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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眼看5G

国际新闻 GUO JI XIN WEN

科技日报华盛顿11月19日电（记者刘海
英）目前，用于计算机处理器的硅集成电路正接

近单个芯片上晶体管的最大可行密度，至少在

二维阵列中是这样。摩尔定律看似已难以维

持。美国密歇根大学一研究团队却另辟蹊径，

将晶体管阵列带入三维空间，在最先进的硅芯

片上直接堆叠第二层晶体管。这一研究为开发

打破摩尔定律的硅集成电路铺平了道路。

摩尔定律认为，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

体管数目，约每隔两年便会增加一倍。目前

硅集成电路的晶体管密度已接近极限。而随

着硅晶体管尺寸变得越来越小，它们的工作

电压也在不断下降，导致最先进的处理芯片

可能会与触摸板、显示驱动器等高电压接口

组件不兼容，后者需要在更高电压下运行，以

避免错误的触摸信号或过低亮度设置之类的

影响。这就需要额外的芯片来处理接口设备

和处理器之间的信号转换。

为解决上述问题，密歇根大学研究人员

通过附加器件层的单片三维集成，来提高硅

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集成电路的性能。他

们首先使用含锌和锡的溶液覆盖硅芯片，在

其表面形成均匀涂层，随后短暂烘烤使其干

燥，经过不断重复后制成一层约 75 纳米厚的

氧化锌锡膜。使用该氧化锌锡膜制造的薄膜

晶体管可以承受比下方硅芯片更高的电压。

为了解决两个器件层之间的电压失配问

题，研究人员采用了顶部肖特基、底部欧姆的

接触结构，在触点添加的肖特基门控薄膜晶

体管和垂直薄膜二极管具有优良的开关性

能。测试显示，在集成了高压薄膜晶体管后，

基础硅芯片仍然可以工作。

研究人员表示，硅集成电路在低电压（约

1 伏）下工作，但可以通过单片集成薄膜晶体

管来提供高电压处理能力，从而免除了对额

外芯片的需求。他们的新方法将氧化物电子

学的优势引入到单个硅晶体管中，有助于更

紧凑、具有更多功能的芯片的开发。

相关论文刊发在最新一期《自然·电子

学》杂志上。

硅芯片上直接堆叠第二层晶体管

三维晶体管阵列有望打破摩尔定律

前日本电子信息通信学会会长、京都大

学教授吉田进一直从事移动通信的基础研

究。他解释了数字移动通信中突发错误的机

制，发明了具有路径分集效应的耐多重波调

制方式解决方案以及分布式天线，并明确了

其改善效果。在空间信号处理与时间信号处

理相结合的接收方法方面开展了开拓性研

究，他提出的网格编码同信道干扰消除均衡

器的建议，揭示了快速空间分割多路传输系

统的可能性。此外，他还对高速、高可靠性的

数字移动通信进行了许多先驱性研究。

值此世界 5G 大会在北京召开之际，吉田

进教授接受了科技日报记者的书面专访。

科技日报：什么是 5G？5G 为什么重要？

对未来产业和经济会带来什么影响？

吉田进：至 4G 为止，网络连接的对象仅

是移动电话或智能手机用户，即对象是人。

目前 4G 的签约数量已经超过了全世界人口，

而下一个连接对象是人之外的目标物。自

4G 时代以来，物联网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

注。物联网深入普及，真正渗透到各个行业，

带来时代变革的正是 5G。也就是说，在 5G

中，包括各种传感器在内的与网络连接“物”

将急剧增加。通过增强上行链路，不仅可以

下载高清静止图像和视频，还可以顺畅地上

传文件和视频等。

在包括物联网在内的整个空间密集分布

的由 5G 网络积累的大数据，通过与以深度学

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融合，将会给各个

产业界创造新的价值和变革。我认为它发挥

了催化剂的作用，通过融合丰富多彩的技术

和数据来创造新的价值，这就是 5G。

在日本，不仅在城市，而且应在边远地区

尽快引入 5G，从而振兴边远地区的经济，通

过 5G 来弥合城市与地方之间的差距。我认

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观点。

科技日报：5G 将为产业、经济乃至人类

社会作出巨大贡献，但是以华为为代表的企

业开发 5G却被打压，原因是什么？

吉田进：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集聚

实力成长壮大，具有廉价制造高质量产品的

能力，而且在研发方面也走在世界的最前沿，

现在已成为世界的领跑者。世界上一些大企

业终于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开始以各种各样

的形式施加压力，这就是现实。

日本在 2G 研究开发时代，即日本企业领

跑世界最前沿的时代，美国以各种方式对日

本进行了极限施压。此外，日本所谓非关税

壁垒也成为摩擦的原因而受到强烈指责。

也就是说，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压力，证明

中国的企业越来越强大，也证明中国企业在世界

上得到了认可。我相信现在中国企业已经具备

了能够抗衡这种压力的力量。我期待以这个问

题为契机，通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透明的策

略，获得世界的信赖，取得更大的飞跃。

科技日报：现在全球大型通信企业已开

始 6G的研发，5G与 6G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吉田进：中国从今年开始，日本从明年开始

实现 5G商用。5G现在暂时将以覆盖 4G网络

的形式共存，建立纯粹的5G网络还需要几年的

时间。可以说，只有当5G渗透到各个行业，并

且许多行业都完成了创新性蜕变时，才能形成

真正的5G网络。当然，研究人员认为到2030年

前后将迎来6G网络时代，并开始了各种各样的

研究。但是，6G描绘的前景还需要一段时间才

能建立和共享。一般来说，具有5G特征的功能

更加集成，从毫米波到兆赫频率的开拓、动态频

率共享、与非蜂窝网络的协调、与大脑信息等生

命信息的高度接口、触觉通信等的普及，出现具

有飞跃性提升5G功能的技术，随着人工智能的

发展，将会重新展现一个新的高度灵活、安全和

强韧的网络，为我们的社会提供支持。

科技日报：世界上 5G 发展现状和中国

5G 的进展情况如何？在 5G 领域中日如何协

调合作？

吉田进：从世界范围来看，以智能手机

为中心的 5G 服务仍处于起步阶段。在企业

合作方面、自动驾驶和卡车列队行走方面正

在与汽车行业合作，在其他众多行业，通过

5G 融合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来创造

新的价值，为业界乃至社会带来革新，构建

实证案例。我认为这是一个还需要不断努

力的阶段。

中国的 5G 开发，在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

企业作为世界领跑者提供高质低价设备和终

端的同时，中国政府也认识到 5G 的重要性，

并给予积极支持，因此具有极其优势的地

位。为了 5G 在全球健康发展，希望中国积累

更多发挥 5G 所具有潜能的事例，与世界各国

联合构筑合作共赢的关系。

在中日协调方面，长期的人才交流极为重

要。自 2006年以来每年都举办中日专家学者

的移动通信会议，进行共同研究等交流活动，

加深相互理解。我期待在短期内，除了中日之

间的技术交流之外，在 5G 频率方面加强协

调。希望中日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在 5G 领域

共同创造跨行业协作的成功案例。正巧，2020

年将举办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2022年将举办

北京冬奥会和冬季残奥会，这其中存在许多大

好机会。

中国企业成为 5G 时代领跑者
——专访日本信息通信权威吉田进教授

本报驻日本记者 陈 超

左图 吉田进是京都大学教授，曾任日本电子信息通信学会会长、日本学术会议会员。目前担任第五代移动推进论坛会长、日本总务省电
波监理审议会会长等职，是日本信息通信领域权威人物。 照片由吉田进教授提供

科技日报北京11月20日电（记者刘霞）
生命在地球上是如何起源的？科学界有诸多

解释。最近，一个国际科研团队首次在陨石

中检测出了生命必需的糖。这一发现或许表

明，小行星（许多陨石的母体）内的化学反应

可以制造出生命的某些组成要素，小行星撞

击远古地球对生命的起源可能非常重要，这

为探索人类起源提供了一种新可能。

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网站19日

报道，NASA和日本东北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

员，在两种富含碳的陨石中发现了核糖和其他

生物必需的糖分（阿拉伯糖和木糖）。核糖是核

糖核酸（RNA）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生命

体内，RNA 充当信使分子，从脱氧核糖核酸

（DNA）分子复制遗传指令，然后将其传递至细

胞内被称为核糖体的分子工厂，该工厂读取

RNA，构建进行生命过程所需的特定蛋白质。

研究论文主要作者、东北大学的古川义広说：

“科学家此前已在陨石内发现了其他重要的生命

构成要素，包括氨基酸（蛋白质的成分）和核碱基

（DNA和RNA的成分）等，但糖一直是‘漏网之

鱼’。这项研究为太空核糖及糖向地球输送提供

了第一个直接证据。地外糖可能促成了早期地球

上RNA的形成，从而导致生命在地球上出现。”

论文合著者、来自NASA的杰森·德沃金说：

“在如此古老的物质中检测到像核糖一样脆弱的

分子，令人惊奇。这些结果将有助于指导我们对

来自原始小行星‘龙宫’和‘贝努’的原始样品进

行分析，这些样品将分别由日本的‘隼鸟2号’和

NASA的OSIRIS-REx航天器带回地球。”

该团队使用气相色谱质谱仪分析陨石的

粉末状样品，发现了这些糖分。该质谱仪通过

分子的质量和电荷对分子进行分类和识别。

研究人员也确定了这些陨石未被地球物质污

染，检测到的糖来自太空。该团队还计划分析

更多陨石，以更好地了解地外糖的丰度。

生命起源新线索：陨石中首次发现糖

科技日报柏林11月19日电（记者李山）
11 月 18 日，德国联邦政府推出移动通信战

略，计划到 2024 年投入 11 亿欧元，在目前移

动通信信号覆盖不全的地方新建约 5000个基

站，基本消除德国境内的移动通信盲区，同时

为下一代网络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作为数字化战略的重要一环，移动通

信的基础设施建设至关重要。在德国的农

村和山林地区，由于需求较少，运营商建设

基站的积极性不高，加之仍有德国民众顾

虑基站的信号辐射问题，以及复杂漫长的

建设用地审批程序，导致德国有的地方通

信基站建设严重滞后。据德国信息技术、

电 信 和 新 媒 体 协 会（BITKOM）统 计 ，超 过

1200 个基站的建设存在问题，有的持续时

间已经长达 7 年。

因此，当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如火如荼

地 开 展 5G 建 设 时 ，德 国 政 府 却 转 过 头 为

4G 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重新“补课”。在

新推出的移动通信战略中，德国政府将从

5G 频 率 拍 卖 收 入 中 拿 出 11 亿 欧 元 ，新 建

约 5000 个移动通信基站，力争到 2024 年基

本 消 除 德 国 境 内 的 移 动 通 信 信 号 盲 区 。

德国此举不仅为了创造平等的生活条件，

更 重 要 的 是 为 下 一 代 移 动 通 信 奠 定 坚 实

的基础。

德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负责人，联邦

交通和基础设施部部长绍伊尔表示，政府主

导新建的 5000个移动通信基站将主要建在信

号盲区和难度较大的地方，加上运营商此前

承诺新建的 6000 个基站，到 2024 年德国将

能够实现 99.95%的家庭和 97.5%的国土面积

覆盖移动通信信号。对于剩余的只能以非

常高的成本才能覆盖的特别偏远的家庭，联

邦政府将通过合适的替代技术（例如卫星）进

行保障。

德国政府希望成立一家移动基础设施公

司来实施通信基站的扩展，并在必要时自行

授予合同。该公司将拥有自己的监事会，并

由联邦、州和地方当局代表组成的咨询委员

会支持，计划于 2020 年第 3 季度开始运营。

德国政府希望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简化移

动通讯基站的审批程序，并使其能够在更多

可能的位置进行推广。

德将建5000基站消除通信盲区

科技日报北京11月20日电 （记者张
梦然）国际天文学家在两个伽马射线暴的

观测中，发现了一类剧烈爆发释放的迄今

已知最高能光子。英国《自然》杂志 20 日

发表的 3 篇论文，描述了这些天体物理学

研究结果，对这类高能事件的形成过程提

出了颠覆性的解释。

伽马射线暴被认为是宇宙中最高能的

爆发，有观点认为这种爆发是由中子星或

黑洞的形成导致的。爆发最初会产生明亮

的闪光，随后的“余晖”阶段则会释放各种

能量的辐射——从无线电波到 10 亿电子

伏特量级的伽马射线。由于观测方面的限

制，研究人员对甚高能辐射（超过 1千亿电

子伏特）的起源一直不甚明了。

最新的这 3 项研究，报道了对 GRB

190114C和GRB 180720B这两个伽马射线

暴释放辐射的探测结果，这些辐射的能量均

超过 1千亿电子伏特。其中，2019年 1月探

测到的GRB 190114C在爆发后约1分钟开

始释放 2—10千亿电子伏特的甚高能光子。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物理研究所科学家在其

中两篇论文中，分析了多个望远镜采集的数

据，从而确定这种辐射的产生机制。研究团

队发现，电子会将光子散射，并提高它们的

能量，这个过程也被称为“逆康普顿散射”。

在第三篇论文中，天文学家在 GRB

180720B 最初辐射 10 小时后的余晖中，观

测到了能量为 1—4.4 千亿电子伏特的光

子 。 对 于 2018 年 7 月 发 现 的 GRB

180720B，科学家也将探测结果归因于“逆

康普顿散射”。

在同时发表的新闻与观点文章中，美

国内华达大学张冰认为，无论是对伽马射

线暴的观测研究来说，还是对确定这些事

件的背后机制来说，这些研究结果都是非

常重要的成就。他希望将来能观测到更多

伽马射线暴的高能辐射，并相信这能带来

“供研究人员挖掘的宝贵财富”。

伽马射线暴是宇宙最大谜团之一。其

早在 1967 年就被发现，但几十年来，人们

对其本质仍不清楚，只是基本可以确定是

发生在宇宙学尺度上的恒星级天体中的爆

发过程。现在，专门探测高能爆发的望远

镜已经证明了伽马射线暴的探测难度，更

彰显了此次观察结果的难能可贵。不过，

真正要捕捉到引发伽马射线暴的源头，对

宇宙一隅的地球人类而言，任务依然过于

艰巨。我们真正揭开这层神秘面纱的时

日，或要以十年为单位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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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顾钢）德国波恩大

学医院心脏病专家乔治·尼克尼格教授领

导的团队成功进行了微创治疗三尖瓣功能

不全患者，由于其高度的科学和医学重要

性，著名的《柳叶刀》杂志在最新一期中发

表了这一成果。

三尖瓣充当心脏右心房和右心室之间

的止回阀，防止血液流回右心房。在欧洲

大约 300 万人患有三尖瓣功能不全，瓣膜

无法正常关闭，从而导致血液回流到右心

房。如果不加以治疗，最终可能导致心力

衰竭和死亡。

尼克尼格教授说，对三尖瓣渗漏的治

疗一直是心脏病专家面临的主要挑战，它

极其复杂且难以治疗，除了心脏直视手术

外，几乎没有其他治疗选择。由于手术死

亡率高，医生很少建议患者进行这类手术。

尽管二尖瓣或主动脉瓣渗漏通过微创

干预成功治疗已有多年经验，但尚无针对

中度或重度三尖瓣返流患者的经批准的微

创治疗方法。在此情况下，尼克尼格教授

指导团队研究了利用“TriClip”方法修复三

尖瓣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研究团队在欧洲和美国的21个地点对总

共85例中度或重度三尖瓣关闭不全患者进行

了研究，并用新的微创三尖瓣修复系统进行

了治疗，其中17例在波恩心脏中心进行。

这项治疗性研究从 2017年 8月持续至

2019 年 4 月，患者平均年龄为 78 岁，其中

许多人以前曾接受过二尖瓣手术。治疗过

程中将所有患者根据供血不足的严重程度

分成 5 个阶段，研究主要目的是在术后 30

天至少改善一个阶段的三尖瓣关闭不全。

研究结果显示，微创手术后的前 30 天

内没有患者死亡，至少使 86%的患者得到

改善。在研究开始时，有 37%的患者被分

配到最严重的供血不足阶段，在干预后 30

天这一比例仅为 5%，6个月后降至 1%。

三尖瓣功能不全可微创治疗

科技日报北京11月20日电 （记者张
梦然）据英国《自然·通讯》杂志 20 日发表

的一篇论文，研究人员通过对 4 万余对配

偶的数据进行遗传分析后，报告了一种与

饮酒水平相关的遗传变异，而这种遗传变

异反过来可能与伴侣选择存在关联。

过去的研究认为，酒精相关的行为（如

饮酒和酒精依赖）在配偶之间存在关联。

但是一直未知的是，这是因为社会或遗传

因素、共同的环境还是酒精行为对伴侣选

择的影响。

此次，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研究人员劳

伦斯·豪威及其同事，研究了与饮酒相关的

遗传变异是否会通过酒精影响行为，从而

影响伴侣选择。研究人员使用来自英国生

物库的 47377 对配偶的数据以及他们的自

述 饮 酒 情 况 展 开 分 析 ，发 现 个 体 的

rs1229984 基因型与其伴侣的饮酒行为相

关；rs1229984 是基因 ADH1B 上的位点，

ADH1B参与氧化酒精的酶的生产。

研究团队还发现，配偶双方更有可能

在这个单核苷酸多态性（SNP）上拥有相同

的变异，这意味着饮酒共调可能在双方同

居前就已存在。团队提出 rs1229984 变异

会影响酒精相关行为，而这可能对伴侣选

择产生影响。

研究人员指出，他们不会将此次研究

结果外推至非欧洲群体，而且还需要开展

进一步的研究来调查其他酒精相关遗传变

异，以确定报告的关联中的因果联系。

《自 然》发 表 论 文 称

喝酒基因和选择伴侣相关

自来水通过四通八达的管道系统供应给客户，但通常供水公司并不知道管道自身的
“健康”状况。为此，以色列初创公司iPIPE有限公司提出了为管道进行“体检”的方法。公
司研发的MODA_01探测器能够进入供水管道，利用搭载的视觉、声音、温度、流量等传感器
收集管道数据，从而了解管道内腐蚀、泄漏、缺陷焊接、堵塞等情况，让工程人员及时处理问
题，避免更大损失。

图为公司CEO拉吉安博士（左一）介绍公司的新技术，图中左下即为悬挂在管道中的探
测器。 本报驻以色列记者 毛黎摄

为供水管道做为供水管道做““体检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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