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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使我国成为世界主
要的科学中心、重要的人才中
心和创新高地，已成为国家发
展到目前阶段所遇到的最大
关口，也是必须要闯过的一
关。尤其是如何解决“卡脖子”
问题，已成为国内高校面临的
最重要问题之一。然而，很多
高校只是国家科技的“战术力
量”，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还
很不足。

要想成为国家战略科技
力量，高校需要从两个层面发
力：在应用研究上，要掌握关
键核心技术，也就是“根技
术”；在基础研究上，产生“从 0
到 1”的“种子技术”，而不仅仅
是“树枝”“树叶”的修剪和完
善。可以说，如果仅仅是对已
有技术的丰富和完善，不管进
展多大，也是一种战术性力
量，都是在别人栽的树上结出
的果实。

当然，对于我国高层次人
才培养主阵地的高校而言，无
论是解决“卡脖子”问题还是
支撑科技自立自强，能否源源
不断地为国家培养出拔尖创
新人才是关键所在。

培养拔尖人才要花很大
功夫，培养一个基础领域的高
级人才可能比多修一公里地
铁甚至比研发一颗芯片还要
“烧钱”得多。

教师：科研应有
“合理空间”

对于优秀人才的培养，成
功的学校尽管方法路径各不
相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拥有一支优
秀的教师队伍。尤其在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
养方面，找到活跃在学术前沿的老师可以说
是重中之重。

好老师一定要既教书又育人，既言传又
身教。

当年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在非常艰苦的
条件下培养出众多大师级人物，其关键就在
于当时西南联大名师大家荟萃，教学育人氛
围浓厚，老师们的科研任务和科研压力很小，
要搞科研也大多以理论方面的研究为主，可
以将主要精力用在学生培养上。如果老师的
科研任务太重，是不太可能把学生的事情放
在第一位的，甚至培养学生成才都难成其“主
业”，老师可能会把自己的成功放在第一位。
所以老师的科研任务不要太多，至少不要长
时间过重。

反观当下，部分学校教师科研任务过重
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要想给教师科研“减
负”，首先，国家层面的资源分配不能太过于
有竞争性，或过于集中到某些或某类学校。

其次，对于不同类型高校中的
教师应分类评价。

因为高校类型不同，教师
的科研类型和科研投入力度
也各不相同，同一把尺子很难
适用于所有教师。比如，重点
大学教师的人均科研经费虽
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我
认为，以副教授为例，当前保
持在人均每年 60 万 ~100 万
元应该是相对合理的区间，如
果大大超过这一区间，教师承
担的科研任务就很有可能占
用其原本应花在教学上的时
间和精力。

当然，文科有着自身规
律，即便对于理工农医而言，
也没有一个“死标准”。行业类
高校可以略高一点，综合类高
校可以靠近下限一些。如果在
某一个阶段有很重的攻关任
务，研究所或研究中心则应以
聘用专职科研人员为宜。但总
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就是不
能因科研任务而影响教师人
才培养的中心工作，这是对一
所大学本质的坚守。当然，长
期不从事科研也是难以成为
一个好老师的。

学生：扎实基础应与
宽广视野齐飞

基础拔尖人才首先要有
从事基础学科的兴趣、潜质，
更重要的是，兴趣、潜质要与
使命感结合起来。

当年西南联大的很多学
生之所以成为帅才、引领性人
才，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们有

强烈的使命感。他们刻苦学习的动力，源于
科学救国的强烈信念。如果一个学生没有使
命感、没有志存高远的精神、没有将个人成
长与国家命运结合起来，是难以成为栋梁之
材的。

我们常说，只有根深才能叶茂，川大校
园里有一批长得很高、很茂密的榕树，其树
根都是裸露在外面的，虽然树干还不到一
米，但其树根方圆可以达到几十、上百平方
米。人才培养也是如此，学生在大一、大二
时，要学习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大三时再
考虑科研、进实验室，进实验室太早不一定
对人才成长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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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1200种蛛形类物种遭贩卖 80%缺监管
本报讯（记者冯丽妃）香港大学生物科学

学院的 Alice Hughes和合作者发现，约有 1200
种蛛形类物种曾经或正在全球范围内遭贩卖，
其中 80%不受监管。这一研究强调，数以百万计
的蜘蛛、蝎子及其亲缘物种正在遭贩卖，迫切需
要贸易监管，以防生物多样性丧失。相关研究近
日发表于《通讯—生物学》。

Hughes和同事结合美国执法管理信息系
统（LEMIS）、《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国际贸易数据库，系统化搜索全球在线蛛
形类零售商，调查了 2000年至 2021年全球蛛
形类动物的贸易。他们发现，有 1264个蛛形类
物种曾经或正在被交易，其中 993（79%）种被列
在销售网站上，但没有被纳入贸易数据库。
“这说明它们的交易不受监管，这些物种

容易受到不可持续的捕捉和贸易的影响。”
Hughes说。

他们发现，在研究的这段时期，作为流行
的贸易物种之一，77%的帝王蝎为野捕所得，仅
美国一地就进口了 100万只。

研究显示，2/3 的贸易物种通过野外捕捉

获得，若野外捕捉发展到不可持续的程度，可
能对野生种群造成负面影响。

为了明晰监管蛛形类贸易可能遇到的阻
碍及其影响，研究人员调查了哪些物种已经得
到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评估、哪些在《濒危野
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得到管理。调查发
现，在超过 100万个已知无脊椎动物物种中，得
到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的不到 1%，而无脊椎
物种贸易中仅有极小部分（例如在 52060个已知
蜘蛛物种中仅有 39个）受《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
际贸易公约》管理。这意味着贸易物种的脆弱性
至今不明，并且常常不受监管。

研究人员认为，大多数蛛形类物种的分布
缺乏数据，意味着目前几乎不可能评估其脆弱
性和制定适当的管理保护政策。研究人员指
出，改进贸易监测和管理方式，不仅能增进对
野生蛛形类物种分布和保护状况的了解，而且
有助认识贸易对自然种群的影响、预防生物多
样性丧失。

相关论文信息：霓虹蓝腿狼蛛是蛛形类动物中交易缺乏
监管的典型例子。 图片来源：Chien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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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长”再“撕”然后“贴”

石墨烯辅助电极转印“三步走”
■本报记者张双虎 ■黄辛

尽管芯片制程已经一步步逼近物理极限，
人们对集成电路性能和尺寸的要求却丝毫没
有降低。基于新结构、新原理的二维半导体器
件以其独特的性能，有望解决硅基器件面临的
“瓶颈”。然而，二维材料超薄的厚度（原子级厚
度）使其十分脆弱，加工制造过程中极易造成
材料损伤或掺杂，从而导致器件实际性能与预
期存在巨大差异。

近日，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
研究所信息功能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狄
增峰团队，开发出一种石墨烯辅助金属电极转印
技术。该技术以锗基石墨烯晶圆作为预沉积衬底
“生长”金属电极阵列，并利用石墨烯与金属间较
弱的范德华作用力（一种分子间作用力），实现了
任意金属电极阵列的“撕下来”和“贴上去”———
无损转移，且转移成功率达到 100%。

该技术对二维材料工艺路径进行了探索，
可能推开通向二维芯片应用新世界的大门。5
月 23日，相关研究以封面文章形式在《自然—
电子学》上发表。

材料“降维”功能升级

操控不同的原子一个个堆叠起来，并得到
想要的材料，一直是材料学家的梦想之一。

2004年，单原子厚度石墨烯的发现为二维
材料（厚度从单原子层到几个原子层、电子仅
可在两个维度自由运动的材料）的应用带来了
希望。二维材料电子迁移和热量扩散被限制在
平面之内，因而展现出三维材料没有的特性。

不同的二维材料晶体结构各异，因此呈现
不同的电学或光学特性，在光电器件、热电器
件、仿生器件、光电探测等领域展现出巨大的
发展潜力。有材料学家预言，未来人们可以借
助二维材料，在提升集成电路性能和功能的同
时大大降低制造成本。
“二维材料有很多独特的性能，但它在实

际应用中也面临一些加工难题。”狄增峰告诉

《中国科学报》，“随着集成电路逐步进入‘非硅
时代’，开发适用于二维材料的半导体先进制
程工艺的需求非常迫切。”

电极“生长”难题

电极是集成电路的基础，任何电子器件、
电路都通过电极连接实现复杂的功能。

在集成电路制造工艺中，常规的电极“生
长”技术是将金属原子束“打”到基底材料上。
尽管金属原子束的能量有限，但对于超薄的二
维沟道材料来说，溅射离子轰击会对材料造成损
伤，导致二维沟道材料产生缺陷，或造成难以避
免的掺杂，从而形成“非理想”金属 /二维半导体
界面，使半导体器件性能无法达到预期。
为解决这一问题，狄增峰团队和中国科学

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胡伟达团队合
作，另辟蹊径地让金属电极先在其他地方“生
长”，“长”成后再把电极“像胶带一样‘贴’（转
印）到二维沟道材料上”。
“一方面，转印技术不存在这种冲击的能

量，不会对二维沟道材料造成损伤。”狄增峰说，
“另一方面，此前人们在转印前，让金属‘长’在二
氧化硅片上，二氧化硅片虽然看起来是个平面，
但它的表面有很多‘悬挂键’，像手指一样伸在外
面。因此，‘长’上去的金属电极会被这些‘小手
指’拉住，转印前很难把它‘撕’下来。”

紧接着，该团队再次拓展思路，以锗基石墨
烯晶圆作为预沉积衬底，“生长”金属电极阵列。
由于石墨烯没有“悬挂键”的勾连，石墨烯与金属
之间只有较弱的范德华作用力，“长”在石墨烯上
的金属电极阵列很容易被“撕”（转移）下来。

达到“晶圆级别”加工

利用新的转印技术，该团队实现了任意金
属电极阵列（如铜、银、金、铂、钛和镍）的无损
转移，且转移成功率达到 100%。

“以前人们也能做到小面积或数个器件的
转印。”狄增峰解释说，“现在可以转印‘金属电
极阵列’，包括一些电路、比较复杂的结构都可
以转印，甚至达到‘晶圆级别’。”
“通过原子力显微镜、截面扫描透射电镜，我

们证明了剥离后的金属表面呈现无缺陷的原子
级平整。”该论文共同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上海
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博士后刘冠宇说，“而
且，铜、银、金、铂、钛和镍 6种金属电极阵列均可
成功转印至二硫化钼沟道材料上，形成理想的金
属 /半导体界面，并观测到理论预测下的肖特基
势垒（金属 /半导体边界形成的具有整流作用的
区域）高度调控行为。”

《自然—电子学》封面
图片来源：nature electronics

深圳先进院公众科学日展示“诺奖 Lab”
本报讯（记者刁雯蕙）诺贝尔奖实验室长啥

样？乘坐自动驾驶车是种什么体验？ 5月 21日，
2022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深圳）启动仪式暨中国科
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深圳先进
院）第十二届公众科学日举行。本届公众科学日以
线上 +线下形式进行，邀请两位 B站知名UP主走
进实验室，以“打擂台”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分享最前
沿的科学知识，线上直播吸引超 30万观众观看。

作为深圳市首个诺贝尔奖实验室，深圳先进
院劳特伯生物医学影像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介
绍了系列高端医学影像设备，并展示了我国首型

3T人体磁共振成像设备，该设备的相关技术打
破了国外高端医学影像设备的技术垄断。在汽车
电子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介绍了国内自主研发的
首个自动驾驶整车在环测试系统。在定量合成生
物学研究中心，科研人员介绍了合成生物领域的
相关技术。在光子信息与能源材料研究中心，研
究人员展示了科研团队自行设计建设的第一条
国产大面积 CIGS电池组件中试产线。

此外，在 2022全国科技活动周（深圳）启动
仪式的主会场，还举行了“科学 +”创新教育成果
展等系列科普活动。

观众参观光子信息与能源材料研究中心。 图片来源：深圳先进院

极大规模全异步电路芯片成功流片
本报讯（记者温才妃 通讯员法伊莎）近日，

由兰州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何安
平团队领衔设计的首颗极大规模全异步电路芯
片成功流片。该芯片为 120颗名为 LZU_GERM
的芯片，采用 40纳米工艺制程，在每颗仅有 96
平方毫米的芯片上共集成了 3.5亿个晶体管和
1512个 CPU，且每颗芯片的功耗仅有 98毫瓦。
这些芯片在 2021年 4月底完成设计，于 2022年
5月成功回片。

异步电路的优点主要在于低功耗，而实现
难点在于没有时钟电路作为芯片的全局驱动
电路，并且主流的商用 EDA（电子设计自动化）
软件均是针对同步电路设计的软件。国内优秀
的同步电路设计团队很多，但是异步电路设计
团队却寥寥无几，有能力生产芯片的团队更是
少之又少。国外很早就注意到了异步电路的优

势并开展研究，但是严格封锁了技术。
何安平带领团队历时 9 年，在主流商用

EDA软件的基础上，逐渐突破了异步驱动逻辑
设计、异步时序约束、大规模异步电路设计和
设计稳定性验证等一系列芯片设计难题。

团队采用国际上最先进的异步电路设计
方法，在一枚枚小小的芯片上，每一个异步的
CPU 核都由异步的 Mesh 网络连接，数据在
CPU 中运算后会被 Mesh 网络广播到各个路
由节点，并被目标路由节点抓取。这样的工作
机制非常适用于如今人们熟知的类脑计算和
其他高并发计算领域。

何安平团队基于异步电路设计的 EDA软
件“拼图”3.0版历经两次迭代，日臻成熟，成为
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个异步电路 EDA 软件，
并在 OpenI网站开源。

添丁进口！
我国野放麋鹿种群在内蒙古成功繁衍

据新华社电记者从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获悉，9只麋鹿幼崽近期陆续在该自
然保护区降生，这是当地野化放归麋鹿种群成功繁
衍的第一代，标志着我国首次在蒙古高原南缘的华
北区与蒙新区过渡带成功建立野生麋鹿种群。

麋鹿属于世界珍稀动物，是一种大型食草动
物，俗称“四不像”。为进一步扩大麋鹿野外种群，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于 2021
年 9月 29日在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联合实施麋鹿野化放归自然活动，一次性放归 27
只麋鹿。

据介绍，科研人员专门给这些麋鹿佩戴卫星

项圈，利用卫星追踪技术监测它们的野外活动情
况，实时掌握它们的健康状况。最新监测结果显
示，这个麋鹿种群已初步适应内蒙古高寒气候环
境，并成功繁衍后代，标志着麋鹿野化放归自然
活动取得阶段性成功。

麋鹿是我国自然分布的物种，是国家一级重
点保护动物，曾一度在野外消失。经过多年不懈
努力，我国人工繁育麋鹿种群不断壮大，并重建
野外种群。据统计，我国现存麋鹿种群数量近 1
万头。实践证明，我国积极发展人工繁育种群并
科学开展野外种群重建，是恢复保护濒危物种的
有效途径。 （李云平）部分 LZU_GERM芯片 兰州大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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