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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佳欣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2日电 （记者

刘霞）日本研究人员报告称，他们设

计出了一种新的集成处理器和存储

器的三维技术，实现了全世界最高的

性能，为更快、更高效的计算铺平了

道路。这种创新的堆叠架构实现了

比迄今最先进的存储器技术更高的

数据带宽，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减少了

访问每个数据字节所需的能量。相

关 研 究 论 文 已 经 提 交 近 日 召 开 的

IEEE 2023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与

电路研讨会。

为了增加数据带宽，科学家们必

须在处理单元和存储器之间增加更

多线路，或者提高数据的传输速率。

第一种方法很难实现，因为上述组件

之间的传输通常发生在二维中，这使

得添加更多导线变得棘手。而增加

数据速率需要增加每次访问一个比

特所需的能量，这也是一大挑战。

日本东京理工大学研究团队提出

了一种名为“BBCube 3D”的技术，该

技术可以让处理单元和动态随机存取

存 储 器（DRAM）之 间 更 好 地 集 成 。

BBCube 3D 最显著的方面是实现了处

理单元和 DRAM 之间的三维而非二

维连接。该团队使用创新的堆叠结

构，其中处理器管芯位于多层 DRAM

之上，所有组件通过硅通孔互连。

团队评估了新体系结构的速度，

并将其与两种最先进的存储器技术

（DDR5 和 HBM2E）进 行 了 比 较 。 研

究人员称，BBCube 3D 有可能实现每

秒 1.6 兆 字 节 的 带 宽 ，比 DDR5 高 30

倍 ，比 HBM2E 高 4 倍 。 此 外 ，由 于

BBCube 具有低热阻和低阻抗等特性，

3D 集成可能出现的热管理和电源问

题可得到缓解，新技术在显著提高带

宽 的 同 时 ，比 特 访 问 能 量 分 别 为

DDR5 和 HBM2E 的 1/20 和 1/5。

3D集成技术达到迄今最高性能
数 据 带 宽 高 达 每 秒 1.6 兆 字 节

生物打印是对活细胞和组织的打

印，患者可利用自己的细胞培养出器

官，这项大有前途的技术未来可解决

器官捐赠短缺的问题。然而，打印活

组织和细胞是极其复杂的，需要克服

许多障碍。

近期发表在《先进材料技术》上的 3

篇论文介绍了荷兰乌得勒支大学医学中

心有关生物打印活组织的 3 项创新，这

些创新将使生物打印更具临床意义。

在打印样品中创建
生物功能区

体积生物打印可在短短几秒钟内

打印出几立方厘米的物体，这为打印细

胞提供了许多可能性。然而，受到载有

细胞的水凝胶的特性限制，当打印完成

时，细胞可能不会被准确地放置在需要

的地方，也不可能通过改变凝胶来帮助

细胞发育、生长或特化。

为了能够在打印过程后对打印品

进行化学改性，研究人员研究了凝胶的

孔隙率，以及与凝胶中其他分子结合的

化合物。

首先，他们用体积打印机打印基于

明胶的结构，然后将生物分子和光引发

剂注入这些结构，可在明胶结构中创造

复杂的 3D 模型。这种方法第一次能让

科学家 3D 控制想要捕获的生物分子的

位置。

有了这项创新，生长因子或生物活

性蛋白质能以任何想要的 3D 形状引入

体积打印中。例如，科学家可以在 3D

打印对象内创建一条“吸引”新血管的

轨迹，将引导血管方向和形成的信号分

子放置在该轨迹上。然后，这些信号就

可以正确吸引细胞，或者帮助干细胞发

挥其再生潜力。

与快速体积生物打印技术相结合，

科学家有望创建可以指导细胞行为和

发育的生物软化支架。这意味着，未来

能利用 3D 生物打印近距离模拟天然组

织和器官的复杂生化环境。

颗粒状凝胶打印细
胞拥有更高活性

3D 打印成功制造出组织的同时，

其中的细胞也需要得到呵护。如果它

们要形成一个功能组织，就需要能够生

长、移动和相互交流。

为了实现这一点，用于生物打印的

材料必须提供一个允许细胞自组织和

交流的环境，例如使用软水凝胶，但确

保这些材料的高分辨率打印和形状保

真度仍然是一个瓶颈，尤其是在使用传

统 3D打印技术时。

研究团队利用颗粒树脂来克服挑

战。每个微粒子拥有与其散装水凝胶对

应物相当的特性，且包装好的微凝胶粒

子可以按需设计和定制。因此，利用颗

粒生物材料能应对打印过程中与块状细

胞封装和材料可加工性相关的缺陷。

这种颗粒状树脂允许研究人员将

挤压打印和体积打印结合在一起。使

用挤压打印，某些细胞或其他化学物质

可以专门沉积在树脂中。这种方法优

化了体积打印速度和挤压打印精度之

间的平衡。凝胶在打印喷嘴周围移动，

就像手指搅动奶油，奶油也在手指周围

移动一样，细胞可快速放置在多层中，

而不必担心结构的强度。然后，体积打

印可以通过创建和细化挤压单元周围

的形状来完成这一过程。

细胞实验证实，在利用颗粒状树脂

打印后，细胞具有更多的生物活性，远

远超过固体凝胶。在打印到树脂中的

8 天内，干细胞能够更好地扩展，上皮

细胞、神经元样细胞相互之间建立了更

多连接。

未来，这些工具将帮助增强组织功

能，为组织工程、再生医学和新兴的工

程生物材料领域开辟更多机会。

技术结合实现功能
性血管打印

体积生物打印允许细胞在打印过

程中存活下来，然而，其最终打印的结

构有缺陷，例如打印的血管不能很好地

承受高压并弯曲。为此，研究人员试图

将体积生物打印和熔融电写结合。

熔融电写是一种高精度的 3D 打

印，它的工作原理是引导可生物降解的

熔融塑料的细丝来工作。它能够制造

机械强度高、能够承受外力的支架，但

缺点是它们不能直接用电池打印，因为

涉及的温度很高，此次解决方式是使用

体积生物打印将载细胞凝胶固化到支

架上。

研究人员先使用熔融电写创建管

状支架，然后将其浸入带有光活性凝

胶的小瓶中，并放置在体积生物打印

机中。原则上，打印机的激光可以针

对性地固化支架内、支架上及其周围

的凝胶。

测试发现，不同厚度的支架产生了

坚固的管子。通过使用两种不同标记

的干细胞，研究小组能够打印出带有两

层干细胞的原理验证血管，并种植上皮

细胞，覆盖血管的管腔。

这种设计还允许研究人员在打印

品的侧面留出孔，从而有可能控制血管

的渗透性，使血液发挥其功能。最后，

研究人员还创造了更复杂的结构，如分

叉血管，甚至具有维持单向流动功能的

静脉瓣膜血管。

研究人员表示，这些创新为推进生

物打印提供了更加灵活的选择，未来他

们会将这些技术结合起来并加以扩展。

创新让体积生物打印迈向临床

国际聚焦

国际团队公布引力波背景辐射
划时代发现

经过 15 年的数据收集，科学家

们第一次“聆听”到了在宇宙中荡漾

着的引力波永恒合唱。这是针对引

力波背景辐射的划时代重大发现。

天文学家们对银河系中数十个毫秒

脉冲星的无线电波进行了密切计

时，此次的新发现就来自对 67 颗脉

冲星阵列进行详细分析的结果，该

引力波背景最可能的来源是陷入

“死亡螺旋”的一对超大质量黑洞。

十年内量子超算或将出炉
美国微软公司量子部门在创建

可靠且实用的量子计算机方面取得

了第一个里程碑式突破。研究团队

此次设计出了一种新方法来表示具

有硬件稳定性的逻辑量子比特。微

软表示，10 年内就能达到公司量子

计算路线图的最后部分，也就是制

造出量子超级计算机。

技术刷新

深度思维推出自我训练的“机
器猫”

谷歌“深度思维”公司将人工智能

与一款名为“机器猫”的机器人结合起

来，预计它将在自我训练机器人的世

界中实现一大飞跃。利用大型语言模

型背后的相同技术研发的“机器猫”，

不仅可快速学习新任务，还可通过构

建自己的性能数据来提高性能。

蓦然回“首”

韦布首次探测到关键碳分子
国际科学家使用美国国家航空

航天局的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首

次在太空中探测到重要的碳化合物

（CH3
+），该分子也被称为“甲基阳离

子”，其有助形成更复杂的碳基分子。

最新研究对于科学家进一步了解生

命在地球上如何繁衍生息至关重要，

也有望为系外生命搜索提供线索。

科技争鸣

世界首个合成人类胚胎引发伦
理争议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和英国剑桥

大学团队首次从干细胞中创造出一

种不含卵子和精子的合成人类胚胎

样结构。这些结构相当于处在人类

发育的最早阶段，没有跳动的心脏

或大脑，但具有后来可以形成胎盘、

卵黄囊和胚胎本身的细胞。这一成

果引发了法律和伦理方面的争议。

科技轶闻

3D打印心腔能自主跳动数月
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科学

家制造了一种“墨水”，其中含有活的心

肌细胞、胶原蛋白和透明质酸，可以3D

打印微型心腔（心脏底部的腔室）。他

们用活的人类心肌细胞打印的心腔被

证明可自主跳动至少3个月。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国 际 要 闻 回 顾
（6月 19日—6月 30日）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佳欣）据发表

在最新一期《当代生物学》杂志上的一

篇新论文，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和瑞士

弗里堡大学的一个古生物学家团队利

用对化石记录的统计分析，确定了胎盘

哺乳动物（包括人类、狗和蝙蝠）起源于

恐龙大灭绝之前，这意味着它们曾与恐

龙短暂共存。然而，直到小行星撞击地

球后，胎盘哺乳动物的现代谱系才开始

进化，这表明一旦恐龙消失，它们才能

更好地实现多样化。

6600万年前的一个春日，一颗小行

星撞击墨西哥尤卡坦半岛附近地面引

发的灾难性破坏，导致所有非鸟类恐龙

的死亡，这一事件被称为白垩纪—古近

纪(K-Pg)大灭绝。长期以来，研究人员

一直在激烈争论，胎盘哺乳动物是在恐

龙大灭绝之前就已存在，还是在恐龙大

灭绝后才进化出来的。

研究小组表示，胎盘哺乳动物的化

石遗骸只在年龄小于 6600 万年的岩石

中发现，但分子数据表明胎盘哺乳动物

的起源更为古老。

他们收集了可追溯到 6600 万年前

的胎盘哺乳动物群体的化石数据。数

以千计的化石能让研究人员看到不同

物种的起源和灭绝模式，并在此基础上

估计胎盘哺乳动物是何时进化的。

研究表明，包括人类血统在内的

灵长类动物，兔子和野兔（兔形目）以

及狗和猫（食肉目）在内的群体是在

K-Pg 大灭绝之前进化出来的，这意味

着他们的祖先与恐龙混居在一起。在

小行星撞击中幸存下来后，胎盘哺乳

动物迅速多样化，可能是因为少了来

自恐龙的竞争。

小行星撞击后，恐龙灭绝但人类祖先幸存

科技日报北京7月2日电（记者张
梦然）从可见星光到无线电波，长期以

来人们一直通过银河系发出的各种频

率的电磁辐射来观察它。科学家们现

在通过确定数千个中微子的银河起源，

揭示了银河系的独特图像。基于中微

子的银河系图像，是第一张由物质粒子

而不是电磁能制成的银河肖像。研究

结果6月30日发表在《科学》杂志上。

这一突破由南极中微子观测站实

现，这一巨大的天文台通过使用埋在

一立方公里的透明原始冰层深处的数

千个网络传感器，探测来自太空的高

能中微子的微妙迹象。

中 微 子 是 看 不 见 的“ 幽 灵 粒

子”，它们大量存在，但通常直接穿

过地球而不被发现。当中微子碰巧

与冰立方下方的冰相互作用时，这

些 罕 见 的 相 遇 会 产 生 微 弱 的 光 图

案，冰立方可检测到这些图案。一

些光图案具有高度方向性，清楚地

指向天空的特定区域，使研究人员

能够确定中微子的来源。

团队此次开发了一种机器学习算

法，比较了冰立方 10 年来记录的 6 万

多个此类中微子产生的级联光的相对

位置、大小和能量，并使用模拟人工数

据仔细测试和验证了这一算法。当他

们最终将冰立方提供的真实数据输入

算法时，显现的图片展示了与银河系

中疑似发射中微子的位置相对应的亮

点。这些地点观测到的伽马射线，被

认为在理论上可产生中微子。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物理部主任丹

尼斯·考德威尔表示，科学上的重大突破

往往通过技术进步实现。高度灵敏的

冰立方探测器提供的功能，加上新的

数据分析工具，让人们对银河系有了

全新的认识。人们可期待这张肖像以

不断增加的分辨率出现，进而揭示人类

从未见过的银河系隐藏特征。

科学认知点点滴滴的进步，技术手

段一次又一次不起眼的更新迭代，看似

无足轻重，积累到一定程度，可能会在某

个科技领域带来突破性进展。拿这次研

究成果来说，其背后涉及粒子物理、传感

器技术、机器学习技术等，是多个领域科

学技术不断发展进步同时又交叉融合所

促成的结果。各个科技领域，类似这样

的量变与质变都在悄然进行——或许，

这就是科技发展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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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

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国欧盟协会共

同举办的“中欧高等教育合作论坛”6

月 29 日在北京召开，主题为“教育数

字化转型中的中欧人才培养合作”。

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欧盟协

会会长刘奇葆和国际行动委员会联席

主席、爱尔兰前总理伯蒂·埃亨视频致

辞。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刘利

民、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鄢

东、中欧高校负责人以及欧洲驻华使

节和使馆代表致辞。

刘奇葆指出，在中欧建立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 20 周年之际，通过论坛探讨

加强中欧高等教育合作，对进一步增进

中欧相互了解、信任和互利合作十分有

利。中欧高等教育合作的不断发展，将

为中欧关系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也将为

人类进步作出积极贡献。

伯 蒂·埃 亨 说 ，这 一 论 坛 是 以 中

欧的共识为议题基础，为交流互鉴而

开展的高等教育合作符合中欧合作

的方向。他认为，只有交流与合作才

能不断增进中欧之间的理解，只有对

共识议而论之，才能为中欧关系赋予

正能量。

刘利民表示，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

会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与欧洲的教育

交流，已成功举办 6 届中欧高等教育合

作与交流平台会议，引领双方高校围绕

绿色转型、人才联合培养等议题深入研

讨，推进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未

来，交流协会还将继续积极探索教育领

域数字化平台建设，推动教育资源共建

共享、互联互通。

鄢东表示，高校是人文交流的主力

军，中欧应进一步加强人才联合培养、

科研联合攻关，为中欧关系互利共赢提

供智力支持。

黑 山 驻 华 使 馆 临 时 代 办 戴 迪 奇

女士表示，中欧双方都有雄心推动数

字化转型，并将从数字化转型和教育

的协同效应中受益。黑山大使馆将

进一步努力扩大教育领域合作，促进

中欧专家、学生交流互访，实现互利

共赢。

在线出席论坛的欧洲国际教育协

会理事会主席范·霍夫和中国教育科学

研究院党委副书记马涛作了主旨发

言。与会代表围绕“中欧学生流动的机

遇与挑战”“中欧合作办学的可持续发

展”“中欧人才联合培养的展望”等议题

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加强中欧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人才培养
——中 欧 高 等 教 育 合 作 论 坛 在 京 召 开

◎本报记者 张佳欣

60层

控制 20层

40层

左图 在颗粒状凝胶中嵌入细胞打印。右图 用20层、40层或60层熔融电写支架强化体积印刷管的效果（比例尺0.5mm）。
图片来源：荷兰乌得勒支大学医学中心

基于中微子的银河系合成图像。
图片来源：冰立方合作组/美国国

家科学基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