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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 张佳欣

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10月30日电（记者张梦然）
将两种具有特殊电学特性的材料（单层超导体和

拓扑绝缘体）结合起来的新方法，为探索拓扑超

导这种不寻常形式提供了迄今为止的最佳平

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人员在近日《自

然·材料》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描述了如何将

这两种材料“配对”。这种组合为拓扑量子计算

机提供比传统计算机更稳定的基础。

超导体允许电流在没有阻力的情况下通

过，而拓扑绝缘体是只有几个原子厚的薄膜，

可限制电子向其边缘移动，从而产生独特的

特性。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使用了分子束

外延技术来合成拓扑绝缘体和超导薄膜，并

创建了一个二维异质结构，这是探索拓扑超

导现象的绝佳平台。在先前结合这两种材料

的实验中，一旦拓扑绝缘层在顶部生长，薄膜

中的超导性通常会消失。在实验室中，物理

学家可将拓扑绝缘体薄膜添加到三维“体”超

导体上，并保留这两种材料的特性。但拓扑

超导体的应用，例如量子计算机或智能手机

中的低功耗芯片，需要的是二维产品。

在最新研究中，团队在单层二硒化铌制

成的超导薄膜上堆叠了不同厚度的硒化铋制

成的拓扑绝缘体薄膜，得到了最终的二维产

品。通过在非常低的温度下合成异质结构，

团队能够同时保留其拓扑和超导特性。

巧妙地调整拓扑绝缘体的厚度后，研究

人员发现异质结构从伊辛型超导（电子自旋

垂直于薄膜）转变为拉什巴型超导（电子自旋

与薄膜平行），研究人员在理论计算和模拟中

也观察到了这种现象。这种异质结构也可能

是探索马约拉纳费米子的重要途径。马约拉

纳费米子是一种难以捉摸的粒子，在使拓扑

量子计算机比其前辈更稳定的道路上，马约

拉纳费米子将是一个关键因素。

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将在后续工作中找到

拓扑超导的证据，而一旦获得了拓扑超导性的

确凿证据并证明了马约拉纳物理学，那么这种

类型的系统就可适用于量子计算和其他应用。

结合单层超导体与拓扑绝缘体

新混合材料为更稳定量子计算机奠基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霞）氢广泛应用于

多个工业领域，也是目前广受追捧的清洁燃

料。新加坡科学家在26日出版的《自然》杂志

上刊文称，他们偶然发现，光可在一种广泛用

于水电解制氢的催化材料内触发一种新机

制，使水电解制氢变得更节能更高效，最新研

究有望开辟更有效的新型工业制氢方法。

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工程学院材料

科学与工程系副教授薛军民说：“我们发

现，光会触发电催化反应的氧化还原中心

在金属和氧之间切换，从而大大提高水电

解制氢的效率。”

薛军民团队偶然发现了这一机制。研

究人员发现，在黑暗中进行的水电解实验

中，一种氢氧化镍基材料的性能急剧下

降。薛军民说：“以前没有人注意到这种材

料的性能下降，因为从来没有人在黑暗中

做过实验。而且文献表明，这种材料不应

对光敏感，是否有光也不应对其性能产生

任何影响，但现实却并非如此。”

为深入研究这种现象背后的机制，薛军

民团队重复了这一实验，并获得了同样的结

果。基于这一发现，他们目前正在设计一种

新方法来改进氢气生产的工业流程，如让包

含水的电池透明以便将光引入水电解过程，

“这将使水电解过程所需能量更少，而且，使

用自然光应该更容易，可在更短时间内产生

更多氢气，消耗更少能量。”

光催化高效水电解制氢技术出现

科技日报北京10月30日电 （记者张
梦然）英国剑桥大学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

可供人们破解的多功能 3D 打印机 Printer.

HM，其能打印经济实惠且开放式设计的

软材料。该技术将在多元领域开启进一步

创新，助力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设计。《科学

报告》杂志近日报道了这种负担得起的新

打印方法的详细信息。

Printer.HM 是一款高度可定制的 3D

打印机，可与商业 3D 生物打印机相媲美。

它能够接受不同的几何输入，包括计算机

辅助设计模型、坐标、方程和图片，以创建

具有不同特征的打印。这种多打印头系统

的开发，建立在一个机械臂上，并通过加热

和紫外线模块在一个平台上提供多功能。

除了提供与各种液态和软质材料的出

色打印兼容性外，该打印机还可执行多种

操作，包括液体分配、多材料印刷、变速打

印、嵌入式打印（创建自由形式和悬垂结

构）、非平面印刷等。

而通过可选的加热和紫外线模块，新方

法可调节热响应和光聚合水凝胶的可打印

性，这些水凝胶可用于广泛的生物医学应

用，包括药物输送、组织工程和伤口愈合。

研究人员使用 Printer.HM 创建了花卉

图案的 2D 草图，然后在 4分钟内膨胀并变

形为 3D 花卉形状。由于控制程序完全开

放可破解，用户能重新设置并扩展其功能，

以实现前所未有的 3D 打印设计。研究人

员还展示了 Printer.HM 生成复杂组织解剖

结构的潜力，成功地创建了一个带有肺和

气管的呼吸系统模型，该模型由藻酸盐墨

水制成，并在支撑槽内打印。

Printer.HM 的多功能特性，加上其开

放式设计和经济实惠的特点，使其成为未

来使用软生物 3D 打印创新的可靠选择和

可 持 续 的 材 料 架 构 。 研 究 人 员 表 示 ，

Printer.HM 有潜力为组织工程、软机器人、

食品和环保材料加工等不同领域的创新

3D 打印打开大门。它的开放式设计、可负

担性、改进的可定制性和一体化功能将使

自己动手的研究人员受益，为现有的商业

打印机提供可行的替代方案。

3D 打印在前些年十分火爆，备受市场

关注，频频见诸报道。如今，尽管其热度有

所下降，技术更新迭代的步伐却从未停止。

坦白来讲，3D 打印技术确实有不少进步空

间，比如设备和材料的成本高昂，3D模型设

计的门槛也比较高；再比如，经常用于打印

硬体材料或器件，而软体材料的打印却比较

少。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3D打印技

术的推广应用，直到现在 3D打印产品仍非

普通人所能企及。让3D打印真正深入产业

应用甚至走进百姓生活，可谓路漫漫其修远

兮，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仍在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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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美国芝加哥大

学和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科学家利用绰

号“黑美人”的火星陨石，测试了赛默飞世尔

科技公司制造的仪器，并用一束微小的激光

束探测它，在不破坏样本的基础上，快速准确

地确定了这一陨石的年代。发表于最新一期

《分析原子光谱》杂志的这一研究有望开启行

星探索新纪元。

100 多年来科学家一直使用同位素来估

计样本的年龄，某些类型的元素不稳定，会

以缓慢且可预测的速度衰变，如铷-87 会衰

变为锶-87。铷定年法可用来确定数十亿岁

高龄的岩石和物体的年龄，被广泛用于研究

月球、地球和太阳系是如何形成的，但此前

开展此类测量需要数周时间，且会破坏部分

样本。

鉴于此，赛默飞世尔科学公司开发出一

种新机器，有望大大缩短时间、减少毒性，并

降低损坏的样品数量。它使用激光将样本的

一小部分蒸发，所形成的洞只有一根头发那

么大，然后用质谱仪分析铷和锶原子，质谱仪

可利用新技术测量锶同位素。

研究团队借助一块从火星降落在地球上

的“黑美人”陨石，测试了这台机器及相关技

术。在几小时而非几周时间内，仪器给出答

案：“黑美人”的年龄为 22亿岁。更重要的是，

研究人员可将整个陨石块放入机器中，然后

精确选择一个微小位点来测试年龄。

最新研究第一作者、芝加哥大学地球物

理科学教授尼古拉斯·道法斯说：“这项技术

有望在许多领域‘大显身手’，我们也将能采

用同样方法，确定未来多项太空任务带回的

岩石的年龄，比如探测小行星‘贝努’的探测

器带回的样本，以及‘毅力’号在火星上收集

的样本等，帮助科学家了解火星表面水的历

史，以及太阳系是如何形成的。”

新技术更快更准测定陨石年龄

科技日报讯 （实习记者张佳欣）联合

国警告说，地球正走向“气候灾难”。27

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2022 年排放

差距报告》。报告称，最新数据表明，到本

世纪末，全球气温将上升 2.4至 2.6℃。

报告显示，自2021年在英国格拉斯哥举

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

方大会（COP26）以来，更新的各国承诺对

2030年的预测排放量影响微乎其微，与《巴黎

协定》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以内，

理想情况下接近1.5℃的目标相距甚远。

报告称，各国政府目前遏制全球气温

上升的承诺“严重不足”，不足以将升温限

制在 1.5℃。报告对自 COP26 以来更新的

国家自主贡献进行审查发现，到 2030 年只

会减少 5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不到 2030 年

预计总排放量的 1%。

报告指出，根据现行政策，到 2100 年，

全球气温将上升2.8℃。无条件的国家自主

贡献可能会将全球变暖控制在2.6℃。科学

家警告称，这一水平将对人类和自然造成灾

难性的影响。根据有条件的国家自主贡献，

本世纪可能会出现2.4℃的气温上升。

报告称，为了实现《巴黎协定》所设定

的 2℃和 1.5℃目标，全球排放量需要分别

减少 30%和 45%。目前，各个国家提出的

计划只会减少 5%到 10%的全球排放量。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调，如果没

有行动的支持，“碳中和”目标是无用的。

“如果没有计划、政策和行动的支持，对净

零的承诺将一文不值。”

此前，根据联合国 26 日发布的另一份

报告，按照各国提交的最新承诺，到本世纪

末全球可能会变暖 2.5℃。

联合国警示地球正走向“气候灾难”

长期以来，科学家们一直认为，从地质意

义上来看，火星已经“死”了。

这颗星球上到处都是火山，有些地方还有

古老的熔岩流。但这个寒冷、贫瘠的星球似乎

早已失去了如其名字一样的热情。最新研究

显示，火星可能不是人们认为的地质死亡世

界，因为科学家在其地下发现了岩浆的迹象。

此外，自第一台望远镜眺望火星以来，人们

一直认为，火星南半球和北半球之间存在着鲜明

对比。南部是布满陨石坑的叠嶂高原，北部是地

势平缓的低地平原。这就是所谓的“火星二分

法”，该理论普遍认为，火星南北半球地壳由不同

地质结构组成。而另一项新发现可能有助于解

开这个关于火星地理的数百年之谜。

探测到火星上最大的
陨石撞击

自 2018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洞察”

号探测器在火星表面部署 SEIS 地震仪以来，

科学家们监听了 1300多次地震的信号。2021

年 12月 24日发生的特殊事件导致的 4级地震

立即激起了科学家的兴趣，因为它包含所谓

的“表面波”的组成部分。

根据发表在最新一期《科学》杂志上的论文，

去年的陨石高速撞击，在火星上造成了数千英里

的地震波，并形成了近150米宽的陨石坑。

通过“洞察”号发现的绝大多数地震都产

生了与火星深处岩石运动相关的传统原生和

次生地震波。而这些新探测到的地震波是在

火星的最上层，并穿过了地壳。

论文主要作者之一、瑞士苏黎世理工学

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金东彦（音译）说：“这

是第一次在地球以外的行星上观测到地震

表面波。即使是阿波罗登月任务也未能做

到这一点。”

研究人员分析，在“洞察”号着陆器和撞击

地点之间，地壳具有非常均匀的结构和高密

度。此前报道称，“洞察”号正下方有三层低密

度火星地壳，新研究意味着着陆点下方地壳结

构可能无法代表火星地壳的一般结构。

根据金东彦的说法，新的表面波数据以

及对地壳普遍均匀性的分析似乎反驳了“火

星二分法”理论认为南北结构不同之说，南北

半球的结构在相关深度可能“惊人地相似”。

火星显示出活力和年
轻的迹象

这颗红色星球被认为在过去曾有火山活

动，但时间并不是在数百万年前。据最新一期

《自然·天文学》杂志发表的论文，苏黎世联邦

理工学院领导的一个国际研究小组利用“洞

察”号火星探测器任务的数据，研究了火星上

20多次地震事件，发现震中起源于科柏洛斯槽

沟附近，该地区可能存在岩浆矿床，这是一个

由断层线形成的裂隙区域。这些地震讲述了

一个新的故事，这个故事表明，火山作用仍然

在塑造火星表面方面发挥着积极的影响。

根据地震数据，科学家们得出结论，低频

地震表明存在潜在的暖源，这可以用今天的

熔岩（即喷出地表的岩浆）和火星上的火山活

动来解释。具体地说，他们发现地震主要发

生在科柏洛斯槽沟的最内部。

当他们将地震数据与同一地区的观测图

像进行比较时，他们还发现，不仅在风的主导

方向，在围绕科柏洛斯槽沟地幔单元周围的

多个方向上，都有较深的尘埃沉积。

论文主要作者、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

西蒙·施特勒解释说：“深色尘埃意味着地质

证据表明，最近的火山活动可能是在过去 5万

年内，这在地质学上相对年轻。”

“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数据来看到某些统

计模式，我们能够定位发生在火星上的地

震。”施特勒说，“洞察”号任务自 2018 年以来

测量到的许多大大小小的地震都可以归因于

科柏洛斯槽沟地区。

看着广袤干燥、尘土飞扬的火星地貌的图

像，很难想象大约36亿年前，火星非常活跃，至

少在地质意义上是如此。来自科柏洛斯槽沟

附近的地震表明，火星还没有完全“死亡”。

科柏洛斯槽沟是以希腊神话中的一种生

物命名的，即守卫冥界的“地狱猎犬”。在这

里，火山区正在下沉并形成平行的地块或裂

缝，将火星的地壳“撕”开，就像蛋糕烘焙时出

现在顶部的裂缝一样。根据施特勒的说法，

“我们所看到的可能是这个曾经活跃的火山

地区的最后残余，或者也有种可能是，岩浆现

在正向东移动到下一个喷发地点。”

红色星球上，地震波“讲述”新的故事

火星上的洞察号着陆器的艺术插图。 图片来源：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科柏洛斯槽沟地区的裂缝。 图片来源：英国《新科学家》杂志网站

国际聚焦

拓扑绝缘体内奇异量子效应室温下首现
美国科学家在研究一种铋基拓扑材料

时，首次在室温下观察到了拓扑绝缘体内

的独特量子效应，有望为下一代量子技术，

如能效更高的自旋电子技术的发展奠定基

础，也将加速更高效且更“绿色”量子材料

的研发。

“最”案现场

希格斯玻色子质量分布获迄今最精确
测量

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紧凑渺子线圈

（CMS）国际合作组对希格斯玻色子的质量

分布——“宽度”作了迄今最精确测量：3.2

兆电子伏特。这与标准模型预测一致，但比

此前测量更精确，此前测量仅指出其宽度必

须小于 9.2兆电子伏特。

科星闪耀

可重编程材料实现选择性自组装
创建自动化结构或机器的过程至今仍

是自上而下的，需要人工、工厂或机器人进

行组装和制造。然而，大自然组装的方式普

遍是自下而上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计算

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研究人员引入了

可涂覆于机器人立方体的磁性可重编程材

料，让它们自行组装。过程的关键是使这些

磁性编程对它们连接的对象具有高度选择

性，从而自组装成特定的形状。

蓦然回“首”

准粒子构成的物质第五形态首次创建
日本科学家创造出了首个由准粒子构

成的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BEC），最新研

究将对包括量子计算在内的量子技术的发

展产生重大影响。BEC 被称为物质的第五

种形态，其他四种分别为固体、液体、气体和

等离子体并列，目前大多数 BEC由普通原子

制成，由奇异原子制成的 BEC还没有实现。

技术刷新

四足机器人“自学”成出色守门员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西蒙弗雷

泽大学和乔治亚理工学院的联合机器人

团队最近创建了一种强化学习模型，能让

四足机器人以守门员的身份高效踢足球，

由于该模型可提高四足机器人的敏捷性

和 身 体 能 力 ，因 此 这 些 机 器 人 还 可 用 于

处 理 完 全 不 同 的 任 务 ，例 如 搜 索 和 救 援

任务。

可抓取多种物体的“象鼻机器人”问世
韩 国 机 械 与 材 料 研 究 所 宣 布 已 开 发

出世界上第一个能够进行所有抓取动作

的抓手 ，其 灵 感 来 自 象 鼻 。 其 可 利 用 柔

软 的 结 构 、可 拉 伸 的 薄 壁 和 允 许 抓 手 改

变 形 状 的 电 线 ，通 过 捏 吸 融 合 机 制 抓 取

物体。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国 际 要 闻 回 顾
（10月24日—10月30日）

使 用“Printer.HM”可 实 现 复 杂 的 设
计。从左至右为叶形支架、股骨模型、在支
撑槽中嵌入打印。 图片来源：剑桥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