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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日前报告了新加坡和中国科学家联合开发的一种制作内置电子
元件纤维的新方法，这种纤维可用于可穿戴电子设备。其潜在应用包括能感
知交通灯变化的帽子（可帮助视障人士），以及用于心脏监测的柔性设备。

可检测和处理信号的可穿戴电子元件，能用含有半导体器件的纤维制
成。但制造过程可能会产生缺陷，限制这些纤维的性能。

来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以及多家机构的研究人员组
成的联合团队，此次评估了纤维制造过程，以确定断裂和缺陷是如何产生
的。利用这些信息，他们修改了加工技术以及半导体和纤维材料的结合方
法，以生产出具有光电特性的高性能柔性纤维。

为展示这种材料的能力，研究团队制作了一系列实验性装置。例如，他
们将纤维编成一顶帽子，能感知交通灯的光信号，从而为视力障碍人士提供
协助。帽子检测到的光信号被传输到手机上，在交通灯由红转绿时提醒用
户。团队还将纤维编入手环，制成可穿戴心脏监测器，性能与市售设备相当，
但比刚性传感器更贴合手腕。这些纤维还展现出压缩条件下的耐久性和防
水性。

在同时发表的新闻与观点文章中，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研究人员认
为，这项工作“在将微型计算机嵌入日常服装的方向上实现了一个飞跃”。

来源：《科技日报》

智能纤维让可穿戴电子设备迈进现实

美国和印度科学家携手，利用具有可调谐电子和热生物传感能力的纳
米工程水凝胶，借助3D打印技术，开发出一种新型电子皮肤。新皮肤可像
人类皮肤一样弯曲、拉伸，并具有感知能力，有望应用于机器人、假肢、可穿
戴设备、运动和健身、安全系统和人机交互等领域。相关研究论文发表于最
新一期《先进功能材料》杂志。

人类皮肤是大脑与外界连接的“桥梁”，通过触摸、温度和压力为人体提
供丰富的反馈。而电子皮肤未来有望应用于多个领域，比如，持续监测用户
的运动、体温、心率和血压等生命体征的可穿戴设备。

最新研究负责人、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教授阿希列什·贾
哈沃指出，为创建电子皮肤，必须开发出耐用材料。这些材料应兼具模仿人
类皮肤的灵活性，包含生物电传感能力，以及采用适合可穿戴或植入式设备
的制造技术。为此，他们开发出了一种纳米工程水凝胶。

研究人员利用二硫化钼纳米中的“原子缺陷”，使其能实现高导电性。
这些专门设计的二硫化钼纳米颗粒充当交联剂，形成水凝胶，并赋予电子皮
肤导电性和导热性。

研究人员在基于水凝胶的系统内引入了“三重交联”策略。水凝胶更容
易处理和操作，解决了3D打印技术开发电子皮肤遇到的一些问题，有助构
建复杂的2D和3D电子结构。水凝胶也让新电子皮肤能更好地顺应并黏附
在动态、潮湿的生物表面上，而这对医疗保健尤为重要。 来源：新华网

3D打印电子皮肤
具弯曲和感知能力

人民币是我国的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为进一步优
化人民币现金流通环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徽商银行淮南分行按照总
行及人民银行统一要求部署，积极开展了整治拒收人民币现金宣传活动。

活动期间，各支行营业网点电子屏幕滚动播放宣传标语，网点厅堂内
摆放宣传折页，对客户进行宣传讲解，告知客户在遇到任何单位和个人存
在拒收人民币现金的行为时，可以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各支行
组织人员前往周边商业街区、学校、菜市、街道等人员集中的地方开展宣
传，通过向群众发放宣传折页，讲解相关案例，通过面对面沟通交流进一步
向群众解释拒收人民币是违法行为，不得排斥和歧视现金支付造成“数字
鸿沟”。

通过本次宣传活动，让广大民众知晓和懂得人民币的法定权威以及学
会维护自身在经济活动中使用现金的合法权利。引导商家尊重消费者的
支付结算习惯，让消费者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结算方式，保障消费者合法
权益。下一步，徽商银行淮南分行将继续做好客户人民币现金规范使用的
引导和教育工作，履行好维护货币流通环境的社会责任。

本报通讯员报道

徽商银行淮南分行开展
整治拒收人民币现金宣传活动

“牧童骑黄牛”是很多文学作品中描绘的农村耕作景象，然而今时已不同往
日。近日，记者在上海市郊亭林镇点甜农场看到，干完活的农业机器人与工程
师一前一后“走”在田埂上，“铁牛”替代了黄牛，工程师替代了牧牛人。

工程师李伟，是一名“00后”，每当他拿着遥控器，与机器人一前一后“走”
在田埂上，远远望去，如同在“放牧”一匹“铁牛”。像李伟这样的工程师，点甜合
作社里还有70多位。七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在这里埋头钻研，研发了60多款农
业机器人，覆盖从播种到收割的各个环节。

这些“铁牛”都有履带式的“脚”，可以适应多种地形。此外它们还拥有“智
慧大脑”，来自公司自主开发的AI智能操作系统，通过算法为机器人编写出一
套“运动逻辑”。农民在手机微信小程序登录系统，便出现一个互动界面，调整
好方向便可让机器人“自动开工”。

上海点甜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金悦说：“起初做农机设备，是因为多年
前的一次种地体验。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别看我身高体壮，干一下午农活，觉得
非常辛苦。丢下锄头，就想是不是能搞些机械设备来种地，然后就开始慢慢进
入到这个行业。”

“农业机器人的优势就是：快、准、不知疲倦。”王金悦说，“通过5G、图像识
别技术和大数据系统，采摘机器人可以‘秒算’出农作物果实与机器人间的距
离，并把有关指令传达至机器人手臂，实现快速采摘；除草机器人不但能准确分
辨出草和农作物，也能指挥除草刀具，精准除去杂草，就像长了眼睛一样；一台
除草机器人充电 1 小时可以工作 8 小时，大型机器人一天除草可达 500 亩左
右。”

步入点甜农场，在园区中间的路上，能看到几年下来“点甜机器人”一代代
的进化过程，旋耕机器人、播种机器人、植保机器人……从最初的简单拼接，到
现在的软硬件兼容，满满当当停了一长列，像一个摆放在田里的农机博物馆。

场景不同，但“智力”相同。在千里之外的陕西汉中，也活跃着一支科技含
量十足的新农人队伍。他们通过智能化的设备让种菜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走进自动化“蔬菜工厂”，智能温室大棚内的土地被划成若干等分。自动旋
耕机将土地旋耕平整以后，自动播种机将按不同株距打孔的板子铺设到地面，
然后把种子精准点播入种植板的孔内。“一个孔种一粒种子，一台机器一天可以
种两亩地。”陕西日丽光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强介绍说。

“远程操纵，远程监控，实现绿叶蔬菜种植全流程无人化生产，自动化作业，
工厂化管理，200亩蔬菜园区只需要5个工人。”郭强说。

“数字化的农业作业方式，能吸引更多年轻人返乡务农，为乡村振兴注入新
的活力。”郭强说。 来源：《经济参考报》

智慧农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