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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晓倩）“向油箱中滴几滴
‘油霸’，油量就会增加。”这个电影《泰囧》中的
虚构情节如今正在上演现实版。

10 月 22 日，记者从中科院兰州化学物理
研究所获悉，由该所自主研发的利用甲醇合成
清洁柴油调和剂研制成功，可有效实现节能减
排的目标。

在我国燃料油消费中，柴油消耗量为汽油
的两倍多，为每年 1.2 亿吨，但是柴油存在自
燃率低、尾气排放不达标等问题。

目前，甲醇作为汽油的替代与补充物在技
术上已没有障碍，但甲醇与柴油不互溶，因此，
大规模利用甲醇来改善柴油的品质，提高柴油
的有效供给是该技术领域的一大难题。

在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技处负责人张
兵研究员的办公室，记者看到了一只容量为
250 毫升的透明玻璃瓶，里面装着的正是利用
甲醇合成清洁柴油的调和剂。调和剂呈水白
色，略有黏稠感，并没有甲醇的刺鼻气味。“一
升柴油中加入 150 毫升该调和剂就可以实现

减排与节油的效果。”张兵说。
张兵还告诉记者：“这项技术的工艺简便，

难点在缩合反应中所涉及的新催化材料和醇
醛的可控聚合。”

此项研究在国际上成功的先例不多，化工
基础数据非常少。多年来，科研人员经过反复
试验，最终找到用离子液体催化的方式，将甲
醇转化为清洁柴油调和剂———聚甲氧基二甲
醚（简称 DMM3-8）。

新研制出的清洁柴油调和剂具有自燃性

（十六烷值）高、与柴油互溶性好、柴油机综合
废气排放可减少 50%以上、凝点低、零下 20 摄
氏度不结冰等众多优点。以我国现用柴油 1.2
亿吨计算，此种调和剂的年需求量将超过 2000
万吨。

据介绍，该所与山东一家新能源公司合
作，在山东菏泽设计建设了从甲醇经三聚甲醛
合成聚甲氧基二甲醚的国际上首套全流程万
吨 / 年规模工业装置，并于日前通过全流程试
验并转入生产。

截至目前，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这项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已经申请超过 25 项国际
及国内专利，其中获得中国授权专利 2 项、国
际授权专利 4 项。

在技术鉴定会上，专家认为该项技术为煤
基甲醇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出口，可根本
性改变甲醇的消费结构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

发现·进展

《泰囧》“油霸”或可成真
兰州化物所研制成功甲醇合成清洁柴油调和剂

10月 20日，参与北京市民节能低碳科普益智竞赛决赛的领导与一等奖获得者现场留念。
与其他竞赛不同的是，为配合“绿色北京·低碳到底”的活动主题，获奖者的奖品示意牌均

由一位获得三等奖的 5岁参赛者用 3天时间绘制而成。
经过角逐，来自北京大兴区庞各庄二小的教师王芳从 50名晋级决赛选手中脱颖而出，赢

得一等奖———新能源汽车一年使用权，大赛同时决出二等奖 2名和三等奖 10名。
此次大赛由北京市发展改革委主办、北京科技报社承办，自 6月启动以来，累计参与答题

人数超过 10万人，科普竞赛影响约 300万人次。 本报记者闫洁 通讯员吕择摄影报道

国家海洋局
再赴西太平洋开展放射性监测

本报讯 10月 20日，由国家海洋局组织
的专业海洋环境监测队伍乘“向阳红 6号”
船自厦门起航，赴日本以东公共海域实施西
太平洋海洋环境放射性 2013年度第二航次
监测工作。

结合已有的监测工作，本航次将主要集
中在西太平洋公共海域特别是福岛以东和
东南海域，继续开展针对海洋放射性污染物
及相关的海洋生物、化学等环境要素现场监
测工作。计划执行任务约 50天，总航程约
5000海里。 （陆琦）

创意城市会议发布《北京议程》

本报讯 10月 2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创意城市北京峰会圆桌会议在北京设计之都
大厦举行，来自全球 32个城市的 20余位市
长级代表 60余人出席会议。会议发布了本次
峰会成果性文件之一———《北京议程》。
《北京议程》的提出，目的是在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的整体框架下，呼吁以科技、文化
创新手段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以城市与创
新、创新与创意、创意与设计为主线，强化科
技创新与城市密不可分的关系。
《北京议程》将发起国际合作机制，每两年

召开一次峰会，推进全球城市间的资源共享、
信息共享、市场共享，加强世界城市在教育、科
技、文化等多方面的深入合作。 （郑金武）

国家移动超声探测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立项建设

本报讯 近日，科技部正式公布了《科技
部关于 2013 年度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立项的通知》，依托华南理工大学建设的
“国家移动超声探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榜
上有名。
据介绍，这是华南理工继 2009年获批 2

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之后再次获科技
部立项建设，使该校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的总数增加到 3个。 （李洁尉周玉）

广西获 2013年度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16个

本报讯 记者从广西科技厅获悉，广西
今年共获 201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16个，总计资助经费 2.41亿多元，比上年度
分别增长 20.6%和 18.7%，均高于全国平均增
幅，创历年新高，并首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项目资助，经费
300万元。
据介绍，广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获

取率已经保持连续 10年增长。 （贺根生）

中科佰能落户北京怀柔科教园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中科院北京综合
研究中心获悉，中科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正式落户北京怀柔科教园。

据介绍，在科教园内，该公司将主要研
发、生产可在 200℃以上高温条件下吸收、储
存和利用太阳能的高温热利用产品，以“太
阳能高温热能”技术为主攻方向，采用高温
集热，高温换热，相变储热，综合用热技术，
为工业及家庭提供结构简单、制造成本低、
适用范围广、换热效率高、空间利用率高的
太阳能蒸汽供热系统。 （彭科峰）

简讯

金属催化碳氢键活化研究
获系列进展

本报讯（记者刘万生）记者
日前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
理研究所获悉，该所研究员李兴
伟带领团队，历经三年多努力，
通过对底物和反应条件进行设
计，在氧化条件以及非氧化—还
原条件下利用三价铑催化剂，实
现了一系列碳氢键活化的新方
法，先后在《德国应用化学》发表
五篇研究论文，受到国内外同行
的广泛关注。

三价铑催化剂具有独特的
立体和配位性质，被广泛应用于
碳氢键的活化研究，而碳氢键的
活化主要由金属催化来实现。其
成果主要应用于“药物合成”和
“能源”两大重要领域。

例如，在制药领域，对于药
物的合成，传统的方法需要经过
“官能团转化”，但这种方法因过

程复杂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
如若将有机物中无处不在的“碳
氢键”作为原料加以转化，不仅
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而且因为
步骤被简化而实现节约能源、绿
色环保。这种新的思路实现的途
径之一就是金属催化碳氢键的
活化官能化。

李兴伟带领团队，发明了一
种“方法”，给三价铑催化剂“找”
新的反应，使得改进后的催化体
系具有底物多样化、官能团兼容
性高、催化活性高以及反应条件
相对温和等优点，并能实现同其
他催化体系的互补性。

此前，李兴伟研究团队曾
设计使用“三价铑”来催化“碳
氢键”的转化，利用高价碘作为
氧化剂，研究中实现了碳氢键
叠氮化的新方法。

本报讯（记者应向伟 通讯员李原昭）
10月 21日，2013世界工业技术研究院协
会暨国际创新成果浙江推介会在浙江青
山湖科技城开幕。浙江省副省长朱从玖、
国家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参赞莫鸿钧出席
开幕式并致辞，来自 14个国家和地区、
38 家国外机构的 80 多名外宾以及省内
代表 270多人参加了开幕式。

朱从玖表示，希望海内外科研机构

能够了解、对接浙江高新区，共谋互赢发
展，希望海内外科技人员能够将科技成
果带到浙江，在这里生根、开花、结果。

开幕式上，莫鸿钧为该省新获批的 3
家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授牌。芬兰
CLEEN公司、丹麦工业技术研究院和舟
山市政府、浙大网新共建的浙江国际创新
研究院，温州服装发展有限公司和意大利
相关机构联合设立的中意纺织及新材料

研发中心正式揭牌。俄罗斯国家元素有机
物化学与技术研究院等 3 家研究院分别
与新安化工、巨化集团等 5家单位签约。
开幕式后，来自意大利、英国、丹麦等国家
的代表推介了他们的创新成果。

据了解，本次推介会将持续三天，活
动期间将举办国际创新成果专题推介、
国际创新成果对接、科技外交官浙江行
和园区企业考察等一系列活动。

2013国际创新成果浙江推介会开幕

国产装备享誉世界雷达博览会
本报讯（记者郑金武）近日，

两年一届的 2013 年世界雷达博
览会在北京展览馆开幕。来自各
地的 70 来家单位展出了军用、
警用、军民两用的雷达系统装备
及技术和元器件等产品。

在此次博览会上，中国航天
科工二院 23 所推出了精密跟踪
测量雷达、精密跟踪制导雷达、
情报警戒雷达等 30 余种雷达
和多种元器件产品。其中，低空
连续波测风雷达及无人直升机
载合成孔径雷达、机载海洋监

视成像雷达首次亮相，引起了
来自世界各地雷达专家和军事
爱好者、科研院所的高度关注。

其中，低空连续波测风雷
达为由该所自主创新研制的我
国首部低空连续波测风雷达。
该所将连续波体制应用到测风
风廓线雷达上，属世界首创。该
雷达能够探测被称为“机场瘟
疫”、飞机的杀手的低空风切
变，将为飞机起航和着陆安全
提供更可靠的数据。目前，已有
多家民航单位表示购买意向。

姻本报记者 彭科峰 见习记者 赵广立
回放：

10月 17日，一种利用屋内可见光
传输网络信号的国际前沿通讯技术 Lifi
在复旦大学实验室成功实现。研究人员
将网络信号接入一盏 1W的 LED灯珠，
灯光下的 4台电脑即可上网，最高速率
可达 3.25G，平均上网速率达到 150M。
下个月，10 台样机将亮相 2013年上海
工博会。

疑问：
点灯上网真的能够取代 Wifi 上网

吗？它有哪些优点和局限？能否尽快进
入实用阶段？

解答：
毫无疑问，可见光通信传输技术是

美国、日本和欧洲都在着力竞争的热点
技术。10月 11日，德国物理学家哈斯教
授团队交付了第一台 Lifi技术的产品，
演示了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的一段
讲话直播。
而几乎同一时期，复旦大学信息学

院迟楠教授团队也研发出了样机，演示
了高清视频流传输。在这一领域的技术

研发，中国并没有落后于世界。
不过，迟楠近日向《中国科学报》记

者介绍，相对于早已普及的Wifi，Lifi有
着明显的优势和劣势。

优缺点都很明显

迟楠告诉记者，Lifi 因为其调制在
可见光谱上，比 Wifi 的无线电谱大
10000倍，因此有着更大的带宽和更高
的速率。而它的可遮挡性避免了屋外
“蹭网”行为。

迟楠还表示，就人身的健康而言，
Wifi技术的设备功率越来越大，局部电
磁辐射势必增强。百姓急需 Lifi这样的
可见光通信，来降低电磁辐射的影响。
另外，理论上未来的 Lifi只是 LED灯泡
加微芯片，这样的设备更有隐蔽性和美
观性，一旦成功，就可以大范围运用。
“但 Lifi的缺陷也是非常突出的：有

灯照的地方才能上网，接收端还需要装
一个灯泡，不能绕射，无法穿墙等等。所
以 Lifi更多是作为一种补充，能够在一
些特别的场所发挥比 Wifi 更好的功
能。”迟楠说。
飞天联合（北京）系统有限公司总经

理段世平也向记者表示，接收信号的终

端，例如手机、电脑等，如果想利用 Lifi上
网，就必须具备能够接收这种可见光无线
网络的功能。这也是一个问题。

反向通信是最大障碍

Lifi技术的问世，一度引发外界的盲
目乐观，认为其取代Wifi指日可待。而复
旦大学利用 LED的可见光通信技术实
时通信是 150兆，最高能达到 3.7G。但即
便如此，Lifi的反向通信（数据上行）仍是
技术难点，难以在短时间内造福人类。
“Lifi的数据上行，我们实验室有两

套系统，分别是可见光上行和红外上
行，但都有各自的优缺点。用可见光上
行，需要在笔记本侧装一个灯泡，非常
不自然；用红外上行肉眼不可见，但速
率相对较低。”迟楠说。

室内的背景光和电磁干扰对 Lifi有
一定的影响，复旦大学的科研人员在系
统中使用了自行研制的窄带滤镜，可以
一定程度上避免背景光的干扰；对于室
内的电磁干扰，噪声主要在 1MHz以下，
他们在系统应用中也避开了这个频段。

迟楠表示：“Lifi的通信距离主要受
限于发射光强度、发射接收光学天线和
接收机的灵敏度的限制，所以我们要增

加传输距离。一方面可以提高接收机的
灵敏度，或者增大 LED的光功率，另一
方面可以优化信号均衡和信号处理算
法，使其在固有的硬件基础上传输更
远。”

追求“更低、更高、更远”

迟楠认为，可见光通信尚未解决的
问题还很多，除上行通道的问题外，体
积尺寸也有问题。因为 LED频率的改
变，理想的设施是给普通的 LED灯泡
装上微芯片，就可以控制它每秒数百万
次的闪烁。但现在已有的设备，还无法
达到如此小的体积，目前还没有商用的
芯片组，将其集成在微芯片上，“功耗的
问题、集成芯片和模块化的问题也需要
考量”。
“Lifi技术要真正像Wifi那样走进千

家万户，还有很长的路。”尽管 Lifi技术还
没有彻底产业化、商业化，但迟楠认为，这
项技术的应用前景十分广泛，体积更小、
功耗更低、速率更高、传输更远是其发展
目标。“比如飞机、高铁，甚至餐厅的饭桌
上，都可以使用 Lifi技术，你只需要一盏
台灯，就可以在手机上看高清视频、点菜
或者呼叫服务。”

"点灯 "上网叫座难叫响
科学家破解
中华猕猴桃基因组密码

本报讯（通讯员周慧 记者蒋
家平）近日，中美科学家组成的
科研团队破解了中华猕猴桃基
因组序列，构建出完整的中华猕
猴桃、毛花猕猴桃子代遗传图
谱。相关研究成果于 10月 18日
发表于《自然—通讯》。

猕猴桃被誉为“水果之王”
和“维 C之王”。猕猴桃起源于我
国南方地区，大约 100年前被引
入新西兰，经过多年的驯化和商
业化培育，现已成为风靡全球的
高端水果之一。

合肥工业大学生物与食品
工程学院教授刘永胜和美国康
奈尔大学汤姆逊植物研究所博
士费章君共同带领猕猴桃基因

组国际合作组织，联合合肥工业
大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四川大
学、四川省自然资源研究院等多
家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对广
泛栽培的中华猕猴桃品种“红
阳”的基因组进行了分析，发现
了中华猕猴桃类植物的果实风
味和营养品质相关基因产生和
进化的基因组学基础，公开了第
一张完整的猕猴桃遗传图谱和
分子标记序列，揭示了存在于中
华猕猴桃进化过程的 3次基因组
倍增的历史事件，以及中华猕猴
桃富含维生素 C、类胡萝卜素、花
青素等生物活性物质的基因组
学基础，为猕猴桃品质改良和遗
传育种奠定了重要基础。

新技术实现
月季试管开花率近七成

本报讯（记者李洁尉 通讯
员周飞）记者从中科院华南植
物园获悉，近日，该园科学家在
月季试管开花研究方面取得重
要进展，使月季试管开花率最
高近七成。相关研究成果《月季
试管开花》日前发表于《植物生
理学》上，并申报了国家发明专
利。

月季，被称为“花中皇后”，
是中国十大名花之一，已广泛应
用于园艺栽培和切花观赏。花卉
试管开花，是一种新型的植物
生物技术。该技术可被应用于
试管杂交育种、预测花色花型、
缩短育种周期，还可为花卉花
期调控的机理研究提供有效平
台。所以，能长期保存并持续开

花的“试管月季”一直是人们追
求的目标。

为此，该植物园华南农业植
物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博士曾
宋君、硕士梁硕和研究员段俊等
从月季的外植体类型、培养基成
分、培养条件等方面系统地研究
了影响月季试管开花的内部和
外部因子，探讨了影响月季试管
开花的可能机制，展望了月季试
管开花的应用前景，最终，其开
发的技术使目前月季试管开花
率最高可达 68.33%以上。

另外，在月季试管开花研究
的过程中，该研究还发现了大
量的花色、花型变异株系，为月
季的花色、花型的调控研究提供
了理想的研究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