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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国际学术期刊是传承人类文明、荟萃科学发现、引
领创新发展、践行开放合作的重要平台。一直以来，中国高度重视
开放创新，强调科技创新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向科技的广度和深
度进军。

《科技日报》特开设“国际学术期刊拾萃”专栏，邀请国内外知
名学术期刊主编和领域内资深人士，追忆创刊历程、畅谈发展前
景，提出对学科建设的观察与思考，以期为应对人类社会共同挑战
汇聚智慧与启迪。

◎安德瑞·安德斯 (Andre An-
ders)，《应用物理学杂志》（Jour-
nal of Applied Physics）主编

■点评

近百年发展历程中，《应用物

理学杂志》（JAP）对于提供领域内

高 水 平 研 究 成 果 具 有 恒 定 的 坚

持。专业详实的同行评审意见是

JAP历久弥新的秘诀。

它以精准而高效的同行评审

赢取了广大作者的信赖，众多论文

初稿在 JAP 一条条详尽贴切的评

论下焕然一新。得益于卓越的同

行评审，JAP 实现了长久以来稳定

输出高水准知识的目标，成为一代

又一代科研人员从学生成长为科

学家道路上的“老朋友”。

深入人心的可靠是一本期刊

所应散发的品牌魅力，正因如此，

JAP在中国科研界享有严谨和高标

准的声望，是业内学者寻求发表高

质量科研成果的重要选择之一。

点评人：孟平，中国科学院文献
情报中心期刊分区表团队研究员

《应用物理学杂志》（JAP）创刊于

1931 年。当时创办的初衷是学界深刻

认识到物理学作为基础自然科学对人

类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物理学已经

由牛顿和麦克斯韦的经典基础理论迈

向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的量子和相对论，

这一学科始终通过电灯、无线电、雷达

等应用日益深刻影响着每个人的生

活。《应用物理学杂志》正是在这一关键

时刻诞生，并且在过去的 90 多年来一

直是该领域内的首选期刊。它不仅让

我们看到在发光二极管的开发、磁性薄

膜和相变材料带来的信息存储技术以

及其他物理学领域中取得的不可思议

的进步，也推动了能源生产、收集和存

储技术及材料的开发。

虽然我在上述解释中提到“技术”的

概念，但《应用物理学杂志》并非一本工

程学期刊。换言之，它所发表的研究成

果将基础科学世界（解决“为什么”的问

题）与工程世界（“如何做”的问题）联系

起来。几十年来，《应用物理学杂志》一

直代表着应用物理学领域经过同行评议

的知识的标准。尽管近年来出现了许多

其他期刊，但其仍然保持独有的专业水

准。事实上，今天的研究人员可以在综

合性期刊和大量高度专业化的期刊上发

表研究成果。但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

内的知名专家仍选择在《应用物理学杂

志》上发表成果。就我个人而言，在 20

世纪80年代，当我还是一名等离子体和

表面物理学专业的学生时，该期刊上的

论文是必读的。大约10年前，我被任命

为该期刊的主编，我感到莫大荣幸。

近年来，《应用物理学杂志》上来自

中国的作者数量显著增长。不仅作者

和论文的绝对数量有所增加，而且来自

中国的贡献比例也在增加。期刊上

36%的投稿和 30%的出版物来自中国。

我将这种变化归因于两个主要因素：一

方面，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在教育和科

研方面投入巨大，科研产出不断增加；

另一方面，中国所做工作的质量显著提

高，不仅投稿数量增加，而且稿件接收

率也大大提高，这让中国可与世界其他

先进国家比肩。

《应 用 物 理 学 杂 志》一 直 将 评 估

稿件对该学科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视

为编辑理念和政策。我们的编辑团

队 由 23 名 活 跃 的 专 业 科 研 人 员 组

成。日常的期刊编辑除经过他们把

关外，还需至少两名独立审稿人进行

同行评审，以确保决策的准确及时。

编辑团队在各个方面都是多元化的，

包括地域来源，其中就有很多编辑来

自中国或是华裔。

过去几年里，我们看到中国在包括

应用物理学各个子领域在内的所有科

学领域中的重要性日益增长。我们与

美国物理联合会（AIP）出版社北京代

表处的中国同事紧密合作，通过邀请投

稿和担任特刊客座编辑等方式，积极为

中国作者创造更为开放的机会。

《应用物理学杂志》赞赏中国作者

为使用非母语（英语）发表其研究成果

作出的巨大努力，这无疑是一个挑战。

但我们也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

作者正努力应对这一挑战。由于本刊

的目标是发表最好的应用物理学成果，

所以编辑团队也为作者提供语言帮

助。我们认识到，要出版高质量的科学

成果，就必须努力确保出版的所有工作

环节，包括专业图形展示和语言表达都

正确无误。

与现代生活中的所有事物一样，出

版业也在加速变化。作为一个由活跃

的研究人员和编辑组成的专业团队，我

们在确保高标准同行评审的前提下，正

不断寻找方法来缩短出版时间。我依

然记得，几十年前学者们需把自己的手

稿打印在纸上，通过邮政服务提交给期

刊进行出版。过去，全电子化出版是一

次革命；现在，另一场革命正如火如荼

地进行。正确使用人工智能便是其中

之一，通过各种模型进行“开放获取”出

版亦尤为重要。在上述和其他相关课

题上，与中国开展学界交流变得至关重

要，我们期待与中国朋友建立更加持久

的合作关系。

2023 年是我担任主编的第十个年

头，也是任期内的最后一年。能够为

《应用物理学杂志》服务，对我来说是

一份荣誉。我即将把期刊移交给新任

主编。AIP 出版社将在新的一年宣布

这一任命。我期待见证期刊在新团队

的努力下继续获得成功，也特别期盼

看到中国应用物理学界取得更加瞩目

的成就。

中国对《应用物理学杂志》的贡献日益显著

科技日报北京 12月 27日电 （记

者张佳欣）由于电子开关的限制，传统

的计算机处理器几乎已经达到了“时钟

速度”的上限。时钟速度是衡量处理器

打开和关闭速度的指标。据《自然·通

讯》报道，美国能源部阿贡国家实验室

和普渡大学的研究人员最近发明了一

种新型的全光开关，这种开关用光而不

是电来控制数据在芯片上的处理和存

储方式。

研究人员表示，以前的几代光学开

关都有固定的开关时间，这些时间在制

造时就被限定到了设备中。此次，研究

团队用两种不同的材料制作了一种光

开关，每种材料的开关时间都不同。一

种材料（铝掺杂的氧化锌）的开关时间

在皮秒范围内；另一种材料（等离子体

氮化钛）的开关时间在纳秒范围内，是

前者时间的 100多倍。

研究人员表示，当使用光学元件

而不是电子电路时，没有阻容延迟。

这意味着，理论上他们能以比传统计

算机芯片快 1000 倍的速度操作这些

芯片。

根据研究人员的说法，不同材料

切换时间的差异意味着开关可更灵

活，在有效存储数据的同时快速传输

数据。开关的双金属特性意味着，它

可根据使用的光波长的不同而有多种

用途。在实验配置中，开关材料起到

吸收或反射光的作用，具体取决于工

作波长。当被光束激活时，它们就会

切换状态。

控制全光开关的速度对于优化其

在各种应用中的性能至关重要。这些

发现为开发出具有高度适应性的高效

开关，用于增强型光纤通信、光计算和

超高速计算技术等领域带来了希望。

调整开关速度的能力，还使人们有能力

进一步弥合光通信和电子通信之间的

差距，从而实现更快、更高效的数据传

输。这项研究为从根本上理解全光开

关提供了宝贵的见解，并为设计先进的

计算和电信设备铺平了道路。

全光开关处理器比传统芯片快千倍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谷歌公

司科学家设计出一种算法，可将复杂

的物理问题转化为量子物理学的语

言 ，这 可 能 使 量 子 计 算 机 变 得 更 有

用。相关论文发表于最近的《物理评

论 X》杂志。

一旦量子计算机变得足够强大，

它们可能会对加密、药物研发等特定

任务有用，但是否能解决许多传统计

算机无法处理的科学问题，目前仍是

未知数。

最新研究负责人赖安·巴布什及其

同事开发出一种算法，可翻译大量传统

物理问题，使其能在量子计算机上运

行。而且，在量子计算机上模拟某一类

重要的传统系统时，运算速度会得到指

数级提升。

研究团队解释说，任何受到外力干

扰的稳定系统，比如凯夫拉背心突然被

子弹击中，都可用描述球和弹簧这类系

统的数学语言予以描述。这些系统中

的物体遵守胡克定律，来回反弹。

研究发现，无论多么复杂，这些传

统弹簧系统的数学描述都可表示为薛

定谔方程的某个版本，该方程描述了任

何量子系统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通过观察两个方程之间的相似性

并使用对称性，研究人员编写出一种

算法，将弹簧移动的距离和速度转换

为薛定谔方程的语言以及量子计算机

使用的量子比特。这种球和弹簧系统

可描述许多物理问题，包括大多数波

浪状系统，如神经元活动图或从表面

反射的光等。

巴布什团队目前还没有计算出运

行算法需要多少量子比特，可能超出了

今天的量子计算机拥有的量子比特数，

解决这些物理问题或是首批纠错量子

计算机的应用领域之一。

新算法将物理问题转化为量子语言

科技日报北京 12月 27日电 （记

者张梦然）太平洋枝手水母能在两到

三天内再生断掉的触手，但它们是如

何再生的呢？日本东京大学研究团队

现在发现，一种积极生长和分裂但尚

未分化成特定细胞的干细胞样增殖细

胞，出现在了受伤部位并能帮助形成

胚基。研究结果发表在《公共图书馆·
生物学》上。

某些物种表现出神奇的功能组织

再生本领。这依赖于“芽基”。芽基是

一团未分化的细胞，可修复损伤并长成

缺失的附属物。水母、珊瑚和海葵等刺

胞动物已被发现拥有很高的再生能力，

但它们如何形成关键的芽基，一直以来

是个谜。

新 研 究 表 明 ，芽 基 中 的 干 细 胞

样 增 殖 细 胞 ，与 常 驻 干 细 胞 不 同 。

触 手 内 部 和 附 近 存 在 的 常 驻 干 细

胞 ，负 责 在 稳 态 和 再 生 过 程 中 产 生

所 有 细 胞 谱 系 ，这 意 味 着 它 们 维 持

和修复着水母一生中所需的任何细

胞 ；而 修 复 特 异 性 增 殖 细 胞 则 仅 在

受伤时出现。

水母需要利用触手捕猎和进食。

一旦触手受伤，常驻干细胞和修复特异

性增殖细胞共同作用，可在几天内快速

再生功能性触手。

这一研究的目的是解答芽基形成

的机制之谜。当使用刺胞动物水母的

触手作为胚胎发育过程中部分动物的

再生模型时，这项结果将从进化的角度

提供新的见解。

例如，蝾螈是能够再生四肢的两

侧 对 称 动 物 ，水 母 是 非 两 侧 对 称 动

物。但蝾螈的四肢含有仅限于特定

细胞类型需求的干细胞，这一过程似

乎与在水母中观察到的修复特异性

增殖细胞类似。

据此研究人员推测，鉴于这一类似

特性，可以判断修复特异性增殖细胞形

成的芽基，是动物进化过程中的一项共

有特征。

水母如何在几天内再生触手

太平洋枝手水
母 具 有 分 支 的 触
手，在截肢后可强
劲再生。

图片来源：东京
大学

科技日报北京12月 27日电 （记

者张梦然）韩国基础科学研究所认知

与社会性中心研究人员发现，人工智

能（AI）模型的记忆处理与人脑海马体

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性。这一新发现

为记忆巩固提供了新的视角。记忆巩

固是 AI 系统中将短期记忆转变为长

期记忆的过程。

在开发通用人工智能（AGI）的竞

赛中，理解和复制类人智能已成为一

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这些技术进步的

核心是 Transformer 模型，其基本原理

现正在被深入探索。

强大的 AI 系统的关键是掌握它

们如何学习和记忆信息。研究团队将

人脑学习原理，特别是通过海马体中

名为 NMDA 的受体巩固记忆的方式，

应用于 AI模型。

NMDA 受体就像大脑中的一扇

智能门，促进学习和记忆形成。当大

脑中存在化学物质谷氨酸时，神经细

胞就会兴奋。镁离子则充当挡住门的

小守门人。

只有当这个离子守门人退到一边

时，物质才允许流入细胞。这是大脑创

造并保存记忆的过程，而守门人（镁离

子）在整个过程中的作用是非常具体的。

研究团队发现，Transformer 模型

似乎使用了类似于大脑 NMDA 受体

的看门过程。这一发现促使团队进一

步研究 Transformer 的记忆巩固，是否

可通过类似于 NMDA 受体门控过程

的机制来控制。

在动物大脑中，低镁水平会削弱

记 忆 功 能 。 研 究 人 员 发 现 ，Trans-

former 中 的 长 期 记 忆 可 通 过 模 仿

NMDA 受体来改善。就像在大脑中

一样，镁含量的变化会影响记忆强度，

而 调 整 Transformer 的 参 数 以 反 映

NMDA受体的门控作用，可增强 AI模

型的记忆力。

这一突破性发现不但使人们能更

深入地研究大脑的工作原理，还能根

据这些见解开发更先进的 AI系统。

这项研究告诉人们：AI 模型的学

习方式，可用神经科学的既定知识来

解释。可以说，该结果在推进 AI和神

经科学融合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这

也意味着科学家在模拟类人记忆巩固

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人类认知

机制和 AI设计的融合，不仅有望创建

低成本、高性能的 AI 系统，而且还可

通过 AI模型，对大脑工作方式研究提

供宝贵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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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瑞典林

雪平大学科学家在最新一期《先进科

学》杂志上发表研究，展示了一种由纤

维素和导电聚合物制成的新型气凝

胶。这种气凝胶可对通过其中的高频

太赫兹光进行调节，为医学成像、通信

等领域带来新的应用可能性。

太赫兹波，位于电磁波谱的微波

和红外光之间，因高频率而备受关注。

其在太空探索、安全技术、通信系统以

及医学成像等领域的巨大应用潜力已

被广泛认可。特别是在医学成像领域，

太赫兹波有望成为X射线的替代品，因

为它能穿过大多数非导电材料且不损

伤组织。然而，在太赫兹波广泛应用之

前，还要攻克两项技术难题：有效的产

生方式和可调谐的传输材料。

为了克服这些挑战，林雪平大学

的科学家们利用导电聚合物 PEDOT:

PSS 和纤维素制造出了新型气凝胶。

选择这两种材料的原因在于它们独特

的优势：导电聚合物具有生物相容性、

耐久性和良好的调谐能力；而纤维素

则是一种低成本、可再生的关键材

料。此外，研究团队在设计过程中还

赋予了气凝胶防水和阳光加热自然解

冻的特性，以满足户外应用需求。

研究结果表明，该气凝胶可通过

简单的氧化还原反应来调节太赫兹光

的吸收。这一特性使得气凝胶可作为

太赫兹光的可调滤波器，根据需求开

启或关闭太赫兹信号的吸收。这对于

接收来自太空的长程信号或雷达信号

具有重要意义。

气凝胶助力太赫兹技术应用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佳欣）美国

西北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第一个基于

物理学的、能预测一个人将来是否会

患上主动脉瘤的指标，平均准确率为

98%。相关论文发表在新近的《自然·
生物医学工程》上。

主动脉瘤是一种致命的疾病，俗

称“无声杀手”，通常在破裂之前不会

引起任何症状。一般来说，当主动脉

扩张超过其原始尺寸的 1.5倍时，就会

发生主动脉瘤。随着它的生长，主动

脉壁会变得脆弱。最终，主动脉壁脆

弱到无法承受流经其中的血液压力，

导致致命的主动脉瘤破裂。

在这项新研究中，研究人员通过

测量患者主动脉中细微的“颤动”来预

测主动脉的异常生长。当血液流经大

动脉时，它会导致血管壁颤动，就像旗

帜在微风中飘扬一样。研究人员发

现，稳定的血流预示着主动脉正常、自

然的扩张，而不稳定的颤动则高度预

示着未来的异常增长和潜在的破裂。

这一发现直接推翻了主动脉僵硬是疾

病征兆的常识。

这项新的指标被称为“颤动不稳

定参数”（FIP）。为了测试新指标，研

究人员审查了 117 名接受心脏成像的

患者和 100 名健康志愿者的 4D 血流

磁共振成像（MRI）扫描数据。新指标

可预测首次测量 FIP 后 3 年内的主动

脉扩张情况。与后续 MRI 或医生诊

断相比，预测准确率达到 98%。

未来，要计算个性化的 FIP，患者

只需进行一次 4D 血 流 MRI 扫 描 即

可。使用临床上这种预测性指标，

医生可利用药物干预高危患者，以

防止主动脉瘤扩张到威胁生命健康

的大小。

物理指标预测主动脉扩张准确率达98%

气凝胶可通过简单的化学改性
获得高防水性。

图片来源：瑞典林雪平大学新成果有望使量子计算机变得更
实用。图为安装在低温室的谷歌量子
计算机。图片来源：物理学家组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