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动“双碳”目标实现 第三代半导体大有可为
□□ 科普时报记者 操秀英

第三代半导体近期备受关注。
小米、传音等公司纷纷抢占第三代半导体材料

应用于快充领域的赛道；在资本市场，第三代半导
体上下游公司——台基股份、安泰科技、露笑科技、
海特高新等表现活跃。政策层面，有消息称，国内
半导体产业将得到统筹发展，行业发展支持力度也
将进一步加大，尤其重视第三代半导体。

在第三代半导体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
长于坤山等业内专家看来，大力发展第三代半导
体，尤其对支撑碳达峰、碳中和意义重大。

第三代半导体即宽禁带半导体，以碳化硅和氮
化镓为代表，具备高频、高效、高功率、耐高压、耐高
温、抗辐射能力强等优越性能，是支撑新一代移动
通信、新能源汽车、高速轨道列车、能源互联网等产
业自主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的重点核心材料和电
子元器件。

中国电动车百人会理事、哈尔滨理工大学教授
蔡蔚分析，第三代半导体功率芯片和器件的固有特
性，决定了其在实现光伏、风力等新能源发电、直流
特高压输电、新能源汽车等电动化交通、工业电源、
民用家电等领域的电能高效转换优势。

“以新能源汽车为为代表的陆海空电动化交通
和以智能化机器人、无人飞机、数控机床为代表的
新兴产业，迫切需要高频、高效和耐温的第三代功
率半导体。”蔡蔚说。

国家电网全球能源互联网研究院原院长邱宇
峰分析，目前电网在新能源发电以及输变电环节的
电力电子设备中所使用的基本都还是硅基器件，而
硅基器件的参数性能已接近其材料的物理极限，因
而无法担负起支撑大规模清洁能源生产传输和消

纳吸收的重任。
“采用碳化硅材料制成功率半导体器件以其高

压高频高温高速的优良特性，能够大幅提升支撑清
洁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运行所需各类
电力电子设备的能量密度，降低成本造价，提高可
靠性和适用性，提高电能转换效率，降低损耗。”他
说。

如何更好发展第三代半导体，助力碳达峰碳中
和、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于坤山认为，首先要实现关键材料、核心芯片
和模块的产业化，做好产业的优化布局并通过示范
和规模化应用。

他具体说道，针对第三代半导体功率器件（SiC
和 GaN 两大材料体系）需求，加速实现第三代半导

体全产业链的自主可控发展，包括：尽快实现高性
能 6、8 英寸碳化硅单晶衬底和外延材料及其功率器
件的量产，6、8 英寸硅基氮化镓外延材料及其功率
器件的量产，高性能封装的器件和模块量产，单晶
衬底生长、加工、芯片工艺、封装、测试等核心检测
仪器和装备的国产化。

此外，于坤山建议，在鼓励地方政府和社会资
本积极参与第三代半导体产业化的同时，要考虑到
半导体产业自身存在的高风险、高投入、高技术门
槛、长周期等特点，有序推进产业布局。

“在具有良好半导体产业基础、资金实力雄厚、
人才储备丰富的地区，以产业链聚集的方式率先布
局上游和中游产业，以期快速实现核心材料和芯片
的产业化，之后以成熟的团队和企业为核心，在更
大的范围内进行量产和扩产，最后将第三代半导体
的成熟技术和产品推广应用到各行各业。“于坤山
说。

蔡蔚也强调，要加强产业链建设，从衬底、外
延、芯片到封装、控制器设计制造以及应用等各环
节实现全寿命周期的低碳甚至零碳战略。“原材料、
芯片和器件自主可控是第三代宽禁带功率半导体
产业健康发展的基石，也是全产业链落实双碳战略
目标的保障。”他说。

在此基础上，邱宇峰建议，要促进研发与应用
的结合，在下游新能源汽车、光伏逆变器、充电桩、
数据中心、智能化工厂、白色家电、消费类电子、物
流、能源互联网等领域开展应用示范。通过应用示
范，帮助设备制造企业熟悉掌握第三代半导体器
件，加快实现产品迭代，尽快打开市场应用需求通
道，使产品加速成熟。

7月 23日，一年一度的巴斯夫小小化学家北京站活动在中国科学技术馆启动。今年的
活动围绕“气候变化”和“健康防护”的主题，为孩子们带来了全新的趣味实验，以寓教于乐的
方式引导他们探索日常生活中的化学奥秘。全新推出的“CO2实验室”深入浅出地阐释“全球

变暖”和“温室气体排放”的概念，帮助孩子们认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性，进而思考如
何从自身出发，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中减少个人碳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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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

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

没有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

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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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发高烧”，夏季怎样学会防暑降温

一场罕见的特大暴雨后，灾后的我们会出现哪
些心理和身体反应？如何正确应对灾后心理反应？
如何进行科学的心理疏导？

“对受灾者的陪伴，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一
些‘不适当’的关心，可能在不经意间，对受灾者造成
二次受伤。比如多次询问对方灾难发生时的经历，
给对方看灾难时的恐怖图片和视频，或者讨论一些
很细节的受灾信息。这些都是我们在与受灾者交流
时，要尽力避免的。”7 月 25 日，澳洲注册心理督导
师、怡得（上海）心理咨询有限公司教学总监曲韵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

受灾者往往会出现短时间的急性心理障碍

当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时，受灾者往往会出现短
时间的急性心理障碍，或留下长期的心理创伤，如创
伤后应激障碍（PTSD）。

据统计，每10位经历过创伤的人，就有1到4位
会发展成创伤后应激障碍。

“暴雨突然来临，处于其中的人们因为没有任何
准备和预期，情绪和行为会出现异常，这是非常正常
的现象。”曲韵说。

专家指出，在灾难发生之后，人们可能在未来数
周内产生以下的反应。比如，很担心灾难会再次发
生，害怕自己或者亲人会受到伤害；感觉人是那么的
脆弱，不堪一击，不知道将来该怎么办；大多数人会
大声嚎哭，或者不断地抽泣来宣泄或者疏解，少数人
会表现麻木冷漠，没有什么表情；觉得上天怎么可以
对自己不公平；一想到失去的亲人，心里就觉得很空
虚；不断地期待奇迹出现，却一次一次地失望；对于
灾害相关的声音图像气味儿等感觉反应过度；等等。

身体也会随着出现各种变化，易疲倦、发抖抽
筋、呼吸困难、喉咙及胸部感觉梗塞、子宫痉挛、记忆
力减退、肌肉疼痛、眩晕、月经失调、心跳突然加快、
反胃、拉肚子……

“身处天灾，人们会很痛苦，会不愿意相信这是
真的，也会出现抑郁、伤心、悲哀、焦虑、担忧等情绪，
大脑可能会有闪回，睡不着觉，吃不好饭，这些都是
必然会发生的，大多数人在心理受到冲击后，必然会
有这些反应。”曲韵说。

不要追求“情绪稳定”而去压制或者疏导

面对如此大的冲击，在灾难发生后，应该怎么
办？

专家建议，以下几种简便的方法，可以用来帮助
自己减轻不良情绪对我们的影响。

一是保证睡眠，可以适当做一些放松和锻炼的
活动，比如跑步、听音乐等；二是保证饮食和营养，是我们战胜创伤疾
病创伤康复的必备条件；三是不要阻止亲友对伤痛的诉说，让他们说
出自己的痛苦是帮助他们减轻痛苦的重要途径；四是不要勉强自己
和他人去遗忘痛苦，更好的方式是和我们的朋友、家人一起去分担痛
苦。

“千万不要为了追求‘情绪稳定’而去压制或者所谓疏导。”曲韵
提醒，“我们应该是提供更好的环境，让他们能够自我调节的更顺畅。

“对于少部分无法自我修复的患者建议主动去求医，而对于大部
分的人来说，不要急着去干预，要给他们时间让他们自我修复。”曲韵
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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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言：空调时开时关更省电
真相：如果频繁开关空调，反而会更费电。这是

因为虽然空调不工作时不耗能，但启动阶段的能耗
很高。如果重启次数多了，总能耗会超过空调一直
开着的能耗。而且空调工作时间越长，这种对比越
明显。

最简单的空调由压气机（也叫压缩机）、换向
阀、冷凝器、节流阀、蒸发器组成。在空调制冷的过
程中，压气机的作用最关键，它是耗能大户。

压气机启动时，转子部件转速从 0 开始增加，直
至指定速度。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压缩流体做功耗
能、摩擦耗能以及随机振动耗能外，还有一个是启
动耗能，也就是让转子加速的耗能。转子越大，此
部分消耗的能量越多。

其实，缩小室内、室外温度差，尽量减少室内和
室外的热交换，是更有效的空调省电方法。此外，
空调不用的时候彻底断电，合理利用睡眠模式以及
使用变频空调，也可以省电。

流言：剃成光头就不会有头皮屑
真相：只要有头皮，就会有头皮代谢产物。所

以，光头出现头皮屑的风险一点不少。而且，没有
头发的保护作用，过度的日晒、气候变化等环境刺
激，就会直接作用在头皮上。

头皮屑是人体头部表皮细胞新陈代谢的产物，
其产生的过程是人体表皮细胞的角化过程，是正常
现象。之所以大部分时间看不到头皮屑，是因为正
常的头皮屑尺寸小于 0.02mm，小于人眼可分辨的颗
粒物尺寸。

导致头皮屑增多的原因可不少，压力过大、作
息不规律、洗头发时水太热、洗护用品中含有刺激
性的化学品，都可能引起头皮发红、发痒、疼痛、局
部肿大等症状。

此时，头部的表皮细胞代谢发生改变，皮脂腺
分泌油脂的情况也受到影响（一般是油脂分泌增
加），油脂大量分泌堵塞毛孔，降低头皮通透性，细
菌真菌大量繁殖，破坏皮脂膜的生态环境平衡。这
让头皮防御功能减弱，更多的表皮细胞死亡和损
伤，产生更多的表皮细胞代谢产物——即过量的头
皮屑。

流言：维生素有益健康，有条件应尽量多补充

真相：某些类型的维生素补充超过标准供给量
后会产生相关毒性。其中，过量摄入维生素 A 和维
生素 D 可能具有的毒性潜能最大，中等毒性潜能的
是烟酸（即维生素 B3），其他为低毒性潜能或是可忽
略的毒性潜能。

此外，某些维生素会降低某些药物的药效，甚
至加大某种疾病的患病风险。比如最常见的维生
素 E，具有较好的抗氧化作用，经常被添加在护肤品
中，也可以通过服用维生素 E 促进性激素的分泌。
但是过量补充维生素 E，会使心脏衰竭的风险提高
13%。

一般来说，大多数的饮食所提供的各种维生素
可以满足人体所需水平，并预防维生素缺乏引起的
临床症状。以下这些情况下才考虑使用维生素补
充剂：孕期、妊娠期、哺乳期的女性适当补充叶酸；
素食主义者和超过 50 岁的人可以补充维生素 B12；新
生儿补充单剂量维生素 K 以预防异常出血；某些药
物或疾病会干扰人体对维生素的吸收或利用，在这
种情况下还需补充特定的维生素。

（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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