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 27日，在巴黎奥运会跳水女子双人3米板决赛中，中国选手昌雅妮/陈艺
文夺得金牌，同时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第二枚金牌。图为昌雅妮（右）/陈艺文
展示金牌。 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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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金凤）7月 27日，

记者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获悉，中国科

学院院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郭万

林团队，采用全新的基于气相的钙钛矿

处理方法，制备出光电转化效率超过

18%、超过200平方厘米的钙钛矿太阳能

电池。同时，该电池可以持续运行寿命

超过 4 万小时，等效户外运行寿命超 25

年，刷新世界纪录。这为钙钛矿太阳能

电池走向应用提供了新策略。相关论文

近日刊发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

新方法突破了以往液相法难以均匀

制备大面积钙钛矿电池器件的局限，显

著提升了钙钛矿电池的效率和稳定性。

论文的第一作者、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赵晓明解释说：“基于液相的钙钛矿电池处

理方法，虽然能显著提升小面积电池器件

的效率和稳定性，但在制备大面积钙钛矿

太阳能电池时，钝化剂和钙钛矿薄膜反应

速度不均，导致薄膜钝化效果不佳。”

如何在保持较高光电转化效率的前

提下，得到大面积长效稳定的钙钛矿太

阳能电池，便成为重大技术挑战。此次

研究中，郭万林团队开创性地采用了一

种全新的基于气相的处理方法——气相

氟蒸汽处理方法。

“气相氟化处理让氟化氢在空气中

均匀地分布，与钙钛矿薄膜进行反应，

形成稳固的化学键，抑制薄膜缺陷的形

成，并锚定薄膜表面附近的阴离子。”郭

万林介绍，与传统的液相处理方法相

比，氟蒸汽处理让钙钛矿薄膜更均匀地

被钝化，从而使薄膜大面积均匀地展现

出长的光致发光寿命，同时显著减少了

诱发材料降解的缺陷源。

郭万林表示，该研究为制备满足商

业化要求的太阳能模组和器件打下了

基础，加快了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从基础

研究到商业化应用的进程。

新方法制备出大面积长效稳定钙钛矿电池

戴上眼镜，即便隔着水泥墙，你也能感知墙背后

的人体呼吸和心跳……

这不是科幻，而是我国雷达探测生命技术的最新

应用场景。

7 月 23 日，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空军军

医大学军事生物医学工程学系教授王健琪介绍：“我

们设计的这款‘透视眼镜’系统，能让用户透过障碍物

确定人体目标的位置与动作。”

为了提高地震、塌方等地质灾害中伤员的救治

率，王健琪带领研发团队矢志攻关，先后闯过信号捕

捉、目标识别、视觉感知等技术关口，破解了“用雷达

探测生命特征”这一世界性难题。

“让信号‘跳出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用雷达探测生命不啻为天方夜

谭。“如能实现，可迅速确定伤员位置，实施救援。”回

忆科研初心，王健琪说，“为了第一时间搜救生命，我

们大胆设想，不懈求证。”

“首先要解决原理问题，大家考虑从人的主要生

命特征——呼吸、心跳等着手研究。”研发团队成员、

高级实验师荆西京介绍，“因为这些活动会引起人体

胸壁表面微动，有可能被雷达扫描到。”

但是，这种微动频率只有零点几赫兹，幅度仅为毫

米级，其回波信号极易淹没在雷达系统固有噪声中。

“要想感知它，犹如将缝衣针落地的声音，从集市

嘈杂环境中分离出来，并放大到能听见的响度。”王健

琪比喻道。

团队反复研究，构建了全新的零中频收发系统，

通过控制相参信号延时，将系统固有噪声与体表微动

引起的回波区隔开来。很快，雷达式生命探测仪（以

下简称“生物雷达”）的第一台样机出炉。

原以为能一炮打响，没想到却是“哑炮”。“无论用

什么招数，样机都如聋子一般，听不到一点声音。”荆

西京回忆说。

当时正值盛夏，实验室处于半地下，活脱脱一个

“闷罐”。王健琪顶着巨大的压力，一边忍受蚊虫叮

咬，一边带着大家再三检查系统。

“让信号‘跳出来’就是胜利。”王健琪给大家打气。

问题的症结最终被锁定在信号滤波与功率放大的算

法匹配上。二者之间就像一根平衡木，必须找到合适的

平衡点。团队先后尝试了上百种方案，都不太理想。

“能不能动态匹配，让滤波器和放大器根据环境

变化自动调整参数？”王健琪想到了自适应技术。

基于这一思路，大家再次改进样机。当监测屏幕

上有节奏地跳出“伤员”生命信号时，实验室内一片欢

腾——滤波与放大“和谐共舞”的难关终于攻克了。

“必须准确识别目标”

信号有了，如何辨别被掩埋的是人还是动物？废

墟下伤员生命状况怎样？探测深度能达到多少？问

题接踵而来。

“必须准确识别目标，才能及时营救伤员。”王健

琪说。但在实验中，无论大家怎么调整频率、功率等，

样机要么无法穿透障碍物，要么捕捉不到生命信号。

研究又一次陷入僵局。

一次偶然机会，在探望病人时，床边的监护仪激

发了王健琪的灵感。“生命信号不同于雷达信号，从生

物医学角度处理好信号才是关键。”他马上跑回实验

室，召集团队重新设计生命信号的处理结构和算法。

大家深入研究呼吸、心跳等活动的生理特征，及其

由强到弱导致的电磁波反射变化。经过多次生物医学

模拟，团队确定了捕捉生命信号的最佳参数设置，据此

设计出一种对生命信号高敏感的雷达收发系统。

紧接着，大家又马不停蹄地对人与动物的生命特

征进行数据分析，在国内首次提出雷达探测识别人与

动物的算法。

实战演练再度上演。这一次，设备穿透了 2 米厚

的砖墙，信号稳定而清晰——我国首台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生物雷达研制成功了！

2008 年，汶川地震发生后，荆西京与团队成员吕

昊奉命携带设备立即赶往灾区搜救。

震后的北川遍地废墟，随着时间推移，生命的迹

象越来越微弱。“尽一切可能搜寻生命信息！”带着这

一使命，荆西京和吕昊搜寻探测了 20多处倒塌的大型

建筑，发现多个区域有生命迹象，为抢救生命赢得了

宝贵时间。

经实地检测验证，生物雷达可穿透三层楼倒塌后

的废墟。首战告捷！

随后几年，王健琪带领团队继续攻关，研发出“雷

达式生命探测技术与系列装备”。2015 年 1 月，该成

果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看哪儿探哪儿”

面对灾后复杂的地形地貌，设备的轻量化、智能

化成为团队新的研究方向。电影《钢铁侠》中，主角佩

戴的神奇眼镜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戴上它，对手的信息一览无遗。”王健琪说，“增

强人的视觉感知能力，成为大家重点思考的问题。”

那就打造一款“透视眼镜”！团队大胆设想。

“我们的方案是通过眼动信息来控制雷达波束，

眼睛看到哪，生物雷达发射的电磁波就指向哪，从而

实现‘看哪儿探哪儿’。”团队成员安强介绍，“之后，再

将探测信息显示在人的眼前。”

眼动信息的追踪此前已有成熟方案，灵活调控和

定向发射电磁波成为系统实现的关键。安强说：“大

家想到了超材料，它能实现对电磁波偏振、相位、传播

模式等特性的调控。”

“我们反复设计迭代超材料，并将其打造成可光

学透视的超表面，覆盖在生物雷达外表层。”团队成员

邱天硕解释，“当生物雷达发射电磁波经过超表面时，

超表面可根据眼动信息，灵活调控电磁波的指向。”

在此基础上，团队又先后破解了生理微动、运动

速度等感知难题，开发出信号增强、特征提取的机器

学习模型……经过 6 年的接续努力，我国首个超表面

生物雷达“透视眼镜”系统诞生。

近日，团队研究成果获《自然·通讯》杂志刊发。

“目前，我们正在努力降低整体装备的重量。”邱天硕

说，“未来，救援人员戴上‘透视眼镜’，转动眼球就能

‘看到’废墟下的幸存者。”

“在不久前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

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

进自主攻关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让科技更好

造福人类’。这让我们备受鼓舞。”王健琪向记者表

示，“未来，团队将继续加大人机交互、智能装备等领

域技术的研发力度，让生物雷达在平时灾害救援、战

时伤员搜寻中发挥更大作用！”

为 了 第 一 时 间 搜 救 生 命
——我国首个超表面生物雷达“透视眼镜”系统研发纪实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垠）由财政

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金融监管

总局制定的《支持科技创新专项担保计

划》（以下简称《计划》）近日发布。《计

划》旨在有效发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

（以下简称“融担基金”）体系引领作用，

引导银行加大对科技创新类中小企业

融资支持力度，撬动更多金融资源投向

科技创新领域。

《计划》坚持目标导向、体系引领、

市场运作、适度补偿、绩效引导的原则，

着力解决项目有前景、技术有竞争力、

发展有潜力、知识产权价值高，但因缺

少有效抵质押物、难以满足银行贷款条

件的科技创新类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加大对科技创新类中小企业贷

款和担保支持力度。

为精准聚焦支持对象，《计划》明

确，中小企业满足基本条件，并符合以

下条件之一的可作为政策支持对象，具

体包括已纳入“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信

息库”且在存续期内的科技型中小企

业；经省级相关管理部门认定且在存续

期内的高新技术中小企业；在存续期内

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经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公告

的创新型中小企业；正在承担国家科技

项目的中小企业及项目验收处于成果

转化应用期的中小企业；以及依托“创

新积分制”，由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从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中

筛选出的备选企业。

具体企业名单由科技部、工业和信

息化部确定，省级科技部门、工业和信

息化主管部门及时向地方政府性融资

担保、再担保机构提供名单，加强信息

共享和沟通协作。

《计划》还明确，分类提高分险比

例。银行和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分别

按不低于贷款金额的 20%、不高于贷款

金额的 80%分担风险责任。融担基金

分 险 比 例 从 20% 提 高 至 最 高 不 超 过

40%。省级再担保机构分险比例不低

于 20%。

值得关注的是，《计划》将科技创新

类中小企业单户在保余额上限从 1000

万元提高至不超过 3000 万元，并逐步

将对科技创新类中小企业收取的平均

担保费率降至 1%以下。

《计划》还提到，对融担基金加大科

技创新类中小企业风险分担所新增的

代偿，中央财政每年安排资金给予一定

风险补偿。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对支持

科技创新类中小企业成效较好的政府

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给予一定风

险补偿。

四部门实施支持科技创新专项担保计划

近日，科技部官网发布两则通报，

以点名道姓的方式，公布了对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项目中几起科研不端行为的

处理结果，在科技界引起不小震动，也

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这几起行为中，有 4 起涉及项目申

报书抄袭问题。经查，有关人员提交的

项目申报书，在主要指标、研究内容、研

究方法和主要创新点等方面抄袭了其

他已立项项目内容。另有项目评审请

托行为 1 起，有关项目负责人通过打电

话、发信息等方式，请托评审专家对其

申报项目予以关照。

根据公布的处理结果，包括受托专

家在内的涉事人员，分别被禁止 3 至 7

年内承担或参与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

学技术活动，并被记入科研诚信严重失

信行为数据库。

应当说，这样的惩戒是相当严厉的，

涉事人员付出的代价也是很大的。受处

理者中不乏知名专家，但主管部门并未

“网开一面”。如此“重拳出击”，显然是

为了以儆效尤，传递的信号非常明确：科

研诚信的底线不容试探，如果有谁触及，

其学术活动和个人名誉都将毁于一旦。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不端行为背离

了科研诚信原则，性质恶劣、危害严重，

对其进行严肃处理，是及时的、必要

的。如果把科学研究比作攀登山峰，项

目 申 报 就 是 这 座 山 峰 的 第 一 道“ 山

门”。第一步就弄虚作假，试想又能产

出怎样的科研成果？而请托、“打招呼”

破坏的则是项目评审的公正性，进而会

导致真正潜心研究的科研人员无法得

到应有支持，造成“劣币驱逐良币”。长

此以往，还会助长“圈子文化”，危及科

研生态的健康发展。

科学的道路从来没有捷径可走，要

想取得成果，只有踏踏实实沉下心去搞

研究。广大科研人员要以这次通报的案

例为镜鉴，自觉杜绝各种形式的科研不

端行为，明规矩、守底线、走正道，珍视学

术声誉，恪守科研规范。高校、科研机构

和企业作为科研项目申报环节的“守门

人”，也应当扛起主体责任，严格管理、把

好关口，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不能“睁只

眼闭只眼”，更不能“护犊子”。

当然，科研不端行为的治理是一项

系统工程，需要“破立并举”、综合施

策。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问题惩

治，保持对科研不端行为的“零容忍”态

度；一手抓源头治理，把作风和学风建

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弘扬科学

家精神，使广大科研人员不断提升科研

诚信的道德自觉。

我们相信，只要保持“常抓”的韧劲

和“抓长”的决心，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让科研不端行为无处遁形，就一定能营

造出风清气正的生态氛围，守护好科研

环境这方净土。

守 护 好 科 研 环 境 这 方 净 土
◎柯 平

7月 27日，在法国沙托鲁举行的巴黎奥运会射击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
赛中，中国选手黄雨婷/盛李豪夺冠，赢得巴黎奥运会首枚金牌。图为黄雨婷
（左）/盛李豪在颁奖仪式上。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7月 28日，在法国沙托鲁举行的巴黎奥运会射击男子 10米气手枪决赛中，
中国选手谢瑜夺冠，为中国代表团拿下第三金。图为谢瑜在颁奖仪式上。

新华社记者 赵丁喆摄

7月 22日至 28日，“2024泰国未来科学力量展览会”在泰国诗丽吉王后国
家会议中心举行。在展览会上，泰国国家天文研究所专为来自中国的嫦娥五号
月壤样品布置了展台，吸引了大量泰国民众前来参观。

新华社发（拉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