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的手机，一般电量剩下多少时开
始充电？近日，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和
北京市委网信办联合发布了“科学”流
言榜，对“手机电量必须用完再充电，这
样能延长电池寿命”的说法进行辟谣。

◎电池耗尽后再充电会加速电池老化

“必须用完再充电”的观点源自
过去镍铬电池的记忆效应。天津大
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许运华
在接受科普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锂
电池没有充电记忆效应，不需要完全
放电再充来保持电池容量。

电池的寿命是基于充放电循环
次数来衡量的，每次完全充放电就会
被视为一个循环。如果使用电量达
到电池容量的 100%，就完成了一个
充电周期，但一个充电周期不一定通
过一次充电来完成。比如，一天使用
了 75%的电量，在夜间将设备充满
电，次日又使用了25%的电量，那么
总放电量将达到 100%，从而两天累
计完成了一个充电周期。

许运华解释，电池充放电过程实
际是化学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过

程。电量耗尽后的电池会处于过度
放电状态，电池内部的化学材料可能
会发生不可逆的化学反应，导致电池
容量减少；当电量耗尽后再充电，电
池在充电初期的电流较大，会产生更
多的热量，对电池内部的化学材料产
生一定的损害，长期如此会使电池老
化加速，影响正常使用。

◎避免长时间满电状态

许运华建议，给手机充电尽量在
电池电量剩余 20%-30%时开始，充
至80%-90%时就可以了。还要注意
使用原装充电器或经过认证的正规
充电器，且尽量避免在高温或低温环
境下充电，极端温度也会影响电池的
性能和寿命。

手机充满电后，应及时拔掉充电
器，避免长时间维持 100%电量状
态。“因为过充可能导致电池内部压
力升高，加速老化。”许运华表示，虽
然部分手机具有涓流充电功能，满电
后会自动转入小电流充电，但仍建议
适时断开电源。

据《科普时报》报道

手机电量用完再充会损害电池吗？

新型摄像元件“火眼金睛”
可实时分辨真伪

近段时间以来，不法分子利用硅
胶面罩伪装，实施网络电信诈骗的案
件时有发生。手机摄像头背后，你看
到的人究竟是真的还是假扮的？有
没有可以提前感知的预警装置？日
前，由北京理工大学打造的新型摄像
元件就能够实时分辨镜头前物体的
真伪。该成果于11月7日刊发在学
术期刊《自然》杂志上。

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在测试硅胶
材质的仿真人面部信息和真人面部信
息的识别。基于光谱大数据的匹配分
析，新型摄像头精准识别并进行提示。

北京理工大学复杂环境科学探测
中心博士研究生王振称：“这个材质是
硅胶的人脸面具，它和我们真实的人
脸之间的光谱具有一个本质的区别，
我们通过这种光谱维度的本质区别，
可以对它进行一个精准伪装识别。”

您看，眼前这两盆绿植，通过记
者的摄像机进行拍摄，只能看出它们
的造型和颜色都非常相似，而北京理
工大学打造的新型高光谱元器件，可
以同时获取空间几何信息和数十个
甚至上百个波段的光谱信息，准确地
区分相同颜色、不同光谱的物质成
分，轻松区别哪盆才是真花。

北京理工大学复杂环境科学探

测中心教授边丽蘅称：“要想实现从
三原色到上百通道的光谱信息获取，
我们需要更多种的功能调控材料。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研发了上百种
的调控材料，这些调控材料能够对入
射光有一个宽波段的光谱调控作用，
从而能够让我们把上百谱段的光都
能够采集到芯片里边，再结合后端的
智能算法，从而能够通过软硬件结合
实现这样的芯片化功能。”

北京理工大学张军院士团队该
项科研历时6年，由材料、物理、集成
电路、计算机、电子信息等多学科交
叉，实现了颠覆性技术突破，开辟了
片上光学研究新领域，有望推动深空
探测、新质装备、智慧医疗等领域的
创新发展。

据《央视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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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11日12时03分，由广州中科宇航探索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宇航）研制的力箭一号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
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顺利将1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
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记者从中科宇航获悉，本次任务成功发射的阿曼智能遥感卫
星一号，由中国长城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总承包商，深圳航天东
方红卫星有限公司进行卫星平台系统研制，地卫二空间技术（杭
州）有限公司进行载荷及智能（AI）处理平台研制，是阿曼新一代人
工智能企业的重要应用项目。

由此，本次任务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向国际用户提供
发射服务，开启中国民营火箭国际化发射新篇章。

中科宇航副总裁、力箭一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史晓宁表示，面
对国际市场对发射成本、可靠性、任务快速响应能力等新的需求，
该公司将进一步拓展星箭机械和电气接口适应性、提高整流罩包
络空间、优化卫星力热环境条件，并从供应链体系和质量管理创
新、回收复用等技术创新、批量生产及发射能力拓展等方面开展规
划和布局。

此次任务还发射了试验二十六号 A、B、C 星，吉林一号高分
05B星、平台02A03星，云遥一号31星至36星，西光壹号04星、05
星，天雁24星。这些卫星主要用于城市规划、农业监测、气象观测
等领域。至此，力箭一号运载火箭共将57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入轨载荷总质量超5吨。

据《科技日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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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中国能建中能智新科技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双碳技术研发中
心）自主研发的源网荷储智慧联合控制平台
E3000投入使用。E3000作为我国500兆瓦级
风光绿电制硅标杆项目的“AI智慧大脑”，可实
现20万吨制硅负荷及配套建设的风、光、储的
协同优化控制和智能高效运行。

据了解，该20万吨/年高纯硅配套源网荷
储一体化项目于 2022 年开工建设，规划建设
545MW 新 能 源 ，其 中 风 电 425MW，光 伏
120MW，储能 70MW/140MWh。该项目早在
建设前期，就着眼于能源数字化智能化设计理
念，通过引入中能智新公司源网荷储智慧联合
控制平台E3000，大幅提升新能源消纳利用水
平和项目运行效率，有效整合园区的全部生产
用能需求，实时监控电力供需数据，实现源、网、
荷、储的各个环节的优化控制与智能化管理。

据介绍，源网荷储智慧联合控制平台
E3000依托卓越的人工智能算法模型与控制策
略，提供智慧监控、高精度功率预测、一体化优
化协调控制、智能运维等核心功能，有效优化
项目生产运行方式。对内实现项目智慧高效
运行，对外提供多种电网友好运行模式，为区
域电网提供调频、调峰、调压等多种辅助服
务。目前，E3000技术成果已通过中国电力企
业联合会科技成果评价，并已申报国家能源局
第四批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

中能智新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电
力规划设计总院的技术研发机构，承载着推动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强化能源科技创新的重要
使命，将持续聚焦“AI＋能源”重点领域，发挥
AI数字技术和大模型赋能作用，全方位打造涵
盖系统规划、智能运维、智慧调控、市场交易等
功能在内的源网荷储一体化智慧运营生态，助
力实现源网荷储全面动态感知与智慧协调控
制，扎实锻造能源电力领域新质生产力，为能
源电力系统高效运行和新型电力系统构建提
供高质量技术支撑。

据《新华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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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物质的反射光或透射光波长
不同、光谱各异，但人眼仅可接收有限
特定波长的光，因此无法超脱红绿蓝

“三原色”的“调色盘”。北京理工大学
张军院士团队自主研制出百通道百万
像素的高光谱实时成像器件，可高效
率、智能化探测“三原色”之外的更多

“原色”。相关成果7日在国际学术期刊
《自然》发表。

探测物质的“原色”有何价值？北
京理工大学教授边丽蘅说，“原色”搭载
着物质的本征属性信息。例如，在两个
相同的透明玻璃杯中，分别倒入等量纯
净水和矿物水，仅通过肉眼通常无法辨
别，而借助两者透射光的光谱差异，也
就是“原色”差异，即可加以区分。由于
可以探测更精细分辨率、更广范围波
长，高光谱成像技术正是检测“原色”的

“火眼金睛”，其利用物质“各放异彩”的

特性，实现“透过现象看本质”。
高光谱成像产生的数据规模庞大，

长期以来，该技术大多依赖光栅、棱镜等
分立元器件组成的复杂光学系统工作，
这种系统体积大、难集成，且分辨率和光
能利用率不高。据介绍，科研团队创新
性提出光子复用原理，建立了片上光谱
复用感知架构，通过材料、电子、光学、计
算机等多学科交叉，最终研制出重量仅
数十克、光谱通道超百个、像素达百万级
的高光谱实时成像器件，将光能利用率
由典型的不足25.0%跨越提升至74.8%，
提升了高光谱成像的灵敏度和准确率。

“大到遥感卫星探测装备，小到手
机摄像头，都能基于这个原理开发新应
用。用相应摄像头对准某个目标，就会
收到目标反射出的光谱，智能系统自动
比对数据库里的光谱信息，便可以标注
出目标物质成分。它具有通用检测能

力，一款设备既能检测水环境中是否有
重金属、食品是否变质，也能检测人体
血氧血糖指标是否正常等等，降低检测
成本、提升检测效能。”边丽蘅说。

张军表示，该研究开辟了片上光学

研究新领域，为未来智能光电子器件发
展提供了新思路。研究成果有望推动
卫星遥感、深空探测、环境监测、智慧医
疗、社会治理等领域的创新发展。

据《新华网》报道

我国科研团队在智能光电成像我国科研团队在智能光电成像
器件领域取得突破器件领域取得突破

●北京理工科研团队研发的新型高光谱智能成像器件

记者10日从昆明理工大学冶金
与能源工程学院获悉，该院华一新教
授团队近日在低共熔溶剂回收废旧锂
离子电池领域取得重要研究进展，不
仅为废旧电池的有效回收提供了新思
路，也为全球锂离子电池市场的可持
续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相关研究成
果发表在国际期刊《e科学》上。

随着全球锂离子电池市场的快
速增长，废旧电池的处理问题日益凸
显。废旧电池中蕴含的有价金属如
锂、钴等若能得到有效回收，不仅能
缓解原材料枯竭的压力，还能显著降
低环境污染。然而，传统的回收方法
存在诸多难题，如锂在水溶液中难以
沉淀、需添加多种沉淀剂回收过渡金
属等。

为此，昆明理工大学教授华一
新、副教授汝娟坚等人有针对性地提
出了基于水平衡调节低共熔溶剂中
离子竞争配位的创新策略。该策略
通过精准调控溶剂中的水分含量，实
现了材料循环与溶剂循环的双循环
回收，有效提高了废旧电池中有价金
属的回收效率。

该团队首次在低共熔溶剂中实

现了锂的优先提取及钴的精准分
离。这一突破性进展得益于氯化胆
碱——草酸——水低共熔溶剂的独
特优势，其低黏度、高溶解性和选择
性析出含锂化合物的特性，使得锂的
优先提取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整
个过程中无须添加还原剂和沉淀剂，
大大降低了回收成本和环境风险。

此外，团队还首次系统分析了水
含量对低共熔溶剂中离子竞争配位
的调节机制。通过分子动力学模拟，
揭示了水含量及浸出温度对离子竞
争配位的影响，进一步阐明了锂的优
先析出和钴的精准分离机理。这一
成果，不仅为废旧电池中有价金属的
回收提供了理论支撑，还为其他类型
电池材料的回收提供了借鉴。

目前，这一创新策略已成功广泛
用于多种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回
收，为废旧电池材料的资源化利用开
辟了新路径。“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
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推广和应用，废旧
电池将不再是‘废物’，而是宝贵的资
源，为绿色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华
一新说。

据《科技日报》报道

废旧锂离子电池
回收技术获突破

包括人类在内的脊椎动物的大脑都有两个
脑半球，左右脑半球在结构上是对称的。由于
大量的神经连接主要为同侧大脑半球神经元之
间的连接，长期以来，对脑神经连接功能的研究
主要考虑同侧半球内的连接，而忽略了两个脑
半球之间神经连接的作用。记者获悉，复旦大
学刘星教授、马兰教授合作研究发现，小鼠脑内
基底外侧杏仁核（以下简称“BLA”）神经元，通
过连接左右两侧脑半球的前连合投射到对侧脑
半球的伏隔核（以下简称“NAc”），这一跨脑半
球神经环路与同侧神经环路的功能相反，介导
恐惧、厌恶类负性情绪及逃避行为的产生。近
日，这一发现以《杏仁核至对侧脑半球伏隔核神
经环路编码负性情绪效价》为题发表在《科学》
杂志上。

刘星介绍，切断前连合后，小鼠表现出厌恶
和逃避行为的受损。通过脑透明化3D成像、神
经元翻译组测序、顺行和逆行神经示踪荧光标
记等技术，研究团队观察到BLA脑区存在两群
不同的神经元，它们接受来自不同脑区的神经
支配，并分别投射至同侧或对侧脑半球NAc。

BLA 是掌控情绪反应（恐惧、厌恶、逃避
等）、学习和记忆、社会交往等功能的关键脑区，
而NAc则在奖赏、快乐、成瘾、情绪调节等多个
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借助在小鼠脑内植入光纤
在体实时记录神经元活动信号和光遗传学实时
特异性干预等方法，研究团队发现，摄食甜水、
与异性社交等奖赏性刺激，选择性地激活BLA
到同侧半球 NAc 的神经投射，而摄入苦味水、
面临危险等厌恶性刺激，则选择性地激活BLA
到对侧半球NAc的神经投射。

进一步研究表明，BLA到同侧半球NAc的
神经投射主要支配 D1 型神经元，增加在 NAc
的多巴胺释放，促进正性奖赏情绪的形成；而
BLA至对侧半球NAc的神经投射主要支配D2
型神经元，降低 NAc 的多巴胺水平，而导致负
性厌恶情绪和相关记忆的形成。

这一研究成果区分了BLA向同侧和对侧大
脑半球投射在情绪和相关记忆形成中的不同作
用，发现了BLA到对侧NAc神经投射在编码负
性情绪和引发逃避行为中的关键作用，揭示了
跨脑半球神经连接的一个重要功能。

据《光明日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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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国家都有国门。但你知道吗，身体
其实也有自己的“国门”，就是我们的皮肤。
这道屏障的损伤一旦超过30%，体液将大量
丢失，人体会出现电解质紊乱、细菌感染等
症状，极易发生休克，危及生命。

战场上，铝热剂、白磷弹、火焰喷射器等
燃烧武器动辄造成官兵的大面积烧创伤，想
要通过植皮的方式修补皮肤，但完好皮肤却
所剩无几，可以说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因此，在紧急战伤救治时，只好先用生物敷
料覆盖创面，解决保湿、阻菌的燃眉之急。
但难题也接踵而至。

我们知道，国门不是一道简单的屏障，
更承担着国家交流的枢纽功能。皮肤也一
样，分布着汗腺、毛囊和皮脂腺，可以调节体
温、进行物质代谢，维持我们身体的稳态。
大面积植皮患者由于缺乏汗腺，所以一到夏
天或者做些剧烈运动，他们就像被压在了火
焰山下，非常痛苦。

解放军总医院的专家团队经过多年攻
关，终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研发出国际首
款具有汗腺功能的生物3D打印人造皮肤。

打印需要墨水，打印皮肤也不例外。这
种生物墨水是像果冻一样的水凝胶，包裹了纤
维蛋白原、诱导因子及一种特殊的细胞——干
细胞。干细胞究竟有多“能干”？就像孙悟空
的毫毛，它不仅可以化为无数分身，还可以变
成各种“法宝”。干细胞一般从伤员身上提取，
体外扩增1-2天就可以打印了。和小朋友用
的3D打印笔一样，挤出式生物3D打印机采用
的也是沉积成型方式，通过精准控制生物墨
水，层层堆叠构造出皮肤的三维结构。

随后，“各就各位”的干细胞在诱导因子的作
用下，分化为各种成熟的皮肤细胞。但其中最难
办的就是汗腺，因为它非常“挑剔”，仅能在特定
的微环境中生存。科学家通过调控基因表达，调
节“墨水”活性成分，终于成功诱导干细胞分化为
汗腺样细胞。这样，一块具有汗腺功能的人造皮
肤就打印成功了，并实现了国际首次临床应用。

如今，这款自主研发的生物 3D 打印皮
肤已经推广到部队，就像创可贴一样，无需
缝合，只需贴在创面，3-7天就会与原有皮肤
融为一体，守护身体的“国门”。

据《科普时报》报道

全球首次！3D打印的皮肤会“呼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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