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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到3D绘图首次用笔就能实现
■ 张佳欣

千兆光网“提速”数字中国
■ 张辛欣

工信部近日提出，用三年时间基本建成全面
覆盖城市地区和有条件乡镇的“双千兆”网络基础
设施。到2023年底千兆光纤网络具备覆盖4亿户
家庭的能力。千兆光网加快布局，“提速”数字中
国建设。

以5G和千兆光网为代表的“双千兆”网络，能
向单个用户提供固定和移动网络千兆接入能力。
其中，千兆光网采用固定光纤连接，是很多通信基
础设施的“承载底座”。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副
司长刘郁林谈到，“双千兆”网络有力支持制造、交
通、医疗等行业创新，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近年来，我国光通信和5G产业快速发展，形
成较全产业链。天眼查专业版数据显示，我国有
4.8万家光纤相关企业，2020年新增 1.3万家，比
2019年增长137%。但“双千兆”产业在高速模块、
器件等方面还存在短板，推动“双千兆”网络发展，
需全面提升产业能力。

工信部提出实施“千兆城市建设行动”“行业
融合赋能行动”等6个专项行动19个具体任务，从
网络建设、行业赋能等方面着力推动网络发展，并
强调与5G网络建设互促，通过5G和千兆光网协同
发展，带动固定和移动网络融合的业务模式创新。

三层扭转石墨烯 更加稳定且可调控
近日，科学家发文指出三层扭转石墨烯能够表

现出超导性。该三层扭转石墨烯比双扭曲层石墨烯
更加稳定，并且能够通过两种相互独立的方式进行
调节，这样的结构或有助于理解实现高温超导需要
的条件。

新材料表现更加稳定

当两层石墨烯以合适的角度叠加在一起时，层状
结构就会转变成一种非常规的超导体，允许电流在没
有阻力或浪费能量的情况下通过。

2018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教授巴勃罗·
哈里略-埃雷罗的团队首次观察到双层石墨烯中的这
种“魔法角度”转变。从那时起，在新兴的“扭曲电子
学”领域，科学家们一直在寻找其他可以扭曲成超导
的材料。

直到今日，他们终于发现了除原来的双扭曲层石
墨烯外，还能表现出超导性的材料——三层扭转石墨
烯。他们观察到三层扭转石墨烯薄片结构中的中间
层相对于外层扭曲成了一个新的角度。这种新的三
层结构表现出比双层结构更强的超导性，并且还可以
通过施加和改变外部电场的强度来调节。

巴勃罗·哈里略-埃雷罗说：“这种超导体的发现

将扭曲电子学领域扩展到了全新的方向，在量子信息
和传感技术中具有潜在的应用。”

超导性强度可人为控制

在探索新的三层扭转石墨烯结构时，研究团队发
现，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控制其超导性。

研究团队此前提出的双扭曲层石墨烯，其可以通
过施加外部门电压来改变流过材料的电子数量，从而
调节其超导性。研究团队上下调节门电压，同时测量
材料停止耗散能量、转变为超导体时的临界温度。通
过这种方式，团队能够像调节晶体管一样打开和关闭
双层石墨烯的超导性。

团队使用相同的方法来调节三层扭转石墨烯时，
发现了控制材料超导性的第二种方法，这在双扭曲层
石墨烯和其他转角结构中是不可能的。他们使用附
加电极对材料施加电场，这能够改变三层结构之间的
电子分布，但不改变结构的整体电子密度，从而进行
超导性的调控。

论文合著者朴正民说：“现在，这两个相互独立的
‘旋钮’能为我们提供大量有关超导电性出现条件的
信息，帮助我们理解这种不寻常的超导状态背后至关
重要的物理学原理。”

通过同时使用这两种方法调整三层结构，研究小
组甚至在即使电子密度很低的3毫开尔文临界温度
下也观察到了超导性。

或可成为最强大耦合超导体

巴勃罗·哈里略-埃雷罗说：“我们发现三层扭转
石墨烯可以成为最强大的耦合超导体，这意味着在给
定的电子数量很少的情况下，它也能在相对较高的温
度下进行超导。它能带来最大的收益。”

目前，研究人员正在计划制造三层以上的转角石墨
烯结构，以了解具有更高电子密度的此类构型是否可以
在更高的温度下表现出超导性，甚至实现室温超导。

“如果能够工业化大规模生产这些结构，那么我
们就可以制造用于量子计算的超导比特，或者低温超
导电子器件、光子探测器等。不过目前我们还不知道
如何一次制造数十亿个这样的结构。”巴勃罗·哈里
略-埃雷罗说。

朴正民说：“我们的主要目标是理解强耦合超导
的基本性质。三层扭转石墨烯不仅是有史以来最强
大的强耦合超导体，它还具备最大的调节空间。借助
这种可调性，我们能够真正实现在相空间的任何位置
探索超导电性。” （本报综合）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董瑞丰）沙尘暴为何近年
来发生频率上升？飞蝗为何蔓延到多个国家？科学
家认为这与全球干旱生态系统波动密不可分，并为此
制定了一个观测、研究和管理示范的科学计划。

全球干旱生态系统国际大科学计划（Global-
DEP）3月29日发布《全球干旱生态系统科学计划》中
文版和国际学术期刊专刊等项目成果，公布了这一科
学计划的总体目标、研究主题、重点问题以及组织架构，
为全球干旱区的研究与管理提供路线图和合作平台。

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傅伯杰表示，
目前针对干旱区社会-生态系统的长期观测与试验数
据相对缺乏，研究基础较为薄弱，尤其在发展中国家
还有许多科学问题与管理瓶颈待解决，亟须开展系统
全面的监测、评估与管理工作。

“以沙尘暴为例，与土地退化关系密切。”傅伯杰
表示，“这一项目虽然不对每一次沙尘暴进行溯源，但
将关注土地退化，有助于生态系统恢复，从源头上减
少沙尘暴的袭扰。”

干旱区占地球陆地面积41%，支撑着全球约38%
的人口，生态系统类型主要包括稀疏草原、灌丛、草地
和荒漠等。由于缺水，干旱生态系统脆弱，对极端气
候事件和人类活动干扰非常敏感，给当地经济发展和
生计的可持续性带来很多挑战。

在中科院国际大科学计划培育专项的支持下，我
国学者2017年牵头发起全球干旱生态系统国际大科
学计划。

傅伯杰介绍，国内外科学家联合制定了全球干旱
区观测与研究的基本变量，针对各地干旱生态系统保
护和社会发展的典型问题开展案例研究，如我国黄土
高原的植被恢复、美国中部大平原的紧急干旱事件、
非洲萨赫勒地区的自然资源管理、地中海地区的植被
动态等。

下一阶段，该科学计划还将与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ANSO）等合作，
在全球不同干旱区开展更深入的科学研究与政策对
话，建立干旱生态系统科学数据库与管理案例库。

图为“中国天眼”馈源舱（维护保养期间拍摄，
无人机照片）。

截至目前，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
面射电望远镜（FAST）已发现 300 余颗脉冲星。

2016 年 9 月 25 日落成启用，2020 年 1 月 11 日通过
国家验收正式开放运行，“中国天眼”是目前全球最
大且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极大拓展了人类观察宇
宙视野的极限。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

中科院发布全球干旱生态系统科学计划
有助从源头上“阻击”沙尘暴

近日，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
种可以直接将笔画的2D图形转换成3D图形的技
术，首次用笔实现了2D到3D的转变。

报道称，研究人员使用了一种类似记号笔的
笔，用红色和黑色的墨水在一块岩石上画了一朵小
红花模样的图案。他们在笔中加入两种不同的墨
水：一种是红色墨水，其中含有被称为表面活性剂
的化合物，可使油墨的黏合性降低；另一种是黑色
墨水，不含表面活性剂，它可将图形“锚定”在其绘
制的表面上，使得红色墨水绘制的图形在转变为
3D形状时能够固定。

当研究人员将绘制好的图案浸入水中时，黑色
墨水保持不动，但由于受一种被称为毛细管诱导剥
离现象的影响，红色墨水膜会浮起，在该现象中，水
会渗透到黏性较低的墨水和岩石之间。由于薄膜
和水之间的张力，黏性较小的墨水就会以3D形状
漂浮在表面上。

不过，团队表示这项技术还仍需要改进。例如
要将该技术用于建造诸如太阳能电池板之类的物
体，还必须能够承载导电组件。尽管如此，该团队
的方法对3D打印领域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