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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大成功研制全国首台红外天光背景测量仪（来源：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网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核探测

与核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王坚课题组经过两年的攻关，攻克了

红外观测微弱信号检测、高增益灵敏放大、暗流及背景噪声抑制、

高真空低温封装、高精度数字锁相放大等关键技术，成功研制出

全国首台红外光谱扫描的天光背景测量装置。相关成果日前发表

于《光学》，同时申请专利并获得授权。2.5~5 微米是热红外波

段的开始，是地面观测的重要窗口所在区域。由于天光背景强度

极其微弱，探测器输出信号低于 nA量级，研究团队采用锁相放

大技术成功提取出淹没在噪声中的信号；为了降低探测器暗电流

的影响，探测器制冷到-150℃以下；为了克服由于仪器带来的背

景热噪声，进行了适应低温的斩波器和光学设计；为了克服地面

大气的吸收效应，地基红外望远镜只能从若干大气窗口进行观测；

研究团队根据探测器在 2.5~5微米波段上高响应的性能，利用线

性可变滤波片在此波段线性可变的特点，研制出了此波段上连续

扫描观测的红外天光背景测量仪。

▲ 安大天体物理团队在太阳暗条感应爆发研究领域取得进

展（来源：安徽大学网站）。近日，安徽大学物理与材料科学学

院天体物理团队张军、宋志平、汪鹏等与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合作，在太阳暗条感应爆发研究领域取得进展。太阳暗条是悬浮

于太阳高温稀薄大气中冷而密的等离子体，暗条爆发是触发太阳

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等严重影响近地空间环境太阳爆发事件的重

要诱因。研究人员综合利用空基和地基太阳观测数据，并借助非

线性无力场外推方法，对一个典型暗条感应爆发事件的完整物理

过程进行了详细研究，从感应爆发发生前的磁场位型、发生时的

观测特征和发生后的磁场重构等角度构建一个完备的演化证据链

条，揭示了暗条感应爆发过程的完整物理图像，并指出发生在两

个暗条上覆磁场间的外部磁重联及其造成的上覆磁场重构触发了

暗条间的感应爆发。



▲ 等离子体所在大气压等离子体渗氮技术研究中取得新进

展（来源：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网站）。中国科学院

合肥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等离子体应用研究室倪国华团队

在大气压等离子体渗氮技术研究中取得新进展，实现了不锈钢表

面的快速渗氮，研究成果发表于《等离子体化学》。研究人员应

用非热转移电弧等离子体，通过在 N2工作气体中混入不同比例的

H2, 实现了 304不锈钢表面的快速渗氮。研究结果表明，在氢浓

度为 2%时不锈钢表面硬度提升最大，由原来的 200 HV0.1增加到

1200 HV0.1。研究人员发现样品表面硬度与 NH浓度的变化趋势一

致，通过调控等离子体中 NH 含量，分析其与不锈钢表面硬度的变

化关系，认为 NH 自由基在渗氮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等离子体作

用下其吸附在试样表面，分解成 N 原子和 H 原子，N原子会穿透

试样实现渗氮，进而达到表面硬度强化的效果。该成果揭示了在

大气压环境下非热转移弧等离子体渗氮新机制，为工业界不锈钢

表面硬度强化相关工艺提供了具有应用前景的技术方案。

▲ 中国科大在铁基高温超导体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来源：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网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

学国家研究中心和物理系中科院强耦合量子材料物理实验室陈仙

辉、吴涛等人组成的超导研究团队近日在铁基高温超导体研究中

取得重要进展。研究团队在有机离子插层的二维层状铁硒基高温

超导体中揭示了由二维超导涨落导致的“赝能隙”现象，为研究

铁基超导材料中的高温超导机理提供了关键性的实验证据，研究

成果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研究人员首先通过核磁共振技术

在有机插层的二维铁硒基高温超导体中证实了在超导转变温度之

上的确存在显著的“赝能隙”特征，其“赝能隙”起始温度大约

在 60K左右。随后，再通过进一步的各向异性的抗磁性和能斯特

效应两个实验方法证明在上述“赝能隙”温区存在明显的二维超

导涨落特征。上述实验发现不但揭示了二维层状铁硒基高温超导

体中的 “赝能隙”现象，同时也为理解单层铁硒薄膜样品中的高

温超导电性提供了新的理解和解释。



▲ 我国科学家研发 RNA成像工具（来源：科技部网站）。

华东理工大学杨弋团队与朱麟勇团队联合攻关，在荧光 RNA 研

发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研究成果发表于《自然·生物技术》。

研究人员基于合成生物学及化学生物学原理，利用了全新的分子

设计理念及分子共同定向进化思路，获得了系列高亮、稳定、低

背景的荧光 RNA。这些荧光 RNA是仅含 40余个核苷酸的 RNA
分子片段，可以特异结合不发光的染料分子，进而产生强烈荧光。

研究团队利用这些荧光 RNA，成功实现了动物细胞内不同种类

RNA 的标记与无背景成像。与现有技术相比，团队研发的荧光

RNA在亲和力、稳定性、信噪比、活细胞荧光亮度等方面提升了

一到三个数量级，实现了荧光 RNA 从概念到实用的突破，为活

细胞中 RNA的功能研究提供极具价值的工具。

▲ 加拿大研究发现光动力疗法可用于治疗多种癌症（来源：

科技部网站）。加拿大魁北克大学国立科学研究院的一项研究表

明，常用于治疗皮肤癌和皮肤癌前病变的光动力疗法可用于治疗

其它多种癌症，研究成果发表于《化学科学》。光动力疗法是将

作为光敏剂的药物特异性地输送至病变组织，然后用可见光照射

以激活该药物，释放出活性氧从而导致肿瘤细胞死亡，最终达到

治疗的目的。但是在目前的临床治疗中，光动力疗法多限于治疗

浅表性皮肤癌。研究团队发现，二氧化硅纳米颗粒可将具有更强

组织穿透能力的近红外光转换为可见光，触发化学反应并释放出

活性氧，可以达到给药至肿瘤深层乏氧组织的目的。将光敏药物

选择性地包裹在二氧化硅纳米胶囊中这一新方法，赋予了光动力

疗法许多新的功能，对于光动力疗法在深层肿瘤诊疗上的应用具

有一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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