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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原始的芯片
!"世纪上半叶，各种电器的特征之一是

十分庞大。比如，那时的电脑就很吓人，!"世
纪#"年代的一台电脑的各种电子元件充满了
一个几十平方米的房间。为什么那时的电器
那么大呢？这是因为那些电器中的电子元件
是用真空管制成的，那是一种被抽成真空的
玻璃管，内有阴、阳两极，电子会由阴极流向
阳极。$%#&年，美国的贝尔实验室发明了晶体
管，电子仪器才开始走上逐渐“瘦身”的过程。

晶体管就像固态的真空管，制造晶体管
的材料是半导体，原料包括硅、锗、砷化镓等。
晶体管的出现，令工程师能设计出更多更复
杂的电路。可是，体积细小的电子零件却带来
另一个问题，就是需要以人手焊接把这些零
件焊接在一起。但是，这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
工作，不仅要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失误率也
很高。为此，美国军方开始推进“微模块计
划”。这个计划的基本思路是将所有不同类型
的电子零件制成划一的大小和形状，并在生
产时加上电线。这样，在组装零件时，便可将
大小划一的电阻、电容和晶体管等，像搭建积
木般组装成设计的电路，免去焊接的烦恼。

'%()年年初，杰克·基尔比进入“微模块
计划”研究小组。随着研究的深入，基尔比认
为军方的设计思路有问题，因为那不能从根
本解决将大量电子零件整合成电路时的困
难。于是，基尔比开始构思他自己的一套解决
方案，他认为可以抛开那些电子零件，直接在
一块半导体上接上电线充当多个晶体管。
'%()年%月，基尔比成功将一组电路安装在一
片锗半导体上。人类历史上第一块原始的芯
片产生了，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称为半导
体集成电路。基尔比因为这个发明在#!年后
获得了!"""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第一款实用芯片
'%(%年，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之一诺宜

斯继续改进基尔比设计的芯片，他们在硅晶
体的表面铺上不同的物料来制作晶体管，并
在连接处铺上一层氧化物作保护。以硅取代
锗使芯片的成本大为下降，令集成电路的大
规模生产变得可行。可以说，是英特尔公司设
计出了第一款实用的芯片。到!"世纪*+年代
末期，接近%"!的电子仪器是以芯片制成。

我们现在对芯片的定义是内含集成电路
的硅片。其制作方法是一次性把所有的组件
（主要是晶体管）一次性地用照相印刷的方法
印制在硅片上，外观看上去像是画在硅片上
的电线。芯片最重要的应用是充当中央处理
器，也称,-.或微处理器，它是电脑和其他智
能电器的运算控制部分。从!+世纪*+年代开
始，电脑的体积越来越小，而运算速度却越来

越快，功能越来越强大。这都归功于芯片对晶
体管的集成度越来越高。

'%*(年，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摩尔
提出了著名的“摩尔定律”：当价格不变时，一
块芯片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约每隔')个
月便会增加一倍，电脑的性能也将提升一倍。
当时，摩尔的实验室也只能将(+只晶体管和
电阻集成在一个芯片上，他却预测'%&(年的
芯片将会有*/(万个晶体管。摩尔当时的预测
听起来好像是科学幻想，然而后来的技术发
展证明摩尔是对的，'%&(年的确出现了集成
了*/(万个晶体管的芯片。至今，最先进的芯片
已集成了'&亿个晶体管。

芯片的未来之路
我们通常认为，充当微处理器的芯片只存

在于电脑中。其实，微处理器已经无处不在，无
论是数码相机、智能洗衣机、智能冰箱、互联网
电视机、智能手机等家电产品，还是汽车引擎
控制，以及数控机床、导弹精确制导等都要嵌
入各类不同的微处理器。芯片不仅是电脑的核
心部件，也是各种数字化智能设备的关键部
件。未来，各种智能电子产品提高性能的关键
因素之一就是提高芯片的运算速度。

从芯片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出，要提
高芯片的运算速度，就得集成更多的晶体管。
这正是芯片的未来发展趋势。随着纳米技术
的进步，晶体管可以小到纳米尺度。这不但可
以使得芯片变得更小，而且芯片上集成的晶
体管数量会更多。然而，如果一块越来越小的
芯片上集成越来越多的晶体管，就会带来一
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在运算时会产生过
多热量。过热会降低芯片的运算速率，甚至可
能烧坏芯片。

为了解决芯片的过热问题，除了改进散
热方法外，科学家还想出了新的办法，在一块
芯片上集成多组小芯片，这就是现在已经出
现的多核芯片。目前，运算速度最快的芯片是
英特尔公司生产的0123 -45，这块芯片居然
有*+个核，运算速度高达每秒'万亿次。现今
国际上的超级计算机也都是采用多核芯片来
建造。未来芯片的“核”会越来越多，电脑的运
算速度也就越来越快。

而美国加州大学的研究人员丹尼尔·莫
尔斯认为，还可从半导体本身入手来提高芯
片性能。他认为得革新现有的半导体制造工
艺，才可能让芯片继续加速下去。他正在试
验用生物技术来制造半导体，具体做法是让
海绵动物的一种硅蛋白酶突变，形成多种突
变体，从中选出能够制造高性能芯片所用的
半导体。丹尼尔相信，来自海绵的硅半导体
芯片具有很好的生物融合性，有利于制造更
加先进的生物计算机、类人机器人和智能人
造器官。 阿碧

! 马盖先（6789:;1<）是$%)+年
代美国枪战动作片《百战天龙》的
主角，他擅长借助普通的生活用品
帮助自己摆脱困境，被誉为“一把
小刀走天下”。

现在，他有了机器人版。美国
佐治亚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正在
设计一种机器人，可以即兴发挥，
利用从周围环境中随手拈来的物
件，完成复杂的任务。他们就为这
种机器人取名“马盖先”。

马盖先机器人由操作人员控
制，如图是它使用从身边找到的物
件充当杠杆，帮助解救困在设备中
的人员。

我们知道，要现代的机器人去
完成某些指定的工作已经不是难事
了，无论是打扫狗舍、帮主人拿吃拿
喝的，还是在危险环境中搜索，它都
会做得很好。但它可能不会随机应
变，或者不会有意识地抓取身边的
物件作为工具使用。佐治亚理工学
院团队的研究就是想改变这种状
况，让机器人像马盖先那样得力，会
使用物件创造性地应对复杂问题。
该校的迈克·斯提尔曼教授正

在研究引导机器人移动，以通过障
碍。他研究了人类能借助随手可得

的物件、创造性地加以运用的认知
过程。未来的机器人可能会对周围
环境进行扫描，观察周围的东西，
在“脑子”里迅速罗列出可能有用
的物件。也许它看好一把椅子，它
立即感知了椅子的高度，觉得可以
借助椅子爬上去，到达窗口，逃离
燃烧的房间。也许它看到了一根金
属管，意识到这可以用作杠杆撬起
重物，让受困的人脱身。斯提尔曼
教授说，我们的目标就是创建像英
雄马盖先那样的机器人。

斯提尔曼的项目可能有助于
军事机器人与人类同事的协同工
作，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给予了%+

万美元、为期=年的资助。第一步是
建立所谓的“混合案例推理系统”，
以基于物理学的算法，配合学习系
统，教机器人如何识别并考虑使用
不同的物件。

他们是用一台称为 92>1?

@<73A的无头人形机器人来进行试
验的。该机器人的最初设计目标是
从事一些重量级工作。为此，它拥
有强有力的躯干，其'/(公斤的手
臂能举起#"公斤重的有效负载，正
好适合于“会使用普通物件充当工
具的机器人”的开发。 稼正

!一种无需充气、永远不怕被扎
破的新型自行车轮胎，最近由美国
科罗拉多州布里特克轮胎橡胶公
司的设计师布赖恩·鲁塞尔研发成
功，从而结束了自行车轮胎爆破的
历史。它的问世，不仅解除了全世
界亿万以自行车代步者的烦恼，而
且能提高车行速度，有望给自行车
运动带来革命性剧变。

这种新型轮胎是在该公司大
约'"年前推出的汽车版防刺轮胎
的基础上研发成功的。!%英寸的
自行车轮胎上有一个橡胶层，用
碳纳米管加固的复合棒条镶边来
提供缓冲，以替代充气轮胎依靠
气体产生的缓冲作用；这些棒条
可以伸缩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就
跟充气轮胎的充气量可以调整改
变一样，目的是适应不同地形或
骑手的不同体重。
新轮胎的最不可思议之处，还

不是它们无法穿刺、无需充气，而

是它们还能提高车辆在赛道上的
行进速度。其中的奥秘在于，轮胎
内层的伸缩可以使弹性势能储存
在车轮里面，把它变成一个“=*"度
弹弓”。当这个橡胶层一路受到颠
簸碰撞的挤压时，储存的能量就会
被车轮返还并转化成前进的动力。
这个机制会使胎面花纹压入地面，
而不会像充气轮胎那样发生反弹。
基于这一非凡的原理，鲁塞尔

将他的发明称之为“能量回归轮胎
（BCD）”。他解释说，“当BCD与一
个物体接触时，这个物体就变得好
像装上了弹簧，就会像装上了弹簧
的车库门一样，移动时变得更加轻
盈，所需的能量就会大大低于没装
的时候。”
鲁塞尔还宣称，如果在汽车上

也装上他发明的这种原理的轮胎，
行使起来就会像“驾驭着#个弹弓”
一样，加速和制动性能都会得到很
大提升。 王瑞良

新型机器人
随手用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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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智能技术
的不断发展，未来的各

种电子产品将越来越具有生
物特征，人机融合的程度越来越
深。而芯片是这些智能电子产品
的关键元件。芯片的性能越好，电
子产品才能越来越“聪明”。那
么，究竟是谁发明了芯片？芯
片是什么东西？未来芯片
将如何发展？

! 芯片是印刷了晶体管等组件的硅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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