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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2月9日电（记者聂翠蓉）
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官网 8 日发布公告

称，该校研究人员创建了一种硅基微芯片发

光器，其发射的 G 波段（110 千兆赫到 300 千

兆赫）毫米波信号创强度纪录。这段频率的

光波更容易穿透人体等物体表面，提高医学

和安检领域扫描和成像装置的分辨率。这种

芯片还将在 5G无线通信领域展现关键应用。

实验室测试表明，芯片发光器的能效打

破了现有纪录，比同类装置高出一个数量级，

同时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领导该研究的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教

授帕亚姆·海德瑞，将在本周举行的美国电气

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固态电路国际会议

上介绍这一最新研究成果。

这种芯片发光器在设计上有两大创新：

其一是将三种重要功能集成到一个装置内，

即收集多个放大器的能量、将信号调到预设

频率、发出可用于检测或通讯的信号，舍弃

了传统发光装置内低效级间系统，大大提高

了能量输出强度；其二是发光器内半导体芯

片被设计成八角形，特有的空腔结构使其能

发出圆极性信号，以微型自旋风形式呈现，

这种形状的光束能穿透固体并提供清晰度

极高的详细内部图像。而现有大多数发光

装置只能产生线性极性信号，容易造成偏振

而使信号减弱。

研究人员表示，新装置将在生物医学领

域展示巨大潜力，用于从健康组织中分离肿

块，或对单个蛋白进行精准研究。另外，对于

正在研发中的 5G 无线标准、虚拟设备以及各

种仪器、建筑和其他基础设施中的传感器和

天线等，这种毫米波技术都会发挥重要作用，

比如将其用于无人驾驶汽车的智能处理系统

和雷达装置，可提高盲点检测准确度，避免撞

车事故。

芯片发光器创毫米波信号强度纪录
可提高医学及安检扫描成像装置分辨率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日前

表示，一旦公司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新

发射台下周投入使用，他们打算每隔两三

周就发射一枚“猎鹰 9”号运载火箭。如果

一切顺利，该公司 2017 年发射的火箭数量

将达历史最高。

有分析人士认为，此举不仅有助于实现

SpaceX 的初衷——大幅降低太空旅行的成

本，也能为该公司赚取大量钱财。虽然目前

“猎鹰 9”号火箭受发动机涡轮叶片裂纹问题

困扰存在安全隐患，但 SpaceX 计划修改发动

机设计，来消除公众和相关人士的担忧。

新发射台启用
发射日程满满

据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 月 7 日报

道，SpaceX 公司总裁格温·肖特维尔近日透

露，新发射台启用后，公司打算每隔两三周就

发射一枚“猎鹰 9”号运载火箭，这将使 SpaceX

每年的火箭发射次数至少为 17次。

据悉，SpaceX 公司此前也曾计划依照这

一频率发射“猎鹰 9”号火箭，但去年 9月 1日，

一枚准备升空的“猎鹰 9”号火箭在佛罗里达

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发射台上发生爆

炸，导致发射台受损，火箭和其携带的价值 2

亿美元的以色列 Amos-6 通信卫星也付之一

炬，这一计划不得不暂时搁浅。

今 年 1 月 6 日 ，美 国 联 邦 航 空 管 理 局

（FAA）再次给予 SpaceX 公司火箭发射许可。

1 月 9 日，搭载着铱星公司 10 颗卫星的“猎鹰

9”号运载火箭再次按时升空。肖特维尔称，

目前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受损发射台的维

修工作仍在进行。

新发射台位于肯尼迪航天中心，在卡纳

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发射台以北，造价约 1 亿

美元。此外，SpaceX 公司在加州也有一个发

射 台 ，并 正 在 得 克 萨 斯 州 建 造 第 4 个 发 射

台。该公司此前对媒体称，目前列入日程的

发射计划约有 70次，价值超过 100亿美元。

初衷有望实现
收入水涨船高

SpaceX 公司的网站上写道：“我们相信，

一种可完全且快速回收的火箭对于显著降低

太空探索和旅行的成本至关重要。可快速回

收的太空运载工具，有望将太空旅行的成本

减少到百分之一。”

主要投资通信卫星的杰富瑞国际有限公

司表示，每隔两三周发射一次“猎鹰 9”号火箭

将使 SpaceX 能大赚一笔。该公司去年发布

的报告显示，SpaceX 每次发射的标价为 6100

万美元，假定现在的利润率为 40%，那么，每

次发射 SpaceX能赚取 2500万美元。

着手修改设计
消除安全疑虑

去年 9 月的爆炸事件不仅让发射台受

损，发射任务延迟，更重要的是，这一事件也

使 SpaceX安全声誉蒙羞。

对此，肖特维尔表示，除了修复发射台，

SpaceX 也在对其火箭引擎设计进行修改，以

提升性能并消解潜在的安全隐忧。公司计划

改变“猎鹰 9”号火箭涡轮泵（主要作用是给火

箭发动机输送燃料）的设计来消除裂口，并预

计于 2018 年 11 月进行首次载人测试飞行前

安装完毕。

她说，这些裂口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

局（NASA）和 空 军 极 为 担 心 ，他 们 已 督 促

SpaceX 进行重新设计来解决这一问题。这

两 家 巨 头 已 同 SpaceX 签 订 了 合 同 ，让

SpaceX 于 2018 年底开始接送宇航员往返国

际空间站。

另外，SpaceX 公司非传统的加油程序也

一 直 饱 受 诟 病 。《基 督 教 科 学 箴 言 报》称 ，

SpaceX 公司的加油方法与众不同：为了将更

多燃料装入油罐中以及运载更多货物，使用

冷却的液态氧作为燃料，这一创新性的方案

使 SpaceX 的载荷创下新纪录。但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这一特殊的加油方法要求航天器

必须在发射前一刻加油，如此燃料才不会变

热，这意味着，未来的载人发射中，在加油之

前，宇航员已经在航天器上。2015 年 12 月，

国际空间站顾问委员会主席托马斯·斯塔福

德在写给 NASA 的信中表示，在人员入舱的

情况下给火箭加油，与数十年来的发射政策

背道而驰。

此外，分析师们也担心 SpaceX 是否能回

收第一级火箭。杰富瑞公司的报告指出：“将

可回收的火箭变成实实在在的金钱面临着诸

多挑战，涉及火箭改造、周转等诸多方面。”法

国航天局也表示，除了增加保险、测试和整修

成本，让一款可重复使用的火箭着陆就需要

多耗费 30%的推进剂。

尽管存在诸多质疑，SpaceX 公司希望，他

们首枚重复用的火箭今年 3 月份首次发射，

让所有批评人士心服口服。据报道，SpaceX

去年回收的一枚旧火箭现已被粉刷一新，并

完成了点火测试工作。该火箭预计将在 3 月

初重新进入太空，将欧洲卫星公司（SES）的卫

星送入轨道。

（科技日报北京2月9日电）

“猎鹰 9”：两三周发射一次？
——SpaceX计划增加火箭发射频率惹安全担忧

本报记者 刘 霞 综合外电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9 日电 （记者张
莹）继汽车驾驶、语音识别、下棋、打牌之

后，或许又有一个人类智慧领域要被人工

智能攻陷了。美国硅谷一家公司让人工智

能程序全程负责股票交易，据称收益已超

越公司设定的内部指标。

大约 10 年前创建的“感知力”技术公

司致力于训练人工智能系统学习海量数

据，预测市场走势，从事股票投资。该公司

把整个投资决策过程全部交给了机器，交

易部门只有两名员工负责监控机器，以确

保出现不可控情形时可通过关机终止交

易。美国还有一些技术和投资公司也投入

了大量资金用于人工智能研发，但这些公

司的人工智能软件仅给出投资建议，没有

最终决策权。

据报道，“感知力”公司的人工智能投

资系统可以通过经验学习实现“自主进

化”。公司在全球拥有数千台同时运行的

机器，其独特算法创造了数万亿被称为“基

因”的虚拟交易者。系统利用历史数据模

拟交易，目前可在几分钟内模拟 1800 天的

交易量，经过测试，不好的“基因”被剔除，

好的“基因”被保留。

通过考验的好“基因”被用于真正的交

易。公司员工只需设定好时间、回报率、风

险指数等交易指标，剩下的一切都交由机

器负责。

公司首席投资官杰夫·霍尔曼透露，目

前机器在没有人为干预情况下掌握着大量

股票，每天完成数以百计的交易，持仓期限

为数日到几周。公司说机器的表现已超越

他们设定的内部指标，但没有透露指标的

具体内容。

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教授克里斯蒂亚

尼尼说，股票投资是十大最有可能被人工

智能改变的行业之一。数据统计显示，过

去 5 年，“感知力”技术公司是硅谷获得风

险投资最多的人工智能公司，总计收到来

自中国香港的李嘉诚、印度塔塔集团等投

资方的 1.43 亿美元投资，比第二名高出约

50％。

另一方面，也不是所有的投资商都信

任机器，英国对冲基金曼氏金融首席科学

家莱德福警告说，不应过度信任人工智能

投资，该领域还远没有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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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伦敦2月8日电 （记者张家
伟）一个国际团队发表新报告说，在他们研

发的传感器技术助力下，机械假肢能探测

到使用者脊髓运动神经元发出的电信号，

使假肢的控制更加灵活，这相当于用意念

控制假肢。有关技术有望帮助截肢人士恢

复更多活动功能。

刊登在新一期英国《自然·生物医学工

程》上的论文介绍说，来自英国、美国、奥地

利等国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合作开发出一

种新传感器，让机械假肢能直接探测到来

自脊髓运动神经元发出的电信号，比起单

纯依靠肌肉抽动来控制的方式，这样的操

控可做到更精确，可完成的动作也更复杂，

机械假肢的实用性随之提高。团队让 6 名

截肢志愿者参与测试。

新传感器实现意念操控机械假肢

据新华社东京 2月 8 日电 （记者华
义）日本理化学研究所等机构组成的一个

国际研究小组最新宣布，他们通过观测了

解到了一个 450 光年外的原始行星系圆盘

形成的机制，这对于研究行星系圆盘形成

非常重要。

日本理化学研究所 8 日发布消息称，

他们和东京大学以及法国同行合作，利用

建于智利北部的射天望远镜阵列阿塔卡马

大型毫米波天线阵进行观测。观测对象是

距地球 450 光年的金牛座“L1527”分子云，

它的中心有一个太阳型原始恒星（今后可

进化为类似于太阳的恒星）。

科学家发现，太阳型原始恒星外侧的

气体一边旋转一边向恒星圆盘中心掉落，

同时和圆盘外缘冲撞，部分气体会因冲击

波被释放到和圆盘垂直方向。这种冲撞会

消耗部分旋转能量使圆盘转速降低，并释

放部分角动量，由此慢慢形成日后会演化

成行星系的原始行星系圆盘。

原始行星系圆盘形成机制发现

科技日报北京2月9日电（记者华凌）将

阳光照进房间里的热量和自身运动产生的热

量收集起来，或许可用于驱动生物传感器和

智能手表等便携式装备和可穿戴设备。据最

新一期《应用物理快报》杂志报道，芬兰奥卢

大学的研究人员首次发现，在室温下，含有钙

钛矿晶体结构的矿物质具有同时从多种能源

中转化能量的特质，有望实现能源的可持续

利用，推动物联网和智能城市的发展。

钙钛矿有一个大家族，其中许多矿物只

能一次捕获一种或两种能量。有的擅长把太

阳能转换成电能，而有的善于从运动产生的

温度和压力变化中获得能量，它们分别被称

为热释电和压电材料。

然而在实际中，有时仅靠一种能量来源

是不够的，因此，研究人员希望开发出可以同

时利用多种形式能源的设备。奥卢大学的研

究 团 队 发 现 ，有 一 种 特 定 的 钙 钛 矿 类 型

（KBNNO）可以利用多种形式的能源。

新研究首次在室温条件下一次性评估了

这种材料几乎所有的特性。KBNNO 是一种

铁电材料（热释电材料的一个分支），当经受温

度变化之后，会产生电流；同时，当材料受压变

形时，导致某些区域吸引或排斥电荷也可产生

电流。研究发现，尽管这种材料在热和压力下

发电性能相当好，但并不是最好的，不过，通过

修改它的组成可以提高其热电和压电性能。

研究人员希望，未来建立一个多能量采

集装置原型机，一旦找到最好的契合材料，短

短几年内即可商业化。也许有一天，这种多

能量采集材料让你不再需要充电宝之类小设

备，而其中的电池也会被淘汰了。

吸能材料可同时以多种形式的能“发电”

据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记者胡丹丹）
美国研究人员在视网膜中发现了一种新细

胞，这种细胞的功能障碍可能会引发近视，相

关研究不仅有助于人们进一步理解近视的起

因，也有助于找到防治近视的新方法。

美国西北大学的眼科助理教授格雷格·
施瓦茨等人在学术刊物《当代生物学》新一

期上报告说，他们将在视网膜中新发现的这

种细胞命名为“ON Delayed”，研究显示这

种细胞能够控制眼睛的生长发育。

长久以来，研究人员知道视网膜中有

一种特定信号，能够控制眼睛的生长，但一

直不了解这种信号究竟来自哪种细胞。在

本次研究中，施瓦茨等人使用微小的电极，

记录了小鼠视网膜中的电信号，通过对信

号特征进行分析，找到了这种新细胞。

视网膜中一种细胞有助治疗近视

科技日报华盛顿2月8日电 （记者刘
海英）美国研究人员在 8日出版的《科学进

展》杂志上发表论文称，他们利用 70 余年

前世界首次核试验产生的放射性玻璃样

本，验证了有关月球形成的大碰撞理论。

此项研究由位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

校的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教授詹姆斯·戴

及其同事完成。他们在1945年世界首次原

子弹爆炸试验场地——美国新墨西哥州三

一核试验场距原爆点 10米至 250米的范围

内，采集了核试后产生的玻璃石——一种极

端高温下形成的放射性玻璃，对其中的锌和

其他挥发性元素成分进行了分析。结果发

现，距离原爆点越近的样品，其所含的锌等

挥发性元素越少。研究人员认为，这些化学

元素在极端高温的情况下被“蒸发”了。

论文首席作者詹姆斯·戴称，挥发性元

素被耗尽，重同位素存留，这种情况与行星

形成初期很相似。他们对月球岩石样本的

分析结果与玻璃石样品十分相似，都只有

很少的挥发性元素，几乎不含水。这为大

碰撞理论提供了新证据。

大碰撞理论是科学界最主流的月球诞

生理论。该理论认为，45 亿年前，地球与

一个火星大小的天体发生了碰撞，其产生

的炽热碎片最终形成了月球。

美用首次核试样本验证月球成因

2月 9日，在新西兰奥克兰，市民
参观元宵灯节。

当日，新西兰奥克兰元宵灯节举
行开幕式。新西兰副总理葆拉·贝内
特在开幕式上向当地华人祝贺新年，
并对来到新西兰的中国游客表示欢
迎。

新华社记者 宿亮摄

去年 9 月 1 日，一

架准备升空的“猎鹰 9”

号火箭在佛罗里达州卡

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发

射台上发生爆炸，导致

发射台受损，火箭和其

携带的价值 2亿美元的

以色列 Amos-6 通信卫

星也付之一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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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奥克兰
元宵灯节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