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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今日视点
◎本报记者 张梦然

科技日报北京 6 月 13 日电 （记

者张佳欣）当地时间 13 日，《科学》杂

志封面发表一项来自美国莱斯大学的

研究成果，介绍了一种将甲脒碘基钙

钛矿（FAPbI3）合成为超稳定、高品质

光伏薄膜的方法。在 85℃的温度下，

经过 1000 多个小时运行，FAPbI3 太阳

能电池的整体效率下降幅度不到 3%。

研究人员表示，新方法实现了迄今

最佳稳定性能，关键是在 FAPbI3前驱体

溶液中添加了一些二维（2D）钙钛矿。

这些钙钛矿可作为模板，引导块状或

3D 钙钛矿的生长，为晶格结构提供额

外的压缩力和稳定性。

研究人员解释道，钙钛矿晶体有两

种破坏方式：化学上可破坏组成晶体的

分子；结构上可重新排列分子以形成不

同的晶体。在用于太阳能电池的各种

晶体中，化学性质最稳定的往往结构最

不稳定，反之亦然。FAPbI3属于结构不

稳定的那种。

虽然 2D 钙钛矿在化学和结构上都

比 FAPbI3更稳定，但它们通常不太善于

捕捉光线，因此不适合做太阳能电池材

料。不过，研究人员推测，将2D钙钛矿作

为生长 FAPbI3薄膜的模板，可能会赋予

后者稳定性。为了验证这一想法，他们开

发了4种不同类型的2D钙钛矿，并用它

们制作了不同的FAPbI3薄膜配方。

结果显示，2D钙钛矿模板不仅提高

了 FAPbI3太阳能电池的效率，还提高了

电池的耐用性。没带2D钙钛矿模板的太

阳能电池在空气中利用阳光发电两天后

会显著降解，而带有2D钙钛矿模板的太

阳能电池即使在20天后也不会降解。在

带有2D钙钛矿模板的太阳能电池中添加

封装层，稳定性将得到进一步提高。

新研究可降低制造成本，使结构简化

的太阳能电池板重量更轻、更灵活，可能会

对光收集或光伏技术产生变革性影响。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稳定性获极大提升
或 对 光 伏 技 术 产 生 重 要 影 响

天体物理学、纳米科学、神经科学，

可以分别用极大、极小和极复杂来形

容。在很多人理念中，这些基础科学距

离人们日常生活十分遥远。

但是，被科学界传为佳话的慈善家

弗莱德·科维理有一个深深的信仰：基

础科学最终会为每个人更美好的生活

指明方向。

科维理奖（The Kavli Prize）由美

国科维理基金会、挪威科学与文学院和

挪威国家教育与研究部共同设立，每隔

两年颁发一次，用来奖励天体物理、纳

米科学、神经科学领域顶尖科学家。该

奖项在全世界相关领域有重要影响，通

常也被称为“诺奖风向标”。

据科维理奖官网报道，6 月 12 日，

挪威科学与文学院宣布了 2024 年科维

理奖获奖者名单。8 位科学家因发现

和描述太阳系外行星及其大气层、将合

成纳米材料整合用于生物医学，以及对

大脑中专门用于人脸识别区域进行定

位等研究，拓宽了人类对极大、极小和

极复杂事物的理解而获奖，每个领域的

获奖者将分享 100万美元奖金。

挪威科学与文学院院长莉斯· 奧

夫雷斯表示：“2024 年科维理奖旨在表

彰那些致力于推动世界进步的基础科

学研究的杰出研究人员。他们正在探

索太阳系外的行星；他们将纳米科学领

域拓展到生物医学领域；他们正在加深

我们对人脸识别神经学基础的理解。”

天体物理学：加速
寻找地球以外生命

天体物理学奖授予美国哈佛大学

大卫·查博诺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萨拉·
西格尔。他们开创了探测行星大气中

原子种类和测量其热红外辐射的方法，

为寻找巨行星和岩石行星周围大气的

分子指纹奠定了基础。他们的贡献是

过去 20 年探索无数系外行星取得巨大

进展的关键，拓宽了人们对“极大”尺度

的认识。

大卫·查博诺带领团队利用凌日法

发 现 了 一 颗 巨 型 系 外 行 星（HD

209458b）。他和团队对巨型系外行星

的大气层进行首次研究，并利用过滤后

的星光和行星本身的红外辐射测量了

分子光谱。

萨拉·西格尔是行星大气理论研究

的先驱，她预测凌日法可用于测量系外

行星大气中的原子和分子特征，这对于

识别生物标记物（生命迹象）至关重要。

纳米科学：促进纳米
生物医学进步

纳 米 科 学 奖 授 予 美 国 科 赫 综 合

癌症研究所的罗伯特·S·兰格、芝加

哥大学的阿曼德·保罗·阿里维萨托

斯 和 西 北 大 学 的 查 德·A·米 尔 金 。

他们通过展示纳米材料工程如何推

动生物医学研究和应用，彻底改变了

纳米医学领域。他们的发现为治疗

学、疫苗、生物成像和诊断学的发展

作 出 了 基 础 性 贡 献 ，推 动 了 人 们 对

“极小”领域的理解。

罗伯特·S·兰格是第一个开发纳米

工程材料的人，这种材料可控制药物分

子释放或进行有规律地流动。这对一

系列疾病的治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

如侵袭性脑癌、前列腺癌和精神分裂

症。他的工作还在 mRNA 疫苗开发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阿 曼 德·保 罗·阿 里 维 萨 托 斯 证

明了半导体纳米晶体或量子点可用

作 生 物 成 像 中 的 多 色 探 针 。 现 在 ，

半 导 体 纳 米 晶 体 已 成 为 活 细 胞 跟

踪 、标 记 和 体 内 成 像 领 域 中 广 泛 使

用的工具。

查 德·A·米 尔 金 使 用 金 纳 米 粒

子 作 为 核 心 ，以 放 射 状 分 布 的 DNA

或 RNA 链 云 作 为 外 壳 ，设 计 出 球 形

核 酸（SNA）。 这 一 发 现 促 成 了 快

速 、自 动 化 的 即 时 医 疗 诊 断 系 统 的

开发。

神经科学：理解脑内
面部识别系统

神经科学奖授予美国麻省理工学

院的南希·坎维舍尔、洛克菲勒大学的

温里希·弗赖瓦尔德和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的曹颖，以表彰他们发现了大脑内

识别人脸的系统。他们的发现提供了

神经组织的基本原理，为进一步研究视

觉信息处理如何与认知功能结合奠定

了基础，促进了人们对“极复杂”学科的

掌握。

南希·坎维舍尔是第一个证明人类

大脑皮层中有一个专门用于识别人脸

的区域的人，这个区域被称为梭状回面

部区域。她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发

现了该区域位置的个体差异，并设计了

一种分析技术来有效定位。

温里希·弗赖瓦尔德和曹颖进一

步阐述了坎维舍尔的研究成果。他

们以猕猴为研究对象，绘制了 6 个不

同的大脑区域，即“脸部贴片系统”，

还展示了这些区域的功能专长及其

连接方式。

曹颖的研究表明，通过一种特殊的

代码，单个细胞能够通过收集面部特征

信息来识别面部。例如，一些细胞对头

发的存在作出反应，另一些细胞对眼睛

之间的距离作出反应。

弗赖瓦尔德则发现，大脑中一个被

称为颞极的独立区域，可加速人们对熟

悉面孔的识别，而且一些细胞会对熟悉

面孔作出选择性反应。

本文图片来源：科维理奖官网

2024 年科维理奖获奖理由——

拓展对极大、极小和极复杂事物的理解

科技日报北京6月 13日电（记者

刘霞）想象一下，你能随身携带一台 3D

打印机，快速创建一些低成本物体，比如

紧固自行车车轮或关键医疗手术所需的

零件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得

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科学家结合硅光

子学和光化学技术，成功研制出首台基

于芯片的3D打印机，向实现上述想法迈

出关键一步。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

《光：科学&应用》杂志。

论文资深作者、MIT电气工程与计

算机科学系教授耶莱娜·纳托拉斯表

示，其团队此前已开发出集成光学相控

阵系统，借助一系列置于芯片上的微型

天线来控制光束，让光束向特定方向移

动，研究团队欲探索这种设备是否可用

于制造基于芯片的 3D 打印机。与此同

时，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研究团

队首次展示了借助可见光快速固化的

专用树脂。两个团队一拍即合，首台基

于芯片的 3D打印机应运而生。

该3D打印机原型由一个包含160纳

米厚光学天线阵列的单光子芯片组成，整

个芯片可置于一枚硬币上。该芯片能向

合成树脂阱发射可重新配置的光束。当

光束照射其上时，合成树脂阱会固化成固

体形状，在几秒钟内即可完全成型。

研究团队指出，这种便携式 3D 打

印机有望在多个领域得到应用。例如，

临床医生能为患者量身定制医疗设备，

工程师能在工作现场快速制作零件原

型等。

新型便携3D打印机用芯片引导光束

科技日报北京6月 13日电 （记者

刘霞）据美国趣味科学网站 12日报道，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

向建造量子光子二聚体激光器原型的科

学家团队提供了100万美元资助。这种

激光器利用量子纠缠将光粒子“黏合”在

一起，以产生高度聚焦的激光束。这些

激光束能够穿透浓雾等恶劣天气，有望

在军事应用中展现出优异性能，如在恶

劣环境下监视和安全通信等。

激光在军事行动中发挥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广泛应用于卫星通信、目标

定位、雷达（光探测和测距）等测绘和跟

踪系统。传统激光器的工作原理是：刺

激原子中的电子一致振荡，当这些电子

从高能态跃迁到低能态时，会释放出波

长和相位均匀的“相干光”。这些“相干

光”会在激光设备内部的反射镜之间反

射，“变身”为聚焦的激光束。

量子纠缠是量子力学领域一种奇

怪而复杂的现象，即使两个粒子相距很

远，也能紧密联系在一起，一个粒子的

状态会立即影响另一个粒子的状态。

此次研究使量子光子二聚体激光器可

以在更远距离和不利条件下保持其精

度和强度。

研究人员解释称，光子在传播时会

对信息进行编码，但在大气层中传播

时，环境对其破坏作用很大。量子光子

二聚体激光器利用量子纠缠过程，让两

个光子彼此“牵绊”，进而产生所谓的光

子二聚体。尽管这些光子仍会受到大

气的影响，但它们可以相互“保护”，从

而保留一些相位信息。这种特性增加

了激光的能量和稳定性，使其在长距离

传输和高温等不利条件下表现出更好

的性能。

研究人员表示，该技术还有望应用

于量子计算和电信领域，可能带来更快

且更安全的数据传输方式。

美DARPA资助军用级量子激光器研究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13日电 （记

者张梦然）几十年来，观察人类大脑内

部一直是神经科学家难以企及的梦

想。但在最新一期《科学》杂志发表的

一项研究中，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研

团队描述了一种创新技术平台，其能

以前所未有的亚细胞（比细胞结构更

细化的结构）分辨率，对两个捐赠者

（一个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另一个没

有）的大脑半球，实现了完整三维细胞

成像。

这个新平台能在多尺度上同时捕

获大规模人脑组织中的蛋白质表达、

细胞形态、神经投射和突触分布。不

但确保了对细胞结构的保存，还能以

高分辨率和高速度，对大型人脑组织

样本展开精细处理、丰富标记和清晰

成像。

作为美国“脑计划”细胞普查网

络的一部分，该平台集成了三个核

心 要 素 对 脑 组 织 切 片 、处 理 和 成

像 。 首 先 ，用 一 种 名 为 MEGAtome

的振动式切片机，可在不损失细胞

连 接 的 情 况 下 实 现 超 精 密 组 织 切

片；其次，用一种名为 mELAST 的组

织凝胶技术，能将组织样本转化为

弹性和可逆膨胀的水凝胶，从而促

进 高 通 量 多 尺 度 成 像 ；最 后 ，通 过

UNSLICE 计 算 管 道 可 重 建 前 两 者

处理的三维轴突网络连接。

该平台现已能对人类大脑半球进

行完整成像，分辨率甚至精细到单个

突触。它使科学家能够使用同一个大

脑对问题进行综合探索，而不必观察

不同大脑中的不同现象后再构建综合

图像。另外，其对脑半球进行成像只

需 100 小时，速度远远超过以往的几

个月，这意味着科学家可短时间创建

更多样本。

值得一提的是，该技术不仅适用

于大脑，还适用于身体其他组织，这将

极大促进科学家对人体器官功能和疾

病机制的理解。

脑细胞的解剖学和分子结构细

节，对于了解人脑功能以及脑损伤

至关重要。然而，目前的神经成像

技术，如功能性磁共振，缺乏捕捉这

些细节所需的分辨率。该研究目前

尚未呈现出全部大脑的图谱，但它

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技术“三件

套”，在不久的将来，就能为人们展

示 整 个 大 脑 区 域 内 神 经 元 的 全 景

图、每个细胞的独有特性、多样化的

“细胞森林”以及位于细胞外分子之

间的亚细胞结构簇。这将是脑科学

研究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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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6月 13日电 （记

者张佳欣）美国南加州大学科学家开

发了一种人工智能（AI）驱动的系统。

该系统可跟踪监测肠道疾病的微型器

件，帮助高危人群在家中监测胃肠道

健康状况，而不必到医院进行侵入性

检查。研究成果发表在 12 日的《细胞

报告物质科学》杂志上。

细菌分解食物时在肠道中产生的

气体可反映一个人的健康状况。目

前，为了测量胃肠道气体，医生要么使

用直接方法收集肠道排气，要么使用

测试呼吸和分析粪便等间接方法。可

内服智能药丸提供了一种很有前途的

替代方案，可是药丸一旦被吞下，对其

追踪就成了一个挑战。

为解决这个问题，研究人员开发

了一种系统，其中包括一个可穿戴线

圈，用户可将其隐藏在 T 恤等衣服

下。智能药丸被吞下后，线圈产生的

磁场会与嵌入药丸中的传感器相互

作 用 。 AI 会 分 析 接 收 到 的 药 丸 信

号，精确定位其在肠道中的位置，精

度达到毫米级。此外，该系统还通过

药丸中的光学气体传感膜监测氨的

3D 实时浓度，以辅助检测溃疡和胃

癌等疾病。

研究人员表示，除了测量胃肠道

气体，这项技术还能识别克罗恩病引

起的肠道炎症，并准确地将药物输送

到炎症区域。研究人员在各种模拟胃

肠道的介质中测试了该系统的性能，

证明它有能力精确定位并测量氧气和

氨气的水平。

AI 助 力 追 踪 肠 内 智 能 药 丸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13日电 （记

者刘霞）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医学

院科学家研究表明，当实验鼠睡眠不

足时，一个与长期记忆有关的关键大

脑信号会减弱，即使睡眠不足后再正

常睡眠一晚也不足以修复。这可能有

助于解释为什么睡眠不足会破坏记忆

力，并有望帮助科学家开发针对性疗

法。相关论文发表于 12 日出版的《自

然》杂志。

大脑中的神经元很少单独活动，

它们高度关联，经常以有节奏或重复

的模式一起放电。一种模式是尖锐的

波动，其中一大簇神经元以极其同步

的方式放电，随后，第二大簇神经元以

特定节奏逐一进行同样的动作，以此

类推。这些波纹出现在大脑内的海马

体中（海马体是记忆形成的关键）。这

些模式被认为有助于神经元与存储长

期记忆的新皮层交流。

为了解睡眠不足如何影响记忆，

研究团队记录了 7 只大鼠在几周内探

索迷宫时海马体的活动。在实验中，

团队经常扰乱一些动物的睡眠，同时

让其他动物随意睡觉。

结果显示，反复醒来的老鼠与正

常睡眠的相比，具有相似甚至更高水

平的尖波波纹活动。但波纹的发射较

弱、组织性较差，显示出发射模式的重

复明显减少。睡眠不足的动物在恢复

两天后，先前神经模式的重建有所反

弹，但从未达到正常睡眠动物的水平。

睡眠不足扰乱记忆力机制揭示

一种可以毫米分辨率定位肠道内
智能药丸的可穿戴系统。

图片来源：南加州大学可汗实
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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