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科院金属研究所研制出
能够利用体温发电的新材料。
研究团队预计，未来 5 年，这种
新材料就可以实现商业化，为
蓝牙耳机、健康监测器、手表、
智能手环等可穿戴电子设备供
电。根据研究人员介绍，这一新
材料为不足一指宽、0.1 毫米厚
的单片灰色软质薄膜， 贴在人
体手腕处即可发电。

研究人员表示， 通过材料
制成的薄膜电池可以回收利用
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废热发
电， 例如利用照明灯灯罩散发
的热量或人体体温。 使用人体
体温发电时， 体温与环境温度
相差 15℃左右时可实现微
瓦———毫瓦量级发电量， 发电
效果随着温差的增大而提高，
特别是当人体运动时消耗生物
化学能产生热量， 或是北方地
区室外温度低于 20℃的时候。
只要有温差存在就可以发电，
体温高于环境温度或是环境温度高于体温
都可以。 王莹

● 市州动态

● 科海泛舟

2018年度科技“新贵”出炉
● 新知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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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边的高科技

作为当今知名的技术榜单之一，《麻省理
工技术评论》 官方网站延续 17 年的历史，日
前遴选出 2018 年全球“十大突破性技术”，点
评科技领域的“新贵”。

每个人的 AI 与对抗性神经网络
迄今，AI(人工智能）仍是几家大型科技公

司的“玩物”，对普通民众来说，AI 太贵也太难
普及。 不过，基于云端的机器学习工具正在将
AI带给更广泛的群体。如今，亚马逊、谷歌、微
软都在试图成为云服务市场的领导者，届时，
他们推出的机器学习工具将走近千家万户。

如今 AI 已经非常擅长识别物体：一百万
张图片中， 它会准确地描述哪张有行人在过
马路，但是 AI 不会独自生成行人的图片。 现
在，对抗式生成网络（GAN）正在利用两个神
经网络，让二者对抗“厮杀”作为训练，其中一
个叫生成网络，依照所见来生成新的图片；另
一个叫判别网络，判断它所见图片是否真实。
最后， 对抗式生成网络学会了识别并创造十
分真实的图片。

3D 金属打印、量子飞跃与实时翻译
3D 打印长期局限在设计者的“小圈子”

里， 现在， 这一制造方式正变得低成本和快
捷，它可以生产出更轻、更坚固的金属零部件

以及形状复杂的器件， 甚至可以精确控制金
属的微观结构。 如果能广泛应用，制造商将不
再需要维持大量库存，可以按需打印；大型工
厂的部分生产也会被小型工坊取代。

化学家一直梦想着设计出新型蛋白质、
电解质和化合物，用于研制药物、设计新型电
池、将太阳能转化为液体燃料等等。 然而，这
些材料分子都很难在经典计算机上建模，量
子计算机却可以做到。 现在，量子算法正在提
升，大分子精确仿真计算也将成为可能。

还有一个神奇的耳塞入选， 它展示了实
时翻译的前景。 这是谷歌研发出的一副叫做
Pixel� Buds 的耳塞， 可以在 Pixel 智能手机上
通过谷歌应用进行实时翻译。

传感城市、网络隐私与零碳发电
阿尔法特（Alphabet）公司正在创建一个

高科技社区， 来重新思考到底应该如何建设
和运营一座城市， 该项目的目标之一就是让
一切关于设计、 政策以及信息科技的决策都
以一个巨大的传感器网络为基础， 这个网络
将收集各种信息，包括空气质量、噪声水平以
及人们的行为等数据。

而一款新工具———“零知识验证”新密码
协议的出现，让网络隐私得到保护：人们可以

不用透露生日就能证明自己年满 18 岁； 不用
透露自己的银行余额就能证明自己在银行有
足够存款可以完成金融交易，这大幅降低了隐
私泄漏或身份盗用的风险。

在美国休斯敦的一家试点，研究人员正在
测试一项“清洁天然气能源”的技术。他们相信
能捕获天然气发电过程中释放的所有二氧化
碳，同时又能以低成本发电。一旦成功，意味着
从此人们可以用合理的价格从化石燃料中获
得零碳能源。

人造胚胎与基因预测
英国剑桥大学科学家在重新定义“如何创

造生命”。 他们利用干细胞培育出了一种逼真
的小鼠胚胎，该胚胎并不是由卵细胞与精子结
合而来，而是只用了从另一个胚胎中得到的细
胞。 这也意味着，很快就可实现在无卵子情况
下培育出哺乳动物。

未来有一天， 婴儿出生时就会得到一份
DNA报告，内容是患心脏病或癌症的几率、是
否会对烟草上瘾、智力预测等。现在，随着涉及
人数超过 100万人的大型基因研究的开展，以
及技术手段的进步，这份基因“评分报告”随时
可变为现实。

张梦然

● 创意展台

本报讯 （通讯
员 黄小元） 随着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深
入实施，长沙市雨花
区科技成果转移工
作持续发展， 2017 年雨花区完成技术合同
交易额 30.09 亿元， 完成市对区考核目标任
务的 501.5%，名列长沙市各区县市第一名。

技术合同交易额是 2017 年新增的考核
指标。 2017 年 3 月份，长沙市科技局对全市

技术合同交易额进行任务分解， 雨花区的任
务指标是 6亿元。针对存在的问题，雨花区科
技局迅速开展调研， 初步掌握了区内具有技
术合同登记潜力的一批企业； 根据潜力企业
的数量和经济体量，将指标分解到各街道，明

确责任； 对重点
潜力企业进行走
访， 宣传长沙市
新出台的技术合
同登记激励政

策，对企业进行业务指导；加强与市科技局和
市政务中心技术合同登记窗口的沟通联系，
及时掌握情况信息，解决相关问题；加强与企
业的联系和协调， 对一些有技术合同登记潜
力的大型企业，进一步加大协调力度。

长沙市雨花区科技成果转移显成效
完成技术合同交易额 30.09亿元

以色列科学家不久前研发出“纳米滴
剂”，它滴在实验猪眼角膜后的结果显示，
能够改善近视和远视状况。 该研究成果已
获得了专利，并将在 2018年底进行人体临
床实验。 如果实验能证明其有效性， 未来
“纳米滴剂”可能让人们不再需要眼镜。

Shaare� Zedek 医疗中心眼科医生大
卫·斯马德伽表示， 他和同事在巴伊兰大
学的纳米技术和先进材料研究所研发的

“纳米滴剂”有望彻底改变针对近视、远视
和其他眼疾患者的眼科疗法。 他还说，“纳
米滴剂”甚至有可能取代多焦点镜片，让人
们可以看到不同距离的物体。

今后，近视、远视患者打开智能手机上
的应用程序便可自己测量眼球屈光度，制
作激光图案，然后将图案的“角膜压膜”植
入眼睛的角膜表面， 滴入人造纳米颗粒溶
液，纠正视力问题。大卫认为这是矫正视力
难题的新概念。

毛黎

“叮叮，请上车”———
在很多城市的公交车上，
用支付宝刷公交卡之后的
独特声音成为城市里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 刷手机坐
公交车， 这背后蕴含了什
么技术？

据蚂蚁金服有关负责
人介绍，与在便利店“刷”

支付宝不同， 乘坐公交的支付信息并不是瞬间显示，而
是在“叮叮”声响后的 2至 3秒。 这就是支付宝公交码的

“双离线”二维码支付技术：保证在 0.3 秒内，在闸机、手
机双双离线的情况也可以保证市民可以顺利刷卡乘车。

这个简单的 0.3秒， 背后是支付宝 3 年多的技术探
索和行业探索。 难点在哪里？ 首先就是网络差。 公交地
铁场景中最大的挑战就是网络稳定性差， 例如隧道、地
下用户的手机、车载设备网络信号差，而对支付速度要
求要快，例如地铁通常要求 300ms（0.3 秒）以内的支付时
间。 其次是产业链和用户习惯方面的接受度。 支付宝尝
试了手机 NFC 支付技术，遇到设备兼容性较差、手机普
适性低、行业利益链复杂等诸多挑战后，探索并设计了
二维码离线支付技术方案。

公交出行一直是个传统行业，刷卡、投币等运营了
二三十年，有着比较固定的“游戏玩家”、服务模式和利益格局。
推进移动公交，不仅意味着技术方面的探索，还考验着互联网企
业在产业协同方面的智慧。

如果像在超市、便利店一样“扫码”就能坐公交车，那公交卡
公司如何在这一轮技术变革中实现转型和升级呢？ 有效有益的技
术变革应该可以让参与者都能实现健康稳定的转型升级。

支付宝在基于离线二维码的技术上，进一步设计了“电子公
交卡”的方案。 将传统的公交卡进行虚拟化，为公交、卡通、终端
等合作伙伴“赋能”，公交公司提升了收银效率，避免了假币问
题； 公交卡公司借此实现了信息化和移动互联网化， 从以前的

“认卡不认人”到“一卡一人”。 后续，公交卡公司还能进一步挖掘
这其中的数据价值。

据介绍， 目前有关部门正在推进相关离线二维码的标准制
定，设计相关行业标准。 公众刷手机出行，未来将有更完善的基
础配套设施。 赵文君

在我国普速铁路建设时代，铁
路沿线的照明条件极为有限， 火车
钻山穿隧， 大多只能依靠车头的前
照灯照明。即使是经验丰富的“老司
机”，也必须凝神静气，提高警惕。而
随着我国高铁线路的不断延伸，对
沿线建设和车辆自身的安全要求自
然越来越高。

时至今日， 隧道照明已是铁路
电气化建设的“标配”。

以正在建设的成贵高铁为例，
大于 500 米的隧道都安装有隧道照
明工程。 而且隧道照明要比普通的
照明复杂很多， 隧道里除了安装常
规照明灯具外， 新建高速铁路还相
应匹配建设了隧道照明监控系统。
这个监控系统的作用不可小觑，一
旦列车在隧道内发生故障， 抢修人
员可在隧道内任何一个位置不超过
30 米的范围内找到一个手动控制
点，用来点亮隧道应急照明灯具，同
时系统也会显示故障点位置， 以便
及时处理。当然，这对于故障以外其
它时段的工作，比如检修、检查、施
工等来说，也大大改善了工作环境，
提升了安全保障。

此外，如果隧道长度大于 3000
米， 隧道内就会相应建设逃生通道
等防灾救援工程， 隧道正线内的疏
散照明灯也会显示出最近救援通道
的距离， 方便车上人员及时判断所

处位置，及时逃生。尤其是列车如果
在隧道内发生火灾， 检测单元检测
到灾情，隧道应急照明灯、风机、防
护门等防灾救援系统就会自动启
动， 同时把灾情上传救援设备监控
系统， 救援力量可以第一时间赶往
现场。

不仅仅是隧道照明， 列车的前
照灯现在也有了“高科技”。

过去， 普速铁路车头使用的是
氙气大灯，只有一对。这种灯的发散
性和穿透性较强， 在大雾天气里效
果非常好，但是照射距离不够远，一
般在 80—100 米左右， 一旦超过就
看不清了。 如果前方照见放光的物
体，还会产生较强的反光，严重影响
司机的正常瞭望， 同时也会产生视
觉疲劳。

进入高铁时代， 前照灯成为安
全保障的重点提升对象， 各个不同
的动车组车型的前照灯数量都有大
幅增加，不仅如此，高铁的车头灯光
照度强， 在 350 米内能清楚辨认前
方物体；色温高，大大提升了司机眼
睛对于光照的接受度和舒适度；寿
命长， 长时间照射可达到 3000 小
时；最重要的也是最具人性化的是，
动车组前照灯可以微调节， 不仅让
照射的距离更加远， 也让司机的视
野更加广阔。

宋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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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染谷隆夫等与日本
大型印刷企业“大日本印刷”携手，开发出
可伸缩的薄膜状显示屏， 该显示屏可贴在
皮肤上使用。在试验中，将显示屏贴在手背
上， 能成功放映出简单的视频。 在用途方
面， 预计可让老年人一目了然地掌握自身
健康信息等。 各方将确立量产技术，力争 3
年内达到实用化。

据悉，显示屏厚度约为 1 毫米，由于可
伸缩， 能够在纵向 3.8-6.4 厘米、 横向
5.8-9.6厘米范围内显示视频。 研究人员在
柔软的橡胶薄膜上嵌入了微型发光二极管
（LED）和布线，利用 384 个 LED 来显示视
频。

在试验中， 研究人员使用医疗用粘合
剂将显示屏贴在手上， 放映出了心电图的
波形和数字等简单视频。 如果结合测量心
率和体温等的传感器， 老年人也能随时掌
握自己的身体状况。

在进行制造时， 研究人员把橡胶拉伸
后嵌入 LED 和银质布线，借此防止显示屏
拉长时导致损坏。 据称该显示屏的耐用性
达到重复伸缩 1 万次后 LED 仍能持续发
光。目前的制造成本为数万日元，未来将通
过量产降低成本，力争实现普及。

马丽

用手看心电图
日本开发可伸缩薄膜显示屏

告别眼镜！
“纳米滴剂”或改善视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