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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大在揭示水热合成的流体行为研究中取得重要进

展（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网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俞书宏

院士团队及其合作者，首次利用氧化石墨烯的液晶行为和凝胶化

能力，获得具有环形极向结构的凝胶，根据凝胶的微观结构来揭

示水热合成中的流体行为。研究成果发表于《物质》。研究人员

通过对凝胶形貌和结构的直接观察分析，推测出水热合成中的流

体行为，开展了加热温度、溶液粘度和反应釜尺寸/形貌等多个因

素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反应釜聚四氟乙烯内衬的大小和

几何形状如何，水热合成中的对流总是存在。对于特定的反应，

温差和反应釜内衬大小是影响对流的最主要因素。反应釜体积越

大，其中反应液体的传热就更不均匀，温差越大，对流就更强烈。

该研究进一步增进了对水热合成法制备不同尺度和形状的微纳材

料过程及机理的理解，对今后水热法合成纳米材料技术的发展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中国科大实现超快原型存储器（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网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李晓光团队基于铁电隧道结量子隧穿

效应，实现了具有亚纳秒信息写入速度的超快原型存储器，并可

用于构建存算一体人工神经网络。研究成果发表于《自然·通讯》。

在前期研究基础上，研究人员制备了高质量铁电隧道结。基于隧

道结能带的设计，以及其对阻变速度、开关比、操作电压的调控，

该原型存储器信息不仅写入速度快，而且远超商用闪存寿命。即

使在极端高温（225℃）环境下仍能进行信息的写入，可实现高温

紧急情况备用。该铁电隧道结非易失存储器具有超快、超低功耗、

高密度、长寿命、耐高温等优异特性，由于该存储器还具有忆阻

特性，可用于构建超快的人工突触器件，从而用于开发超快人工

神经网络存算一体系统。人工神经网络的模拟结果表明，利用该

铁电隧道结忆阻器构建的人工神经网络可用于识别 MNIST 手写

数字，准确率可达 90%以上。 

 



 

 

 

▲ 安农大研制成功一种新型环保硫试剂（来源：安徽农业大

学网站）。安徽农业大学李亚辉团队发现了一类新型环保硫试剂，

为含硫化合物的合成提供了一种新途径。研究成果发表于《化学

科学》。含硫化合物广泛存在于医药、农药及高分子材料中，是

许多药物分子的核心药效基团。含硫化合物的制备一般需要硫试

剂，但常规硫试剂存在污染环境、制备困难、气味恶臭等问题。

传统含硫化合物的制备途径是通过底物与硫试剂合成。李亚辉设

想，将旧的廉价含硫化合物在化学反应中退回到硫试剂的分子形

式，再与新的底物反应合成新的含硫化合物。该团队通过金属对

旧的含硫化合物氧化加成，得到中间体，再经分子间的转金属化

反应，成功合成了新的含硫化合物，实现了这一设想。这类新型

硫试剂能够避免常规硫试剂的使用，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对人体

的损害，同时又拓展了试剂源，为医药及农药中含硫化合物的制

备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 国内首台除菌毒空气净化机问世（来源：安徽日报）。国

机集团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研制的“除菌毒空气净化机”

近日通过了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组织的专家组鉴定。专家组认为，

该产品填补了公共场所有限空间除菌毒空气净化机国内外空白，

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该产品通过对过滤、紫外、吸附和电场

等技术的综合应用，可以使空气中 0.3 微米以上的粒子净化率达

到 94%、各类病毒的自然消亡率达到 98.6%，并且该产品智能化

程度很高，具有菌毒监测、智能预警和灭除功能，能有效降低会

议室、食堂、车间、以及大巴、动车车厢等公共场所有限空间菌

毒传播和空气交叉感染风险，可为疫情防控、科学复工、安全复

工提供公共卫生保障。除菌毒空气净化机的研制得到了省科技厅

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应急科研攻关项目和中国工程院科研攻关

项目“公共场所有限空间基于菌毒防控的空气通风净化装备及系

统研发”支持。 

 



 

 

 

▲ 台湾科研人员在尖端晶体材料开发上取得突破（来源：科

学网）。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台湾交通大学研制

出一种全球最薄、厚度只有 0.7 纳米的基于氮化硼的超薄二维半

导体绝缘材料，可望进一步开发出2纳米甚至1纳米制程的芯片。

研究成果发表于《自然》。该项成果成功实现晶圆尺寸的单原子

层氮化硼，并结合二维半导体，展示优异的电晶体特性。研究团

队从基础科学角度出发，找到氮化硼分子沉积在铜晶体表面的物

理机制，进而达成晶圆尺寸单晶氮化硼的生长技术。这种技术的

难度相当于将人以小于0.5米的间距整齐排列在整个地球表面上。

超薄二维半导体层状材料为摩尔定律在集成电路继续发展提供了

巨大的潜力。这种氮化硼单晶，作为保护二维半导体材料的通道，

对未来芯片制程的缩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次联合研究成果

还对产业与高校共同进行基础研究具有指标性意义。 

 

▲ 新神经算法芯片有了“嗅觉”（来源：科技日报）。英国

《自然·机器智能》杂志近日发表一项人工智能研究，英特尔神

经形态计算实验室以及康奈尔大学的联合团队报告称，他们实现

了一种设计用来模拟生物嗅觉的神经算法。研究人员在英特尔

“Loihi”神经形态系统上，描述了一种基于哺乳动物嗅觉系统的

神经算法，可以学习并鉴别气味样本。研究团队之后在一个神经

形态系统中，实现该神经算法，并利用甲苯、氨、丙酮、一氧化

碳和甲烷等，对其进行气味训练，最后在风洞中通过传感器的数

据进行测试。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哺乳动物嗅觉以及改进人工化

学感知系统的计算特征。这些发现也意味着，改造此类生物神经

系统，或代表了一种可以开发出超越当前人工智能趋势算法的新

方法。 

 

报：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 

送：各市政府，省直有关部门，高校、科研院所，开发园区， 

各市科技局、招商局，高新技术企业 

安徽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战略中心编印          2020年3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