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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 陈春有

科技日报北京5月24日电 （记者

张梦然）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量子物

理学研究团队已成功构建了一个用于

电信网络标准波长的量子中继器节点，

并将量子信息传输数十公里。这个功

能齐全的网络节点是量子中继器的核

心部分，由两个单一物质系统组成，能

够以标准的光子产生纠缠电信网络的

频率和纠缠交换操作。研究结果发表

在新一期《物理评论快报》上。

量子网络将量子处理器或量子传

感器相互连接起来。在网络节点之间，

量子信息由穿过光波导的光子交换。

然而，在长距离上，光子丢失的可能性

急剧增加。

量子信息不能简单地被复制和放

大，25 年前，因斯布鲁克大学研究团队

提供了量子中继器的蓝图。其拥有光

物质纠缠源和存储器，以在独立的网络

链路中产生纠缠，这些链路通过纠缠交

换在它们之间连接，最终将纠缠分布在

长距离上。

新构建的中继器节点由光学谐振

器内的离子阱中捕获的两个钙离子以

及到电信波长的单光子转换组成。科

学家们还展示了通过 50 公里长的光纤

传输量子信息，而量子中继器恰好位于

起点和终点之间的中间位置。

研究人员还计算出这种设计的哪

些改进是必要的，以使传输超过 800 公

里成为可能，从而将因斯布鲁克和维也

纳连接起来。

首个电信网络远程量子中继器节点构建

科技日报北京5月24日电 （记者

张佳欣）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

领导的一个团队开发出了一种首创

的突破性方法，可以更容易地用“顽

固”金属制造高质量的金属氧化物薄

膜。这项研究为科学家开发用于量

子计算、微电子、传感器和能源催化

的下一代新材料铺平了道路。相关

论文发表在最新一期《自然·纳米技

术》杂志上。

“顽固”金属氧化物，如基于钌或

铱的氧化物，在量子信息科学和电子

学的许多应用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然

而，由于使用高真空工艺氧化金属存

在困难，因此将它们转化为薄膜一直

是个挑战。

在试图使用传统的分子束外延技

术合成金属氧化物时，研究人员偶然发

现，分子束外延是一种低能量技术，可

在超高真空室中产生单层材料。他们

引入了一个名为“外延应变”的概念，即

在原子水平上有效地拉伸金属，可显著

简化这些“顽固”金属的氧化过程，这使

得在超高真空环境中，从“顽固”金属中

提炼出具有重要技术价值的金属氧化

物成为可能。

论文资深作者、明尼苏达大学化学

工程和材料科学系教授巴拉特·贾兰表

示，这一突破代表着一项重大进步。它

不仅提供了一种实现量子材料原子精

确合成的方法，而且在控制各种应用中

的氧化还原途径方面也具有巨大潜力，

包括电池或燃料电池中发生的催化和

化学反应。

突破性方法将“顽固”金属转化为薄膜

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突破性方法制造高质量金属氧化物薄膜。
图片来源：明尼苏达大学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24日电 （记

者张梦然）在未来世界，无论人们走到

哪里都可获得清洁电力，而通用空气

发电效应意味着这个场景可成为现

实。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

的科研团队最新研究表明，几乎任何

材料都可以变成一种从湿润空气中不

断收集电力的设备，这为清洁电力的

获取打开一扇宽阔的大门。这项研究

发表在新一期的《先进材料》杂志上。

空气中含有大量的电力。自然界

的云朵只不过是一团水滴，每一个液滴

都含有电荷，当条件合适时，它可产生

闪电，但人们不知道如何可靠地从闪电

中捕获电力。新研究所做的是创建一

朵人造的小规模云，生产可预测和连续

的电力，以便人们能够将其收获。

“人造云”的核心取决于“通用空

气发电效应”，研究人员称，从字面上

看，任何一种材料都可从空气中收集

电力，只要它具有一定的特性——有

小于 100纳米的孔。

团队根据这个数字设计了一个电

力收集器，该收集器由一层薄薄的材

料制成，其中填充了小于 100 纳米的

孔，水分子从材料的上部通过到下部

时会产生电荷不平衡，就像在云中一

样。这就有效地创建一个“电池”，只

要空气中有水分就可以运行。

由于空气湿度始终存在，收集器

可以风雨无阻地全天候运行，这解决

了风能或太阳能等技术仅在特定条件

下工作这一瓶颈。

这种空气发电设备的厚度还不及

人类头发宽度，因此可数千个堆叠在

一起，有效地扩大能量却不增加设备

的占地面积。研究团队称这种设备将

能够为一般电力公用事业使用提供千

瓦级的电力。

搜一搜“空气发电”，就会发现科

研人员为了清洁能源，付出过多少努

力。他们已经在无处不在的空气上打

了不少主意，比如压缩空气，从空气中

吸收水分，或者制造天然电池酶，实现

“无中生有”发电。本文的研究描绘了

一个未来世界，只要填充直径小于

100 纳米的孔，任何材料都可以从湿

润空气中收集电力。创建一个“人造

云”，设计一个电力收集器，人类就拥

有了神奇的魔法，可以不间断利用空

气发电。美丽绿色新世界大门打开

了，期待它得到进一步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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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首尔 5 月 24 日电 （记

者薛严）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研究人

员开发出一种新结构零件，可大幅减

少用于水电解装置的贵金属铂和铱使

用量，降低了绿氢的生产成本，同时开

发出了确保与现有装置同等性能和耐

久性的技术。

该研究将重点放在降低铱催化剂

的使用量上，用廉价的氮化铁代替电极

保护层的贵金属，并在其上均匀涂覆少

量铱催化剂，提高了水电解装置的经济

性。水电解装置有制造氢和氧的两个

电极，为确保耐久性及生产效率，一般

在电极表面涂上 1 毫克/平方厘米左右

的金或铂作为保护层，上面再涂上 1-2

毫克/平方厘米的铱催化剂，这些贵金

属埋藏量和产量非常小，这也成为阻碍

绿氢生产装置普及的一个主要因素。

研究团队为提高水电解装置的经

济性，用廉价的氮化铁代替了作为高分

子电解质膜氢气生产装置的氧气电极

保护层的稀有金属。他们首先在电极

上均匀地涂覆导电性低的氧化铁，然后

将氧化铁转换成氮化铁。通过在氮化

铁保护层上均匀涂覆约 25 纳米厚度的

铱催化剂的工艺，将铱催化剂的使用量

减少到 0.1毫克/平方厘米以下，从而达

到降低成本的目的。

廉价氮化铁替代贵金属降低制氢成本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据英国

《新科学家》杂志网站 22 日报道，弓头

鲸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哺乳动物，很

少受癌症的影响。美国科学家在一项

新研究中发现，弓头鲸的细胞似乎能

比人类或小鼠的细胞更快速有效地修

复 DNA，这或许可解释为什么它们能

活到 200岁以上，且癌症发病率较低。

在最新研究中，罗切斯特大学科

学家研究了不同动物的皮肤细胞如何

修复一种遗传损伤——DNA 分子的

两个链断裂，这种双链断裂会增加动

物患癌的风险。

为此，研究人员使用一种酶，使

人类、奶牛、小鼠和弓头鲸的细胞中

出现双链断裂。他们还将一种基因

插入细胞中，在修复受损的 DNA 后

产生荧光绿色蛋白。结果表明，与人

类、奶牛和小鼠细胞相比，弓头鲸细

胞修复 DNA 断裂的数量是其它动物

的两倍多。

更重要的是，在修复过程中，人

类、奶牛和小鼠细胞通常会删除多个

DNA 字母，但大多数情况下，弓头鲸

细胞准确地修复了 DNA，或只引入一

个 DNA 字母。添加或删除字母会改

变 DNA 序列，使基因无法正常工作，

这可能导致癌症。研究还发现，与人

类、奶牛和小鼠细胞相比，弓头鲸细胞

中 CIRBP 蛋白质的含量更高，该蛋白

质能提高 DNA修复效率。

研究人员指出，这项研究揭示了

为什么弓头鲸能够抵抗癌症并长寿的

重要机制，如果能以某种方式调节人

类的 CIRBP 蛋白，有望大幅减少并修

复人类 DNA损伤。

超强DNA修复让弓头鲸远离癌症

在中国开放创新的大潮里，来自不

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专家发挥

着重要作用。他们参与中国的建设，见

证着中国的发展变化，同时也在其中成

就着个人的理想。

5月 22日，2023年外国专家浙江行

活动在杭州拉开帷幕。来自 12 个国家

的 20余名外国专家参加了此次活动。

外国专家们走访了余杭未来科技

城、临安青山湖科技城以及西湖大学等

地，围绕杭州的科技创新环境、科技型

企业培育、新型科研机构建设等方面，

结合自身在华的科研感受，开展了深入

交流。

在 浙 江 诺 尔 康 神 经 电 子 产 业 基

地，现场工作人员为外国专家介绍了

科技在改善听力障碍患者、帕金森病

患者生活方面的应用。来自英国的一

位全球卫生领域的专家听得格外认

真。在杭州工作生活的这些年，她见

证了 5G、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给医疗卫

生领域带来的巨大变革。她正积极推

动重病特殊护理领域的中外医学交

流。她表示，中国政府在项目设置、经

费支配、资源调动等方面，都给予外籍

人才充分支持，让他们可以高效地开

展课题研究。

“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基础学科领

域，我们团队力量强大，科技创新干劲

足，我可以潜心地在我的岗位上搞研

究，感到满满的幸福。”在北京从事物

理研究的波兰籍专家用流利的中文告

诉记者。他热爱自己的研究领域，很享

受和学生在学术上自由探索给他带来

的快乐。目前，他积极推进中国在该领

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让学生接触到更

多的科学研究前沿。

同样在北京工作，从事汽车安全领

域的瑞典籍专家 2019 年来到中国。他

认为，中国在汽车技术研究领域正处于

飞速发展时期，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在

这里他可以延续他的创造性工作。他

非常喜欢中国的创新创业氛围。他所

在单位与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高

校建立了合作研发机制，充分利用了双

方的创新资源优势，他希望能产出更多

安全性能高的电动汽车产品。

来自新加坡的人工智能专家表示，

中国政府在该领域的支持力度是其他

国家所没有的，研究人员在该领域的影

响力在不断上升，中国各地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的力量不断增强。他所在的实

验室与数智化康复装备浙江省工程研

究中心建立了合作关系，让科技成果加

快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现工作在浙江湖州一家能源领域

企业的日本籍专家表示，企业在科技

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不断强化。在国家

政策的支持下，他所在的企业设有博

士后工作站，他本人就指导两名博士

后研究员。目前，他正积极推动燃料

电池的研发。此次调研，让他萌生了

与西湖大学共建研发平台的想法，共

同攻关新能源材料产业发展的重大技

术难题。

“我是一名大学教授，现在上海的

一家研究所做交流访问。中国的科研

创新环境是开放的，我指导过的毕业生

就在西湖大学做助理教授。”一位来自

巴基斯坦的骨组织工程领域的专家对

记者说。他表示，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

技术的研究方面，中国居世界领先地

位。目前，他与上海的研究机构正合作

申请科研项目，并探索在巴基斯坦共建

联合实验室。

此次外国专家浙江行活动由科技

部科技人才与科学普及司主办，科技部

机关服务中心和浙江省科技厅承办，为

期 6 天。接下来，外国专家还将走进绍

兴，对当地的科技产业和外国高端人才

创新集聚区进行专题调研。

在中国开放创新的大潮里成就理想
——外 国 专 家 浙 江 行 活 动 侧 记

科技日报北京5月24日电（记者刘
霞）日本科学家开发出一种历经500次充

放电循环性能仍优异的钙金属充电电池

原型，有望成为目前广泛使用的锂离子电

池（LIB）“物美价廉”的替代品，相关研究

论文刊发于最新一期《先进科学》杂志。

随着电动汽车和电网规模储能系统

“遍地开花”，探索锂离子电池替代品的需

求与日俱增，钙金属电池被寄予厚望。作

为地壳中含量第五丰富的元素，钙很容易

获得，价格低廉，且具有比锂离子更高的

能量密度潜力。更重要的是，钙本身的特

性也有助于钙离子在电解质和阴极材料

间加速传输和扩散，使其比镁电池和锌电

池等其他LIB替代品更具优势。

但钙金属电池的商业可行性仍存

在诸多障碍，其中最大的“拦路虎”包

括缺乏有效的电解质和缺乏具有足够

钙离子储存能力的阴极材料。

2021 年，日本东北大学材料研究

所科研团队实现了一种基于氢簇（单碳

硼烷）的新型无氟钙电解质，这种电解

质具有很高的导电性和电化学稳定

性。在最新研究中，该团队更进一步，

结合硫化铜纳米颗粒化与碳材料，研制

出能够储存大量钙离子的阴极。

硫化铜是一种天然矿物，具有良好

的电化学性能，它的层状结构使其能够

储存锂、钠、镁、钙等多种阳离子，其能

量容量是目前锂离子电池阳极材料的

3到 4倍。

在此基础上，研究团队开发出硫化

铜纳米颗粒/碳复合阴极和氢化物电解

质的钙金属电池原型。测试表明，原型

电池历经 500 次循环后，仍具有 92%的

容量保持率。

新型钙金属电池原型开发成功

为了远距离传输量子信息，需要量子中继器来远距离分布纠缠。
图片来源：哈拉尔德·里奇/因斯布鲁克大学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24日电 （记

者张佳欣）23 日发表于《应用物理评

论》中的一篇论文中，美国物理研究所

科学家介绍了一种基于流体力学的电

子鼻设计，该电子鼻可以持续检测低

浓度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

考虑到选择性、灵敏度、重复性和

稳定性等方面因素，检测 VOC面临着

许多挑战。受嗅觉系统的启发，电子

鼻可以通过将化学传感器阵列与模式

识别技术相结合来识别气味，从而克

服其中的一些障碍。

团队最初的电子鼻设计是一个垂

直的腔室，看起来很像花洒喷头。当气

体通过设备底部的小孔和周围均匀分

布的传感器扩散时，会促进垂直流动。

利用流体力学模拟，该团队优化

了电子鼻室的体积、对称性、孔位置和

传感器位置。他们增加了一个分流装

置，以促进液体流动，缩短反应时间。

研究人员制造了一个特氟龙室，并测

量了电子鼻的传感性能。他们比较了

两个腔室，一个有分流，另一个没有分

流。带有分流装置的腔室在检测示例

VOC方面性能提高了约 1.3倍。

这一使用分流装置来控制流体流

动的策略是电子鼻技术发展的一个步

骤。在未来，研究人员计划将重点放

在最小化腔室和进一步改进结构上，

以减少响应和恢复时间。

电子鼻嗅出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纳米孔是从稀薄空气中发电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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