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国 际
W O R L D

2024 年 3 月 15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常丽君 邮箱 clj@stdaily.com

科技日报北京3月14日电（记者刘
霞）美国斯坦福大学科学家开发出一种

新型高速微尺度 3D 打印技术——卷对

卷连续液体界面生产（r2rCLIP），其每天

可打印 100万个极其精细且可定制的微

型颗粒。这一成果有望促进生物医学等

领域的发展，相关论文 13日发表在最新

一期的《自然》杂志上。

3D 打印技术制造出的微颗粒广泛

应用于药物和疫苗输送、微电子、微流

体及复杂制造等领域，但大规模定制生

产此类颗粒极富挑战。

r2rCLIP是基于斯坦福大学迪西蒙

尼实验室 2015 年开发的连续液体界面

生产（CLIP）打印技术，CLIP可利用紫外

线光照，将树脂快速固化成所需形状。

最新研究负责人、迪西蒙尼实验室

詹森·克南菲德解释说，他们先将一张薄

膜送入CLIP打印机。在打印机上，数百

个形状被同时打印到薄膜上；随后，整个

系统继续清洗、固化并移除这些形状，这

些步骤都可根据所需形状和材料进行定

制；最后，薄膜被卷起。整个过程因此被

命名为卷对卷CLIP，能大规模生产形状

独特、小于头发宽度的颗粒。

研究人员表示，在 r2rCLIP面世前，

如果想打印出一批大颗粒，需要人员手

动处理，这个过程进展缓慢。现在，

r2rCLIP 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每天制

造出多达 100 万个颗粒。借助新技术，

他们现在能利用多种材料，快速创造出

形状更复杂的微型颗粒，如利用陶瓷和

水凝胶制造出硬颗粒和软颗粒。其中

硬质颗粒可应用于微电子制造，而软颗

粒可应用于体内药物输送。

研究团队指出，现有3D打印技术需

要在分辨率与速度之间找到平衡。有些

3D 打印技术可制造出更小的纳米级颗

粒，但速度较慢；有些3D打印技术能大规

模制造出鞋子、家居用品、机器零件、足球

头盔、假牙、助听器等大型物品，但无法打

印出精细的微型颗粒。而新方法在制造

速度和精微尺度之间找到了平衡。

新型高速微尺度3D打印技术面世
有 望 促 进 生 物 医 学 等 领 域 发 展

科技日报比勒陀利亚 3月 14日
电 （记者冯志文）南非今年 2 月发布

的 2021/22 年度全国研发调查显示，

按实际价值计算，2021/22年度南非国

内 研 发 总 支 出 同 比 增 长 6.9% ，从

2020/21 年 的 259.65 亿 兰 特 增 加 到

2021/22 年的 277.56 亿兰特。2021/22

年度，南非国内研发总支出占 GDP 的

比例为 0.62%，比 2020/21 年度的 0.6%

高出两个基点。

这项调查每年由南非人文科研理

事会科技与创新指标中心代表南非科

创部进行，与南非统计局合作完成。

调查结果对分析南非研发支出的规

模、增长、构成及研发人力资源投入提

供了重要参考。与 2020 年新冠疫情

导致 GDP 下降了 6%不同，2021 年南

非经济显著复苏，GDP 增长了 4.7%，

研发支出随之增加，主要依赖商业部

门的推动。

5 个机构部门的名义研发支出均

有增加。其中工商业部门增加了 34.8

亿兰特，高等教育部门增加了 4.46 亿

兰特，政府部门增加了 2.35亿兰特，而

非营利部门增加了 3100 万兰特。在

商业领域，金融服务（金融中介、房地

产和商业服务）和制造业是研发支出

的主要推动力，研发支出分别占总支

出的 45.7%和 29.9%。

调查还显示，社会科学及医疗卫

生科学仍然是最重要的研究领域，其

中研发支出的 18.4%发生在社会科学

领域，22%发生在医疗卫生科学领域。

南非研发资金的主要来源是政府

和 商 业 部 门 。 政 府 研 发 投 入 占

52.5%，企业研发经费占 29%，外资研

发经费占 14.5%。2021/22 年度外资

研发投入是 10 年来最多的，增加了十

多亿兰特。

南 非 研 发 总 支 出 恢 复 增 长

科技日报首尔 3月 14日电 （记

者薛严）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 13

日发布航天产业发展计划，包括构建

航天产业基础设施、巩固航天产业生

态系统、扩充航天产业集群基础三大

领域的 9 项课题。根据该计划，韩国

期待 2045 年前将本国航天产业规模

扩至 100 万亿韩元（约合 5500 亿元人

民币），并培育 1000家航天重点企业。

该计划核心内容是在大田广域

市、庆尚南道泗川市和全罗南道高兴

郡打造航天产业集群三角体系：一是

在大田建立航天人才培养中心和 16

个与宇宙探查等技术相关的太空教育

实习室，为航天研究机构和企业输送

人才；二是在泗川建设包括卫星洁净

研发实验室在内的卫星研发创新中

心，在晋州建设空间环境实验设施；三

是在高兴罗老宇宙中心内建设民营企

业火箭发射场，打造配备大型 3D打印

机等设备和性能评估设施的航天器技

术中心，到 2030 年在高兴建设占地面

积 173 万平方米、造价 4000 亿韩元的

航天器国家产业园。韩国政府为此计

划免除初步可行性研究环节，直接划

定产业园区用地，并于 2026 年动工。

按照韩国政府构想，未来将在上述三

角集群内实现从卫星制造到发射的所

有流程。

为支持该构想，韩国计划新设的

宇宙航空厅下将设专门负责航天产业

集群和宇宙空间产业创造工作的“宇

宙航空产业局”，顺利推进航天产业培

育战略。

韩政府发布航天产业集群计划

一家成立不到两个月但拥有十名

天才工程师的初创公司 Cognition，搞

了一个引爆科技圈的大动作。

他们推出了一款名为 Devin的人工

智能（AI）助手，可以协助人类软件工程师

完成诸多开发任务。Devin不同于现有

其他AI编码者，它可以从零构建网站、自

行部署应用、修复漏洞、学习新技术等，人

类只需扮演一个下指令和监督的角色。

这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完全自主

的 AI 软件工程师，一亮相即掀起轩然

大波，因为人们担心：人类程序员是不

是真要失业了？

测试表现超越“同辈”

据 Cognition 官网报道，Devin 只需

一句指令，即可端到端地处理整个开发

项目。

按照用户需求，Devin可以同时执行

多步骤工作流程，人类工程师则可以实时

观察其进度，发现错误时，跳出指令进行

修正。这便于工程师们将大部分工作“外

包”给AI，自己则可以潜心于创意性工作。

在 SWE-bench 基准测试中，Devin

的表现远超 Claude 2、Llama、GPT-4等

选手，能够完整正确地处理 13.86%的问

题。相较之下，GPT-4 只能处理 1.74%

的问题。更重要的是，Devin 在测试中

没有得到任何帮助，而其他所有模型都

需要帮助，即人们要准确告知模型需要

编辑哪些文件。

这一进展，标志着 AI 在自主理解

和解决软件开发问题方面取得了显著

进步。目前，Devin 已经成功通过一家

AI 公司面试，并且在 Upwork 上完成了

实际工作。

运作几乎完全自主

Devin 的厉害之处，还在于可以规

划和执行异常复杂的工程任务，这类任

务通常需要数千个决策才能完成。在

这之中，无论进行到任何一步，它都可

以回调所有相关的上下文信息，保证任

务的逻辑性，也便于随时校正。

更让人震撼的是，Devin 不仅能帮

人们解决代码，还囊括了与之相关的整

个工作流。

譬如，当工程师需要设计一个网页

游戏时，Devin首先能生成网页，接着还

能完成服务端的部署，最后直接发布上

线，省去了中间大量人工操作。甚至在

发现漏洞之后，Devin 还会回溯报错出

现的位置及对应的数据，然后分析原因

并给出解决方案。

此 外 ，作 为 一 个 AI 全 能 助 手 ，

Devin还可以帮助人类训练和微调其他

AI。对于一些常见的模型，你只需要提

及模型的名称，Devin 自己就知道要怎

样去训练。

那人们需要做什么呢？按设想，最

终的 Devin 会让人类只需要发号施令，

其他什么也不用做。

对软件开发业影响深远

初创公司 Cognition 虽然只有十名

员工，但他们手中却握着十块 IOI（国

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核心创

始团队为 3名华人。

Devin 现处于内测阶段，有意用户

可申请提前试用。目前，团队尚未透露

更多核心技术细节，但他们表示，Devin

源于其长期推理及规划研究的进展。

编码只是第一步，这一 AI 助手其实可

推广到更宽领域。

Devin 的出现，可能对软件开发行

业产生深远影响，甚至可能减少对人类

开发者的需求。但须注意到，该技术仍

处于早期阶段，其成熟度和效果需要业

界作进一步评估。

就目前而言，Devin 的成功可以说

为当今软件开发人员带来更新更好的

AI 协作体验。人们从繁琐工作中“解

放”，只需监督 AI 系统去处理，而自己

将精力投入到创新性任务上，实现生产

力的真正提高。

人 类 程 序 员 真 要 失 业 ？

首位“AI软件工程师”亮相引爆科技圈

科技日报北京3月 14日电 （记者

张佳欣）美国艾姆斯国家实验室科学家

发现了第一种非常规超导体，其化学成

分在自然界中也能找到。密硫铑矿是

自然界中仅有的 4 种在实验室培养后

可作为超导体的矿物之一。研究表明，

它的性质类似于高温超导体。这一发

现进一步加深了科学家对超导性的理

解，有望在未来带来更可持续、更经济

的基于超导体的技术。

20世纪80年代，科学家发现了非常

规超导体，其中许多超导体的临界温度

比传统超导体要高得多。人们普遍认

为，非常规超导电性不是一种自然现象。

密硫铑矿是一种有趣的矿物，其中

一 个 原 因 是 其 复 杂 的 化 学 式

（Rh17S15）。它结合了极高熔点元素（如

Rh）和挥发性元素（如 S）。

基于此，研究人员合成了高质量的

密硫铑矿晶体。在 Rh-S 系统中，他们

发现了 3 种新的超导体。通过详细测

量，他们进一步发现密硫铑矿是一种非

常规的超导体。

研究团队使用3种不同的测试方法

来确定密硫铑矿的超导电性。主要的测

试指标为“伦敦渗透深度”，它决定了弱

磁场能从表面穿透超导体块体的距离。

在传统的超导体中，这个长度在低温下

基本恒定。然而，在非传统超导体中，它

随温度线性变化。这项测试表明，密硫

铑矿具有非传统超导体的行为。

另一项测试是在材料中引入缺陷，

包括用高能电子轰击材料。这个过程

将离子从其位置击出，从而在晶体结构

中产生缺陷。这种无序会导致材料的

临界温度发生变化。测试还发现，非常

规超导体对无序具有很高的敏感性，引

入缺陷会改变或抑制临界温度，也会影

响材料的临界磁场。总之，在这一非常

规超导体中，临界温度和临界磁场的行

为都与预测的一致。

矿物形式的非常规超导体发现

科技日报北京 3月 14日电 （记

者刘霞）英国剑桥大学、澳大利亚联邦

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等机

构科学家组成的国际科研团队，历经

10 年研发，利用钙钛矿创造了下一代

卷对卷印制太阳能电池能效新纪录。

相关研究论文发表于 12 日出版的《自

然·通讯》杂志。

研究负责人之一、CSIRO 首席研

究科学家度晶·瓦克博士指出，最新研

制出的印刷太阳能电池板利用了钙钛

矿这一新兴的太阳能电池材料。钙钛

矿可配制成油墨并用于工业打印机。

他们还通过专业的碳油墨，减少了在

生产中使用昂贵金属（如黄金）的需

求，进一步降低了生产成本。

研究团队表示，卷对卷印刷技术使

他们能在长而连续的塑料卷上印制太阳

能电池，从而显著提高生产效率。他们

还开发出了一种每天能快速生产和测试

一万多块太阳能电池的系统，以确定卷

对卷过程中各种参数的最佳设置，从而

快速找到获得最佳结果的条件。

这项研究在大面积互连模块上实

现了高达 15.5%的创纪录能源转化效

率。由于这些钙钛矿太阳能电池被印

刷在塑料薄膜上，所以非常轻便且柔

韧，便于携带和应用。这意味着它们

能在城市建设、采矿作业、应急管理、

救灾、太空、国防和个人电子产品中找

到用武之地。他们甚至将这种太阳能

电池板送往太空测试其性能，以期进

一步优化，希望最终为未来的太空作

业提供可靠的能源。

多年前，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便被

称为“最有前景的光伏技术”，其成本

低廉、光电转换效率高，但大面积制造

相关设备仍是一大挑战。此次，科研

人员将传统印刷业的“卷对卷印刷”引

入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制造，极大提高

了生产率，并用碳材料部分替代了昂

贵金属，控制了成本。这种制造方法

实现了高达 15.5%的能源转换效率。

在新的大规模制造方法的助力下，钙

钛矿太阳能电池可成为新能源市场上

的重要角色，推动太阳能在更多场景

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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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3月 14日电 （记者

张佳欣）《自然·通讯》杂志 14 日发表了

一项研究，来自澳大利亚西梅德儿童医

学研究所（CMRI）的研究团队在整个

人类肝脏中测试了一种基因疗法，目的

是为危及生命的遗传病开发更有效的

治疗方法。

研究人员表示，这是首次直接在人

类肝脏中评估基因疗法功能。这一人

体肝脏模型让科学家能更准确地估计

新疗法的有效剂量，并识别潜在的毒副

作用。它还将是一个强大的系统，用于

开发新的病毒载体，作为下一代先进疗

法的基础。

在将基因疗法从实验室推向临床

的过程中，研究人员面临的最大问题之

一是，缺乏可用于开发和测试新疗法的

有效临床前模型。例如在疗法可在患

者身上进行试验之前，进行具有生物学

相关性和临床预测性的实验室测试。

测试模型必须忠实地再现人类的生理

状况和复杂的组织结构，这样它们才能

准确地预测患者接受治疗时的结果。

去年，CMRI 的研究团队与其他

团队合作开发了一种在实验室环境中

保持人类肝脏存活的新方法，被称为

常温肝脏灌流系统。那些不适合人体

移植、以前会被丢弃或保存在冰上进

行研究的肝脏，现在可在人体温度下

保存在体外，从而使尖端的生物医学

研究成为可能。

最常见的基因疗法是替换或修复

有缺陷的基因，而最有效的递送系统是

基于腺相关病毒（AAV）的无害病毒系

统。CMRI 团队证明了在启动临床研

究之前，使用常温肝脏灌流系统测试基

于 AAV 的基因疗法的潜力。使用整个

人类肝脏是基因治疗领域的革命性进

步，因为它使研究人员能够准确地测试

新疗法会如何影响肝脏。

科学家在人肝脏中测试基因疗法

科技日报北京 3月 14日电（记者

张梦然）《自然·通讯》14 日发表的一篇

论文描述了一种能在机器学习辅助下，

将喉部肌肉运动转化为语音的柔性贴

片。经过进一步开发，该装置有望帮助

部分嗓音障碍患者有效沟通。

说话是人际交往的重要部分，但对

于有声带功能障碍的人来说是件难

事。约有 30%的普通人一生至少经历

过一次嗓音障碍。尽管如此，现有解决

办法如手持电子喉设备或手术，存在不

方便、不舒适或侵入性的问题。当下亟

须开发一种能辅助患者交流的可穿戴、

非侵入式医疗装置。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团队设

计了一款能贴在喉部的柔性磁致弹性

贴片，能在说话时随喉部肌肉的运动改

变形状，而且不需要功能正常的声带。

贴片的移动能检测到特定的肌肉运动，

还能发电，让该装置实现自供电。这些

运动随后会被转换成电信号，并由一个

训练后能识别词汇并翻译成语言信号

的机器学习算法进行处理。

团队让8名没有嗓音障碍的受试者

测试了这种贴片，他们被要求在站立、行

走和跑步时说出和小声说出一些单词和

词组，如英文的“圣诞快乐”或“我爱你”。

他们发现该装置的准确率约有95%。

在患者中进一步测试后，该装置或

为有嗓音障碍的个体提供一个实用的

解决办法，并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整体生

活质量。

人工智能将喉部肌肉运动转为语音
能 准 确 翻 译“ 我 爱 你 ”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tryopentryopen网站网站

研究人员培育的密硫铑矿晶体。
图片来源：美国能源部艾姆斯国家

实验室


◎本报记者 张梦然

创新连线创新连线··南非南非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印刷工艺发展。
图片来源：CSIR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