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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环球短讯

科技日报北京8月 26日电 （记者刘园园）量子点

已经对 LED 技术产生了广泛的商业影响，现在，改善其

制造步骤并提高利润是研究领域的重点。据美国电气

和电子工程师协会《光谱》杂志网站报道，美国俄勒冈

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近日展示了一种新的量子点制造

技术，不仅能保证所造量子点的大小和形状始终如一，

还能进行更精确的颜色控制，可能意味着 LED 照明新

时代的来临。

在发表于《纳米颗粒研究杂志》的研究中，该研究

团队运用了一种叫做“连续流”的化学反应器。化学物

质被持续地放入反应器中并产生了连续的 LED 照明。

这种连续流装置让制造 LED 照明的过程更加廉价、快

捷，而且具有高度延展性。与此同时，他们用微波来加

热试剂，解决了在化学反应中如何对温度进行精确控

制的问题。这种微波装置跟你在家里用的微波炉的运

行原理差不多。

研究人员相信，这种方法将为 LED 照明领域带来

巨大改变。由于这种方法可以制造大小和形状始终如

一的量子点，其灵活性保证了制造者可以生产具有多

种用途的量子点。小一些的量子点可以释放绿光，大

一些的量子点可以释放橙色到红色光。

“我们可能最终会制造出低成本、高能效的 LED 照

明，而且能达到人们所想要的白光灯的效果，”该大学

化学工程副教授格雷格·赫尔曼说。研究团队认为，跟

其他的量子点制造技术相比，他们的精确制造方法可

以带来更好的颜色控制。

“同时,这种技术使用非毒性材料，并大大减少材料

的浪费，这会降低制作成本、保护环境。”赫尔曼解释

说，与 LED 照明系统中通常使用的镉相比，量子点使用

的铜铟联硒化合物材料对环境更加友好。

研究人员表示，通过这种方法制造的量子点可为

光学、电子和生物医学等多种领域提供了另一种“廉

价”的选择。

量子点新技术或带来LED照明新时代
材料无毒性 制作成本低 环保性能好

艳阳天把任何一扇窗户变成可用的电源，这并非

突发奇想，采用量子点的发光太阳能聚光器技术已把

这种想法变成了现实。

是窗户，亦是电源

发光太阳能聚光器（LSC）是一项新兴的捕获阳光

的技术，有可能颠覆我们对能源的思考和利用方式。

美国能源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与意大利米兰

比可卡大学等单位研究人员组成的联合团队，在最新

一期的《自然·纳米技术》杂志上发表了以《采用无重

金属胶体状量子点的高效大面积无色发光太阳能聚

光器》为题的研究成果。

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首席研究员维克多·克

里莫夫说：“在这种新的设备中，通过窗户的一部分透

射光被分散在玻璃窗上的纳米粒子（半导体量子点）

吸收，然后重新发射出人的肉眼看不见的红外波长，

这些波被引导到窗户边上的太阳能电池上。”使用这

种设计，艳阳天里一扇几乎透明的窗户即会成为一个

发电机，可以在大热天为空调提供电力，或者在寒冬

给房间里的热水器供电。

既无色，也无毒

2014年 4月，这个合作研究团队从理论上证明，应

用的复合量子点设备不适合现实世界的应用程序，因

为它们是基于有毒的重金属镉制成，并且只能够吸收

一小部分的太阳能，这导致了有限的捕光效率，并使

集中器上会有深黄色或红色痕迹。

在描述这个新兴的研究时，比可卡大学材料科学

系物理学教授弗朗西斯科指出：“为了让这个技术尽快

从实验室走出来，到可持续性建筑中充分发挥潜力，就

必须实现能够捕获整个太阳光谱的无毒聚光器。”

于是，研究人员更新方法来解决着色的问题。

克里莫夫解释说：“新的设备使用了一个复杂的组

合物，通常被简称为 CISeS，包括铜（Cu）、铟（In）、

硒（Se）和硫（S）。重要的是，这些粒子不含任何有

毒的金属。

他强调，CISeS的量子点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太阳光

谱覆盖面，从而增加了具有中性色调的窗户，颜色也没

有任何失真感。此外，它们发射的近红外光是人的肉

眼看不见的，非常适合最常见的基于硅的太阳能电池。

效率高，成本低

这项成果的一个关键优势，是在程序上完全可以

与用于装配高质量聚合物窗户的电池铸造的工业方

法相媲美。在制造过程中，需要把量子点封装在一个

高光学品质的透明聚合物基体内。研究人员使用了

一个交叉结合的聚十二基异丁烯酸盐，其属于丙烯酸

酯类聚合物，它的长侧链可防止量子点的凝聚，并给

它们提供“友好”的环境，以允许其封装到聚合物上而

保持量子点光散发的高效特性。

弗朗西斯科说：“我们仍然要保持传输制导发光

的关键能力，并且没有吸收的损耗，以弥补与真正窗

户尺寸兼容的高光电效率。而审美因素对于一项新

兴技术的期望也是至关重要的。”

以前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的博士后、

目前量子点领域的企业家（UbiQD 创始人和总裁）亨

特·麦克丹尼尔补充说：“剩下的工作是解决降低成本

的问题，现在这种材料制造量子点比之前的材料要便

宜多了。我们用一类新的低成本、低风险的量子点组

成混合物 CISeS，克服了对这种技术进行商业部署的

一些最大的路障。”

既节能，又环保

意大利研究团队首席研究员塞尔吉奥·布罗维

尼说：“对这种量子点太阳能窗户技术，我们只在一

年前展示了其可行性，而目前在现实中，中短期内便

可以转移到产业中，不仅允许我们把屋顶转变为太

阳能发电机，还会改变到城市整体的建筑风格，包括

窗户。”

他说：“对于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这是特别重要

的，要想收集建筑需要的所有能源，屋顶还是太小

了。”该研究团队估计，用此项技术取代摩天大楼不具

有电源功能的玻璃，如纽约世界贸易中心（把 7.2 万平

方米分为 1.2 万扇窗户），这将有可能生成相当于超过

350套公寓所需要的能源。

布罗维尼说：“这样的量子点发光太阳能聚光器

本身还能够节能，其过滤效果可以减少空调所需要

的电力，降低室外阳光照进屋内造成的增温。由此，

这项技术能潜在地促使城市朝向零能耗的环保目标

迈进。”

艳阳天的一扇窗是可用电源艳阳天的一扇窗是可用电源
——发光太阳能聚光器技术取得新突破

本报记者 华 凌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8月25日电 （记者和苗）因

发明了去除水中电子垃圾所含重金属的过滤器，一

名美国学生 25 日在“世界水周”论坛获得 2015 年

“斯德哥尔摩少年水奖”。瑞典女王储维多利亚为

其颁奖。

“世界水周”论坛当晚发布的新闻公报说，科技

的快速发展让水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电子垃圾，其

中往往含有汞、镉、铅等有毒重金属。获奖者佩里·
阿莱加潘发明了一种薄纳米碳管，用来吸收水中的

这些有毒重金属。这种纳米管可被重复使用，而且

所吸出的重金属能被再次用于电器制造。

评审委员会说，阿莱加潘发明的过滤器能过滤

掉饮用水和工业用水中 99％的重金属，是一种水处

理的革新技术。重金属处理是事关全球水资源的关

键问题，阿莱加潘这项发明的影响范围有望从家庭

拓展到工业规模的水处理。

阿莱加潘表示，他几年前回印度探望祖父母时，

看到电子废弃物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那时他便对

水净化领域开始感兴趣。他将把自己的这项发明成

果作为公开的技术资源，“这样会有更多的人了解并

以此为基础开展更多研究，有助于解决水资源面临

的更大问题”。

“斯德哥尔摩少年水奖”是“世界水周”论坛所

设奖项之一，旨在激发青少年对水资源和环境保护

的兴趣，鼓励青少年发明并改进合理利用水资源的

技术。

重金属过滤器获世界水周“少年奖”

新华社伦敦8月25日电 （记者张家伟）一份最

近发表在英国期刊《自然·细胞生物学》上的研究报

告显示，为癌细胞补充小核糖核酸，恢复细胞的正常

生长机制，有可能把癌细胞还原成健康细胞。科学

界将来或许能基于这种原理，开发出更高效的抗癌

疗法。

此前科学界认为，细胞的黏附分子仅仅是像“胶

水”一样把细胞黏合在一起。但美国梅奥诊所的研

究人员发现，黏附分子除上述作用外，还扮演着更重

要的角色——它能通过小核糖核酸来传递信号，从

而控制细胞的生长。

如果这种机制失控，就会导致细胞异常，最终出

现癌变。研究人员通过为癌细胞补充小核糖核酸，

让这种信号传递机制恢复正常，结果部分癌细胞的

生长又回归正常细胞的“生命轨道”。初步实验显

示，这一调控方式对多种类型的癌细胞都有效。

英国癌症研究会的亨利·斯考克罗夫特评价说，

这是对人体部分细胞生长机制的重要探索成果，如

果能深入了解其中的关键概念，对未来数年内全球

癌症治疗研发将有非常大的助推作用。

癌 细 胞 也 能 变 身 健 康 细 胞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8月25日电 （记者刘隆）巴

西研究人员近日宣布，他们和美国同行研究发现，一

种产自该国亚马孙地区的水果有消炎、抑制癌变等

功效。

这 种 水 果 名 叫 瓜 伊 鲁 ，形 似 李 子 ，外 有 果

皮，中间为果肉，里面有核。当地人喜欢用这种

水 果 榨 汁 或 制 成 果 酱 食 用 ，而 果 树 的 叶 子 则 用

来 泡 水 饮 用 。 此 前 研 究 发 现 ，这 种 水 果 有 降 血

糖的功效。

巴西圣保罗大学的研究人员指出，某些疾病会

使生物细胞的脱氧核糖核酸（DNA）发生与癌变相关

的诱导损伤。而巴西和美国研究者所做的细胞实验

显示，瓜伊鲁果实所含成分可减少这种诱导损伤的

发生。

在另一项人体细胞实验中，科研人员还发现瓜

伊鲁所含的花色素苷可缓解发炎症状。

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将进一步研究瓜伊鲁果实

所含的哪些成分具有抑制癌变的作用，以及相关成

分的保健原理。目前这项研究还处于实验阶段，因

此还不能将瓜伊鲁推荐为药用果实。

巴 西 发 现 一 种 保 健 水 果

科技日报北京 8 月
26 日电 （记 者王小龙）

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

的科学家发现，板块内地

震 或 与 地 幔 对 流 有 关 。

该研究为困扰人们已久

的板块内地震成因提供

了 一 种 较 为 合 理 的 解

释。相关论文发表在最

新一期《自然》杂志上。

地震是地壳快速释放

能量所造成的一种振动现

象，多发生在地球板块边

界或断裂带上。板块间的

相互挤压碰撞所造成的板

块边沿及板块内部的错动

和破裂，一直被认为是引

发地震的主要原因。但美

国西部等一些远离板块边

界的地区也经常会出现地

震，这一点让科学家百思

不得其解。

该校地球科学家托尔

斯藤·贝克和他的研究团

队使用最近从地震波计算

出的地幔流动模型，对美

国西部地震活动的空间分

布进行了预测。结果发

现，地幔中的物质运动与

对流，尤其是地幔的主动

上涌也有可能引起地震。

研究人员称，在美国

西部，板块内的地震活动

主要集中在从北到南的山

间带区域当中。这项研究

所采用的地震活动分析方

法，同样也适用于其他出

现大陆变形的地区。

这项研究表明，这种

板块之内的地震与地壳下的地幔对流有关。地幔对流

在塑造地貌、导致大陆变形以及引发构造板块内地震中

起了关键作用。该研究对人们了解板块内地震成因及

其危害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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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华盛顿8月 26日电 （记者田学科）人类

是习惯性动物，喜欢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同样的行为。美

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最新研究发现，习惯的养成不

仅受到“寻求利益”的动机驱使，而且还受到“代价考量”

制约；与“代价与利益”两大要因关联的神经元在大脑中

发育成熟，最终导致习惯的养成。

MIT 麦戈文大脑研究所教授安·格雷比尔等人通

过对猴子等灵长类动物进行多年研究发现，至少在灵长

类动物中，习惯的养成由表述行为代价和利益的神经细

胞驱动。她指出，“大脑（决定）就是为寻求成本和收益

的最优化”。

格雷比尔等人几年前在鼠、猴等动物实验中曾发

现，表示习惯（如身体动作）开始和结束的信号会通过大

脑纹状体上的神经元清楚地表现出来。

而在记录灵长类动物习惯行为开始和结束信号的

最新实验中，研究人员发现，随着猴子学习时间的增加，

其习惯性行为的结束信号发生着戏剧性改变——猴子

在发现“诱饵”之后和获得“收益”之前，出现了一个 400

毫秒的时间窗口。在学习的早期阶段，信号还比较模

糊，难以精确计算，整个时间窗都是亮点；但随着学习的

进行，神经元开始在这个极短的时间窗里显示出代表猴

子习惯的明显亮点。随着动物不断重复动作，信号会变

得越来越强，当习惯养成后，以此获得的神经元模型也

就形成了。

为了探讨这些神经元光点与习惯养成的关联性，研究

人员比较了神经活动与行为活动，发现两种活动变化处于

并行状态。密切的关联性说明，收益和代价均在神经元中

被表述出来，并引导习惯行为的培养。但这些神经元对习

惯形成到底发挥了多大作用，尚需做进一步研究。

格雷比尔认为，该发现有利于深入了解和治疗导致

重复性行为错误的神经紊乱疾病，如帕金森病、亨廷顿

病、妥瑞氏症和强迫性精神障碍疾病等。此项研究首次

揭示了“成本考量”与习惯形成的关系。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近期出版的《神经元》杂志上。

脑神经细胞可权衡“代价”和“收益”
人 的 习 惯 行 为 受 它 支 配

显微镜下可看见量子点发出的橙色光，显示为字母
OSU（俄勒冈州立大学）。

8月25日，在莫斯科郊外的茹科夫斯基市，参观者在第十二届莫斯科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参观。
为期六天的第十二届莫斯科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25日在莫斯科郊外的茹科夫斯基市开幕。来自俄罗斯国内外的700多家航空航天企业参加本届展会，航展看点

包括精彩纷呈的飞行表演以及各种新式装备展示。 新华社记者 贾宇辰摄

第十二届莫斯科航展开幕第十二届莫斯科航展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