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穿着厚重的登山鞋，时不时地
将敲落的石头样品装进背包里。累
了，以地为席，拿出“泡面、午餐
肉、榨菜填饱肚子；困了，以天为
盖，找个壕沟一趴和衣而眠……近
日，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
究所刘嘉麒院士在北京市委宣传
部、市科协等部门组织开展的评选
活动中，当选为2023 年北京“最美
科技工作者”。在采访中，随着这位
耄耋老人的娓娓道来，我们似乎看
到了曾经他那风尘仆仆的工作状态。

率先摸清我国火山家底

“火山是地球或者星球的灵
魂，也是它们有生命力的一种象
征。”刘嘉麒说，地球上每年大约有
50到70次火山喷发，大海里喷发的
火山比陆地还要多。

为研究火山，他造访了50多个
国家和地区，考察过中国和全球大
部分火山。“在我研究火山领域之
前，中国有无火山、有多少火山都
是个未知数。”

1981年，刘嘉麒在硕士论文里
探讨了“长白山地区新生代火山活动
的研究”，这是他与火山结缘的起
点。随后，他在野外考察了我国14
个省区的新生代火山分布的地质地貌
特征，用科研成果改变了人们以往认
为中国近代没有火山活动的观念。

从事地质科研60多年，刘嘉麒
率先查明了我国火山的时空分布，
成功测定了这些年轻火山岩的年
龄，撰写了《中国火山》专著。

“不出野外不行，不吃苦不行。”
刘嘉麒说，为研究火山已经记不清跑
坏了多少双鞋子，好几次鞋底都掉
了，只能用绳子把鞋底绑在脚上。

提起这些往事，老人眼中充满
坚毅，一言一语中传达着敢为人先
的拼搏劲儿。“地球大，宇宙大。
做 研 究 要 做 到 ‘ 博 大 ’ 和 ‘ 精
深’，选择一个方向，占领一个领
域，掌握一种方法，解决一个问
题。没有实力不行，要做本事大的
人，要做到没你不行。”

正是在“四不”精神的追求下，
刘嘉麒闯荡了更多的科学“无人
区”。他是国内最早在雷琼、东北、
内蒙古等地确定和发现玛珥湖并从事
研究的科研人员；他在渭南黄土剖面

中建立了15万年高分辨率的时间标
尺，为陆相沉积物提供了一个可对
比的独立时标，并首次发现黄土中
游离的温室气体高异常……

把石头拉成丝变成“金子”

在刘嘉麒的办公桌上，有两管
闪烁着暗淡金黄色光泽的线圈，这
些细细的柔软的丝线是石头做的。

研究火山60余年，如今他把火
山石玄武岩拉成了丝，做到了“点
石成金”。“我研究的石头现在大有
用处了。玄武岩可以拉成丝，丝可
以复合成许多其他高级材料，形成
一系列无机非金属新材料，以其独
特性能代替钢铁及其他材料。”刘嘉
麒说，“科研不仅要创新，还要创
业。只有把科学变成财富，科学价
值才能有效地发挥出来。”

如今，我国新生代火山活动规
律的研究达到国际水平，并已经成
为玄武岩新材料领域的引领者，相
关技术、生产和应用水平都远超其
他国家。

“80后火山院士”成科普
网红

“孩子们，你们好！”刘嘉麒的

科普视频总以这样的问候开头，称
呼网友为“孩子们”。视频中的他带
着亲切和蔼的笑容，令观众丝毫不
觉得与这样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有
什么距离感。

因为科普，院士和“网红”，
这两个看似不搭边的词汇也成为刘
嘉麒的身份标签，被网友称为“80
后火山院士”。

刘嘉麒告诉记者，他对网络平
台的“玩法”并不是很清楚，但依
然乐于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向年轻人
分享火山知识。“做科普光内容丰富
还不够，形式也得丰富多彩，方法
得适合年轻人。”

在科普工作第一线奋斗了20余
年，刘嘉麒每年在线下开展二三十
场科普讲座活动，坚持不懈地将知
识回馈给社会。

除了责任的驱使，刘嘉麒热衷
科普，还因为他认同和践行科学普
及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精神。“科
研是精英科学，科普是大众科学。
科研的本质是创新，科普的本质是
把科学应用最大化，这两者是有区
别的。”刘嘉麒说，“在提高公众科
学素养这方面，科普在某种程度上
比科技创新还要重要。”

科普全媒体平台 中国科普网 www.kepu.gov.cn 投稿邮箱：kepushibao@kepu.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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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团队成功开发出一种基于二硫
化钼的原子级薄晶体管，能直接在 8 英寸的二硫化钼薄膜
CMOS晶圆上生长，无须任何转移过程。这种由二维材料制
成的芯片可以像建楼房一样一层一层地堆叠上去，在更小的
面积上集成更多的晶体管。

业界认为，这将是芯片领域一次零的突破，或将助有失
效之忧的摩尔定律得以延续。

传统芯片的发展“瓶颈”

自首颗芯片诞生以来，在摩尔定律“集成电路上可以容
纳的晶体管数目在大约每经过18个月到24个月便会增加一
倍，同时价格下降为之前的一半”的见证之下，芯片的性能
越来越强，尺寸也越来越小。

“通常情况下芯片的制程越先进，也意味着可以在更小
的空间内集成更多的晶体管，芯片算力及性能大幅提升的同
时，芯片的能耗也会大幅下降。”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
所副研究员石侃接受科普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直以来，
更先进的制程技术是芯片产业不懈的追求。

当然，随着制程技术越来越先进，芯片研发难度和制造
成本也越来越高，当芯片制程节点达到1纳米之时，芯片技
术的进步将会变得异常困难，这便是摩尔定律的“天花板”。

理论上，当芯片的制程工艺提升到1纳米时候，电路中
电流的电子会穿过半导体闸门，最终形成漏电等各种问题。
目前，全球已经量产的硅基芯片已经达到3纳米，2纳米的
芯片很快也将会量产了。

“随着制程工艺的不断提升，芯片的良品率也开始不断
下降。”一位芯片产业技术人员告诉记者，目前3纳米芯片
的良品率明显要比5纳米低，未来2纳米芯片量产的话，良
品率肯定还会进一步降低。

“制造上的困难也限制了芯片设计产业的想象力。”该技
术人员表示，先进的制程能提高芯片的性能和功耗效率，但
在设计又不得不考虑生产对制程的限制，毕竟，再好再先进
的设计文案不能只停留在图纸上。

从材料入手解决难题

主导芯片产业发展规律几十年的摩尔定律，难道真的就
要“行将就木”？

石侃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他认为当晶体管尺寸涉及原子
尺度的时候，确实会遇到量子隧穿效应等挑战，但并不代表
完全行不通。“通过传统的方法确实不行，但如果能使用石
墨烯、碳纳米管等新的碳基材料来替代传统硅基材料，或者
是使用神经形态、量子计算等新的计算形态，都有可能帮助
摩尔定律‘续命’的，二硫化钼原子级薄晶体管的诞生或许
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目前，传统芯片基本上是用块状的 3D 结构材料制成，
想要通过堆叠多层晶体管实现更密集的集成就变得越来越困
难。新的技术使用超薄的2D材料制成半导体晶体管，每个
只有3个原子厚，这样就能堆叠起来制造更强大的芯片。

其实，这并不是一项全新的技术，此前的研究一直面临
着很大的困难。因为要将二维材料直接生长到硅CMOS晶
圆上，需要大约600℃的温度，但硅晶体管和电路在加热到400℃以上时就
可能出现损坏。新技术则是通过金属有机化学气相沉积法，以低于300℃的
温度合成2D材料，成为技术突破的关键所在。

石侃表示，这种原子级的薄晶体管如果能进入量产阶段，芯片技术的
发展将有望突破摩尔定律在制程节点上的“天花板”。“原子级芯片可以制
造出更小、更快、更高效的电子器件，也可以大幅提高电子器件的可靠
性，使得电子设备更加稳定、安全、寿命长，有望在高性能计算、人工智
能、物联网等领域带来重大影响，并为柔性电子设备、可穿戴技术和智能
纺织品等领域提供强大的支持。”

5月17日，由中国科技馆历时3年自主设计、精心打造的“共话健康真意”常设
展厅全新亮相。展厅共设置8个话题、43件互动体验展品，以“越健康·悦生活”为
主题，聚焦公众关心的健康话题，向公众讲述拥抱健康新理念。

与此同时，依托“共话健康真意”展厅主办的“助力健康中国·共话健康真意”
主题周活动也正在进行中，连续七天的活动包括院士主题日、专家健康课、媒体开放
日、专家咨询日、大众科普日、主题沙龙日以及讲解服务日，旨在推动健康科普更加
深入人心，提升全民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养。

左图：小朋友通过互动展品了解人体构造
上图：观众在食物营养展台进行互动体验

文/图 科普时报记者 陈杰

健康科普入人心健康科普入人心

科普时报讯（记者吴桐 王飞） 由科
技部、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共同主办的
2023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 （以下简称科技
周） 将于5月20—31日举行，主题为“热
爱科学 崇尚科学”。今年科技周将突出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宣传《关于
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
见》精神，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广泛开
展面向公众的特色科技活动。

5月20日，科技周主场启动仪式将在
北京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举办，主场展览室
内重点展示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双
碳”科技等国家重大科技创新成就，以及
全国科普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特色科技
成果、北京市优秀科创成果。场外重点展
示公众能够充分体验互动的特色科普成

果，配合开展以生物安全为重点的国家科
技安全教育。

科技周期间，科技部将联动相关部门、
地方开展“轮值主场”活动，以人工智能、
生物多样性、碳达峰碳中和、航天科技、海
洋科技等为主题，组织开展特色科普活动。
科技部还将组织科学之夜、科技列车行、全
国科普讲解大赛、全国科普微视频大赛、全
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全国优秀科普作品推
荐、科普援藏、全国优秀科普展品巡展暨流
动科技馆进基层、科普进校园、“全国中小
学生创·造活动”、“一带一路”科普活动等
重大科普示范活动。

各地方科技管理部门将支持和动员相
关部门因地制宜开展特色科普活动，同步
组织开展金融科技周、农业科技周、粮食

和物资储备科技周、职业教育活动周、公
众科学日、气象科技周、林草科技周、交
通运输科技周等活动。组织广大科技工作
者和科普工作者，深入田间地头、厂矿企
业、社区农村、中小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
科普服务活动。

公众可登录 2023 年北京科技周官网，
预约门票参观科技周主场展览活动，用文
字、图片、短视频记录和分享科技周体验
和感悟，并在微博、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
参与#2023 全国科技周#话题互动，参加

“热爱科学 崇尚科学”科普短视频征集活
动，还可以登录中国科普网查看全国科技
周网络专题，获取最新资讯和活动信息。

（本报特别策划《科技周精彩亮点抢
先看》见5版）

2023年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20日开幕

踏 遍 水 和 山 敢 为 天 下 先
□□ 科普时报记者 张英贤

“你所发现的新现象是我没有预
料到的，也是不了解的。为什么诺
贝尔奖要发给你呢？不要因为获
奖，就认为自己变成了专家。”这是
美国物理学家费曼给获得诺贝尔奖
的丁肇中发来贺电中的部分内容。
1974年，丁肇中发现了第四种夸克
的束缚态——J粒子，于1976年被授
予诺贝尔物理学奖。

5 月 16 日，丁肇中在中国科学
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以下简称中科
院高能所） 主办的“高能论坛”上
谈起这段往事时仍在感慨，“时刻警
醒着自己，不能因为获奖，就认为
自己变成了专家。”

作为世界顶尖的实验物理学
家，丁肇中不仅发现电子半径为
零，更突破性发现了“J粒子”和胶
子，在高能物理实验领域取得多项
重大成果。论坛上，丁肇中介绍了
他与中国科学家合作半个世纪以
来，从加速器到太空共同探索基础
物理的经历。

中国科学家的三次重要贡献

1978年11月，丁肇中团队在德
国汉堡马克-捷 （Mark-J） 实验中，
利用当时世界上能量最高的加速器使
正负电子加速对撞，寻找新的粒子。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实验组首次发现
了胶子存在的实验证据。

丁肇中透露，27名中国物理学
工作者参与了这项实验工作。他们
先是参加了马克-捷探测器的设计、
安装和调试，也参加了实验数据的
获取与分析、计算机的在线和离线
分析等。这次合作，开启了中外科
技交流的大门。

第二次合作是丁肇中在欧洲核
子中心开展的大型正负电子对撞机
（L3） 项目。该项目更是首次联合
美国、苏联、中国、欧洲等19个国
家的600名科学家共同参与。“作为
关键材料，锗酸铋 （BGO） 晶体当
时世界年产量只有 4 公斤，而我们
需要12吨。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

所严东升院士研发的颜色透明、密
度和钢相同的 BGO 晶体解决了这
个难题。”L3 所有的实验结果都与
电弱理论符合，在丁肇中看来，这
是非常不幸的消息，意味着没有重
大突破。

第三次合作是阿尔法磁谱仪
（AMS） 实验项目。这是第一个安
置于太空中的最强大、最灵敏的精
密粒子探测装置，被永久安放在国
际空间站上，用来捕捉并分析宇宙
射线，寻找暗物质及反物质，揭开
了人类在太空探索宇宙之谜的序
幕。中科院高能所是阿尔法磁谱仪
实验的发起团队之一。丁肇中的实
验团队有很多来自中国的科研人
员，从1978年至今，这个数字达到
近 1000 名。“中国科学家团队作出
了世界公认的贡献。”丁肇中说，
特别是在阿尔法磁谱仪升级研制任
务中，中国科学家也承担关键性的
任务，包括整个硅微条的设计、生
产和测试。

10年后有望证实暗物质存在

从1994年起，丁肇中就专心于
一个项目——阿尔法磁谱仪实验。
这个实验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
的科学项目之一。据他介绍，阿尔
法磁谱仪由穿越辐射探测器、飞行
时间探测器、硅微条探测器、磁
体、电磁能量器、切伦科夫探测器
组成，高5米、长4米、宽3米，重
7.5吨，包括30万道信号通路和650
个微处理器。

根据阿尔法磁谱仪目前收集到
的 390 万个正电子数据精确测量结
果，高能量正电子能量分布与暗物质
理论相符合。“绝对不能说找到暗物
质了。”丁肇中表示，接下来，团队
还将在能量2千亿到2万亿电子伏范
围内收集更多数据继续测量研究，阿
尔法磁谱仪通过升级降低数据误差，
10年后将有望证明高能正电子来源
于暗物质，从而确定暗物质的存在。

（下转第2版）

丁肇中：自然科学研究“要多数服从少数”
□□ 科普时报记者 史 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