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 12 月 29 日

科技
博览7责编：王肃 版式：刘静 校对：郑传顺

在日前举办的第二十五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
果交易会上，全球首个产业化应用的二维石墨烯材
料亮相。石墨烯被认为是“会改变世界的材料”。它
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薄、最坚硬、导电性和导热性最
好的材料。

对于石墨烯材料来说，2010年是一个重要的年
份。这一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物理学家安德
烈·海姆和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表彰他们“有关二
维材料石墨烯的开创性实验”，石墨烯材料也因此进
入公众视野。这种既透明轻薄同时又具有超强韧度
的二维材料，已经成为当下材料科学领域的“明星”。

用胶带“撕出”的诺贝尔奖
石墨烯是一种二维材料，从结构上来说，它是由

碳原子以六元环组构而成的二维平面。它是碳的一
种新型二维纳米结构形式，衍生于石墨。在显微镜
下观察石墨截面可以发现，石墨片层是由石墨烯紧
密堆叠构成的。因此，石墨烯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石
墨薄层，1 毫米的石墨片层有大约 300 万层石墨烯。
如果把石墨比作一本书，石墨烯就是其中的一页，只
不过这一页的厚度仅有0.335纳米，是普通纸张的三
十万分之一。石墨烯还是目前可见的透明度最高的
材料。玻璃通常作为透明材料使用。最透明的玻璃
透光率为87%，而石墨烯薄膜透光率达到97.7%，肉眼
看去几乎是透明的。

早在19世纪中叶，科学家就发现了石墨特殊的
层状结构。铅笔在纸上轻轻划过，留下的印记就是
数层石墨烯。然而，科学界长期认为由于石墨烯自
身的热力学不稳定性，其不可能在常温常压的条件
下稳定存在。也就是说，石墨烯只存在于理论中，不
是能实际存在的物质材料。

这种成见统治了材料科学和凝聚态物理学领域
100多年，直至21世纪初被海姆和康斯坦丁戏剧性的

发现所打破。据北京创新爱尚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穿戴项目负责人王玉倩介绍，两位英国科学家使用
胶带将石墨烯从石墨中剥离出来，然后用显微镜观
察到了这种单层的碳原子结构，证实了石墨烯的存
在。他们用胶带剥离法成功分离出石墨烯的做法，
是石墨烯研究的重要突破。

石墨烯的发现开启了二维材料世界的大门。时
至今日，已经有700多种稳定存在的二维材料得到实
验或理论认证。

提高制备技术以满足多元需求
目前，石墨烯的制备主要包括“自上而下”法和

“自下而上”法两种工艺。所谓的“自上而下”法，指
的是以石墨为起点，从石墨中层层剥离，得到二维的
微观石墨烯，是一个“由多到一”的过程；而“自下而
上”法是指从含碳化合物开始，利用高能量破坏掉化
合物的化学键，使其中一个个的碳原子从中脱离出
来后规则地聚集，生长成为石墨烯，是一个“由零到
一”的过程。前者主要包括液相剥离法、氧化还原
法、机械剥离法，后者则主要包括化学气相沉积法、
碳化硅晶体外延生长法。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刘忠范介绍，石
墨烯材料有3种不同的形态：粉体、薄膜、纤维。材料
形态不同，用途也不一样。2010年至今，石墨烯材料
的应用都是以粉体材料为主，用作电热产品、导电添
加剂、防腐涂料等。未来10年值得期待的是一维石
墨烯纤维材料，它有望用作散热膜、功能纤维、结构
增强纤维，甚至超级导线等。

王玉倩介绍，石墨烯具有优异的导电性，可以用
于制造加热垫、加热片等加热元件，可以应用于多个
领域，包括智能服装穿戴、清洁建筑供暖、汽车及轨
道交通等行业。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从发热座
椅到工作人员、运动员的保暖服装，都应用了石墨烯
发热材料和石墨烯柔性织物。这些材料和织物表现

出优异性能。

为产业寻求“杀手级应用”
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石墨资源国，已探明的石墨

资源储量为2.6亿吨，石墨基础储量约占全世界总储
量的33%，具有良好的产业发展基础。

无论是石墨烯材料的基础研究还是产业化，中
国都已走在世界前列。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欧美石墨烯材料市场的下
游应用多为光电器件、传感器等高精密仪器。这些
仪器对石墨烯材料的要求高，因此常采用“自下而
上”法制备石墨烯材料。而我国市场上的石墨烯材
料大部分采用“自上而下”法，通过氧化还原反应制
备，虽然成本低、产量大，但由于质量尚有待提高，因
此难以在集成电路等高精密度产品中应用。

“我们起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刘忠范说，这也
是他一直呼吁要寻找石墨烯“杀手级应用”的原因。
在他看来，“杀手级应用”是建立在日趋完美的高性
能石墨烯材料基础上的。“我们需要原创性的基础研
究，也需要精益求精的研发和持续不断的投入。”刘
忠范认为。 来源：《科技日报》

石墨烯需在制备与应用领域持续突破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战略性新兴技术，已经融入人们的生产生活，正在重构
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各环节，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生产、管
理等成本，并不断催生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注入新动
能。近段时间以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爆发式应用，也引发了人们对其安全
性、可靠性的广泛关注。

防范生成式人工智能风险，源头在于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界定。
在法律上划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不可逾越的红线，并列明具体的负面清
单。同时，加快立法进程，针对数据、内容安全、知识产权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发
展的关键问题，进行分类管理、分类立法，通过政策立法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设计、演进进行有效引导、统筹管理。

防范生成式人工智能风险，核心在于确定底线，提升外部监督监管力度。
要加快制定相应的技术使用规则和应急处理措施，强化对应用生成式人工智
能的企业、平台的监管和约束，建立完整的安全评估规范和管理流程规范，定
期检查评估，及时发现和处理违规行为，保障数据安全及隐私安全，防止技术
滥用造成损失，确保其符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

防范生成式人工智能风险，重点在于强化引导企业、平台和个人加强自我
约束。企业应增强底线意识，在技术开发环节，遵循人工智能开发原则，遵循
基本的社会价值规范和公共道德，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不触犯相关法律法
规；软件平台要严格检验应用权限，确保用户使用的安全性；个人用户要加强
自我约束意识和行动，提升技术使用素养，培养正确认识、合理使用技术的能
力。 来源：新华网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需严格规范
日前，美团外卖将4名为获取流量而冒充骑手、长期进行虚假摆拍、损害

骑手形象的网红告上法庭，要求其向被污名化的外卖员群体道歉，并赔偿损
失。消息一出，受到广泛关注。

这些年来，以短视频行业为代表，互联网新业态风生水起，风头正劲，
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短视频用户数已达10.26亿人。然而，在用户规模呈
井喷式增长的背后，也存在着种种乱象：有的视频账号通过“移花接木”的
剪辑手段制造“拼接真实”，引发社会担忧；有的网红博主自导自演，刻意发
布低俗内容，挑战媒介伦理；有的短视频平台固守功利化思维，放弃守土有
责的责任担当，片面追求流量和用户量而忽视内容质量，不惜哗众取宠、触
碰红线……凡此种种，不仅给用户带来困扰，可能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也
污染了短视频行业的健康生态。

针对这些突出问题，监管部门采取约谈、整改、下架、永久关闭等措施，
打击了一大批违法违规账户。

对短视频平台来说，互联网的“头部效应”不仅意味着传播优势，也意味
着平台企业需要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一方面，要做好短视频内容的风险控
制，通过升级技术手段，提高对不实信息、恶意炒作内容的识别效率，防止传
播失范，避免成为一些网红“流量为王”的推手；另一方面，要切实履行平台
主体责任，提高准入门槛，完善自审自查机制，加大对违规账号的处置和打
击力度，将虚假摆拍、恶意造谣的网红逐出平台。

更重要的是，平台企业要摒弃“流量至上”的理念和考核方式，回归记录
美好生活的初心，以高品质原创内容占领市场，赢得用户的青睐。

来源：《经济日报》

短视频平台不可“短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