圈。这架飞机携带了 1.7 万个太阳能电池

和充电电池，飞机最高时速能达到 140公里。

“阳光动力2”号飞机从日本启航

一则中医药新闻让人眼前一亮：抗癌中药康莱特

注射液日前通过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认可，

在美进入三期临床试验。如果一切顺利，3年后它将

成为第一种获准进入美国市场的传统中药注射液。

康莱特从2001年在美国进入一期临床试验，至今

已经走过14年，这也反映出中药国际化进程之不易。

其实，康莱特在中国早已是知名的抗癌中药。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中医药大学教授李大鹏带领

的课题组在上世纪 90 年代就已完成研发，并获国家

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等荣誉。其作用包括

减少癌细胞、与放化疗结合使用减少毒副作用、提高

机体免疫力、改善患者生存质量及延长生存期等。

十多年前，这种抗癌中药注射液就已通过俄罗

斯卫生部批准，在俄进入全面临床应用阶段。不过，

进入美国市场仍需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

“美国有世界上最严格的药品审批程序。”李大

鹏对媒体说，欧洲、美国和日本互相认可对方的获批

药物，中东国家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只认可美国

批准的药物，如果康莱特在美国获批，意味着这种中

药真正走向世界。

康莱特在美国迈出的步伐，与其在全球多国注

册专利并有严格操作规范和标准不无关系。国际权

威的《科学》杂志 2003 年曾对康莱特进行报道，认为

它是继中药麻黄素、青蒿素之后又一个拥有专利的

成果。

与中医针灸相比，中药目前还没有被西方广泛

接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药缺乏规范化和标准化

的质量体系。因此，要想让中药被西医接受，还需尽

快制定较为详尽的规范和标准。在这方面康莱特的

确走在其他中药的前面，这也是它率先获准在美国

进行临床试验的原因。

拥有专利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真正能在美国

上市必须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临床试验分三期，

一期试验对象一般为 10 到 100 人，二期扩大到几百

人，三期最关键，试验对象可达几百到上万人，需要

大量资金。在三期试验失败的药物也不少，因此，康

莱特以及更多的中药走向世界还不是“一步之遥”那

么简单。

抗癌中药入美助力中药国际化
新华社记者 杨 骏 刘石磊

据新华社东京6月 29日电 （记者蓝建中）日本

东京大学教授染谷隆夫领导的研究小组日前宣布，他

们研制出一种柔软的新型传感器，可借助特殊印刷工

艺，粘在贴身衣服的外表面，监测手臂运动状况，并有

望用于测量心跳和血压。

染谷隆夫等人在新一期《自然·通讯》上报告说，这

种新型传感器能通过上肢肌肉运动时产生的微弱电信

号来监测手臂运动状况。在实验中，该装置能准确辨别

受试者用力握手和张开手时其肌肉电信号的不同。

据日本媒体报道，此前虽有一些材料能支持传感

器在衣服布料表面配线，但这些材料的伸缩性不够理

想，而新型传感器内部的配线部分使用了新开发的伸

缩材料，与其结合的银粒子、橡胶材料和表面活性剂

能使这种材料即使被拉长到原先的 3 倍长也不会内

部断线，照样能够通电。

研究人员指出，他们用导电油墨，借助特殊印刷

工艺将这种新型传感器粘贴到衣服的外表面后，只要

贴身穿着这种衣服，就可监测人上半身肢体的运动情

况。即使其内部配线因上肢运动出现伸缩，也能照常

工作。在加以改进后，该传感器还有望用于测量心

跳、血压和体温。研究小组还准备利用无线通信手

段，将这些监测数据传输到智能手机上。

染谷隆夫表示，这种新型传感器除用于体育运动

监测外，还可望在医疗护理方面派上用场。研究小组

准备与企业合作，争取在两三年后使这一产品达到实

用化水平。

日本制成贴衣监测的新型传感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