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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及其合金是现代工业和技术的关键材料

之一。俄罗斯国家研究型技术大学科研人员将

碳纳米纤维添加到铝复合材料中，使其硬度增

加了 20%，材料结构在微观层面上也发生了极

大变化。这项研究不仅改善了特定铝合金的性

能，而且对许多铝及其合金部件都具有重要的

实际意义。

别尔哥罗德国立研究大学基于铁、钴、镍、铬

和碳开发出了高强度、高延展性合金，在-150℃

及更低温度下具有出色的性能，强度比最好的同

类产品高一倍半，并具有 24%的出色延展性。新

合金可广泛用于探索太空、海洋、北极和南极所

需的技术系统。

托木斯克理工大学科研人员提出了一种利

用激光和石墨烯对玻璃进行改性的技术，开发出

基于石墨烯和玻璃的复合材料。这种技术允许

用石墨烯“画出”所需的结构，将其融合到几毫米

厚的玻璃中，有助于在玻璃产品中制造出石墨烯

导电结构，作为积成电子产品的基础，最终实现

用石墨烯制造新一代电子产品。新材料可长时

间使用而性能不降低，可用于开发廉价高效的柔

性电子产品、新型光电器件以及具有扩展功能的

各种玻璃产品。

俄罗斯国立研究型技术大学超硬和新型

碳材料研究所与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

物理研究所首次合成一种基于含钪碳纳米结

构的富勒烯超硬材料。研究表明，电与不含

钪的聚合富勒烯晶体相比 ，该材料的刚性较

低，但同时相变压力也较低，这能降低该结构

的实验室获取难度。该技术可用于研发适用

于光伏、光学器件、纳米电子学和生物医学的

新型超硬材料。

碳纳米纤维增加铝材硬度碳纳米纤维增加铝材硬度
开发智能玻璃制造新技术开发智能玻璃制造新技术

日日 本本 Japan

◎本报记者 张梦然

日本神户大学研究小组首次成功开发出以

氯仿为前体的新型流式按需合成系统，使用这个

系统能够合成光气衍生的化学产品。此外，他们

实现了超过 96%的高转化率，在短时间内（一分

钟或更短的曝光时间）合成了这些有用的化合

物。该系统具有多重优势，安全、廉价且简单，对

环境影响小，可用于合成各种化工产品并连续大

量生产。研究人员预计，该系统可以在不久的将

来扩大为工业生产的模型系统。

大阪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方法，将一个

不显眼的可食用标签嵌入食物中，无需先破坏食

物即可读取相应数据，而且这种标签完全不会改

变食物的外观或味道。

信州大学纤维工程研究所材料科学家开发出

一种由超细纳米线编织而成的纺织品。这种线由

相变材料和其他材料制成，与电热和光热涂层结

合在一起，最终成为一种面料，能根据需要对不断

变化的温度做出反应，在穿着者身上升温或降温。

东京大学科学家在机器人身上制作出“活

的”类人皮肤，不仅为机械手指提供了人类皮肤

般的质感，还具有防水和自愈功能，让人们离科

幻目标又近了一步。

名古屋大学研究团队合成了一种带状分子

纳米碳，具有扭曲的莫比乌斯带拓扑结构，即莫

比乌斯碳纳米带。构建结构均匀的纳米碳，对于

纳米技术、电子学、光学和生物医学应用中的功

能材料的发展至关重要。

新系统按需合成光气衍生品新系统按需合成光气衍生品
机械手指上机械手指上““长出长出””仿真皮仿真皮

法国 CRISMAT 实验室研究人员开发出安

全且廉价的热电材料，该材料由铜、锰、锗和硫

组成，生产过程相当简单。他们使用球磨机简

单将铜、锰、锗、硫粉末机械合金化，形成一个

预结晶相，然后在 600℃下烧结使其致密化，所

生 产 的 新 型 材 料 可 将 热 能 转 化 为 电 能 且 在

400℃下仍能保持稳定。研究人员发现，用铜代

替一小部分锰会产生复杂的微结构，具有相互

连接的纳米域、缺陷和相干界面，会影响材料的

电子和热传输特性。未来研究人员将进一步改

进这种新型无毒热电材料，替代传统含铅、碲等

有毒元素的材料。

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和蒙彼利埃大学研究人员使用 DNA 折

叠方法，即用 DNA 分子作为构建材料，以预定

义的形式自组装 3D 纳米结构，制成 DNA 纳米

机器人，可用来更好地了解细胞机械敏感性

的分子机制，并发现对机械力敏感的新细胞

受体，还能在细胞水平更精确地研究施力过

程中，生物和病理过程的关键信号通路何时

被激活。

开发便宜无毒新型热电材料开发便宜无毒新型热电材料
DNADNA微机器人探索细胞过程微机器人探索细胞过程 2022 年 10 月，韩国蔚山科学技术院科研团

队研发出可作为 6G 通信元器件的“元表面”新纳

米材料。“元表面”材料是平面光学器件中新型的

纳米结构材料，以二氧化钒为基础，呈透明状。

实验表明，该二氧化钒“元表面”透明电极在保持

一定的太赫兹波通过的同时，还可调谐电导率至

数千倍左右，成为 6G 通信元件或太赫兹波、近红

外线混合通信技术的最佳器件材料。该方法还

可用于其他二维物质材料的研发和应用。

11月，韩国亚洲大学团队以磷酸金属盐作为

催化剂开发出一种新型生物降解聚合物 PBAT

（属于热塑性生物降解塑料，是己二酸丁二醇酯

和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的共聚物，兼具 PBA 和

PBT 的特性），其制成的可降解塑料在土

壤中的降解速度约是现有可降解塑

料的 9 倍。新型 PBAT 聚合物

通过在生产过程中添加一

定量的磷酸金属盐，使

其 结 构 变 成 离 子 键

的结合形式，既具

备耐久性，又可

在 常 温 下 生

物降解。

““元表面元表面””纳米材料可调谐纳米材料可调谐
新聚合物常温下能生物降解新聚合物常温下能生物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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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基础研究方面，慕尼黑工业大学获得了

迄今最明确地证实“四中子态”物质存在的证据，

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宇宙是如何形成。慕尼黑工

业大学和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合作，在氟化钬锂中

发现了一种全新相变，并观察到成千上万个原子

的纠缠，这对于研究材料中的量子现象以及新应

用来说是一个重要基础和一般参考框架。

合金材料方面，马克斯·普朗克钢铁研究所

成功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高熵合金的设计和

优化。研究人员利用 699 种合金的公开数据训

练学习算法，然后让算法生成大量具有低热系数

的候选成分，再通过包括原子特征和热力学数据

库的有关物理特性的算法筛选出 17 种高熵因瓦

合金，最终确定出两种在 300 开氏度时具有极低

热膨胀系数的高熵合金。

催化剂方面，亥姆霍兹柏林研究所等研发出

纳米结构的硅化镍作绿氢催化剂，可显著提高电

解水反应的效率。科林公司成功开发了一种廉

价稳定的合金材料催化剂，可用二氧化碳直接电

解生产一氧化碳。

纳米材料和应用方面，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

实验室（DESY）阐明了分子马达的结构、完整的

功能循环和作用机制。慕尼黑工业大学首次成

功使用 DNA 折叠法制造出一款分子马达，可自

组装并将电能转换为动能，未来有望用于驱动化

学反应。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研发迄今世界

上最小的可运动的能量驱动齿轮，该装置只有

1.6纳米大小，由两个啮合组件共 71个原子构成。

生物相关材料方面，莱布尼茨交互材料研究

所开发出可与生命物质交流和发挥作用的材

料，并成功将活性细胞分裂机制整合到合成囊

泡中，使人们离生产功能性合成细胞的目标又

近了一步。慕尼黑工业大学设计了一种新型葡

萄糖燃料电池，厚度仅 400 纳米，可将葡萄糖直

接转化为电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首次演示了

一款高效有机双极晶体管，为有机电子学开辟

了全新前景。

此外，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成功合成具有

六方晶格的锗化硅材料，可有针对性地控制带隙

和光电特性。该中心还开发了一种新方法，可在

高于正常大气压 110 万倍的压力下测量二氧化

硅玻璃的密度。马克斯·普朗克量子光学研究所

开发了一种新的分子气体冷却技术，可将极性分

子冷却到几纳开氏度。

““四中子态四中子态””最明确证据发布最明确证据发布
人工智能助力新材料设计优化人工智能助力新材料设计优化

以色列以色列 Israel

◎本报驻以色列记者 胡定坤

英国与荷兰科学家合作，借助一种纳米纹理

结构，使薄膜硅光伏电池变得不透明并增强了其

吸收太阳光的效率。实验表明这种薄膜电池能

吸收 65%的阳光，是迄今薄硅膜表现出的最高光

吸收率，接近约 70%的理论吸收极限，有望催生

柔性、轻质且高效的硅光伏电池。

帝国理工学院开发出一种氢燃料电池，它使

用的催化剂由铁而非稀有昂贵的铂制成，降低了

氢燃料电池的成本。该技术让氢燃料广泛部署

成为可能，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进世界

走上净零排放的道路。

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研究团队首次研制出单

晶有机金属钙钛矿光纤，可加速宽带传输、改善

医学成像。

伯明翰大学与美国杜克大学研究人员合作，

利用糖基原料而非石化衍生物，研制出两种新的

聚合物，既拥有普通塑料的特性，又可降

解和物理回收。其中一种像橡胶

一样可拉伸，另一种则像大

多数塑料一样坚固且

有韧性。

薄膜硅光伏电池吸收率创纪录薄膜硅光伏电池吸收率创纪录
新催化剂降低氢燃料电池成本新催化剂降低氢燃料电池成本

在半导体科学领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休

斯顿大学和其他机构的一个研究团队发现，立方

砷化硼兼具导电和导热优势，可能是迄今发现的

最佳半导体材料。密歇根大学开发出一种半导

体材料，可在室温下实现从导体到绝缘体的“量

子转换”，有助于开发新一代量子设备和超高效

电子设备。

在有关“打印”的各种应用中也有很多成

果。研究人员使用定制打印机，3D 打印出了

首块柔性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屏 ，无需以往

昂贵的微加工设备。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研

究人员开发出一种将电子电路直接印刷到弯

曲和波纹表面上的新技术 ，并使用该技术制

造了原型“智能”隐形眼镜、压敏乳胶手套和

透明电极，这为各种新的柔性电子技术铺平

了道路。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科学家报

告了一种利用糖在几乎任意共性表面上进行

转印的方法，有望为电子、光学和生物医学工

程等领域带来新材料。

在纳米级的材料研究方面，麻省理工学院研

究人员通过改变材料的表面，创建了一种纳米级

配置，能将闪烁体的效率提高至少 10 倍，甚至可

能提高 100 倍，有助实现更灵敏 X 射线成像；该

学院还在单原子薄材料中发现了一种奇异的“多

铁性”状态，首次证实多铁性可存在于完美的二

维材料中，为开发更小、更快、更高效的数据存储

设备铺平道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研究人员

设计出由微小纳米管组成的无泄漏管道，可自我

组装和自我修复，且能连接到不同的生物结构，

这是创建纳米管网络的重要一步，该网络将来有

望向人体中的靶细胞提供专门的药物、蛋白质和

分子。

莱斯大学开发出由可见光而非紫外线激活

的纳米级“钻头”，通过对真实感染的测试，证明

这些分子机器能有效杀死细菌。

在传感器相关研究方面，斯坦福大学科研

团队报道了一种极富弹性的可穿戴显示器，具

有很好的明亮度和机械稳定性，是高性能可拉

伸显示器和电子皮肤研究的重要进展。麻省理

工学院工程师展示了一种新型超声波贴纸设

计，仅邮票大小，可贴在皮肤上，对内脏器官提

供 48 小时的连续超声波成像。加州大学圣地

亚哥分校工程学院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无电

池、药丸状可吞服生物传感系统，能对肠道环境

进行持续监测。

发现迄今最佳半导体材料发现迄今最佳半导体材料
纳米研究带来高效新设备纳米研究带来高效新设备

2022 年 4月，以色列特拉维夫市政府宣布在

该市试验一种新型太阳能织物，这种户外织物内

含太阳能有机光伏电池，白天可为行人遮蔽阳

光，晚上则可使用太阳能照明。这对夏季光照充

足、炎热少雨的以色列非常适用。

7 月初，以色列理工学院研究团队发表论

文，称其开发出一种基于有机硅的超薄材料——

一种高科技织物。这种材料可包裹在受损神经

周围，近红外光可穿透皮肤照射到织物上，促使

其产生电流刺激神经，从而加速神经修复或用于

心脏起搏。实验显示，该材料将小鼠神经修复速

度加快了 1/3。

9 月底，以色列理工学院研究团队宣布，受

生物体天然矿物生长过程的启发，创造了一种控

制材料磁性的方法。团队在存在氨基酸的情况

下合成了碳酸锰晶体，通过测量晶体磁性，发现

含有氨基酸的碳酸锰比原始材料具有更高的磁

化率，这意味着它更容易受到外部磁场的影响。

此外，随着添加更多的氨基酸，碳酸锰对磁性的

反应性也会增加。研究证明可通过加入非磁性

有机分子改变材料磁性，这一发现或可应用于微

电子和医学等领域。

新型织物用于市政新型织物用于市政
创新材料服务医疗创新材料服务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