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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首款类脑互补视觉芯片研制成功
5月30日出版的《自然》杂志以封面文章

形式刊登了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类脑计算研

究团队的研究成果：他们研制出世界首款类

脑互补视觉芯片“天眸芯”。该团队之前曾研

制出异构融合类脑计算“天机芯”，两项成果

标志着我国在类脑计算和类脑感知两个重要

方向上均取得基础性突破。

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无人驾驶和

具身智能等无人系统正在现实社会中不断

推广应用。在这些智能系统中，视觉感知作

为获取信息的核心途径，发挥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在开放世界中，这些智能系统不仅要

处理庞大的数据量，还需要应对各种极端事

件，如驾驶中的突发危险、隧道口的剧烈光

线变化和夜间强闪光干扰等。传统视觉感

知芯片由于受到“功耗墙”和“带宽墙”的限

制，在应对这些场景时往往面临失真、失效

或高延迟等问题，严重影响系统的稳定性和

安全性。

针对这些问题，研究团队聚焦类脑视觉

感知芯片技术，提出一种基于视觉原语的互

补双通路类脑视觉感知新范式——借鉴人

类视觉系统的基本原理，将开放世界的视觉

信息拆解为基于视觉原语的信息表示，并通

过有机组合这些原语，模仿人类视觉系统特

征，形成两条优势互补、信息完备的视觉感

知通路。在此基础上，团队研制出世界首款

类脑互补视觉芯片“天眸芯”，其不仅突破了

传统视觉感知范式的性能瓶颈，而且能够高

效应对各种极端场景，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

安全性。

（华凌）

笔者6月1日获悉，在前不久由中国通信学会主办的

2024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大会上，中国电信、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中国广电联合宣布启动5G异网漫游商用推广。

5G异网漫游是指当所属运营商无5G网络覆盖时，用

户可接入其他运营商的5G网络，继续使用5G服务。开展

5G异网漫游可有效提高网络资源利用效率，提升边远地区

5G网络覆盖水平和用户5G服务体验。

2023年5月17日，全球首个5G异网漫游试商用在新

疆启动。自启动以来，单日漫游用户数、漫游数据量、漫游

通话时长分别超过3.4万人、2000GB、200小时，有效验证

了5G异网漫游现网商用可行性。

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指导相关单

位在评估漫游需求的基础上开展5G异网漫游商用，采取有

效监管措施，不断优化5G异网漫游服务质量，确保5G异网

漫游高效稳定。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张云明在会上说，要

充分发挥信息通信业“加速器”“放大器”“倍增器”重要作

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支撑和服务新型工业化。他

表示，要以科技创新为根本点，强化基础理论、重大科学问

题研究，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突破，构建信息通信

创新体系和创新生态。 （崔爽）

我国启动5G
异网漫游商用推广

新技术让秸秆、木材、竹材等生物质资源“身

价倍增”。来自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所（以下

简称“大连化物所”）等单位的科研人员在木质纤

维素类生物质三素分离和高值利用方向取得重要

突破：他们设计并开发出催化木质素芳基化的三

素分离技术（CLAF），解决了在木质纤维素绿色精

炼过程中三素难以高效分离、高值利用的问题。

相关研究成果5月29日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木质纤维素是秸秆、木材、竹材等生物质资

源的主要成分，可作为生物炼制的原材料，实现

高值化学品的绿色制造。“它主要由纤维素、半纤

维素和木质素（以下简称“三素”）组成。作为最

具利用价值的可再生碳资源，木质纤维素三素如

果无法高效分离，将限制生物质化工发展的经济

性和环境友好性。”论文通讯作者、大连化物所研

究员王峰说。

通过酸、碱、有机溶剂等进行化学处理，可实

现木质纤维素三素组分的部分分离。但这种处

理方式通常只能获得其中的一种或两种组分（以

纤维素组分为主），难以实现三组分的高值利用。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木质纤维素利用不充分

的重要原因是木质素在反应过程中容易发生自身

缩合，即不可控地形成分子间和分子内的碳碳键

交联。”论文第一作者、大连化物所李宁博士介绍。

此次，科研人员因势利导地引入与木质素结

构类似且具有高亲核活性的单酚类化合物，在分

离过程中，单酚与木质素发生选择性芳基化反

应，阻止木质纤维素无序自缩合过程。木质素芳

基化改性后，溶解性显著提高，可与纤维素、半纤

维素组分高效分离，同时保留了自身芳基醚活性

结构，更有利于后续催化解聚。

同时，科研人员高度关注该研究的应用出口，

从终端市场角度思考木质素催化转化。他们基于芳基化木

质素的结构特性，开辟了一条芳基迁移的催化解聚路线，将

CLAF处理后的木质素组分直接催化解聚为木质素基双酚。

“我们将木质素基双酚与双酚A（BPA）进行比较后发

现，两者的材料学性能基本相当，但木质素基双酚毒理安全

性要比BPA提高100倍以上，因此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李宁说。 （陆成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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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工厂绿色工厂””环境美环境美
6 月 1 日，芜湖

市繁昌区芜湖海螺

水泥有限公司超大

型水泥熟料生产基

地，山清水秀、天蓝

地 绿 ，环 境 优 美 。

近年来，安徽海螺

集团积极响应国家

“双碳”战略目标号

召，研发应用节能

环保低碳新技术、

新工艺、新材料、新

装备，积极发展循

环经济，实施低温

余热发电项目，降

低各类消耗，努力

打造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现代化

绿色工厂。

鲁君元 摄

笔者5月31日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集团”）获悉，

2024年一季度，由乌东德、白鹤滩、溪洛

渡、向家坝、三峡和葛洲坝六座梯级电站

构成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累计发

电超过520亿度，相当于节约标准煤超过

1500万吨，可满足约5400万人一年的生

活用电需求。

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跨越1800

公里，水位落差超900米。已投产的110

台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达7169.5万

千瓦，相当于三个三峡电站的装机容

量。如今，这条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不仅能够持续产生绿色电能，还成为保

障长江防洪、航运、生态、水资源利用的

“绿色生态纽带”。

据了解，为应对今年主汛期可能出

现的大洪水，自5月开始，三峡水库已开

始逐步加大下泄流量。目前，三峡水库

水位已降至153米以下，腾出约180亿立

方米的库容全力备汛。世界最大清洁能

源走廊形成的梯级水库，在长江流域联

合调度范围的控制性水库群中，防洪库

容占比超过50%，成为长江防洪的重要

力量。

通过水库调节，不仅可以应对洪水，

还能保障长江中下游农业、供水和生态

安全。数据显示，2023年至 2024年枯

水期，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已向下游

补水超300亿立方米，相当于2100个西

湖水量，有效缓解长江中下游用水紧张

局面。

三峡集团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三峡梯调中心副主任鲍正风表示，六

座梯级电站就像长江上的六个“水龙

头”。“我们采用水情遥测系统、水资源综

合利用决策系统和数据模型，有效助力

梯级电站防洪、航运、生态、发电等综合

效益充分发挥。”

目前，在向家坝水电站至三峡水库

区间，三峡集团正在进行联合生态调度

试验，即通过调节水库的出库流量，形

成“人造洪峰”，为部分鱼类产卵繁殖创

造适宜的条件。2023 年，六座梯级电

站共累计完成 12次生态调度试验，世

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成为一条绿色生

态走廊。

（何亮）

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一季度发电超520亿度

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北工业大学柔

性电子国家基础（前沿）科学中心首席科

学家黄维，南京工业大学柔性电子（未来

技术）学院王建浦教授、朱琳副教授团

队，在钙钛矿发光二极管（LED）研究领

域取得重大突破：通过加快辐射复合速

率，显著提高荧光量子效率，使钙钛矿

LED外量子效率突破30%，接近实现产

业化水平。相关成果发表在国际学术期

刊《自然》上。

钙钛矿发光材料有三维、低维之分，

其中三维钙钛矿最有潜力实现高亮度下

的高效率发光，对未来发光显示技术实

现产业化意义重大。然而，三维钙钛矿

LED外量子效率普遍停留在20%左右，

整体性能提升遭遇瓶颈。

提升三维钙钛矿材料的荧光量子效

率一直是世界性难题。王建浦表示，外

量子效率由荧光量子效率和光提取效率

共同决定。目前，器件光提取效率限制

已被突破，荧光量子效率的提升却未及

预期。

“荧光量子效率是辐射复合与非辐

射复合过程竞争的结果，为了提升荧光

量子效率，需要抑制非辐射复合、提升辐

射复合。以往研究中大多采取缺陷钝化

的方式来抑制非辐射复合，但即使三维

钙钛矿薄膜缺陷密度已经减少到单晶钙

钛矿水平，荧光量子效率仍普遍停留在

70%左右。”王建浦说。

为解决这一难题，该团队创造性地

提出了一种通过调控晶体生长的方法，

以生成辐射复合速率更快的钙钛矿晶

相，从而使荧光量子效率得以显著提

高。同时，团队成功保持了三维钙钛矿

的亚微米结构，使得器件的光提取效率

不受影响，达到了双管齐下的效果。由

此，这项研究实现了96%的荧光量子效

率和大于30%的光提取效率，并进一步

制备出外量子效率32%的高效钙钛矿

LED，再次创造了钙钛矿LED发光效率

的世界纪录。

“我们发现器件在高亮度下仍能保

持高效率，即使在100毫安每平方厘米的

大电流密度下，外量子效率仍能保持在

30%。”朱琳介绍说。

钙钛矿 LED 的发展，预示着其在

高 效 绿 色 照 明 领 域 的 广 泛 应 用 前

景。黄维院士表示：“这一重大突破

进一步彰显了基于钙钛矿半导体材

料的薄膜 LED技术的巨大潜力，必将

推动基于钙钛矿 LED 的显示技术的

产业化步伐。”

（史俊斌 王禹涵 金凤）

钙钛矿LED外量子效率突破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