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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 轻轻一扫，关注科技日
报。我们的一切努力，只为等候
有品位的你。

科技日报华盛顿10月 7日电 （记者刘
海英）在 7 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一美国

研究小组发表论文称，他们利用碳纳米管和

二硫化钼（MoS2），成功制出目前世界最小晶

体管，其栅极长度仅有 1 纳米，这一仅是人

类发丝直径五万分之一的尺度，远低于硅基

晶体管栅极长度最小 5纳米的理论极值。

制出更小的晶体管，是半导体行业一直

努力的方向，栅极长度则被认为是衡量晶体

管大小的标准。目前，市面上高端电子产品

所用晶体管多为栅极 20 纳米的硅基晶体

管，而业界普遍认为，栅极小于 5 纳米的晶

体管无法正常工作。为克服硅的局限性，美

国能源部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研究员

阿里·贾维领导的研究小组，把目光瞄向了

二硫化钼和碳纳米管。

二硫化钼与硅一样具有晶体晶格结构，

但与硅相比，二硫化钼的导电性更易控制，

且可被加工成只有 0.65纳米厚的、介电常数

（又称电容率）较低的薄层，可算是理想的晶

体管材料。而用直径只有 1 纳米的碳纳米

管做栅极，则是充分考虑制造工艺难度的结

果。因为制造只有 1 纳米的微小结构并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传统的光刻技术无法很好

完成这样的工作。研究小组的测试表明，以

碳纳米管作为栅极的二硫化钼晶体管，可有

效地控制电流。即使栅极只有 1 纳米，其电

气性能表现依然良好。

贾维表示，栅极只有 1 纳米的晶体管是

目前世界上最小的晶体管。同时研究也表

明，材料科学会为电子产品小型化提供更多

的空间。只要找到合适的半导体材料，构建

合适的结构，摩尔定律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

依然可以有效。

栅极长度仅一纳米的晶体管问世

已经推行了几年的“手机实名制”，要在今年年底

画上句号。北京明确 10 月 15 日之前所有“非实名制”

电话将被“单停”（可接听不可打出），11 月底“非实名

制”电话将被“双停”，2017 年 1 月底“非实名制”电话将

被“销户”。全国其他省市根据各自情况也在陆续推进

此项工作，但北京的流程手续最为完备。

虽然“实名制”被称为“最严厉的登记政策”，但这

只是日前六部门联合发布的《防范和打击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的“治理”手段之一。

实名认证是第一道关口 但
不能直接解决问题
《通告》强调，到 2016 年 10 月底前全部电话实名率

要达到 96％，年底前达到 100％，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

真实身份信息登记的，一律予以停机。目前，我国三大

运营商正持续通过宣传、催告等方式提醒未登记真实

身份信息或登记信息不完整的用户进行补登记，并提

供线上、线下多种途径办理补登记手续。

据中国移动介绍，目前中国移动的电话用户实名

登记率已达到 95％以上，对还未补办实名登记手续的

用户，中国移动各省市公司已分批次陆续采取暂停通

信服务等措施，依法督促用户完成实名登记。

被呼吁了很久的“实名制”是不是意味着电信及网

络诈骗就此销声匿迹？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实名制的作用是防君子不

防小人，只是增加骗子的犯罪成本，以及降低案件侦破

的成本，为追根溯源提供便利，并不能直接解决问题。”

中国移动宁宇说，“尤其是，运营商推行实名制，确保的

是手机用户和身份证的匹配一致性，至于这个身份证

是不是本人，光靠运营商不能百分之百肯定。”

宁宇说：“如果不小心遗失了身份证，即使挂失重办，

之前丢失的身份证依然有效。在公安部门的系统里，两个

身份证都是有效的，因为目前身份证里的数据信息相对简

单，无法挂失，这给犯罪分子留下了不小的空间。”

“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借鉴运营商的技术体系。”据

宁宇介绍，运营商将系统里的 IMSI（全球统一的编码格

式，具有全球唯一性）和用户的手机号码关联之后，换

卡换手机都可以做到不换号；一旦挂失旧卡立即失效，

这些特点确保了用户使用的安全性和便捷性。

据悉，公安部门正在研究解决这个问题。

谁来负责个人信息安全

徐 玉 玉 案 、清 华 教 师 被 骗 案 ，使 公 民 个 人 信 息

泄 露 和“ 精 准 定 位 ”诈 骗 的 严 重 性 、危 害 性 更 加 凸

显。电信专家项立刚指出，现在至少一半以上的电

信网络诈骗都是精准作案，信息泄露是诈骗形成的

第一环。

数据显示，约 78.2％的网民个人身份信息被泄露，

包括电话号码、购物习惯、身份证号码等，仅 2015年，网

民因个人信息泄露、垃圾信息、诈骗信息等现象导致总

体损失约 805亿元。

中国通信网总编辑刘启诚说：“为何骗子如此猖

獗？他们是从哪里得到受害人的精准信息？我们的个

人信息安全谁来保护？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无人负责是

‘电信诈骗’案频发的根源。”

《通告》中明确，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获取、非法

出售、非法向他人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对泄露、买卖个人

信息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依法打击。 （下转第三版）

手机实名制能否斩断电信网络诈骗黑手
本报记者 刘 艳

9月 23日，国家六

部 委 联 合 发 布《防 范

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的通告》，这部史

上最严的政府通告从

“限时自首、公检法严

打、手机实名认证、银

行 账 户 清 理 排 查、个

人 信 息 保 护 ”等 多 个

维度对电信网络诈骗

展 开 全 面 打 击 ，在 将

“实名认证”又一次推

向 关 注 焦 点 的 同 时 ，

未 被 提 及 的“信 用 惩

戒 ”已 经 利 用 互 联 网

技术尝试打击电信诈

骗。

早 在 8 月 31 日 ，

中国移动旗下全资子

公司中移在线联合芝

麻 信 用 宣 布 ，将 对 各

类通讯诈骗行为进行

全面的信息披露和信

用 惩 戒 ，经 司 法 认 定

的电信诈骗分子的芝

麻信用评分将大幅下

调，他们在消费金融、

极速办卡等各类信用

服务上将受到全面限

制。

据 介 绍 ，中 移 在

线利用其在移动运营

商领域成熟的实名认

证技术和风险防控手

段 ，为 虚 拟 运 营 商 手

机实名认证提供技术

手 段 和 能 力 ，帮 助 其

全面落实电话实名制

工作。而芝麻信用则

使 用 链 接 分 析、路 径

分 析、群 集 分 析 等 图

算 法 ，融 合 用 户 、资

金、媒介、地址四张关

系 网 ，形 成 了 庞 大 的

关 系 网 络 ，能 有 效 识

别 用 户 真 实 性 ，最 大

限度降低欺诈风险。

与 此 同 时 ，中 移

在线和芝麻信用把实名认证、反欺诈信息验证的能力

和服务向全行业开放。通过这样的合作，有效识别包

括身份冒用等在内各类诈骗行为，不仅尽量在源头减

少电信诈骗的可能，也因为全行业的信息公开共享，使

共同防范和打击电信诈骗成为可能。

据了解，2015 年 7 月，最高人民法院和芝麻信用签

约，开启了第三方商业征信机构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官

方授权，联合开展信用惩戒的先例。据最高法最新信

息显示，9 月 28 日，芝麻信用公布国内首份失信被执行

人（老赖）数据（基于近 300 万样本），芝麻信用已惩戒

“老赖”超过 54万人，覆盖传统信贷、消费金融、旅游、租

赁、住宿等众多场景，有效解决了传统惩戒场景不足的

问题。截至今年 8 月底，全国共限制老赖乘坐列车 155

万余次；乘坐飞机 470余万次；全国各级工商、市场监管

部门依法限制失信被执行人担任法定代表人、董事、监

事等共计 66954人次。

芝麻信用总经理胡滔告诉记者，芝麻信用对各行

业的老赖行为进行联防联控。芝麻信用商家自助服务

平台签约商户可以通过行业关注名单，知晓对方是不

是老赖，有没有经济方面的失信行为等，防控各类老赖

行为，提高风控水平和反欺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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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命 百 岁 是 人 类 的 美 好 愿

望。在现实生活中，百岁人瑞（年

纪在 100 岁以上的人）仍然只占极

少数。那么随着医学进步和科技

发展，人类寿命是会不断延长，还

是存在一个天然极限？

目前有记录的世界最长寿的

人是法国老太太让娜·卡尔芒，她

已于 1997年逝世，终年 122岁。最

新一期英国《自然》杂志刊登的一

项全球人口统计学分析结果称，人

类的寿命存在一个天然极限——

均值约为 115 岁。卡尔芒这样的

人只是统计学意义上的“异常值”，

从概率来看，想要比卡尔芒还长

寿，这种概率是极低的。

不过，也有一些科学家对这一

结论持有异议。他们认为，《自然》

杂志这项研究所用到的数据不够

明确，论文的分析也并未将未来医

学进步这一因素考虑在内。

自 19 世纪以来，人类的预期

寿命一直在稳步上升。偶尔还会

有像卡尔芒这样的“超级人瑞（年

纪达到 110 岁以上）”见诸报端。

科学家还借助基因技术或者饮食

控制手段，成功使一些实验动物的

寿命大大延长。这些都让一些科

学家倾向于推断认为，人类寿命可

能没有上限。

但另外一些科学家则认为，人

类预期寿命的上升以及寿命极值

都会迎来“天花板”。为了调查人

类寿命到底有没有天然极限，美国

纽约爱因斯坦医学院遗传学家扬·
维吉领导的研究小组对“人类死亡

率数据库”进行了分析。这个数据

库的数据覆盖 38个国家。

研究人员推断，如果人类寿命

没有上限，那么随着医学技术的进

步，高年龄段老年人的存活率应该

不断提高。但数据分析发现，1920

年，85 岁老年人的存活率提升最

快；到 1950年前后，90岁老年人的

存活率提升最快；1980 年，99 岁老

年人的存活率提升最快；但这个数

值达到 99 岁之后，就进入了一个

“平台期”，仅在缓慢小幅提升。也

就是说，1980 年之后，尽管医学技

术还在不断进步，99 岁以上老人

与疾病和衰老抗争的“胜算”没有

太大改观。

研究小组随后又分析了“国际

长寿数据库”的数据。结果发现，

法国、日本、美国和英国这 4 个“超

级人瑞”人数最多的国家，在 20 世

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早期间，最长寿者的死亡年龄快速

上升，也就是说最长寿者的存活年限不断延长。但到了

20世纪 90年代中期，这个数字也进入“平台期”，稳定在

114.9岁左右。排在这几个国家长寿榜单第二到第五位

的人，死亡年龄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另外，专门研究

110 岁以上长寿老人的国际研究机构“老年医学研究组

织”的跟踪统计显示，“超级人瑞”们截至目前的死亡年

龄峰值约为 115岁。

维吉研究小组因此得出结论认为，人类的寿命存在

一个天然极限，这个数值约为 115岁。而类似法国的阿

尔芒这样的人，只是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异常值”。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口学研究所专家詹姆斯·沃

佩尔说，在很多国家，人们寿命的上升都已经进入了“平

台期”，但在有些国家却还未进入“平台期”，比如日本、

法国或意大利。日本是目前全球预期寿命最高的国家，

而法国和意大利人口数量都众多且预期寿命也较高。

英国布莱顿大学老年学专家理查德·法拉格则指

出，维吉研究小组并未把未来医学进步这一影响人类寿

命的重要因素考虑在内。“如果不加干涉，人类寿命当然

会有极限”，但动物实验表明，通过基因技术或饮食控

制，确实可以延长预期寿命。但维吉反驳说，这些手段

或可延长人类平均寿命，但并无助于延长最长寿命。

（新华社伦敦10月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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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大型文化活动“2016北京国际设计周”近日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举行。国庆长假中，两万多名市民免费参观，在创新的“体验式”展览模
式中感受科技的魅力。这次活动为市民创造了近距离和全方位感受设计、体验设计、消费设计的机会。图为健康评估机器人正在为人进行健康评估。评估人体的 9
大系统 100项健康指标只需两分钟。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新华社华盛顿10月 7日电 （记者林小春）美国航

空航天局 7 日说，“机遇”号火星车将开进一个沟渠，这

将是火星车第一次探索由液体冲刷形成的火星沟渠。

“机遇”号项目首席科学家、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史

蒂夫·斯奎尔斯在一份声明中说：“自上世纪 70年代起，

我们就从火星轨道上看到了由液体冲刷形成的沟渠，

但从未在地表近距离查看过……我们希望弄清楚这种

液体是否是混杂着大量碎石与水的泥石流，还是大部

分是水但含少量其他物质的水流。”

2011 年下半年以来，“机遇”号火星车一直在直径

为 22 公里的奋进陨石坑西部边缘活动。“机遇”号曾在

那里裸露岩层中发现黏土物质。黏土物质是火星上曾

经有水的证据之一，说明远古火星可能曾有适宜生命

的湿润环境。

探索火星沟渠将是“机遇”号从 10月 1日开始的两

年新任务期的第一个任务。这个沟渠位于“机遇”号现

在位置以南约 1 公里的地方，呈东西走向，有两个足球

场那么长，“机遇”号将在整个沟渠中走上一遍。

在探索完这个沟渠后，“机遇”号接下来将第一次

开进奋进陨石坑的内部，对其中的岩石展开研究。斯

奎尔斯说，奋进陨石坑外部平原的岩石富含碳酸盐，应

该形成于与水相关的过程中；而陨石坑内部很久之前

曾有水流入，所形成的岩石可能与外部有所不同。

“机遇”号在 2003年 7月 7日发射升空，2004年 1月

25 日登陆火星，设计工作寿命仅 3 个月，但实际工作时

间已经超过 12年，获得了包括火星上曾存在“可饮用的

水”等重要发现。美国航空航天局指出，“机遇”号多数

设备工作良好，但发动机等已经远远超过工作寿命。

除“机遇”号外，目前在火星表面活动的还有 2011

年 11 月发射的“好奇”号火星车。而“机遇”号的“孪生

兄弟”、同于 2004 年登陆火星的“勇气”号已于 2010 年

停止工作。

“机遇”号将首次探索火星沟渠

一会儿趴伏于机翼下，一会儿钻进座舱里，拆装机

轮、巡查机身，起落收放信号系统一线检查仪、飞机“健

康档案”等高科技手段轮番上阵……9 月 27 日 5 时许，

祁连山下，寒意袭人，夜色还未散去，西安飞行学院某

旅机务大队官兵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一架架战机在他

们的护佑下，穿云破雾，消失在天际间。

这样的场景，已经重复了半个多世纪。这个大队

维护过 8 种机型，安全保障飞行 34 万余小时，147 万余

次起落，创下了保障飞行安全 57 年的纪录！其间，135

批、3000余名学员从这里飞向蓝天，“英雄航天员”费俊

龙、三夺“金头盔”的蒋佳冀等名字璀璨夺目。

在这里采访，科技日报记者看到的是大队官兵尊

重科学、勇于创新的强军之路，看到的是他们用创新托

举战鹰腾飞的壮歌！

科技成为战斗力的加速器

9月 27日，飞行训练正有序进行。起飞线飞参判读

室内，飞参主任高辉善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脑屏幕上各

种颜色的曲线，逐个数据进行判读，细致分析着飞机各

项参数的变化情况。

在这个大队，通过飞机“健康档案”中重要的参数

指标——飞行参数数据库的前后纵向对比，查找各项

参数趋势变化的方式，来有效预防预测故障隐患，提升

机务保障的效率和针对性，已成为常态。

他们率先为战机建立了一份“健康档案”，将过往

故障绘制成动态曲线。同时，对飞参系统进行了改进，

加入 190余个判定条件，打造了一套以飞参数据为判定

标准的专家系统。目前，这套新系统已经发现和预防

飞行故障 700余次。

记者了解到，自从有了飞机“健康档案”，以往需要

多次论证、确认的故障，现在一测就准，一查便知。

创新是一支军队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加速器。这

一点，该大队官兵早已铭刻心头，成为自觉行动。

某型飞机配发该旅后不久便出现了机载发电机故

障率高的情况，极易发生险情。素有“活的电路图”之称

的特设主任鲁卫福主动与厂家联系，共同进行发电机的

革新和改进。2015年，“某型战机直流发电机综合改进

工作”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如今，这项成果已向

全军推广，而鲁卫福也被空军评为“高层次科技人才”。

用创新简化战鹰保障流程

“神了！这公式真好用”。那年夏天，经过前后 5次

验证，某型教练机校靶工作采用传统校靶法和大队官

兵独创的公式计算法结果一致。这意味着从此校靶工

作的效率提高了近 10倍！ （下转第三版）

祁连山下，他们用创新托举战鹰
——西安飞行学院某旅机务大队科学保障飞行安全 57年纪实

本报记者 张 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