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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5日电 （记者房琳琳）火星登

陆器在进入大气外层前后要用镇流器，以完成对重心

和姿态的控制，但随后镇流器会被抛掉。鉴于数百公

斤重的镇流器的重要作用，以及将其送往火星难度

高、费用大，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计划改用微

型滑翔机替代镇流器方案，日前正在研制一种可折叠

碳纤维飞机，若测试成功，或将于 2022 年搭某个火星

飞行器飞往火星。

NASA 的工程师和阿姆斯特朗飞行研究中心的工

作人员正着手开发一种能着陆火星的气动飞行器原型

设计（Prandtl-m）。Prandtl-m 是一种很小的可折叠碳

纤维滑翔机，可放置在立方体卫星中，其机翼展开约 60

厘米长，总重仅半公斤。Prandtl-m 没有引擎，立方体

卫星从火星飞行器弹出进入火星大气层后，会在火星

表面上方几千英尺的地方将它释放出来，它会飞行大

约 10分钟，约 30公里，然后坠落到火星上。

在执行任务的 10分钟内，Prandtl-m 能传回很多有

价值的数据，拍摄的照片要比从轨道上拍摄的像素更

高，质量更好。由于飞机所占空间原为镇流器所设，因

此不会增加成本和风险。

据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官方网站报

道，NASA已制成一个试飞版本，这个稍大一些、非折叠

的滑翔机名为 Prandtl-d，将于今年晚些时候进行飞行

测试。科学家希望它能在一定高度稳定飞行，一旦成

功，下一步则将看它能否完成除在立方体卫星中从折

叠状态打开之外的火星飞行任务。

最后的测试任务则是将一个音速火箭发射到 13.7

万米高空，然后释放滑翔机并控制其飞行 5 个小时左

右。阿姆斯特朗飞行中心首席科学家、Prandtl-m 项

目主管阿尔·鲍尔斯说：“如果 Prandtl-m 能完成最后

的挑战，NASA 同意将其搭载在某个火星飞行器上就

指日可待了。希望这一计划能在 2022 年到 2024 年间

变成现实。”

用微型滑翔机替代笨重镇流器

NASA拟用折叠飞机勘测火星
可折叠碳纤维滑翔飞机效果图

近年来，石墨烯承载着未来变革产业领域的希

望，欧盟于 2013年 10月率先启动了为期 10年的“石墨

烯旗舰项目”，旨在使欧洲公司“能够在全球石墨烯技

术竞赛中获得主动权”。在该项目日前主办的“2015

石墨烯周”大会期间，科技日报记者就有关问题采访

了项目执行委员会主席、剑桥大学石墨烯中心主任安

德烈·法拉利教授。

石墨烯项目进展获得好评

法拉利教授认为，未来 10 年石墨烯具有提升和

变革若干产业领域的巨大潜力，同时也有望在欧州

和全球创造大量新增就业机会。因而，从技术角度

审视石墨烯究竟对哪些具体产业领域更为重要，这

非常关键。

法拉利教授介绍说，欧盟委员会对项目进展审核

后给予积极评价，认为“大获成功”。一年多来，该项

目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同时申请了一些专利；已搞

定了计划的全部协调工作。

他谨慎地强调，目前该项目仍处于初期阶段，在

执行过程中面临两个重要挑战：一是管理和政治方面

的挑战。由于项目涉及欧盟众多成员国、众多研究中

心、机构和企业，必须确保参与各方能够有效地合作；

二是确保将项目从基础研究转向工业应用研究。目

前，越来越多的工业界伙伴尤其是欧洲一些大牌公司

都加入了该项目，其中包括英国 FlexEnable公司、德国

英飞凌公司、爱立信和阿尔卡特公司等，这正契合了

项目的宗旨——与工业界建立牢固的伙伴关系。

石墨烯研发面临三大难题

法拉利认为，2015 年石墨烯研发的主要障碍有

三：第一是目前能制备的材料呈现出一些特性，而人

们用来制造设备的材料则需要另一些特性，这之间存

在“隔阂”。石墨烯价值链是以整体方式呈现，但在制

备某种材料时，需要相对应种类的特殊石墨烯——即

存在很多不同种类的石墨烯，但并非都能很好地用于

同样用途。制造电子设备需要一种石墨烯，而制造电

池则需要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石墨烯；制造电池的石墨

烯不可能用来制造晶体管，反过来也一样。

第二是石墨烯与半导体 Fab 材料（用于大规模制

造设备）的集成。“石墨烯旗舰项目”刚设计了一个“圆

片规模集成”来实现在石墨烯与典型 Fab 材料的集

成。如果不能将石墨烯置入 Fab，就不能将其置入其

他设备中。欧洲很幸运地拥有像诺基亚、爱立信和阿

尔卡特等大公司，他们最终认识到下一步是石墨烯与

半导体 Fab 的集成。如果这方面取得成功，必将能实

现石墨烯的大规模制备。

第三是最终设备的整体成本，即与其他技术相比

是否具有竞争力，但目前对此尚难以确定。

未来10年最有希望的应用

法拉利教授认为，未来 10 年，石墨烯将先后在复

合材料、透明半导体材料、能源、光子、光电子和传感

器等领域走向应用。

从时间表来看，未来 2 年到 3 年内石墨烯最有希

望的应用将是复合材料。如一家名为 Head 的欧洲公

司，正在利用石墨烯生产网球拍；另一家欧洲公司也

正准备推出加入石墨烯的自行车轮胎；还有一家公司

正将注意力转向具有机械特性和热力特性的复合材

料。这些应用都属于复合材料领域。其后，将是透明

导电材料如移动手机和电视屏幕等。

未来 5年内，石墨烯在能源领域也将大有作为，如

石墨烯电池和石墨烯超级电容器等；未来 5 年到 10 年

内，石墨烯将在光学、光子学和传感器等领域，如光感

测器、激光感测器、调制器及数据传输设备等方面得

到应用。

需审慎看待石墨烯专利量

据英国专利咨询公司 Cambridge IP 的研究，截至

2014 年 5 月全球在石墨烯领域申请的专利数量为

11372 项，亚洲占 3060 项，欧洲和英国分别仅有 361 项

和 41 项,明显处于落后境地。对此，法拉利认为需要

审慎看待石墨烯领域的专利数量。

他指出，目前中国和韩国在石墨烯领域申请了

大量专利，而欧洲专利局在授予专利方面很挑剔，因

而欧洲提交的专利申请数量较少。专利数量的差

距，并不是表明欧洲在该技术领域处于落后境地的

一项指标。

就专利绝对数量而言，不可否认欧洲处于落后，

但其质量并不低于其他国家。中国的很多专利并非

国际专利；韩国在某一领域的专利数量多达数十个，

而欧洲专利则覆盖了众多研究领域。欧洲和英国确

实需要更多专利，也正在为此努力，但需要更审慎地

看待专利数量。

整合石墨烯研发定有裨益

法拉利曾多次到中国进行学术交流，他开玩笑地

说每次只有两次入境的签证迫使他不停地更新签

证。他指出，中国有很多石墨烯研发活动：2014 年浙

江宁波就举办了一次大型石墨烯会议；北京半导体物

理所等在石墨烯和拓扑绝缘体方面很具实力；中国石

墨烯联盟也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

法拉利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在区域性层次或单

独研发机构层次上，有很多石墨烯研发项目，如上海、

北京、浙江等地的区域性研发活动都很强劲。目前中

国尚没有一项整体的石墨烯研发计划，但正努力地将

其整合在一起。他认为应对这些研发活动加以协

调。若能将在中国石墨烯研发方面的各种努力统一

整合在单一计划之下，肯定是有益的。

（科技日报伦敦7月5日电）

石墨烯将承载产业变革希望石墨烯将承载产业变革希望
——访剑桥大学石墨烯中心主任安德烈·法拉利教授

本报驻英国记者 郑焕斌

本周焦点

美国“龙”飞船命殒长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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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执行航天货运任务中的

首次失败，事件中损失了大量研究设备，对国际空间

站的运转来说也有重大影响。该公司本计划当天尝

试让运载火箭的第一级垂直降落在海中一艘无人船

上，因而此次发射尤为引人关注。

本周明星

液态氘：在高压下被挤成“金属”
美国桑迪亚国家实验室和德国罗斯托大学的一

个联合研究团队日前利用 20兆高斯磁场的大型 Z 机

器，将绝缘体变成导电体甚至超导体，成功地在高压

下把液态氘（重氢）挤成类金属。氘可用于热核反

应，被称为“未来的天然燃料”，此次的结果是科学家

更接近生成固体金属氢的最终目标。

外媒精选

光具有量子自旋霍尔效应
据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称，日

本、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研究人员理论证明，光有量子自

旋霍尔效应。在均匀介质中，比如说空气中，光的自旋

为零；但在两种媒介的“接口”处，比如在空气和黄金之

间，光波的属性会产生巨大的变化，发生横向自旋。而

这种自旋的方向锁定为光波的行进方向。因此，用正确

的方式观察，就会看到量子自旋霍尔效应的拓扑成分。

前沿探索

“大撕裂”或为宇宙终极命运
人们所知道的一切物质都起源于宇宙大爆炸。

现在科学家得出结论，一切将以同样剧烈的方式终

结：宇宙大撕裂。新的理论模型显示，随着宇宙不断

扩张，从星系到行星再到原子在内的一切物质最终

将在消失之前被撕碎。不过也没必要为此感到紧

张，因为据预测一切将在 220亿年以后发生。

单原子被微波冷却到接近绝对零度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物理学家找到了一种方法，

使用我们习以为常的微波辐射，将单个原子冷却到

了绝对零度（-273.15 摄氏度）附近。最新方法意味

着科学家们距离研制出运行速度更快的量子计算机

更近了一步。而量子计算机有助于厘清和解决目前

困扰我们的很多科学难题。

新方法促光子多维度量子纠缠
此前科学家发现光子通常会在量子属性的一个

维度进行纠缠，也就是它们偏振的方向。而日前，美

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电气工程师发现了使光子

发生多维度纠缠的新方法，这一方法可以使光子的

数据传送量实现数倍提升，在量子云通信和分布式

量子计算等方面都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本周争鸣

机器人“蓄意”杀人？
近日，一位男子在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的工厂新

生产线上安装机器人时，被机器人抓住并压死。有

媒体报道称“德国大众发生机器人攻击事件”，对此

专家表示，目前机器人还不具备主动攻击人类的水

平，人为操作失误的可能性更大。

一周之“首”

首次用拉伸二硫化钼晶体造出能隙可变半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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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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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案现场

全球最大太阳能飞机创三项纪录
正在环球飞行的全球最大太阳能飞机“阳光动

力 2”号北京时间 7 月 3 日晚降落在美国夏威夷州首

府檀香山的机场。该飞机在从日本名古屋飞往檀香

山的 118个小时不间断飞行中创造了三项世界纪录：

最长时间太阳能飞机不间断飞行、最长时间单人驾

机飞行和最远距离太阳能动力飞行。

一周技术刷新

微型量子点光谱仪问世
7月 1日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上描述了一个用

195 个不同的量子点做成的光谱仪，而这种光谱仪将

比手机照相机镜头的图像传感器还要微型。这一系

统兼具了高性能和简洁性，容易制造并有进一步小

型化的可能，为制造更高性能的光谱仪铺平了道路，

其未来应用包括太空探索、个性化医疗、微流控芯片

实验室诊断平台等。

多成像技术3D打印心脏更精确
美国海伦·德沃斯儿童医院的先天性心脏病专

家，首次将两种常见的成像技术——CT（计算机断层

扫描）和 3DTEE（3D 经食道超声心动图）成功地结合

在一起，打印出更精确的 3D 心脏模型。研究人员指

出，这一概念论证研究也为把这些技术与第三种工

具——磁共振成像（MRI）结合开辟了道路。

激光微爆技术把硅变成复杂新材料
硅是制造计算机芯片的常见材料。澳大利亚国

立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人员合作，在硅

上制造出激光诱导的微小爆炸，从而创造出多种奇

特的新材料。研究人员认为，这一新技术有望为超

导、高效太阳能电池和光传感器领域带来更简化的

创新和制造工艺。

200小时不间断制氢
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发明了一种低成本水

分离器，阴阳电极均采用同种催化剂氧化镍—铁，可

一周七天每天 24 小时用水生产氢气和氧气，其连续

工作 200多小时是一个创世界纪录的性能，可望为交

通和工业领域提供清洁、可再生的氢能源。

智能系统能自行修复程序漏洞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对外展示了一种

能够自行修复程序漏洞的系统。这套名为CodePhage

的系统，可在无需人工干预、不用访问应用程序源代码

的情况下，从其他程序中寻找合适的代码，对存有高危

漏洞的程序进行修复，直至问题解决为止。

奇观轶闻

摩擦起电 开车就能发电
内燃机因其较低的能量转换效率备受诟病，

科学家们一直试图改善这种状况。中美科学家联

合开发出一种能从汽车车轮与地面的摩擦中收获

能量的纳米发电机，有望将此前白白浪费掉的能

源回收。据称，该装置能将车辆的燃油效率提高

至少 10%。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一 周 国 际 要 闻
（6月29日—7月5日）

剑桥大学石墨烯中心主任安德烈·法拉利教授。
本报记者 郑焕斌摄

科技日报北京7月5日电 （记者刘霞）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日前报道，

社交网络巨头脸书（Facebook）的创办人兼

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表示，他相信未

来人们能通过技术，脑对脑直接分享思想。

针对用户询问脸书的长期目标这一问

题，扎克伯格在自己的脸书主页上提出了

上述想法。他说：“未来，当你思考某事时，

如果你愿意，你的朋友能立刻知悉你的想

法，同你产生心灵感应。这是终极的沟通

技术。”

过去十年间，脸书大大拓展了用户利用

脸书平台进行沟通的方式：刚开始只有单调

的网页；接下来出现了评论；随后，脸谱墙、

“喜欢”按钮功能、群应用、信息流等多款应

用和功能接踵而至。

而在过去一年，脸书则抛弃了大众共享

模式，开始专注个人信息的获取和分享，为

此做出了一系列大动作。如去年 4月，脸书

自行开发的移动聊天工具 Messenger被剥离

出来，可在电脑和智能手机上使用，Mes-

senger用户呈现爆炸性增长，月活跃用户从

2亿增长到 7亿；再如去年 3月，脸书斥资 20

亿美元收购沉浸式虚拟现实技术公司 Oc-

ulus VR 并达成了最终协议，似乎吹响了进

军虚拟现实领域的集结号，最终有望使用户

与好友之间拥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的感觉，能实时见彼此所见，想彼此所想。

而心灵感应技术则让人们之间的沟通

更进了一步，尽管这项技术听起来有点玄

乎，但并非海市蜃楼，有很多科学家正在从

事相关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例

如，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就研制出一

套系统，使一个人的脑电波能通过互联网发

送给另外一个人。在研究中，一名研究对象通过思想就

能让另一名研究对象的手指在键盘上移动。

尽管目前此类研究还主要局限于移动指令，但扎克

伯格有更宏大的目标，他的梦想是同计算机沟通或通过

互联网而非键盘或语音与他人沟通。扎克伯格说：“如

果我们的沟通工具变得更好，那么我们的生活也将变得

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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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辆老爷摩托车在南非展出
这是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老爷摩托车展上拍摄的一辆由英国 A.J.S.公司于 1962年生产的摩托车（7

月4日摄）。
当日，南非老爷摩托车俱乐部一年一度的千辆老爷摩托车展在该国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举行，展出了20

多个品牌的上千辆老爷摩托车。
新华社记者 翟健岚摄

新华社东京7月5日电 （记者蓝建中）日本自治医

科大学和中央大学的研究小组日前宣布，他们开发出一

种通过检测脑血流来判断儿童是否患有多动症的方法，

并准备进一步提高检测的精确度，以期将该方法用于诊

断多动症。

多动症是一种儿童期常见的精神失调，主要特征是

“无法安静下来”、“不专注”、“冲动”等，大多会引发难以

遵守规则、无法持续做某事等表现。

此前有研究发现，多动症儿童在解决“需要忍耐力”

的问题时，其脑部额前区无法顺利发挥作用。

自治医科大学讲师门田行史率领的研究小组邀请

30 名被诊断为多动症的儿童和 30 名健康儿童参与试

验，两组儿童的平均年龄均为 8岁。

研究者让两组儿童在游戏时一旦看到某个预先指

定的图像就按下一个开关，与此同时用近红外线脑检测

装置检查两组儿童的脑血流变化。

研究者经比较发现，健康儿童在玩上述游戏时，其

脑部额前区血流增加，而多动症患儿的额前区血流几乎

没有变化。研究者认为，目前这一方法能以约 80％的精

确度判断某位儿童是否患有多动症。

研究者希望今后提高上述新方法的判断精确度，以

期最终用近红外线脑检测装置来诊断多动症。

检测脑血流可判断多动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