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噪音的建设性作用 

卡三参与的国际科研项目  

 

根据一个由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卡三）参与其中的包括德国、中国和西班牙科学家组成的国际科研团队

表示：噪声可以在非线性系统中引起空间和时间顺序，这有助于检测和放大传统放大器难以检测的弱外部信

号。该研究结果分成两篇论文在《物理评论快报》发布，解释了这种效果可以不借助参考信号解码和创建极

弱信号，并且比传统放大器需要的时间短得多。 

 

到目前为止，所有（高频）极弱信号都是通过某一参考信号与该极弱信号同步的方式进行检测，因为一个陌

生的高频信号（如加密信息或几乎无法听见的信息片段）如果背景噪音过大，就会被隐藏而无法听见。在这

项研究中，科学家发现了一种处于稳定状态的电子系统，通过施加噪声产生相干和稳定的电流振荡，这被称

为“相干共振”。这些振荡频率在零到一百兆赫兹的宽范围内连续变化。如果弱频率信号也叠加在该范围上，

则系统与弱信号同步，这被称为“随机共振”。这可以不借助传统方法中的参考信号，在较短的时间段内检测

、处理和翻译微弱信号。 

 

该发现可用于识别隐藏在大量噪声中的信号，或者相反，通过将信号隐藏在背景噪声中进行加密以及加密后

的信号恢复。例如，可以提取事先在嘈杂房间中进行录音对话后的信息；可以更有效地分析被大背景噪声掩

盖的天文观测；甚至还可以处理图像信号。 

 

 

“在日常生活中，噪音是一种干扰，我们都希望能够避免或把噪音降到最低。然而，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噪音

起着建设性的作用，可以变废为宝。”卡三格列高里·米兰·巴巴尼（Gregorio Millán Barbany）材料与化学科

学与工程学院的研究员路易斯·伯尼亚（Luis L. Bonilla）表示。 

 

 

为了证明这些共振在噪声中存在并且可用于解码微弱信号，研究小组试验了一种半导体超级网格，周期性地

将砷化镓层与其他含45%铝的砷化镓合金层进行交替。基于电子传递模型的数值模拟在卡三格列高里·米兰·

巴巴尼（Gregorio Millán Barbany）学院与材料系进行试验；实验室的实验在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

仿生研究所以及中国国防科技大学进行；而模型是在德国柏林保罗德鲁德（Paul Drude）研究所研发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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