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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短讯

科技日报讯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8月8日报

道，由美国物理协会组织的斯诺马斯夏季研究会

于 7月 28日到 8月 6日召开，会上来自 100所大

学和实验室的近700位粒子物理学家经过9天的

密集讨论，最后以一个统一的框架来总结。这一

框架规划了物理学家如何在未来20年里揭示隐

藏在物质、能量、空间与时间背后的秘密。

在过去两年中，物理学家在理解宇宙基本法

则方面取得了非凡进步，但在有关宇宙性质的很

多方面依然觉得困惑。比如中微子的基本属性、

暗物质和暗能量的所有性质等等问题至今仍保

持神秘。而在去年 7月发现与希格斯玻色子高

度近似的新粒子并不断加深确认后，物理学家们

提出了一个粒子物理学未来研究工作的20年展

望，包括了今后要研究的宇宙问题框架。

以下是问题简述：

（1）希格斯粒子与人们迄今为止所遇到的

任何其他粒子都不同，它为何会不同？还有更

多的不同之处吗？

（2）中微子非常轻、难以捉摸而且会在飞

行中改变身份。怎样使这些特性符合我们对

自然性质的理解？

（3）已知粒子占了宇宙中所有物质的 1/6，

剩下来的是暗物质。但它究竟是什么？我们

能在实验室里探测到这些粒子吗？自然界还

有其他未发现的粒子吗？

（4）自然界已知有四种力，它们能否统一

成一种力的形式？还有其他科学家未曾预料

的新力吗？

（5）时空中是否存在隐藏的新维度？

（6）大爆炸产生了物质和反物质，但我们

今天的世界只由物质组成，为什么？

（7）宇宙的膨胀为何会加速？

“在粒子物理学领域有许多能量，也有大量

的观点，”美国物理协会粒子与场分部主席乔纳

森·罗斯纳说，“在过去的一年来，我们发现了希

格斯玻色子，并在研究中微子行为上取得了重要

成果。但还有更多秘密等着发现。我们对宇宙

物质和能量掌握的还不到5%，而在未来20年里，

将有什么实验来帮助我们拓展这些知识呢？”

此外，会议报告也反映了科学家们的下一

代观念，包括了对研究生、博士生和该领域年

轻科研成员的调查结果，而他们将成为粒子物

理学界的中流砥柱。“我们对近 1000 名年轻科

学家进行了调查。”美国锡拉丘兹大学研究人

员乔纳森·阿萨迪说，“斯诺马斯进程还在计划

下一代实验，其中许多长达 10 年之久。今天

的决定将造就未来年轻科学家的职业，从现在

开始他们将执行这些实验。”

最终报告将于今年秋季公布，将详细解

释每个问题的科学重要性，以及探索这些问

题所需的科学仪器。会议报告将为粒子物理

学项目优选小组（P5）提供决策参考，开发战

略性计划并为美国能源部和国家科学基金会

提供建议。 （常丽君）

科学家提出未来20年粒子物理学研究框架
追寻隐藏在物质、能量、空间与时间背后的秘密

韩国总统朴槿惠 6月 30日在中国西安参

观了三星电子半导体工厂。该工厂建设第一

期投资总额达 70 亿美元，是韩国公司在中国

中西部投资规模最大的工厂，集中体现了三

星电子在飞速发展的中国及全球半导体市场

上先发制人的姿态。

说起半导体，上一代中国人会因为一个

特定历史年代对收音机的普遍称呼而产生一

定误会。但是，今天身处智能时代的我们真

的有必要观察一下，我们邻国最大的电子企

业在半导体，特别是闪存事业上取得的长足

进步。因为当三星电子近日表示，从 8月 6日

起在全球最先开始量产新概念 3D 垂直堆叠

型结构 NAND 闪存芯片（3D V-NAND）的

时候，业界有人惊呼，三星电子正在以独创技

术突破半导体技术极限。

打破传统结构
完成制程创新

之所以说身处智能时代的我们应该更多

地了解半导体事业的发展，是因为我们手里

的平板电脑、智能手机以及一切使我们生活

变得更便利的智能产品都离不开闪存的技术

进步。特别是 NAND 闪存在断电情况下也

能完整保存数据，所以主要用于在智能手机

中存储音乐、照片和视频等，也可用于取代传

统 HDD 硬盘的固态硬盘 SSD 中。而三星电

子作为全球 NAND 闪存技术的领导者，正在

掀起闪存事业的一场又一场革命。

三星电子此次推出的 3D 垂直堆叠型结

构 NAND 闪存芯片规格为 128Gb，为业界最

大容量。该产品同时采用了三星电子独创的

“3D 圆柱形电荷捕获型栅极存储单元结构技

术”和“3D 垂直堆叠制程技术”，与采用 20 纳

米级单层结构的高性能 NAND 闪存产品相

比，密度提高了两倍以上，由此显著提高了生

产效率。

到目前为止，业界主要投入量产的闪存

芯片采用的是 40 多年前开发的浮栅结构。

传统 NAND 闪存由控制栅和浮栅组成，并在

以导体制成的浮栅上存储电荷。当微细化发

展到 10 纳米级以下时，存储单元之间的电极

干扰将会加重，使得制程的微细化变得很困

难。随着近来 10 纳米级制程工艺正式开始

投入使用，存储单元间的间隔大幅缩小，使得

电子外漏导致的电子干扰现象越来越严重。

从某种程度上说，NAND 闪存的微细化技术

已达到了物理极限。

然而，三星电子此次将原来单层排列的

存储单元以 3D 垂直堆叠方式重新排列，不

仅同时实现了结构创新和制程创新，更将原

有问题一并解决，使 3D 闪存芯片量产成为

可能。

应用最新工艺
实现垂直堆叠

三星电子通过多年研究设计出的“3D 圆

柱形电荷捕获型栅极存储单元结构技术”，把

存储单元像盖摩天大楼一样垂直堆叠 24 层，

是三星电子在全球领先开发的 2D 平面电荷

捕获型栅极芯片技术（2D CTF）的立体 3D进

化版。

CTF 结构仅由控制栅组成，取代传统浮

栅的是奶酪状的绝缘体，并在该绝缘体的空

隙中存储电荷。由于只有一个栅极，存储单

元的高度因而较低，而且绝缘体可以减少存

储单元之间的干扰，相对更容易实现微细

化。而三星电子新设计出的 3D CTF 结构

将传统的单层 CTF 结构改良升级为 3D 立体

结构。原来长方形的控制栅被改为像戒指

一样中空的圆柱体，因而可以最大化的利用

空间，并使堆叠制程更加容易实现。采用该

结构的存储单元通过把电荷存储在具有高

稳定性的绝缘体中，大幅减少了上下存储单

元间的电子干扰现象。新产品的写入速度

将提高两倍，作为存储单元寿命衡量标准的

可擦写次数随产品种类不同也将提高两倍

到十倍不等。

“3D 垂直堆叠制程技术”是实现在尽可

能小的芯片上放置尽可能多组件的技术。三

星电子开发了从高层向低层穿孔以连接电极

的蚀刻技术，以及将存储单元垂直围绕在各

层板面上的门极结构技术等一系列独特并有

突破性的工艺技术。

注重专利保护
倾力技术革新

三星电子在过去十年研究“3D 垂直堆叠

型结构 NAND 闪存”的过程中，研发了 300余

项核心专利，并已在韩国，美国和日本等世界

各国提出了专利申请。由此，三星电子在事

实上成功突破了 10 纳米级以下半导体技术

的极限，为将来推出 1Tb 以上大容量 NAND

闪存确保了技术来源，也迈开了 NAND 闪存

技术革新的脚步。换句话说，今后的技术竞

争将不再是利用最新的光刻设备来追求微细

化的竞争，而是迎来了加高堆叠层数来实现

大容量化的彻底的技术转型。

美国市场调查机构预测，世界 NAND 闪

存芯片市场将持续增长，从今年的 236 亿美

元增长到 2016 年的 308 亿美元。三星电子在

全 球 首 次 投 入 量 产 3D 垂 直 堆 叠 型 结 构

NAND闪存，确保了绝对的产品竞争优势，并

将在今后以差别化的独创技术持续加强存储

器芯片事业的竞争力。

（科技日报首尔8月8日电）

以3D视角审视闪存革命
——三星电子开创内存芯片3D时代的背后

本报驻韩国记者 薛 严

当你似站非站、似坐非坐地从地球表面飘

起又飘落，你几乎完成了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

朗 1969 年 7 月 20 日那彪炳人类史册的壮举。

不同的是，你今天是在“欧洲太空中心”里做出

阿姆斯特朗 40多年前在月球上的“跳行”。

如今，许多向往太空的地球人，尤其是青

少年被吸引到这里，体验代表人类 20 世纪最

伟大成就之一的“月球跳行”，并参与其他太空

科普项目。

离开“欧洲之都”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沿高

速公路向卢森堡方向行车近 90 分钟，就能看

见一座全尺寸航天飞机模型。这就是“欧洲太

空中心”的地标物。“欧洲太空中心”毗邻欧洲

航天局设在比利时的地面监测控制中心，以普

及航天科学技术为目的，由欧洲航天局和比利

时政府在 1991年联合投资建成。

“欧洲太空中心”主任让·托马斯告诉记

者，该中心在暑假期间是天文学和宇航学主题

夏令营的热门地。他说，一般情况下，“欧洲太

空中心”主要定期接待来自比利时和其他欧洲

国家的青少年，而今年暑假，还要迎接美国、亚

洲和非洲的学生。记者采访时，遇上了首批来

自中国的中学生参观团。

“欧洲太空中心”汇集了一些美国航天局

和欧洲航天局训练宇航员的仿真器械，供参

观者体验宇航员离开地球进入太空后在微重

力环境中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月球跳行”设

备是最受参观者喜爱的体验项目之一。来自

北京“八一”中学的管浩顺坐上一款多轴椅，

旋转一番后，感叹“很刺激”。这是美国航天

署当年为“阿波罗”登月飞行的宇航员专门设

计的训练设备。当参观者坐在旋转圆椅上感

受加速重力后，出现短时间目光呆滞、控制力

减弱的反应时，也引发其他参观者善意好奇

的笑声。

让·托马斯介绍说，太空技术与日常生活

并不遥远。在“欧洲太空中心”展厅里，陈列着

记忆金属、太空棉以及其他一些如今已常见于

日常生活的材料。它们产生于伟大的探索太

空项目，现在被广泛运用于日用品制造。

在“欧洲太空中心”的夏令营里，学生们可

以通过天文望远镜观察星象，使用显微镜了解

地球微生物。他们还会按照不同的年龄和技

术水平分别参与 3 个等级组的活动，每个组的

成员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合力制作一枚火箭，火

箭从 50 厘米高到 1.5 米高不等，分为自由飞行

和可遥控飞行两种，使孩子们在娱乐中初步掌

握基础太空技术。他们在离开夏令营前为火

箭点火，火箭腾空而起的轨迹，为奇妙的“太空

之旅”画上圆满句号。

太空主题夏令营的热门地
——走进“欧洲太空中心”

新华社记者 王晓郡

科技日报首尔8月8日电（记者薛严）韩国

专利厅和韩国知识产权保护协会8月7日表示，

今年上半年韩国企业和外企之间专利诉讼案达

210起，与去年同期相比激增130.8%。韩国企业

的国际专利诉讼案 2009年为 154起，2010年为

186起，2011年为280起，2012年为224起。

从技术领域来看，信息通信领域争端数量

占到 43.3%，排名第一，电气和电子领域争端数

量排名第二。韩国两大支柱出口产业——电

气电子和信息通信领域争端数量在上半年国

际专利诉讼案中占 78.1%。

从企业规模来看，大企业诉讼案达 166

起，中小企业 42 起，研究所和个人等 2 起。加

上向各国海关提起的诉讼案，实际案件可能更

多。韩国专利厅相关负责人表示，2012年专利

纠纷有所减少，但近来俗称“专利流氓”的非执

业实体（NPE）起诉数量猛增，使得 2013 年上

半年专利诉讼数量出现了大幅增加。专利流

氓习惯于集中攻击各家企业弱点，因此需要采

取应对措施。三星经济研究所相关研究人员

表示，因为专利主要集中在信息通信领域上，

且韩国企业不得不进入海外市场，势必会遭到

攻击。今后专利流氓的攻势会更加强烈，随着

融合产品增加，专利问题也会不断出现。

在国际专利纠纷中，韩国企业被起诉的情

况比提出诉讼的情况更多。从 2008 年到 2013

年 6月共 1235起国际专利诉讼中，韩国企业被

起诉案达 1015 起，约达起诉数量的五倍。其

中，韩国同美国企业的诉讼案最多，同一期间

与美国企业的纠纷占比达 71.4%。

韩企业国际专利纠纷数量激增

科技日报讯 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

《技术评论》杂志7月31日报道，美国研究人员正

尝试取两种不同的太阳能技术之所长，研究出一

种晚上和阴天也能工作的“混合太阳能”技术。

美国能源部下属的能源高级研究计划署

（ARPA-E）表示，目前，太阳能正变得越来越

便宜，但其独有的间歇性使其只能在某些时段

某些地方施展“身手”，仅占美国总能耗的 5%。

有鉴于此，ARPA-E将投入3000万美元，对

几个让光伏技术和太阳光热技术“联姻”的示范项

目提供资助，这样的“混合太阳能”技术有望在晚

上和阴天都工作，相关研究目前还处于初始阶段。

当前，将太阳能电池板产生的电能存储起

来要么非常昂贵，要么在某些地方并不实用。

光热电站会聚集太阳光来加热水并为涡轮制

造蒸汽，也可以通过将热保存在隔热的容器内

从而将能量存储起来。光热电站的成本是太

阳能电池板的 2倍。

ARPA-E 认为，光热电站和太阳能电池

板有几种“联姻”方式。

有些光热电站需要将太阳光集中在细小

且超高效的太阳能电池内，但聚集的太阳光产

生的热会消散在大气中。如果这些热能被收

集起来，它们就能被存储起来以供日后发电使

用。不过，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比较高的温度，

而高温会破坏太阳能电池，研究人员目前正在

研制耐高温能力更强的太阳能电池。

另一种可行的办法是将太阳光光谱分

开。太阳能电池很擅长将某些光转化为电，但

对另一些光波则无能为力。人们可以让无法

被有效利用的光波长另谋出路，用其来加热水

并产生蒸汽。塔尔萨大学的机械工程学教授

托德·奥塔尼卡正在践行这一理念。他利用悬

浮在透明液体中的纳米粒子来吸收某些波长

的光，而让另外一部分光通过纳米粒子到达一

块太阳能电池内。粒子吸收太阳光后会变热，

液体可以被用来产生蒸汽。

让热和太阳能电池板提供的电结合这一

想法并不新。此前就有公司在传统太阳能电

池板旁边添加一些管子并让水通过管子。太

阳能电池板提供的废热可以将水加热。不过，

这些系统的工作效率不高。

ARPA-E 也在考虑资助其他利用热和电

的储能技术。例如，将热添加到电解液中，从

而提高水制氢的效率，产生的氢气可以让燃料

电池发电。 （刘霞）

光伏和太阳光热技术“联姻”

“混合太阳能”即使夜间也工作

一种试验性疫苗
可有效预防疟疾
新华社华盛顿8月8日电 （记者林小

春）美国开展的一项小规模一期临床试验

显示，一种试验性疫苗可安全有效地帮助

成年人获得抵抗疟疾的免疫力，从而预防

疟疾感染。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等机

构研究人员8日在《科学》杂志上报告说，他

们用恶性疟原虫的子孢子制成这种名为Pf-

SPZ的疫苗。这些子孢子经过放射、冷冻等

技术弱化活性，但未被完全灭活。尽管该疫

苗仅能通过静脉注射方式接种，但它为研制

可广泛适用的疟疾疫苗铺平了道路。

在这项为期一年的试验中，研究人员

在疟疾高发地区共招募了 57 名 18 岁至 45

岁的成年人志愿者，其中 40 人接受 PfSPZ

疫苗注射，另外 17人作为对照组。结果发

现，注射 5个剂量疫苗的 6名志愿者再没得

过疟疾，注射 4个剂量疫苗的 9名志愿者中

只有 3人感染疟疾。研究人员因此得出结

论，接受的疫苗注射剂量越大，人体内对疟

原虫的抗性越强。

该试验首席科学家、美国国家过敏症

和传染病研究所疫苗研究中心的罗伯特·
塞德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试验表明疟原

虫的子孢子可用于开发疟疾疫苗，为人体

提供高水平的保护。PfSPZ 疫苗是对抗疟

疾迈出的“有希望的第一步”。

疟疾是由疟原虫引起的疾病，多由蚊

子叮咬传播。如不及时治疗，疟疾可通过

破坏对重要器官供血而致人死亡。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10 年全球约

2.2 亿人感染疟疾，其中 66 万死亡。大多

数疟疾病例发生在非洲，几乎每分钟都有

非洲儿童死于疟疾。不过，目前市场上还

没有有效的疟疾疫苗。

远离“蓝光”
安享梦乡

据新华社东京8月9日电 （记者蓝建
中）日本一个研究小组最新研究发现，对发

光二极管（LED）灯具的蓝光波段进行控

制，可以达到改善睡眠的作用，这将用于研

发适宜于睡眠的照明灯具。

褪黑素是大脑内松果腺分泌的天然荷

尔蒙，在无光照的夜间分泌量最大，能够帮

助降低体温和脉搏，有助于睡眠，清晨褪黑

素的分泌减少，人就慢慢醒来，因此它也被

称作“睡眠荷尔蒙”。现代社会的各种照明

设备和数码设备都会对褪黑素的分泌产生

影响，从而导致睡眠障碍。

日本名古屋大学和爱知县立大学的研

究小组研究发现，LED 的蓝光波段与褪黑

素的分泌密切相关，是干扰褪黑素分泌的

“元凶”。研究人员据此研发出能够人为调

节蓝光波段的 LED，并让养老院的老人进

行了使用测试。

在两周的使用测试中，测试对象的夜

间睡眠状况有所改善，夜间睡眠更稳定，而

且白天比较不容易打瞌睡，此外他们的认

知状况也有所改善。

研 究 称 网 络 评 价
不 一 定 靠 谱

新华社北京 8月 9日电 在网络购物

或浏览时，用户评价在网站信用体系中扮

演重要角色，它对网民的选择似乎有参考

作用。然而，一项发表在《科学》杂志网站

的研究结果显示，这类评价并不一定反映

事实，因为多数人易受“羊群效应”影响，致

使他们的选择更可能遭人为操纵。

这项研究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网络

科学家斯南·阿热勒领导的团队进行。他

通过与一家知名新闻网站合作展开实验。

该网站允许网民自由发表评论，并可给别

人的评论发出“支持”或“反对”的评价。

历时 5 个月的实验观察期内，网民共

发出 10 万条评论，浏览次数超过 1000 万

次，这些评论获得 30万次的用户评价。研

究人员对每条评论随机给出“支持”或“反

对”评价，其他的则不给评价。

结果显示，被人为“支持”的评论获得

更 多 正 面 评 价 的 可 能 性 总 体 增 加 了

25％。此外，被研究者“反对”的评论则通

常能获得另一名用户的“支持”。

“我们的实验无法揭示人们做决定时

的心理状态，”阿热勒说，“但一个直观的解

释是，人们对负面评价多持怀疑态度，往往

更倾向于赞同别人的正面评价。”

不过纽约微软研究院的科学家邓肯·
沃茨说，尽管这是个不错的实验，但现在还

无法证明这种“羊群”心理是适用于所有网

络活动，还是仅限于某个网站。

那么企业会否利用网民这种从众心理

推销自己的商品？沃茨说，这个说起来容

易做起来难，如果人们察觉或知道了评价

体系被操纵，那么这种“羊群效应”就会破

碎或彻底消失。

8月 5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东南130多公里的欧洲太空中心，一名中国中学生进行“月球跳”。“月球跳”是人类首次登上月球的行
走方式。 新华社记者 王晓郡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