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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

【新型低能耗晶体管 推动智能手表开发】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Electronics》

美国科学家开发出一种可重构的晶体管，在运行人工智能

的过程中，其耗电量是硅基芯片中的标准晶体管的 1%。这种新

型晶体管由二硫化钼和碳纳米管制成，它们可以通过电场不断

地重新配置，几乎可在瞬间处理人工智能驱动过程中的多个步

骤，从而使能耗降低。这种节能晶体管将有助于推动新一代智

能手表或其他使用强大人工智能技术的可穿戴设备的开发。

【超高速光电模拟芯片 助力构建全新计算架构】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清华学者联合攻关，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光电模拟芯片，算

力是目前高性能商用芯片的 3000 余倍。团队创造性地提出了光

电深度融合的计算框架，“挣脱”了传统芯片架构中数据转换

速度、精度与功耗相互制约的物理瓶颈，在一枚芯片上突破大

规模计算单元集成、高度非线性、高速光电接口三个国际难题。

新技术有望让新一代计算架构比预想早得多地进入日常生活。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928-023-01042-7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3-06558-8


【更快更高效半导体 大幅提升芯片速度】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Science》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科研人员在一种化学式为 Re6Se8Cl2的

材料中发现了一种更快、更高效的半导体。用这种材料制造的

晶体管，使用了一种称为激子的粒子，它们在移动过程中不会

发生散射，这将使它们的速度比硅片中的电子快100到 1000倍。

基于这种材料的芯片有望用于航天器和量子计算机等。

【光学等离子体传感器 超灵敏检测生物标记物】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nophotonics》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杨慧团队提出了一种等离

子体共振生物传感技术，可用于实时、无标记、超灵敏的 miRNA

检测。新技术还能够对单碱基错配的 miRNA 序列进行区分，并

且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介质中进行 miRNA 检测。这项技术在各类

疾病的早期诊断和伴随治疗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全固态热晶体管 精确控制热量】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Science》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人员推出了首个稳定的全

固态热晶体管，它使用电场来控制半导体器件的热运动。这种

电门控热晶体管的开关速度超过 1 兆赫兹，还具有 1300%的热导

可调性以及超过 100 万次开关周期的可靠性能。这项研究开辟

了计算机芯片热管理的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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