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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通信自 20 世纪八十年代诞生以来，
先后经历了 1G、2G、3G和 4G等发展阶段，已
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基础信息网
络。

每一次通信系统的更新换代都会给移动
通信行业带来更快的上网速度和更多的服
务———1G 给我们带来移动通话，2G 让我们
可以互发短信，3G 让手机连上了互联网，4G
带来了高速上网。 随着用户的期望越来越高，
4G 已不能满足人们对网络使用的要求，于是
第五代通讯系统（5G）应运而生。 它的网速最
高可达 4G�的 10 倍，不到一秒就能下载一部
高清电影。

5G 网络技术是什么，目前没有统一的定
义，然而，作为 5G 网络技术发展的基础，有五
种“法宝”必不可少，它们是毫米波、小基站网
络、大规模天线、波束成形和全双工技术。

第一种是毫米波技术。 众所周知，无线频
率越高，能传输的信息量越大，体验到的网速
也就越快。 毫米波技术可以通过提升频谱带
宽实现超高速无线数据传播，从而成为 5G 通
信技术中的关键。 但毫米波穿透能力弱，且很
容易被树叶、雨滴等吸收。

为解决这个问题， 需要引入第二种技
术：小基站网络。 由于毫米波很难穿透障碍
物，当人处于障碍物的后面就无法接收到信
号，可通过安装多个迷你基站围绕障碍物传
输信号，形成信号接力。 当用户走到障碍物
后面时，智能电话会自动切换到另一个小基
站，使通信不会中断，用户之间能进行正常
的通话。

第三种技术是大规模天线。 通过使用多
根天线， 发射或接收更多的信号。 现在一个
4G 基站大约有十几根天线，而一个大规模天

线基站大约有几百根天线，这将大大增加
当前移动网络的容量。

第四种技术是波束成形。当蜂窝天线
信号交汇在一起时会引起严重的干扰，波
束成形技术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这
样通话信号之间就不会相互干扰。

最后一种是全双工技术。 全双工技术是
指可以双向通信。 过去在通话时，通话双方必
须轮流说和听，信息的延时长。 全双工技术通
过双向通信能很好地解决以上问题， 使通信
效率大幅提高。

5G 是虚拟现实、无人驾驶等得以推广应
用的基础。人们能通过 5G无线网络在虚拟的
环境下体验未来生活。 5G 可以为用户提供
超高清视频、流畅的在线游戏等体验，还能有
效满足工业、医疗、交通行业多样化的无线通
信要求，实现真正的“万物互联”。

5G离我们还有多远？ 根据国际电信联盟
的规划，2018 年将最终确定 5G 标准，2020 年
5G将具备规模化商用条件。 目前全球领先的
厂商都在按这个进度努力，而且进展顺利。 尽
管还未形成标准， 但随着网络技术和通信技
术的迅速发展，5G 网络的关键技术将在实质
上有新的突破，超快速的 5G 网络可能在未来
几年内投入商用， 以满足未来移动互联网和
物联网新的业务需求，保证虚拟现实、无人驾
驶等多种场景下高速无线通信的服务要求。

马艺菲

5G 网络的技术“法宝”

5 月 7 日，英国推出世界首家太
空游机构， 该机构将为公众安排太
空飞行、住宿甚至娱乐项目，太空游
套餐价格从 25 万美元（约合 159 万
元人民币）到 79.1666 万美元（约合
503 万元人民币）不等。

然而， 任何太空游都要等到
2021 年首家太空酒店 Aurora� Station
建成后才能实现。 就在几周前，首个
豪华“太空酒店”将宣布在 4 年内进
入轨道，并能在 5 年内迎来乘客。 不
过，住在这里可不便宜。 该公司向太
空游客收取 950 万美元（约合 6035

万元人民币）的费用，为期 12 天。 游
客可通过太空旅行体验到零重力，并
可凝视地球上令人惊叹的美景，同时
也可见证一天平均 16次日出日落。

据新浪网

英国推出首家太空游机构
在一项开创性的新研究中， 美国研究人员使用定

制的低成本 3D打印机， 首次在手上打印出电子产品。
借助新技术， 战场上的士兵能在身体上打印出临时传
感器以检测化学或生物制剂， 或打印太阳能电池以给
电子设备充电，而且只需镊子就可将其剥离，也可用水
冲洗掉。

新型 3D打印技术的关键创新之一是，打印机可以
适应打印过程中身体的微小移动。 将临时标记放置在
皮肤上并扫描皮肤， 打印机可使用计算机视觉来进行
实时调整。 另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它使用由银片制成的
专用墨水，其不同于需在 100 摄氏度高温下固化的 3D
打印油墨，室温下就能固化和导电。

除打印电子产品外，新 3D打印技术也可在其他领
域大显身手，包括打印细胞救助皮肤病患者。 该技术还
有可能带来愈合伤口的新疗法， 或者直接打印移植物
来治疗皮肤病。

刘霞

皮肤上打印
3D电子元件

用“魔法药水”为细胞“洗澡”两次，就可
将体细胞变成干细胞，实现多种体细胞类型
的“返老还童”。 这种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里
的情节，现已在实验室成功实现。

诱导多能干细胞“年轻力壮”，再生和分
化能力非常强，若技术发展成熟，能用于再
生新的组织和器官，为疾病治疗和再生医学
提供“种子”细胞来源，前景无限。“未来可以
根据所需的干细胞类型， 设计特定药水，有

目的性诱导出各种干细胞。 ”研究员裴端卿
说，“这只是一个开始，后续还有很多机理探
索。 我们现正在进一步研究，大幅度缩短细
胞‘浸泡’时间，提高效率。 ”

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新
药筛选中心副主任谢欣表示，这一机制可以
指导科学家有目标地设计化合物小分子来
改变染色质结构，从而更加优化化学诱导重
编程体系。“中国科学家在化合物诱导多能

干细胞的领域上互为补位，使我国在该领域
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

叶 青

不需要传统的煤、气、电提供动力，列车
时速可达 400~500 公里，你相信吗？ 重庆理
工大学车辆工程学院展示了这样的“高速气
动悬浮列车”模型。 有关专家称，这款列车有
望改变世界交通系统。

“高速气动悬浮列车第一代、第二代样
式试制及实车试验已经在日本完成。 ”重庆

理工大学领衔参与高速气动悬浮列车研发
的教授赖晨光介绍，这样的高速气动悬浮列
车，完全采用自然能源驱动，使用成本低，速
度还非常快。“如果以时速 500公里为前提，
气动悬浮列车的能耗是高铁的 1/3、 磁悬浮
列车的 1/6。 ”

根据规划， 日本将于 2025 年开通第一

条高速气动悬浮列车线路，计划从日本成田
机场到羽田机杨，全部走地下隧道，设计时
速 400 公里，10 多分钟就可以实现两个机场
的互通， 而现在从地面上走要一个多小时。
第二条从东京到大阪，时速 500 公里，一小
时之内可实现两地的互通，而目前需要两个
小时。 罗薛梅

● 创新展台

像“超人”一样从眼睛里发射出
激光？科幻电影中的“超能力”已经向
现实迈进了一步。英国科研人员开发
出一种超薄柔性激光膜，可以附着在
隐形眼镜等光学元件表面，作为独一
无二的识别标志用于安全验证。

近年来，随着柔性电子技术的迅
速发展， 有机半导体材料因可延展、
拉伸性好，在柔性可穿戴设备、生物
医疗等领域获得广阔的应用前景。英
国圣安德鲁斯大学一个研究小组利
用有机半导体聚合物制作出的柔性

薄膜激光器， 厚度仅为 200 纳米，在
光源照射下，聚合物能受激发射出激
光。

研究人员介绍说，如果改变薄膜
的材料、调整激光的栅形光束，发射
的激光可在平面背景上显示一系列
特定的线条，类似 0 和 1 组成的条形
码，这样就获得了一个独特的安全标
识，可用安全扫描仪读取。 这种激光
薄膜还可以像超薄贴纸一样粘贴在
不同表面，例如纸币等。

据新华网

本报讯 （通讯员 廖洁 刘玉先 ）5 月 4
日，湖南省科技创新奖励大会召开。 211 个项
目分获 2017 年度省自然科学奖、 省技术发
明奖和省科技进步奖。 会上，中国工程院院
士印遇龙获湖南省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授
奖项目（团队）211 项，其中自然科学奖项目
41 项，技术发明奖项目 14 项，科学技术进步
奖（创新团队）2 个、科学技术进步奖项目 154
项； 孙仑泉、 董朝阳获省国际科学技术合作
奖。

其中， 自然奖 9 个一等奖项目主要分布
于化学、航天、信息、环保、新材料、医学、食品
安全等领域，相关研究原始创新性强，研究成
果得到国内外研究同行广泛认可。 技术发明
奖和科技进步奖直面经济建设主战场， 这两
个奖种的 158 个授奖通用项目中， 企业牵头
或产学研合作完成的有 120项，占比 75.9%。

● 动态传真

柔性激光薄膜可用于安全验证 稻鳖共生养
产值一万五

本报讯（通讯员 李煦）浏阳市达浒镇金
石村 57岁的农民孔蒲中，2015年在湖南农业
大学黄璜教授的科研团队指导下办了家庭农
场，着力推进生态农业。他们在传统农业基础
上实现了三级跳，第一跳是水稻 +甲鱼，第二
跳是再加草鱼，第三跳是又加花鲢，形成了一
个互惠共生的生态养殖圈。 他承包了 80 亩
田，创造了“稻 + 甲鱼 + 草鱼 + 花鲢”的模式
百亩片亩产稻谷 1200 斤，优质米与生态甲鱼
产值 15000元的奇迹。

4 月 23 日，在湖南农大 2018 年“一校一
书”阅读推广活动现场，黄璜教授讲述了他和
孔蒲中“稻鳖共生养，产值一万五”这个神奇
的改造传统农业的故事。孔蒲中“稻鱼种养＋
教育”的模式是改造传统农业的典型代表，因
为他的生态养殖模式好推广，2018 年 1 月 31
日他做客中南海， 就乡村振兴的议题向李克
强总理提建议，他成了一名农民“网红”。

黄璜教授通过现代科学研究和实践，推
进“稻田 +”的传统农作方式不断地创新，使
之与乡村振兴战略高度吻合。 他与他的团队
在贫困地区帮扶农民建立了适合他们区域发
展的“稻鱼种养＋餐饮”“稻鱼种养＋教育”

“稻鱼种养＋旅游” 等稻渔综合种养体系，将
改造传统农业的观念和方法根植于现代职业
农民的心中，帮扶精准。他不断研究稻渔综合
种养理论， 先后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 82
篇，主持国家 863 项目 4 项，第一发明人发明
国家专利 31项，获经济效益逾 20亿元。

全省 211个项目
获科技奖

中日研发高速气动悬浮列车

“魔法药水”让体细胞“返老还童”

● 科海泛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