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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西南偏南”大会和艺术节8日举办2025年
度创新奖入围作品展示会。今年共有55个项目和产
品入围，角逐11个类别奖项。科技在现实中各领域
的创新应用让人感到惊喜。

人工智能方面的展示尤为突出。美国加州一家
公司推出首个物理人工智能模型“牛顿”，能够通过融
合多模态传感器数据和自然语言来实时感知和推理
物理世界，揭示人类无法感知的隐藏模式和行为。中
国联想公司与伦敦一家痴呆症创新组织合作，利用人
工智能创建一个大语言模型数据集，将数百名患者的
亲身经验和建议汇总，形成世界上首个针对阿尔茨海
默病等痴呆症患者的3D虚拟形象，与患者及其家人
自然互动、实时对话。

人工智能电影摄影机、交互式人工智能睡前讲故
事设备、会说175种语言的虚拟视频形象、创新的增
强现实原型系统……人工智能正在不断突破应用边
界，展示其强大的应用潜能。

健康和生物技术领域的诸多进展同样令人惊喜：
用于血管内介入的遥控手术机器人；可在数秒内控制
中度至重度出血的一次性临时外用止血凝胶；体积最
小、电池运行时间最长的兼容蓝牙助听器；纽约一家
公司研发的自平衡外骨骼能让残疾人穿戴后摆脱轮
椅，站立、坐下、弯腰、行走、上台阶……

环保节能新技术一向是创新奖热门。纽约州一
家公司今年展示了利用二氧化碳制造日常燃料和产
品的技术，可以降低数千种产品的碳强度；加州一家
公司推出完全用植物制成的耐用替代塑料产品；另一
家加州公司研发出低光能量太阳能电池，采用光学透
明玻璃制成，能双面收集能量，从而大大提高整体电
池效率，或可解决传统低光光伏技术的低功率密度和
高成本问题。

此外，日本开发出一种由稀有金属衍生的纳米颗
粒制成的创新材料SOLAMENT。这种独特的高透
明材料能吸收和阻挡来自太阳光的近红外光，使材料
本身产生热量，既可保暖，应用于玻璃或乙烯基材料
又可防止温度升高，还能防止人体皮肤的光老化，阻
止红外摄像机监控以免隐私泄露。

在创新奖的音频体验类别，音乐可视化探索是近
些年热门。今年入围产品中，芬兰研发人员利用神经
捕捉技术制作的掌上踏板兼具数字放大器、音箱和效

果处理器功能，可满足吉他手和贝斯手在舞台和录音
室中的音调塑造需求；法国和美国研发人员推出一款

“我看到音乐了！”产品，通过可视化技术、语义AI和
机器学习，将音阶转化为几何形状，使音乐欣赏与创
作变成直观的视觉和逻辑体验。

其他让人眼前一亮的入围项目和产品不胜枚
举：可生物降解的风力涡轮机叶片，由海藻制成的可
生物降解新材料，即插即用、无需工具的便携式电动

自行车改装套件，通过尖端计算机视觉算法、无需
GPS定位即可高精度识别地标等特征的人工智能导
航专利技术，适用于大面积农田喷洒农药的精密无
人机技术……

入围“西南偏南”创新奖的项目和产品历来以应
用型创新为主，让人们看到技术进步增强人际互动的
积极影响，以及科技为人类个体、社区和国家赋能的
强大潜力。 （新华社美国奥斯汀3月9日电）

科技的现实应用潜能
——美国“西南偏南”大会创新奖入围作品一瞥

新华社记者 徐剑梅

3月8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举行的“西南偏南”大会和艺术节创新奖入围作品展示会上，参展人
员向参观者演示一种电动自行车改装套件。

美国“西南偏南”大会和艺术节8日举办2025年度创新奖入围作品展示会。今年共有55个项目和产品
入围，角逐11个类别奖项。科技在现实中各领域的创新应用让人感到惊喜。

新华社记者 徐剑梅 摄

新华社西昌3月10日电（李国利 崔婉莹）3月 10日1时
1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
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十五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
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通信技术试验卫星十五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
星通信技术验证。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562次飞行。

我国成功发射通信技术
试验卫星十五号

◀通信技术试验卫星十五号发射升空。
新华社发（马文博 摄）

新华社合肥 3 月 10 日电（记 者
戴威）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
该校曾杰教授团队通过构筑纳米岛结
构催化剂，攻克了甲烷干重整反应中催
化剂极易烧结失活的难题。相关研究
成果 3 月 10 日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
《自然∙材料》。

超细金属纳米颗粒因其超高的原
子利用率，在多相催化领域备受青睐。
然而，在催化反应过程中，这些纳米颗
粒极易受到高温等影响，从而自发聚集
并导致活性降低，该过程被称作烧结。

发展超细金属纳米颗粒的抗烧结策略，
是催化科学领域亟待解决的关键难题。

此次研究工作中，研究人员基于对
烧结路径的深入理解，创制了一种纳米
岛结构催化剂。具体而言，研究人员在
载体与金属颗粒之间嵌入一种均匀分
布、小尺寸且互不相连的金属氧化物团
簇，其因岛状结构被命名为纳米岛。相
较于载体，纳米岛对金属颗粒锚定更
强，因此颗粒无法整体迁移烧结。此
外，纳米岛之间互不相连，从颗粒表面
脱离的金属原子难以跨岛迁移。通过

同时切断两种烧结路径，纳米岛结构有
望显著提升催化剂的抗烧结性能。

为构筑纳米岛结构催化剂，研究人
员首先在氧化物与载体间构建强吸附
作用，通过高温受控团聚获得小尺寸、
高密度的氧化物纳米岛。通过将电性
匹配原理和溶剂蒸发结合，研究人员实
现了金属在纳米岛上的精准落位。针
对常见的载体、纳米岛、活性金属，研究
人员发展了纳米岛结构催化剂的材料
库。其中，二氧化硅负载的氧化镧纳米
岛对钌纳米颗粒的稳定效果尤为突

出。研究人员将该催化剂应用于甲烷
干重整反应以验证其抗烧结性能。此
反应因其在温室气体资源化利用方面
的巨大潜力而备受关注。

实验结果表明，该催化剂能够实现
单程400小时的稳定转化，且反应后钌
纳米颗粒的尺寸仍维持在1.4纳米，完
美应对了因高温等因素导致的失活困
局。通过定制活性金属和载体，纳米岛
结构催化剂有望为多种催化反应中所
面临的烧结失活难题提供切实可行的
解决方案。

我国科学家在抗烧结催化剂研究中取得新进展
新华社哈尔滨 3 月 7 日电（记者

杨思琪）哈尔滨医科大学与哈尔滨工业
大学科研团队一项联合研究发现，纳米
机器人集群能够在精准清除血栓过程
中发挥作用，将推动血栓治疗从被动给
药向主动靶向诊疗转变，为血栓性疾病
的高效治疗提供了新思路。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教授
冷晓萍说，对于血栓性疾病，传统溶栓治
疗往往受血液层流屏障限制，药物难以
渗透至血栓核心，不仅降低疗效，还会增
加复栓风险。受游动细菌涡旋运动的启
发，团队提出一种仿生动态集群策略，也
就是利用纳米机器人主动打破层流屏
障，提升溶栓药物的递送效率。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贺强团队在
纳米机器人设计与制备方面拥有技术
突破，冷晓萍团队在超声医学评估及临
床转化领域积累深厚。两个团队合作
研制的一款新型纳米机器人，能够自主
运动并形成类涡旋动态集群，可有效突

破血栓周边的层流屏障，实现精准药物
递送。

在大鼠下腔静脉狭窄血栓模型中，
研究团队采用多普勒超声血流成像技
术，成功监测到溶栓过程中血流动力学
的变化。实验结果显示，纳米机器人集
群可显著改变血栓周围的层流模式，形
成涡流，大幅提高药物与血栓的接触效
率，实现高效溶栓。在深静脉血栓模型
中，这一策略可在6分钟内清除4毫米
静脉血栓，并展现出清除陈旧性致密血
栓的优势。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副校
长郑海荣认为，这项研究充分体现了
医工交叉优势，创新性提出“动态集
群-流体调控-精准释药”三位一体的
药物递送机制。这一技术的应用将为
血栓性疾病治疗提供更精准、高效的
解决方案。

日前该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权威
学术期刊《应用化学国际版》上。

研究发现纳米机器人可清除血栓

新华社伦敦3月10日电 一个国
际团队通过研究远古微生物化石——
叠层石发现，大约27.5亿年前，活跃的
火山活动和海底地热活动将大量的铵
带到海洋表层，再通过一些化学作用过
程，为微生物提供充足的氮元素。这可
能促进了海洋生物进化，推动地球发生

“大氧化事件”。
叠层石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化石之

一，由蓝细菌等微生物沉积形成，记录
了早期生命活动。由英国、德国和南非
等多国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报告说，他
们分析了津巴布韦南部出土的叠层石，
通过其中的氮-15同位素含量追溯早

期的氮循环，得出了以上结论。论文发
表在英国《自然-通讯》杂志上。

氮是地球大气中含量最多的元素，
动植物体中的蛋白质都含有氮，而最重
要的含氮矿物是硝酸盐。氮有两种天
然同位素：氮-14和氮-15，其中氮-14
的丰度超过99%。

生物在两种同位素中偏好氮-
14。陆地微生物吸收大气中的氮，因
此陆地有机物中氮-14 更多，氮-15
偏少；海洋微生物在无氧条件下通过
反硝化作用，将硝酸盐/亚硝酸盐转
化成一氧化氮和氮气释放到大气中，
更多的氮-14在此过程中进入大气，

留下的有机物中氮-15 含量相对较
高。此前人们发现，形成于28亿年前
至 26亿年前的地质沉积物中，氮-15
含量异常高，这可能就是微生物繁荣
导致的。

新研究显示，这批叠层石形成于
27.5亿年前至27.3亿年前，其中的氮-
15含量显著高于标准值，与当时的全
球状况一致；而同期的深海页岩中氮-
15 的含量比标准值要低。在这一时
期，地球表面绝大部分是海洋，地幔翻
转造成了剧烈的火山活动和海底热液
活动。

研究人员认为，这些地质活动使富

含铵的深海海水上升到表层，同时带来
更多铜、钼、锌等对生物有用的元素，为
浅海微生物的繁荣创造有利条件。微
生物光合作用为随后发生的“大氧化事
件”即大气中的游离氧含量突然增加打
下基础，并可能促进了海洋生物进化及
生物多样性发展。

早期大气中不含游离氧，微生物
光合作用产生的氧气迅速被还原性
物质破坏、消耗。大约在 26亿年前，
大气氧含量突然增加，永久改变了地
球环境和生物圈，而海洋微生物繁荣
则被认为是增加氧气供给的一个重
要原因。

远古火山活动可能促进海洋生物进化
新华社南京3月10日电（记者 陈

圣炜）世界坝体最高抽水蓄能电站——
国网新源江苏句容抽水蓄能电站3号
机组10日并网发电。至此，包含已投
运的1、2号机组在内，该电站首批3台
机组全部投运，当前并网发电容量达
67.5万千瓦，长三角地区再添一大型清
洁能源“调节器”。

该电站上水库大坝高达182.3米，
是世界坝体最高的抽水蓄能电站，发
挥着调峰、调频等作用。电站在用电
低谷时把水从下水库抽往上水库，变
成势能储存起来，在用电高峰时将势

能转化为电能送入电网，实现“水往高
处走，电从空中送”，被比喻为电网的

“充电宝”。
句容抽水蓄能电站于2017年 3月

开工建设，安装6台22.5万千瓦可逆式
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 135 万千
瓦。“今年底全部机组投运后，年抽水电
量18亿千瓦时，年发电量13.5亿千瓦
时，发出的电能可满足约36万户家庭
一年的用电。”国网镇江供电公司发展
部主任王晨晖介绍，届时电站每年可节
约标煤 14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34.9万吨。

世界坝体最高抽水蓄能电站
首批机组并网发电

新华社耶路撒冷 3 月 9 日电（记
者 王卓伦 陈君清）以色列耶路撒冷
希伯来大学近日发布公报说，该校与法
国研究人员共同开发出一种数学模型，
揭示了大脑海马体中位置细胞创建脑
中地图的模式。

公报介绍，位置细胞是海马体中
CA1区域的神经元，它们通过放电来编
码动物周围环境的空间信息，从而帮助
动物识别位置。先前研究认为，在狭小
环境中，位置细胞在单一紧凑空间区域
中以典型的对称形状放电。近期研究
发现，大范围环境中，这些细胞表现出
复杂和不规则的活动模式，在形状和大
小各异的多个位置放电。

在新研究中，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
基于随机函数高斯过程的数学模型，能

够捕捉位置细胞在大范围环境中放电
空间的数据，并生成位置细胞放电空间
位置和形状的定量预测。

相关论文近期发表在美国《神经
元》杂志上。论文显示，在狭小环境和
大范围环境中，蝙蝠和啮齿动物脑中位
置细胞在一维、二维和三维空间中的活
动记录都能够定量验证这一模型的预
测结果。

模型验证结果显示，不同实验中观
察到的位置细胞放电模式的统计规律
由共同机制所决定，且进一步证实CA1
神经元的突触连接方式以随机为主。

公报说，这一结论挑战了长期以来
大脑依赖精确组织来构建其空间地图
的观点，这为理解脑空间认知开辟了新
的途径。

新研究揭示脑细胞如何“导航”

新华社东京3月9日电（记者 钱
铮）众所周知癌症转移意味着病情恶
化。但是癌症为什么会转移？日本京
都大学和名古屋大学参与的一项研究
发现癌症转移源于癌细胞躲避对自己
有害的活性氧。该研究成果可能有助
于研发抑制癌症转移的新疗法。

京都大学日前发布新闻公报说，癌
症转移在癌症发展过程中是非常重要
的阶段。活性氧会给DNA、蛋白质等
生物分子造成损伤，与肌体的衰老和疾
病相关，这一点已获得广泛共识。但同
时免疫细胞进攻病原体的时候会利用
活性氧。活性氧并非单纯地破坏细胞，
而是作为调节细胞内多样化功能的信
号分子发挥作用。活性氧的这种两面
性使其参与疾病发病和发展的情况非
常复杂。

在本项研究中，团队利用给癌细胞
高效输送抗癌剂的抗体-药物复合体技
术，研发出能选择性聚集到癌组织的活

性氧探针。这种探针用绿色和红色两
种荧光分子修饰能和癌细胞特有表面
抗原结合的抗体，观察两种荧光的强度
就能评估出癌细胞及周围过氧化氢（活
性氧的一种）的量。借助这种探针，研
究人员发现癌组织内存在过氧化氢高
浓度积聚的热点区域。而在此热点区
域肿瘤出芽现象高频发生。

肿瘤出芽指癌细胞从原发肿瘤脱
离，进入肿瘤基质的现象。肿瘤出芽指
示着癌症转移的初期阶段。

研究人员认为，从机制上说，暴露于
过氧化氢的癌细胞通过部分激活上皮间
质转化，从过氧化氢高浓度热点区域逃
离。这种逃逸机制在正常上皮细胞中不
存在，但在大多数癌症中普遍存在。它
揭示了癌细胞内在的应激防御程序。研
究团队认为，癌细胞为了躲避对自己有
害的活性氧，迈出了转移的第一步。

研究相关论文已发表在英国《自
然·细胞生物学》杂志上。

日本研究揭示癌症转移的内在原因

新华社耶路撒冷 3月 8 日电（记
者 王卓伦 冯国芮）以色列耶路撒
冷希伯来大学近日发布公报说，该
校研究团队发现了调节矮牵牛花花
香的关键“开关”，相关研究成果或
可应用于农业、园艺、香水制造等诸
多领域。

矮牵牛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园艺
植物，因其丰富的色彩和较长的花期
广泛用于花坛布置、盆栽观赏等。以
色列研究人员在学术期刊《植物细胞》
上发表文章介绍，他们通过基因分析

发现，PhDEF基因在矮牵牛花花香的
产生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该基因可
在花朵发育后期确保相关挥发性物质
释放，使花朵对传粉者更具吸引力。
进一步研究发现，抑制PhDEF基因可
显著减少挥发性物质释放，从而减弱
花香。

研究人员说，这项研究成果有助加
强人们对植物香味产生机制的理解，且
可用于农业、园艺、生物技术等领域，如
帮助人们优化花卉的香味产生、培育对
传粉媒介友好的作物等。

新研究发现矮牵牛的花香“开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