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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大创下现场光纤量子保密通信新的世界纪录（来

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网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院士团

队与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王向斌团队合作，成功实现 500 公里量

级现场无中继光纤量子密钥分发，创下现场光纤量子保密通信新

的世界纪录，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和《自然〃光

子学》，并被 APS 下属网站 Physics SYNOPSIS 栏目和英国《新

科学家》报道。潘建伟团队基于王向斌提出的 SNS-TF-QKD（“发

送-不发送”双场量子密钥分发）协议，发展时频传输技术和激

光注入锁定技术，将现场相隔几百公里的两个独立激光器的波长

锁定为相同；再针对现场复杂的链路环境，开发了光纤长度及偏

振变化实时补偿系统；对于现场光缆中其他业务的串扰，精心设

计了 QKD光源的波长，通过窄带滤波将串扰噪声滤除；最后结合

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研制的高计数率低噪声单光子探测器，基于

“济青干线”现场光缆，实现了 511 公里 TF-QKD。上述研究超

过了理想的探测装置（探测器效率为 100%）下的无中继 QKD 成

码极限，在实际环境中证明了 TF-QKD 的可行性，并为实现长距

离光纤量子网络铺平了道路。 

 

▲ 强磁场中心在小细胞肺癌放化疗耐药机制研究中取得新

进展（来源：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研究院网站）。中国科学院合

肥物质研究院强磁场中心林文楚课题组在小细胞肺癌放化疗耐

药机制研究方面取得新进展，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临床表观遗

传学、前沿细胞与发育生物学》。针对临床小细胞肺癌放疗耐受

的难题，研究团队通过高通量测序数据分析和功能比较实验发

现，采用表观遗传因子抑制剂 FK228可以特异性地诱导染色质解

聚、抑制 DNA损伤信号应答和修复能力，从而实现放疗耐受细胞

的放疗增敏效果。研究团队采集小细胞患者化疗耐药前、化疗耐

药后的血样提取外泌体，高通量测序后发现外泌体中的非编码单

链 RNA-miR-92b-3在化疗耐药后呈现高表达特征，体内细胞实验

和体外动物实验的结果显示过表达和外泌体介导的 miR-92b-3p

均明显增强小细胞肺癌的化疗耐药能力。该研究表明，外泌体中

的小分子干扰 RNA在小细胞肺癌化疗耐药发生过程中有重要的

作用。 



 

 

 

▲ 固体所构筑高导热聚酰亚胺柔性绝缘膜（来源：中国科

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网站）。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研究院固

体物理所高分子与复合材料研究部田兴友研究员和张献研究员

团队在高导热聚酰亚胺柔性绝缘膜研究方面取得新进展，相关研

究成果发表于《复合材料科学与技术》。面对下一代电子产品发

展趋势，开发高导热的柔性聚合物薄膜材料已成为当前研究热

点。研究团队首先通过将氮化碳（CN）在石墨烯（rGO）上原位

生长，获得高导热且电绝缘的 rGO@CN 复合导热填料；进而采

用“类落叶”策略实现低负载量的 rGO@CN 在聚酰亚胺(PI)膜中

的分层构筑。当 rGO@CN 填充量为 10 wt%时，复合薄膜面内导

热系数得到了显著的提高，达到 6.08 W〃m
-1〃K

-1，与纯 PI 膜相

比，PI/rGO@CN 复合膜具有更加优异的面内热传递能力。该研

究为工业生产高导热聚酰亚胺柔性绝缘膜提供了新的思路。 

 

    ▲ 安大在特异性超分子组装与高选择性化学转化取得新进

展（来源：安徽大学网站）。安徽大学物质科学与信息技术研究

院沈登科教授课题组在特异性超分子组装与高选择性化学转化

取得新进展，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美国化学学会杂志》。研究

团队利用大环框架结构构建了限域空间内的多重非共价相互作

用的自组装体系，证明了该体系中特异性的主客体组装的行为，

并通过在框架结构内的原位反应将特异性组装的底物转化为高

选择区域选择性和高手型选择性的产物。多重非共价相互作用力

协同实现底物的特异性预组装是自然界中酶催化反应高选择性

的关键，而如何模拟自然界中复杂的组装体系从而在化学转化中

提高选择性，则是化学研究者多年来孜孜不倦的追求。多孔材料、

超分子受体或小分子催化剂都已经获得了广泛的研究，然而，由

于常常受限于单一的非共价相互作用，大部分人工合成的受体与

自然界的酶相比，在特异性和选择性方面仍然具有较大的差距。

因此，构建多重相互作用协同组装体系，共同为底物的预组装提

供定向约束，进而实现化学转化中更高的区域和立体选择性，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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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科学家低功耗集成电路设计研究获进展（来源：中

国科学院网站）。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感知中心低功耗智能

技术与系统团队在低功耗集成电路设计领域取得新进展，相关研

究成果发表于《IEEE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与系统汇刊》《IEEE 电

路与系统汇刊Ⅱ》和《2021 IEEE 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功

耗已成为制约集成电路发展的瓶颈。通过近/亚阈值技术将芯片

工作电压降低到晶体管的阈值电压附近或阈值电压以下，可大幅

降低数字系统的功耗。近/亚阈值基础数字电路单元是低功耗智

能计算芯片的基石，也是本研究重点解决的难题。研究团队首次

提出了领先的零冗余动态功耗触发器、pW 级宽范围电平转换器

及 nW 级高精度上电复位电路。研究人员设计出兼容近/亚阈值

工作区的基础电路单元可广泛应用于低功耗的智能计算芯片。 

 

▲ 俄研究人员研制出一种用于净化地下水的纳米材料（来

源：科技日报）。俄罗斯国立研究型技术大学的研究人员与国际

团队合作，参与研制出一种用于净化地下水（供水水源）的纳米

材料，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环境化学工程学报》。国立研究型

技术大学结构陶瓷纳米材料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与同行一起，将

现有除铁净水站的含铁沉积物溶解在硝酸中，并将硅酸盐矿物颗

粒——耐火熟料浸泡在所得溶液中，然后将粒料放入预热的烘箱

中，在那里发生自蔓延高温合成，改性后，熟料表面会形成氧化

铁纳米元素。新形成的纳米材料能促进水中所含铁和锰的活性氧

化，所得材料的效率是当今水处理站使用的类似材料的 3.5 倍。

研究人员称这种材料在各个方面都优于同类产品。这项新技术在

不产生毒副产品的前提下，可以作为制备多功能涂层的基础，有

效去除地下水中的其他有毒物质并抗生物污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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