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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1月 15日电 （记

者张梦然）美国能源部布鲁克海文国

家实验室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人员联

合开发了一种耦合电化学和热化学反

应的新策略，可将强效温室气体二氧

化碳（CO2）转化为碳纳米纤维。这些

材料具有广泛的独特性能和许多潜在

的长期用途。研究人员在《自然·催

化》杂志上描述，新方法可在相对较低

的温度和环境压力下进行，成功地将

碳锁定在固体形态的物质中，以抵消

碳排放甚至实现负碳排放。

研究人员表示，将碳纳米纤维放

入水泥中，可使碳在混凝土中锁定至

少 50年。该过程同时还会产生氢气。

新工作的特别之处在于，试图将

CO2转化为具有附加值且坚实的固体

碳材料。这种固体碳材料含有尺寸为

十亿分之一米的碳纳米管和纳米纤

维，具有许多吸引人的特性，包括强

度、导热性和导电性。但是，从 CO2中

提取碳并使其组成精细的结构并不是

一件简单的事情。

研究人员为此开发了串联两步

法。该方法将反应分解为多个阶段，

用两种不同类型的催化剂，使分子更

容易聚集在一起并作出反应。

团队首先用一种由碳负载的钯制

成的电催化剂，将CO2和水分解成一氧

化碳和氢气。接着团队转向了一种由

铁钴合金制成的热活化催化剂。它在

400℃左右的温度下工作，比直接将

CO2转化为碳纳米纤维所需的温度要

温和得多。通过电催化和热催化的耦

合，团队使用这种串联过程实现了单独

使用任何一个过程都无法实现的目标。

研究人员称，这种催化剂回收的

便利性、催化剂的商业可用性以及第

二反应相对温和的反应条件，有助于

降低与该过程相关的能源成本。如果

这些过程由可再生能源驱动，其结果

将是真正的负碳排放，可为缓解 CO2

的排放效应开辟新途径。

缓解全球变暖，严格控制二氧化碳

等温室气体排放，已成为全人类的目

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方式，一

是碳封存，二是碳抵消。碳的捕获、利

用与封存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技

术手段。此次，科研人员创新性使用了

电催化和热催化。这种串联将二氧化

碳转化为碳纳米纤维，在利用它的同时，

还能将其有效封存。值得一提的是，这

种催化方法并非高成本、高复杂度的实

验室方法，它兼顾了便利性和商用性，为

实现零碳甚至负碳排放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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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1月 15日电 （记者

张佳欣）酵母是一种有机体，在黑暗中

发酵，暴露在阳光下可能会阻碍甚至破

坏这一过程。但最新发表在《当代生物

学》上的一项研究中，美国佐治亚理工

学院生物科学学院研究人员设计出了

世界上第一批光动力酵母菌株，它们可

能会更喜欢光照。

研究人员表示，将酵母转化为光养生

物非常简单。只要移动一个基因，它们在

光中的生长速度就比在黑暗中快2%。轻

易获得这种重要的进化特性对于人们理解

其起源，以及如何利用它来研究生物燃料

生产、进化和细胞衰老等问题意义重大。

团队去年在《自然》杂志发表论文，

揭示了他们的单细胞模式生物（雪花酵

母）如何在 3000 代的迭代时间里进化

出多细胞。在这些实验中，能量作为多

细胞进化的一个主要限制因素出现了。

让生物体在不使用氧气的情况下增

加能量的一种方法是利用光。而生物体

利用光的一种更简单的方法是利用视紫

红质蛋白。这是一种可将光转化为能量

的蛋白质，不需要额外的细胞机制。

研究人员表示，视紫红质蛋白在生

命之树上随处可见，这显然是有机体在

进化过程中相互获取基因而获得的。

这种类型的基因交换被称为水平基因

转移。水平基因转移可在短时间内导

致看似巨大的进化飞跃，就像细菌迅速

对某些抗生素产生抗药性一样。这可

能发生在所有类型的遗传信息中，尤其

是视紫红质蛋白。

为了检验是否能为单细胞生物体

配备太阳能驱动的视紫红质蛋白，研究

人员在普通面包酵母中添加了从寄生

真菌合成的视紫红质基因。这种特殊

的基因可插入细胞的液泡中。配备了

视紫红质液泡的酵母，在光照时生长速

度加快了大约 2%。从进化的角度来

看，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由于液泡功能与细胞衰老有关，团

队还发起了合作项目，以研究视紫红质

蛋白如何能减少酵母中的衰老效应。

世界首批光动力酵母菌株闪亮登场
将 为 进 化 和 衰 老 研 究 提 供 新 见 解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佳欣）据近期

《细胞干细胞》杂志报道，荷兰胡布雷希

特研究所研究小组制造了第一个人类

结膜的类器官模型。科学家可利用这

一模型测试几种治疗结膜疾病的药物。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结膜的组成和

功能，研究小组着手开发了第一个结膜

组织的人体模型。他们使用来自真实人

类结膜的细胞，并在培养皿中将它们培

养成3D结构。这些微型结构是一种类

器官，其功能相当于真正的人类结膜。

利用类器官，他们发现，结膜会产

生抗菌成分。因此，与单纯制造黏液相

比，结膜会以更多方式促进泪液的产生。

研究人员用微型结膜改变了培养

皿中的条件来模拟过敏反应。结果，

类器官开始产生完全不同的眼泪：黏

液和抗菌成分更多了。他们还在其中

发现了一种新的细胞类型——簇状细

胞。在类似的过敏条件下，簇状细胞

变得更丰富，这表明它们在过敏反应

中发挥了作用。

新开发的类器官模型为研究影响

结膜的疾病打开了大门。例如，科学

家可用新模型来测试治疗过敏症或干

眼症的药物。从长远来看，新模型甚

至有可能为眼部烧伤、眼癌甚至遗传

病患者制造替代结膜。

培养皿中产生眼泪

首个人类结膜模型制成

生成式人工智能（AI）成为 2023 年

最激动人心的科技故事。其影响力堪

比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出现。

生成式 AI 的传奇仍在延续，科技

界也在翘首以盼下一位巨星的到来。

包括美国初创企业、物联网和边缘平台

公司 ClearBlade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艾

瑞克·西蒙尼在内的多位业界领军人物

指出，在计算机和移动设备等各类产品

中嵌入 AI 的边缘 AI，或将成为 2024 年

科技行业的热门话题。通过在个人电

脑等设备而非服务器上运行 AI，聊天

机器人等生成式 AI的功能将变得更加

容易实现。

技术进步助推边缘AI
脱颖而出

美国半导体巨头英伟达公司称，边

缘计算技术的不断进步、神经网络的成

熟、计算基础设施的改进以及物联网设

备的采用，正推动 AI从云端走向边缘，

在终端设备上进行 AI处理的边缘 AI也

应运而生。

边缘AI是在整个物理世界的设备中

部署AI应用程序。它之所以被称为边缘

AI，是因为AI计算是在网络边缘、靠近数

据的位置，而非在云端完成。边缘可以是

任何位置：零售店、工厂、医院或交通信号

灯、自动机器和电话等周边设备。

使用边缘 AI 的好处包括：降低将

数据发送到云端的成本、保护敏感数

据、实时处理数据以及减少对网络的依

赖等。

2024 年或是 AI 个人
电脑元年

随着可运行 AI 程序的半导体技术

的出现，包括 AI 个人电脑在内的面向

普通消费者的终端设备即将迎来巨大

变革。

英特尔公司开发了一种半导体。

它将中央处理器与图形处理器的功能，

与专门用于 AI 处理的半导体相结合，

以便在个人电脑上高效运行 AI 软件。

2023 年 8 月，IBM 研究实验室在《自然》

杂志上报道了一种能效是传统数字计

算机芯片 14倍的 AI模拟芯片。超威半

导体公司也于去年 12月推出了 AI芯片

MI300A和 MI300X。

在这些技术的加持下，人们已经见

识 到 2023 年 生 成 式 AI 引 发 的 兴 奋 。

2024年的明星或将是 AI个人电脑。

AI 个人电脑是指能在终端运行 AI

程序的个人电脑。这意味着 AI处理不

再依靠庞大的数据中心，而是将运算工

作分散到个人端。这样即使没有互联

网连接也能轻松使用 AI功能。英特尔

表示，到 2028 年，AI个人电脑将占个人

电脑市场的 80%，将为人们的工作和学

习带来全新工具。

智能手机厂商也计划在产品中嵌

入生成式 AI。谷歌、苹果等巨头闻风

而动，正在加紧研发新功能。调查机

构的研究认为，到 2027 年，生成式 AI

智能手机的市场份额将从 2024 年的

约 8%扩大至 40%，预计出货量将突破

5 亿部。

推动下一波 AI 应用
浪潮

全球由边缘 AI 提供支持的智慧城

市数量正不断增加，交通管理和能源利

用效率以及公共安全不断得到提升。

边缘 AI还通过个性化治疗计划来改善

患者监测和疾病诊断，从而为医疗保健

带来最佳效果。此外，亚马逊、IBM、博

世等企业已在其产品和运行设备中广

泛采用边缘 AI技术。

英伟达公司认为，随着技术的进一

步成熟，边缘 AI 的力量也将极大释放

出来，助推下一波 AI 应用浪潮。边缘

AI 将为人类带来很多以前无法想象的

新机会，如帮助放射科医生识别病理，

为人们在高速公路上驾驶汽车保驾护

航，帮助植物授粉等。

边缘 AI 模型能结合历史数据、天

气模式、电网健康状况和其他信息，为

客户提供更高效的能源生产、分配和管

理信息。装配了 AI的传感器会扫描设

备上的缺陷，并在机器需要维修时发出

警报，以便及早解决问题。配备了 AI

的现代医疗仪器可使用超低延迟的手

术视频流完成微创手术。

随着边缘 AI 不断渗入人们的电

器和智能手机中，它们会逐渐适应并

学会与人类的日常命令自然交互。未

来，在影视作品中曾出现的机器人助

手、通用翻译器等科幻产品最终将变

为现实。

人 类 与 技 术 的 交 互 更 加 智 能

边 缘 AI 新 纪 元 正 在 到 来

俄罗斯副总理德米特里·切尔内

申科近日表示，中国是俄罗斯 2023 年

的最主要科学合作伙伴。

切尔内申科称，过去一年，美国、

德国和法国在俄罗斯联合出版物总数

中的份额下降。中国、印度、哈萨克斯

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的比重显著

增加。根据初步估计，2023 年，中国

占到俄罗斯国际科学合作出版物总数

的 19%。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的是美

国和德国，分别为 18%和 14.5%。

切尔内申科指出，近年来，金砖国

家为 11 个科学领域的 93 个项目提供

了支持，其中 59 个项目是在俄罗斯的

支持下实施的。比如，2022年 9月，俄

罗斯教育和科学部公布了在金砖国家

联合科学研究竞赛遴选中获胜的 33

个项目。在联合科学研究中，俄罗斯

项目有 27 个，巴西 17 个，印度 27 个，

中国 26个，南非 15个。

中 国 是 俄 去 年 最 主 要 科 学 合 作 伙 伴

科技日报北京 1 月 15 日电 （记

者刘霞）由 日 本 国 立 材 料 科 学 研 究

所 、东 京 大 学 和 东 京 科 学 大 学 组 成

的 研 究 团 队 ，首 次 开 发 出 能 在 水 溶

液 中 精 确 掺 杂 有 机 半 导 体 的 技

术 。 最 新 技 术 不 需 要 在 真 空 中 使

用 特 殊 设 备 获 得 氮 气 环 境 ，有 望 给

半 导 体 领 域 带 来 全 新 突 破 ，并 在 医

疗保健和生物传感领域找到用武之

地 。 相 关 论 文 发 表 于 最 新 一 期《自

然》杂志。

在最新研究中，科学家开发出一

种新型化学掺杂技术。利用苯醌和

对苯二酚在环境条件下的水溶液中

进行氧化还原反应，其速率可由溶液

的酸度控制（光合作用中的电子传输

链也存在这种机制）。

该团队通过将有机半导体薄膜浸

入含有苯醌、对苯二酚和疏水离子的

水溶液中，实现了有机半导体薄膜的

化学掺杂。他们通过改变溶液的 pH

值准确控制掺杂水平，从而生产出具

有宽电导率范围的半导体。

研究人员指出，柔韧且轻质的有

机半导体适合用作喷墨打印和其他

低成本打印工艺的材料。最新化学

掺杂技术有望促进柔性有机膜器件

的工业生产，可在传感器、电子电路、

显示器和太阳能电池等领域“大显身

手”。最新技术也验证了薄膜 pH 传

感器这一概念，未来有望应用于医疗

保健和生物传感领域。

新技术在水溶液中精确掺杂有机半导体

俄罗斯秋明工业大学新闻处称，

秋明工业大学与中国江西应用科技学

院将联合培养工程师和 IT专家。

按照合作计划，中国学生先在中

国大学学习 3 年，然后到俄罗斯秋明

工业大学学习 1 年。另外，在中国学

习的几年中，双方在学术流动计划框

架下，一些课程将由秋明工业大学老

师授课。学业结束时，大学生将获得

中俄两国文凭。考生可在 2024 年至

2027年报考。

据悉，这不是秋明工业大学第一

次与中国实行联合教育项目。该校还

与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合作培养过石

油与天然气工程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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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俄两高校将联合培养工程师和 IT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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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刷新

先导编辑系统可恢复动物部分视力
先导编辑是一种通用的基因编辑

形式，可纠正大多数已知的致病基因

突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大学

布罗德研究所的科学家设计了类似病

毒的颗粒，以足够高的效率将先导编

辑器传递给小鼠细胞，以治疗遗传疾

病。实验表明，该系统纠正了高达

20%的动物视网膜细胞的突变。

新型固态电池充满电仅需几分钟
美国哈佛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学

院开发了一种新型锂金属电池。该电

池可充放电至少 6000 次，比任何其他

软包电池都要多，且在几分钟内就可

充满电。该研究不仅描述了一种使用

锂金属阳极制造固态电池的新方法，

而且还为潜在的革命性电池材料提供

了新的认识。

科技聚焦

AI无需人干预设计新蛋白质
《自然·化学工程》创刊号发表一

项研究，报道了一个能对蛋白质进行

工程改造的、由人工智能（AI）驱动的

全自动机器人。研究结果是对无需人

类干预的蛋白质设计和构建的一次概

念验证。

“最”案现场

全球最大古人类基因库创建
大型国际专家团队分析了 34000

年前生活在西欧和亚洲的近 5000 名

人类的骨骼和牙齿化石，创建出世界

上最大的古人类基因库。通过对古人

类 DNA 进行测序并将其与现代样本

进行比较，团队绘制了基因和疾病随

人口和时间推移的历史传播情况。《自

然》杂志 4 篇开创性论文，揭示了这一

令人震惊的结果，并为衰弱性疾病提

供了新的生物学见解。

科技轶闻

透明植入物可读取大脑深层神经活动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开发出

一种神经植入物。将其放置在大脑表

面时，它可以读取大脑内部深处的活

动信息。该技术在转基因小鼠身上进

行的测试表明，研究人员离建立微创

脑机接口又近了一步。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国 际 要 闻 回 顾
（1月 1日—1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