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极端制造”泛指当代科学技术难

以逾越的制造前沿，由中南大学钟掘院

士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提出，其内涵随着

人类科技的发展不断丰富与完善。

为填补极端制造领域的专业期刊

空白，《极端制造（英文）》（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xtreme Manufacturing）期

刊于 2019 年创办，汇聚全球顶尖高校

及科研机构的领军专家，面向极端、聚

焦制造，搭建开放平等的沟通桥梁，旨

在推动极端制造领域的多学科融合与

创新。

瞄准世界科技前沿，
促进原创成果快速首发

期刊关注前沿科技进展，与国内外

高水平科研团队保持密切沟通，助力最

新成果的快速发表与传播。

西安交通大学蒋庄德院士团队面

向航空航天、钢铁冶金等领域的极端高

温快速无损检测重大挑战，首次实现柔

性薄膜传感器 1200℃极高温测量，突破

了柔性传感器高温应用瓶颈。期刊帮

助作者优化稿件，提供快速审稿通道，

助力这一高水平研究成果在全球范围

内迅速出版。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例子，是美国华

盛顿州立大学埃米特·班迪帕迪亚院士

与苏丝米塔·博斯院士合作，发现钛-

钽-铜（Ti-Ta-Cu）合金以其优异的性

能可作为下一代承重生物植入材料。

编辑部在与编委沟通中了解到这项进

展，随后立即与该团队建立密切交流，

详细介绍期刊特色、国际化推广及系列

高质量服务，经过多次邮件深入沟通，

凭借真诚的态度和高效的服务，最终赢

得作者团队的认可。

截至目前，期刊发表的成果被英国

机械工程学会、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

台、美国 KGW 电视台、科技日报、中国

科学院网站等 60 多家国家性权威新闻

媒体报道和转载。

聚焦重大需求与技术
瓶颈，推动制造模式变革

当代的“极端制造”指在极端条件

或环境下，运用先进制造技术及高端装

备，制造极端尺度（极大或极小）、极限

精度、极高性能的结构、器件或系统，以

及能产生极端物理环境或条件的科学

实验装置。其涉及机械、材料、光学、物

理、化学、力学、数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具有跨学科交叉特色，集结了前瞻性、

先导性和探索性的基础理论与工程技

术，是未来高新技术更新换代和新兴产

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服务和促进学科发展、推动技术变

革是期刊的重要使命。期刊多次通过

会议研讨、专题征稿、政策建议等方式

推动相关技术进步。高性能制造是实

现高端装备和产品高性能的制造需求

的新兴制造理念，在中国科学

技术协会支持下，期刊围绕这

一前沿方向开展了国际学术

研讨，推出高性能制造专题，

刊发了麻省理工学院、清华大

学、大连理工大学等知名研究

机构成果，从基础理论、制造

方法到性能测试与评估，全面

展示了该方向科技进展并提

出未来发展路线，有效推动了

该方向的进步与发展。

三位一体发展
模 式 ，服 务 制 造
学术共同体

极端制造作为当代制造

技术前沿，需不断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以期刊为牵引，打

造“期刊+学会+会议”三位一

体交流平台，旨在从科技前

沿、产业发展、学术交流与合

作、人才培养等方面全方位服

务学术共同体。

期刊主办单位联合相关

优势单位发起成立了中国机械工程学

会极端制造分会，以进一步汇聚学术资

源，建立产学研用一体化平台，推动极

端制造科学、技术与产业协同发展。

我们还积极举办极端制造系列高

水 平 学 术 会 议 ，与 国 际 制 造 会 议

（IMCC）等高水平国际会议密切合作，

针对制造领域前沿热点策划不同会议

主题，邀请国内外科技工作者共同探讨

科技进展，促进学术交流与合作。

此外，通过学术平台，围绕制造前

沿和国家重大需求，推荐专家参与制造

相关路线图撰写，连续三年为中国科学

技术协会提交政策建议报告，采用领衔

带新晋模式，开展热点方向青年科学家

沙龙、研究生/博士后论坛等活动，帮助

青年人才成长。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飞速发

展的新时代，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福祉的

提升需要我们不断探索新领域，开创崭

新的未来。担任《极端制造（英文）》期

刊主编，与同行共同服务科技发展，是

我的荣幸，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期

待期刊在同行的共同努力下，不断提升

服务水平和学科影响力，为制造领域不

断进步和科技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极端制
造（英文）》（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xtreme Manufacturing）主编

《极 端 制 造（英 文）》:

立足科技前沿 服务学术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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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制造是人类探索世界、改造世

界、造福人类不可或缺的手段。从

石器时代到智能时代，制造技术的

每一次革新都会涌现新工具、新产

品、新发现，从而促进文明的进步

和社会的发展。而人类在追求更

深、更远、更强、更快、更小的探索

脚步从未停止，各种极端环境对制

造技术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极端

制造”概念和《极端制造（英文）》期

刊应运而生。

面向极端条件、极端环境、极

端材料、极端尺度的制造领域前

沿，《极端制造（英文）》不断打破

机械、材料、光学、物理、化学、力

学、数学等多学科领域边界，为全

球致力于突破制造技术前沿的科

学、技术与工程融合的研究人员

提供了全新的交流平台。通过发

表最具前瞻性、先导性和探索性

的研究，汇聚全球科学家的智慧，

促进学科进步，推动面向未来的

制造创新。

自创刊以来，《极端制造（英

文）》影响力不断提升，影响因子

逐年增加，目前已列工程制造领

域前列，成为制造技术领域的重

要期刊。

点评人：沈哲思，中国科学院
文献情报中心青年创新研究员

◎郭东明

科技日报北京6月 20日电 （记者

张梦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 MITRE

公司展示了一个可扩展的模块化硬件

平台，该平台将数千个互连的量子比特

集成到定制的电路上。这种量子片上

系统（QSoC）架构能精确调谐和控制密

集的量子比特阵列。多个芯片可通过

光网络连接起来，从而创建一个大规模

的量子通信网络。研究论文发表在近

期的《自然》杂志上。

由金刚石色心制成的量子比特，是

携带量子信息的“人造原子”。通过在

11 个 频 率 通 道 上 调 整 量 子 比 特 ，该

QSoC 架构允许为大规模量子计算提

出一种新的“纠缠复用”协议。

为了构建 QSoC，团队开发了一种

制造工艺，将金刚石色心“微芯片”大规

模转移到 CMOS（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

体）背板上。他们首先用一块实心金刚

石制作出金刚石色心微芯片阵列，还设

计并制作了纳米级光学天线，以更有效

地收集这些色心量子比特在自由空间中

发射的光子。然后，他们在半导体代工

厂设计并规划出芯片，并在洁净室中对

CMOS芯片进行后处理，添加与金刚石

微芯片阵列相匹配的微尺度插槽。

团队在实验室建立了一个内部传

输装置，并应用锁定和释放流程将两层

集成在一起，方法是将金刚石微芯片锁

定在 CMOS 芯片的插槽中。由于金刚

石微芯片与金刚石表面的结合力较弱，

当他们水平释放大块金刚石时，微芯片

会留在插槽中。

团队展示了一个 500 微米×500 微

米的区域转移，该转移区域包含 1024

个金刚石纳米天线阵列，但他们可使用

更大的金刚石阵列和更大的 CMOS 芯

片来进一步扩大系统规模。事实上，随

着量子比特的增多，这种架构下调整频

率所需的实际电压更小。

利用这项技术，团队展示了一个拥

有超过 4000 个量子比特的完整芯片，

这些量子比特可调整到相同的频率，同

时保持其自旋和光学特性。他们还构

建了一个数字孪生模型，将实验与数字

化建模联系起来，这有助于他们了解所

观察现象的根本原因，并确定如何有效

地实现架构。

集成数千原子量子比特的半导体芯片问世
为创建大规模量子通信网络奠定基础

科技日报北京6月 20日电 （记者

刘霞）来自美国、法国和西班牙的科学

家利用“卡西尼”号探测器提供的数据，

发现土星上存在巨大的季节性能量失

衡。这是科学家首次在一个气态巨行

星上观察到此类季节性全球能量失衡。

这一发现为研究行星气候与进化提供了

新线索，并对现有太阳系气态巨行星的

气候模型提出了挑战。相关论文发表

于 18日出版的《自然·通讯》杂志。

研究团队指出，每颗行星都从太阳

辐射那里获得能量，并发出热辐射而损

失能量。但最新研究显示，土星等气态

巨行星还存在另一种能量输入，即影响

其热结构和气候的深层内部热能。土

星上的能量失衡源于土星轨道离心率

的显著变化：从土星轨道上离太阳最远

的远日点到轨道上离太阳最近的近日

点，轨道离心率改变了近 20%，导致吸

收的太阳能量出现巨大的季节性差

异。与土星不同，地球的轨道离心率很

小，不会出现显著的季节性能量失衡。

“卡西尼”号探测器提供的数据还

表明，土星上巨大的能量失衡对土星大

风暴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大风暴是

土星大气系统中的主要天气现象。这

些数据也有望帮助科学家更好地了解

地球上的天气。

研究人员指出，目前关于气态巨行

星的大气、气候和进化的模型和理论都

认为，整个星球的能源是平衡的。发现

土星上存在这种季节性能源失衡，意味

着人们需要重新评估这些模型和理

论。此外，天王星上也可能存在严重的

能量失衡，科学家们计划在未来十年内

开展相关探测任务。

土 星 上 存 在 季 节 性 能 量 失 衡
为研究行星气候与进化提供新线索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霞）美国加州

大学圣迭戈分校科学家研制出一种基

于绿色微藻的生物混合微型机器人，可

直接将化疗药物输送到肺部，从而增强

治疗肺转移肿瘤的效果。相关论文发

表于最新一期《科学进展》杂志。

肿瘤转移到肺部，对癌症治疗而言

是个巨大挑战。因为常规化疗方法无

法直接靶向肺部，且药物浓度也不足以

杀死肿瘤，经常功亏一篑。

目前的合成微型机器人通常由刚

性金属或聚合物制成。这些材料很难

制造，而且难以进入人体某些器官和组

织内，也可能对人体有毒。最新研制的

微藻机器人旨在克服这些问题。微藻

可利用鞭毛推动自身穿过肺部等器官，

实现自主移动。其毒性比其它微生物

小，也更便宜和更容易生产。

藻类-NP（DOX）机器人结合了制

药中常用的莱茵衣藻与涂有红血细胞

膜的纳米颗粒。细胞膜增强了微藻机

器人的生物相容性，使其避免被患者的

免疫系统攻击。纳米颗粒内封装了常

见的化疗药物阿霉素。

研究团队在出现肺转移的小鼠上测

试了微藻机器人。他们发现，一旦进入

肺部，微藻机器人就能游动并在肺组织

内分配药物。它还能避免破坏肺部免疫

细胞，使药物逐渐从纳米颗粒中释放出

来。与不能自行移动的游离药物和静态

载药纳米颗粒相比，微藻机器人释放的

药物浓度更高，在肺部停留的时间更长。

研究结果显示，微藻机器人可将肺

肿瘤缩小，并将治疗小鼠的中位生存期

从 27天延长到 37天。免疫细胞最终能

将这些微藻机器人分解成无毒成分，并

完全从体内清除。

研究团队正在进一步改善微藻机器人

的药物递送方式，如通过磁引导或超声捕获

等，以增强药物在体内特定靶点的集结。

微藻机器人可将药物直送至肺部病灶

《极端制造（英文）》期刊2024年第二期封面。
图片来源：《极端制造（英文）》编辑部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20日电 （记

者张佳欣）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

研究人员创造了一种名为“玻璃凝胶”

的新材料，这种材料含有超过 50%的

液体，非常坚硬而且难以破碎。由于

其生产也比较容易，这种材料有望应

用于多个领域。相关论文 19 日发表

在《自然》杂志上。

顾名思义，“玻璃凝胶”这种材料

像玻璃一样硬，但在施加足够的力时，

可以被拉伸到原来长度的 5 倍而不断

裂。更重要的是，这种材料在拉伸后，

还能通过加热恢复到原始形状。

玻璃凝胶结合了玻璃和凝胶两种

材料的特性。为了制造这种材料，研

究人员从玻璃聚合物的液体前体开

始，将其与离子液体混合；然后将混合

液倒入模具中，暴露在紫外线下，使材

料“固化”；最后，研究人员移除模具，

留下玻璃状的凝胶。

离子液体像水一样是一种溶剂，但

它完全由离子组成。通常情况下，当向

聚合物中添加溶剂时，溶剂会推动聚合

物链分离，使聚合物变得柔软且可拉伸。

这就是为什么湿式隐形眼镜是柔

韧的，而干式隐形眼镜则不是。

在玻璃凝胶中，溶剂推动玻璃聚合

物中的分子链分离，这使得它可像凝胶

一样拉伸。然而，溶剂中的离子被聚合

物强烈吸引，这阻止了聚合物链的移

动。链无法移动是它呈玻璃状的原因。

最终结果是，由于吸引力，材料变硬，但

由于额外的间距，它仍然能够拉伸。

玻璃凝胶的一个关键特性在于，它

们50%以上是液体，这使得它们比物理

特性类似的普通塑料能更有效地导

电。它们也不会蒸发或变干燥。此外，

玻璃凝胶表面具有很强的黏附性，这对

于硬质材料来说是不寻常的特性。

研究人员发现，玻璃凝胶可用各

种不同的聚合物和离子液体制成，并

且制造过程简单，可在任何类型的模

具中固化或通过 3D打印来完成。

凝胶和玻璃，历来被视为两类截

然不同的材料。现在，玻璃凝胶横空

出世，可以通过调整单体和溶剂的比

例、选择和温度，让它表现得更像玻璃

或更像凝胶。它仅需通过光聚合反应

就可形成，机械性能却与普通塑料相

当。这意味着，通过一种简单方法，人

们就可以获得兼具玻璃态聚合物、热

塑性塑料和凝胶优点的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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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7—18 日，“智能网联车与边

缘计算智能”国际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

行。来自中国、德国、葡萄牙、加拿大和

越南等国内外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以

及蔚来、上汽等企业的数十位专家学

者，围绕智能网联车及相关的边云协同

计算、自动驾驶、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

领域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会专家一致

认为，边云协同计算将成为智能网联车

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

智 能 网 联 车 发 展
需要全球智慧

此次国际研讨会由复旦大学社会

智能研究中心和葡萄牙国立实时和嵌

入式计算系统研究中心（CISTER）联

合举办。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

院院长杨珉教授和葡萄牙驻上海领事

馆商务参赞陆叶斯分别在会上致辞。

杨珉表示：“随着电动汽车及自动

驾驶技术的日益普及和国际化，我们面

临着需要采集、处理、传输及分析庞大

数据量的挑战。这些挑战主要来源于

车端/边缘计算与通信技术的计算能

力。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建立

国际化的团队来共同进步。希望通过

这次研讨会搭建一个跨国界的知识和

技术交流平台，集合全球专家的智慧。”

研讨会共同主席之一、CISTER

主任爱德华多·托瓦尔教授围绕“信息

物理系统的挑战及展望”作了主题报

告。他认为，实时数据通信、存储和智

能处理能力是智能网联车领域关键技

术之一，需要在支持边云协同的软硬

件体系结构，包括车内、车路及车际通

信等各方面重点攻关。他告诉科技日

报记者，传统车企必须加强智能网联

车研究，否则诺基亚在智能手机发展

过程中的衰落场景或将重演。他期待

着在这个领域开展更多国际合作。

边缘计算和云计算
的智能融合

会议共同主席之一、欧洲科学院院

士傅晓明教授向记者介绍，智能网联车

会源源不断地产生海量数据，这对传

输、分析和存储能力提出了极大挑战。

边缘计算通过在数据源附近进行数据

处理，可提供即时服务。但它在处理大

规模数据分析和长期数据存储方面存

在局限，因此需要与云计算相结合，形

成边云协同模式。即通过边缘计算提

供快速、支持隐私保护的本地处理和响

应，同时借助云计算的强大计算和存储

能力进行深入的数据分析和管理。

傅晓明强调，在算力日渐泛在化和

多样化的大背景下，必须同时着眼于用

户隐私保护和动态车载算力资源的高

效管理。通过设计节能、高效、可扩展

的边云协同解决方案，确保用户数据的

隐私和安全，同时优化算力资源和管理

和调度，以帮助安全驾驶、智慧出行等

应用能应对不断增长的计算能力需求。

加 强 技 术 和 标 准
国际合作意义重大

研讨会上，围绕隐私保护和数据安

全，上海交通大学李颉教授作了题为

“隐私计算+区块链及其应用”的主题报

告；来自业界的代表，蔚来汽车公司胡

成臣博士介绍了“蔚来智能电动车的技

术栈”；上汽创新研究开发总院张栋林

博士探讨了“基于数据驱动的上汽海外

智能化产品定义及用户行为研究需

求”；复旦大学李琼秀副研究员介绍了

“隐私保护分布式学习”的研究进展。

他们认为，未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发

展，强化国际接轨、满足国际合规要求

是关键。

在研讨会的圆桌讨论中，围绕“智

能网联车与边云协同计算国际合作”

的主题，专家们各抒己见。贵州大学

副校长、大数据专家王旭教授简要介

绍了贵州发展大数据中心的优势，希

望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开展合

作。托瓦尔教授表示，除了更深入的

合作研究之外，应该借鉴欧洲伊拉斯

谟学生交流项目的经验，多开展相互

交流访问，共同培养学生。傅晓明教

授认为，积极推动在智能网联车相关

技术、标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等领

域的国际研究合作意义重大。

边云协同计算：智能网联车的发展趋势
——“智能网联车与边缘计算智能”国际研讨会举行

◎本报记者 李 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