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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霞


全固态电池被认为是下一代电动

汽车真正意义上的动力电池，与目前

广泛采用的锂电池相比，其充电更快、

续航里程更长，安全性和寿命也有所

提高。

鉴于此，多家汽车制造商纷纷押注

全固态电池，如丰田公司将在 2027 年

推出搭载全固态电池的电动汽车；宝马

公司承诺 2025 年前推出搭载全固态电

池的电动汽车原型。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目前全固态

电池“身价”比锂电池高，搭载全固态电

池的电动汽车要想“飞入寻常百姓家”，

关键是要开发出新材料以及相应的量

产工艺。

固态电池优势多多

不同于目前作为电动汽车主流动

力电池的液态锂电池，全固态电池使用

的固体电解质包括陶瓷、玻璃、硫化物

或固体聚合物等。

与传统电池相比，全固态电池拥有

诸多“秘密武器”。

首先，全固态电池“块头”更小，

“体重”更轻。其次，全固态电池能够

提供比传统锂离子电池高 2.5 倍的能

量密度，可使设备长时间工作而不用

频繁充电。

此外，全固态电池充电时间更短，

充电速度比目前的电池快 4 至 6 倍，且

续航里程更长——充电不到 10 分钟便

可驱动汽车持续行驶 1200 公里，续航

里程是现有电动汽车的 2.4倍。

另外，由于采用不含任何易燃成分

的固体电解质，全固态电池完全没有起

火风险，因此更加安全，寿命也更长。

全固态电池还具有出色的热稳定性，能

够承受较低或较高的温度，在低温环境

中储电能力强，使其在寒冷的冬日或长

途旅行中独具优势。

据《美国汽车周刊》网站报道，由福

特 和 宝 马 支 持 的 电 池 开 发 商 Solid

Power 公司正致力于在其电池设计中

使用硫化物基固体电解质代替传统的

液体电解质，与传统锂离子设计相比，

其目标是提供更轻的电池和更高的能

量密度。

日本富士经济研究公司的数据显

示，全固态电池的市场规模将在 2040

年达到约 264亿美元。

汽车厂商开始布局

挪威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

教授丹尼尔·瑞滕沃德认为，全固态电

池将成为未来电动汽车的动力电池。

不少嗅觉敏锐的汽车厂商已经开始布

局全固态电池。

今年年初，意大利极致公司推出了

首款搭载固态电池的量产车，今年 9 月

将挑战纽北赛道纪录。

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在全固态电池

研发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拥有超过 1000

项相关专利。2020年夏天，丰田开发的

全球首辆搭载固态电池的汽车拿到牌

照，并开展了上路实验。丰田计划在

2025 年前后将全固态电池用于其混合

动力汽车。

丰田研究所首席科学家格瑞尔·普

拉特表示，混合动力车所需的固态电池

较小，成本更低，并可为新技术提供更

好的测试平台。

此外，日产汽车公司计划在 2028

年前将搭载自主研发的全固态电池的

电动汽车投放市场；宝马汽车公司则计

划在 2025 年前发布搭载全固态电池的

试验车，2030年前实现量产。

据美国知名科技博客 thenextweb.

com 报道，日本本田公司也计划把研究

重点放在全固态电池上。该公司计划

开发自己的生产线，2024年春季投入运

营。德国大众品牌计划 2024 年开始批

量生产全固态电池。梅赛德斯-奔驰

公司计划 2025 年将全固态电池集成到

其乘用车中。美国通用汽车目前正在

密歇根州建立华莱士电池创新中心，该

中心将专注于锂离子电池和固态电池

的研发。

降低成本是关键

全固态电池并非完美无缺，高昂的

成本是其商业化的主要瓶颈。

固态电池所使用的固态电解质大

多需要使用极其昂贵的原材料进行制

备。而固态电解质大多对空气中的潮

气极度敏感，规模化生产后要维持低湿

度就会提高生产成本。

《日本经济新闻》指出，要普及全固

态电池关键是要开发新的量产工艺。

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的估算结果显

示，硫化物固态电池的生产成本为每千

瓦 420美元到 2450美元，比目前使用的

锂电池高出 4到 25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马骋教授团队

在原材料成本上取得了突破，他们发现

了一种新型氧氯化物固态电解质。该

新型固态电解质的综合性能与目前最

先进的硫化物和稀土基、铟基氯化物固

态电解质相当，但其原材料成本价仅为

每公斤 7 美元，远低于硫化物和氯化物

固态电解质每公斤 190 美元的成本价，

并且也远低于每公斤 50 美元这一适合

商业化的阈值价格。

该研究成果发表于 7 月份出版的

《自 然·通 讯》杂 志 。 杂 志 审 稿 人 表

示，这一发现具有“新颖和原创性”，

为全固态锂电池的商业化应用开辟

了新途径。

全固态电池的这些“先天不足”如

果能被逐一攻克并最终投入商用，全球

电动汽车市场的格局或将被重塑。

充电更快 续航里程更长 安全性更高

多 国 车 企 押 注 全 固 态 电 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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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8月 28日电 （记者

张佳欣）据 28 日《自然·光子学》杂志

报道，英国伯明翰大学和剑桥大学的

科学家开发了一种使用量子系统在室

温下探测中红外（MIR）光的新方法，

他们使用分子发射器将低能量 MIR

光子转换为高能的可见光光子。这项

创新方法能够帮助科学家在单分子水

平上进行光谱分析，这标志着科学家

在深入了解化学和生物分子的能力方

面的重大进步。

研究人员解释说，维持分子中原子

之间距离的键可像弹簧一样振动，同时

这些振动会在非常高的频率下产生共

振，它们可被人眼看不见的中红外区域

光激发。室温下的键随机运动，因此，

探测中红外光的一个主要挑战是避免

这种热噪声。现代探测器依赖于能量

密集型和体积庞大的冷却半导体器件，

但此次研究提出了一种在室温下检测

这种光的新方法。

新方法被称为中红外振动辅助发光

（MIRVAL），它使用既能成为中红外光又

能成为可见光的分子。该团队将分子发

射器组装成一个非常小的等离子体腔，该

腔在中红外光和可见光范围内都是共振

的。他们进一步对其进行了改造，使分子

的振动态和电子态能够相互作用，从而有

效地将中红外光转换为增强的可见光。

通过创造微腔，研究人员实现了低

于 1 立方纳米的极端光限制体积。微

腔是一种由金属面上的单原子缺陷形

成的极小的空腔，可捕获光线。这意味

着该团队可将中红外光限制到单个分

子的规模。

该突破能够加深科学家对复杂系

统的理解，并打开红外活性分子振动的

大门，这在单分子水平上通常是无法获

得的。除了纯粹的科学研究外，MIR-

VAL还可在许多领域发挥作用，如实时

气体传感、医学诊断、天文测量和量子

通信等。

新方法实现中红外光室温探测

可见光

中红外光

发光

中 红 外 振
动辅助发光示
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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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8月 28日电 （记者

张梦然）《自然·生态与演化》杂志 28 日

发表的一篇论文报道了鸮鹦鹉几乎整

个种群的全基因组序列。这些数据能

用来制订今后对该物种的管理和保育

规划。

不会飞的鸮鹦鹉曾在新西兰大量

分布，但人类的到来和入侵性哺乳动物

捕食者的引入使其种群数量大幅下降，

到 1995 年只剩下 51 只。为此，科学家

们展开合作项目对该物种开展了集中

管理。截至 2022年 8月，鸮鹦鹉的数量

增加到 252只。

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研究团队此次

利用现生个体和储存样本获得了 169

只鸮鹦鹉的全基因组序列数据。他们

将这些数据结合在上述监测项目中采

集的每只个体的形态学、生殖、行为和

健康状况信息，并运用统计方法估算

了该种群的基因组多样性，并确定了

与关键适合度性状（如胚胎存活率、雏

鸟生长率和感染易感性）相关的 DNA

序列。研究结果或有助于识别适合繁

殖和迁移的有高遗传值的特定鸮鹦鹉

个体，并对预计易生病的个体开展优

先保护。

这一研究也可协助开发其他濒危

物种管理的统计工具。

鸮鹦鹉种群全基因组序列公布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28日电 （记

者张梦然）美国南加州大学工程学院

研究人员受折纸启发创造出一种新

的传感器，这些传感器有朝一日可用

于检测器官微小变形从而预测疾病，

也 可 用 于 可 穿 戴 设 备 和 柔 性 机 器

人。论文发表在最新一期《科学进

展》上。

该论文通讯作者、南加州大学航

空航天、机械工程和生物医学工程助

理教授赵航波指出，创建能够显著拉

伸、快速响应、即使在测量大的动态

变形时也能提供精确读数的传感器，

是一个极大挑战。

目前的可拉伸应变传感器大多

使用橡胶等柔性材料，但经过重复使

用后，材料特性可能发生不可逆的变

化，从而产生与变形检测相关的不可

靠指标。

研究人员因此设计了一种新型的

传感器结构。受折纸的启发，坚硬的

材料被折叠起来，面板的每一侧都有

电极。人们可以将该传感器想象成一

本颠倒的、打开的书，在封面和封底有

两个电极。当电极展开时，电极之间

的电场强度就能被捕获，团队开发的

模型将该读数转换为捕获变形幅度的

测量值。

新传感器可拉伸至原始尺寸的

3 倍，即使重复使用也具有很高的传

感精度。此外，传感器响应速度非

常快，可在不到 22 毫秒的时间内检

测到非常微小区域（约 5 平方毫米）

的变形，还能检测来自不同方向的

应变。

研究人员表示，此类传感器可准

确测量复杂而大量的变形，也可应用

于感知柔性机器人的运动、跟踪人体

关节的运动，甚至监测膀胱等器官以

确定可能预示疾病的异常情况。

随着柔性可穿戴设备的发展，可

拉 伸 应 变 传 感 器 的 作 用 也 越 发 重

要。通常来说，它测量的是机械形变

转换成的电信号，用于人机交互、健

康监测等领域。不过，橡胶这种传统

的可拉伸应变传感器材料很难经住

长期重复使用，影响传感器的准确

性。本文的研究者设计了一种折纸

式创新结构，配合专用模型，将电场

强度转换为变形幅度的测量值。这

种新型传感器可以描摹更大幅度更

复杂的运动变形，在医疗健康领域具

有极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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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公司总裁鲍

里索夫表示，不能因“月球-25”号探

测器的失败而中断月球计划，中断计

划将是最错误的决定。中断月球计划

50 年的教训，正是俄罗斯此次遭遇失

败的主因。

鲍里索夫说，月球自然资源争夺

赛已经开始，未来月球可作为理想平

台进一步开发外太空，因此需要抓住

机遇，继续研究和实施月球计划。

鲍 里 索 夫 指 出 ，尽 管 俄“ 月

球 -25”号 探 测 器 遭 遇 失 败 ，“ 月

球-26”号和“月球-27”号任务必将取

得应有结果。俄罗斯在月球飞行、探

测器进入近月轨道、科研试验方面获

得了前所未有的经验。

俄将继续参与月球探索竞赛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28日电 （记

者张佳欣）据 28 日《自然·化学》杂志

报道，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科学家首

次使用量子计算机直接观察到一个对

化学反应至关重要的过程，实现这一

突破的关键是将原过程速度从飞秒尺

度减慢至毫秒尺度。

研 究 人 员 表 示 ，了 解 分 子 内 部

和分子之间的这些基本过程，有助

于在材料科学、药物设计或太阳能

收集方面开辟新的可能性，还可帮

助改进其他依赖于分子与光相互作

用的过程。

研究小组目睹了化学中一种常见

的被称为“圆锥形交叉点”的几何结构

引起的单个原子的干涉图案。

圆锥形交叉点对于快速光化学过

程是至关重要的。自 20 世纪 50 年代

以来，化学家们一直试图直接观察化

学动力学中的这种几何过程，但由于

涉及的时间尺度非常快，直接观察它

们是不可行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究人员使

用量子计算机建立了一个系统，该系

统能够将化学动力学从飞秒减缓到毫

秒尺度，这种前所未有的突破使他们

能够进行有意义的观察和测量。

在光化学反应中，如植物通过光

合作用从太阳获得能量，分子以闪电

般的速度传递能量，形成被称为圆锥

形交叉点的交换区。这项研究减慢了

量子计算机的动力学速度，并揭示了

与光化学中的圆锥形交叉预测到的但

未见过的明显特征。

飞秒级化学反应放缓至肉眼可见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霞）阿根廷天

文学家首次目睹了一颗婴儿恒星爆发

出高能伽马射线，这一发现证明，年龄

不足 1000 万岁的低质量金牛座 T 星可

发射伽马射线，这是迄今已知能量最高

的光辐射。这一最新发现有助加深科

学家们对恒星和行星系统形成早期的

理解。相关论文刊发于最新一期《皇家

天文学会月报》。

阿根廷拉普拉塔国立大学天文学

家艾格斯蒂娜·菲洛科莫领导的团队，

借助费米卫星望远镜捕捉到了这颗婴

儿恒星“发脾气”喷出的伽马射线。

研究团队此前发现，许多伽马射线

似乎来自恒星形成活跃的区域，但原因

不明，因此他们决定深入研究恒星形成

区 NGC 2071，并在其中寻找金牛座 T

星，这些恒星位于猎户座分子云的北

部，距离地球约 1350光年。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张

承民对科技日报记者解释道：“金牛座

T 星之所以引人注意，原因在于其与恒

星形成区在一起，仍被稠密的气体和尘

埃所包裹，这些气体‘摇篮’会导致其亮

度出现波动，从而‘变身’为变星，观测

上容易识别。”

最新研究确定了 3 种不同的伽马

射线源，它们似乎来自 NGC 2071的方

向，目前已知至少有 58 颗金牛座 T 星

正在那里形成。研究人员推断，该区域

没有其他物体是伽马射线的发射源。

菲洛科莫等人认为，金牛座 T 星可

能在被称为“大闪耀”的强大闪烁事件

中偶尔发射伽马射线，当年轻恒星大气

层中储存的磁能以强大电磁爆发的形

式释放时，就会发生“大闪耀”事件。“大

闪耀”与太阳爆发耀斑的方式相似，但

其规模和威力要大得多，如果太阳发生

“大闪耀”，地球上的生命将受到殃及。

尽管具有如此大的破坏性潜力，但一

些科学家认为，在太阳系形成的早期阶

段，“大闪耀”事件也可能通过驱动太阳周

围环绕的气体与尘埃，触发小块岩石与团

块物质的形成，从而促进行星的诞生。

“最新发现不仅有助科学家们解释

以前未被探测到的伽马射线，而且还深

化了他们对太阳系、太阳以及地球如何

形成的理解。”张承民说。

婴儿恒星“发脾气”喷出伽马射线

天文学家观测到一种能量极高的
光辐射。

图片来源：美国趣味科学网站

俄罗斯“雷达 MMS”科研生产企

业执行经理伊万·安采夫表示，该企业

开发了一种能将 20 多架无人机控制

和信息传输结合起来的自动调整宽带

通信系统。

新创建的独特通信综合体可供多

用户宽带接入。此类系统的终端同时

是中继器、用户和基站，数据传输速度

每秒高达 100 兆比特，基站可接入约

20 个用户。用户可以是地面设备，还

可以是航空设备，特别是无人机。

安采夫称，基站可以是无人机的

控制中心，并从执行任务的多架无人

机接收信息。任何需要把信息从 A

点到 B 点的远距离传输，但没有有线

通信线路的，都可以使用该通信系

统。事实上，这也是一个先进的无线

电网。

系统的有效范围取决于天线、收

发器的功率及其位置。使用者可设置

100公里内的通信范围。

（本栏目稿件来源：俄罗斯卫星通
讯社 编辑整理：本报驻俄罗斯记者董
映璧）

新通信系统可联控多架无人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