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捞出近万头死猪，黄埔江被戏称为“排骨汤”。对于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人们不禁拷问———

据新华社杭州 3月 19日电（记者朱涵）记者今日从浙江大学获悉，该校
科学家们研制出了一种超轻材料，这种被称为“全碳气凝胶”的固态材料密
度仅为每立方厘米 0.16毫克，是空气密度的六分之一，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
最轻的材料。

“全碳气凝胶”的构造类似于“碳海绵”，将一个马克杯大小的气凝胶放
在狗尾草上，纤细的草须也不会被压弯。

目前实验室正在对这一材料的吸附性能进行进一步的应用性研究，此外，
“全碳气凝胶”还将成为理想的储能保温、催化载体和吸音材料。 CFP供图

○主持：张明伟邱锐○邮箱：rqiu@stimes.cn

据媒体报道，北京
“主题酒店”将用市花定
级。届时，北京街头，除
了星级酒店之外，将出
现以“月季”图案作为标
志的主题酒店，等级的
高低用月季花的数量表
示，最低为单花，最高为
五花。笔者认为此举值
得肯定和提倡。

主题酒店的评选标
准自有专家讨论，笔者
之所以为此举叫好，是
因为用月季花来定级，
有利于市花的推广和应
用。人们在选择主题酒
店之时，一定会数数有
几朵月季花。这对于推
广市花、扩大市花的影
响，无疑大有好处。

据笔者所知，北京
确定市花、市树已经有
些年头了。但对于市花、
市树的推广并没有非常
重视。微博调查结果显
示，相当一部分人不知
市花为何物，问问身边
的人也大体如此。就连
报道此事的记者、刊发
新闻的媒体、此事的组
织者也犯了以偏概全的
错误。因为他们忘了，北
京市是双市花。除了月
季，还有菊花。用哪种花
定级是一回事，而准确
地传播有关市花的知识

又是另一回事。连记者、媒体、组织者
对市花知识尚且不够，对市花意识尚
且淡薄，还怎么苛求市民和百姓呢？

一些人对菊花的文化内涵在理解
上也有误区，影响了其推广和应用。这
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北京市对市花知
识普及不够。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俊愉先生为国
花的确定奔走呼号，却一直没有结果，
最后怀憾而去。国花的确定涉及因素
很多、迟迟难定，或许情有可原。但已
经确定下来的市花、市树再束之高阁
就说不过去了。此次北京旅游部门在
规范北京主题酒店中，采用月季来定
级，虽有瑕疵，但毕竟在应用、推广市
花上迈出了一大步，值得肯定。

市花也好，市树也好，其评选和确
定都不应该仅仅是一种行为艺术，都
是为了增加城市的文化内涵，都是为
了扩大当地有特色的、有代表性的植
物、花卉的影响。尤其是在建设美丽首
都、美丽中国的大背景下，积极发展市
花市树文化，普及市花市树知识，培养
市花市树意识，有着更加特殊的意义。

一种文化的形成，一种理念的树
立，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日积
月累、不断深化。除了北京，已经确定
了市花、市树的其他城市也应这样做。
（作者系北京林业大学绿色传播

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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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本报实习生 姜天海
雾霾天气引起各界对机动车尾气排放的共同

关注，也让“能源转化率高、无污染零排放”的氢燃
料电池电动汽车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

但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杨裕生日前接受本报
采访时表示，现在的氢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拯救不
了我国当前的空气污染问题。

既娇且贵

在杨裕生看来，氢燃料电池“既娇又贵”。因为
目前的燃料电池仍采用“铂”催化剂，不仅价格高，
而且对助燃的空气要求很高。

杨裕生举例说，我国曾进口了两台德国的氢
燃料电池电动公交车，原计划在北京郊区行驶两
年，结果才行驶一年就用坏了 6台燃料电池发动
机。本来计划好的实验才过了一半时间就草草收
场，德国方面将其归咎于北京的空气污染太严重，
输入的助燃剂空气里含有过多的硫化物、一氧化
碳、氮化物，造成铂催化剂中毒，降低了燃料电池
的发电性能。

不仅如此，雾霾中含有的固体颗粒和空气中
的灰尘也容易堵塞燃料电池。因此，他指出，电动
汽车氢燃料电池的研究必须考虑空气污染的问
题。但空气纯化装置势必会抬高价格，使原本就复
杂的动力系统更加复杂。

因此，杨裕生并不赞成当前使用氢燃料电池
电动汽车解决城市污染问题。

全面认识

“氢能转成电能的转化率和污染排放量要从
源头算起。氢能不是一次能源，制造过程就要消耗
能源。转成氢气后压缩、运输、充瓶又要耗费能源。
制造复杂的燃料电池动力系统更要消耗与其价格
相对应的能源，这些都应计算在内。”杨裕生说。
“按照‘全寿命’计算的话，从一次能源一直转

换到动力，通过氢能的能量总转换效率并不比通
过其他能源的效率高，总的污染也不一定低。这些
都要系统、全面地计算，而不能‘断章取义’地只算
汽车行驶的这一小段。”杨裕生说。
针对目前氢燃料电池价格高昂、铂产量低的

困境，国内外专家都在研制新型催化剂来代替铂。
近日，据报道美国能源部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
的研究人员采用铁基催化剂催化氢分解分子，其
催化效率接近商业催化剂。
对此，杨裕生认为，其创新精神比那些“修修

补补”地研究“少铂”技术要强得多。同时他提出，
除了氢电极的非铂催化剂外，也应研究氧电极的
铂催化剂替代物，但是这项研究可能难度更大。
杨裕生今年 81岁，15年前他才从核试验研究

转而从事储能电池研究。
“很多人都感到不理解，我这么大年纪为什么

还要改行从‘小学生’做起呢？”杨裕生说，“因为现
在国防对电池的需求很急迫，差不多所有武器装
备都要用电池。”
杨裕生举例说，氢燃料电池可以为潜水艇提

供动力。潜水艇上使用的纯氧气隔绝了一氧化碳、
二氧化硫等污染物，可以很好地发挥氢燃料电池
的功效。而且潜水艇产量少，用铂量有限，价格也
承受得起。

十几年来，杨裕生始终认为燃料电池要发展，
但不应急于求成，而应把燃料电池的基础研究搞
好。“要能够把燃料电池做得很‘皮实’，不那么娇
贵。这样，燃料电池就有前途了。”杨裕生说。

路线之误

杨裕生认为我国当前电动车发展“应用好当
前的电池来做好当前的电动汽车”，以微小型、短
程、低速纯电动车为突破口，中大型汽车要以增程
式电动汽车为主要过渡车种。
“增程式电动汽车的概念最初是美国人提出

来的，最早做出增程式电动公交车的却是中国
人。”杨裕生说，“事实上，2012年美国通用公司生
产了两万多辆增程式电动轿车，而我国却引导企
业生产与燃油车性能全面比拼的高档纯电动汽
车，虽然补贴很高，市场反响却不好。受群众欢迎
的微小型、短程、低速纯电动汽车却不让生产，也
不给上牌照。”
对此，杨裕生感到非常担忧：“2012年‘十城千

辆’的进展仍然很慢，眼看 2015年累计生产新能
源汽车 50万辆的规划将要落空。错误的技术路线
迟误产业的发展，简直太可惜了！希望这次雾霾的
冲击能够唤醒一些仍在坚持‘雾里看花’的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杨裕生：

氢燃料电池拯救不了蓝天

院士之声

本报北京 3月 19日讯（记者潘希）中国科协党组今天召开
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
十二届一次会议精神。会议由中国科协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
一书记、党组书记陈希主持。

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党组副书记程东红传达了习近平同
志重要讲话、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
案等重要文件精神。陈希传达了李源潮同志关于人民团体认真
贯彻落实两会精神的指示要求。

陈希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中国科协要把贯彻落实两会精神
与学习领会十八大精神有机结合起来，与中央书记处对科协工
作的要求结合起来，吸引、团结、教育、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为
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要把学习领会两会精神的成果转化为
推动科协工作的动力，抓住机遇、努力开创科协工作新局面，更

好地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服务政府和社会、服务科技工作者、服
务全民科学素质提高。

陈希强调，要认真思考谋划应该怎样促进创新、如何实现
创新驱动发展，积极为党和政府谋划发展全局建言献策。要认
真研究科技社团服务创新、服务政府和社会、服务科技工作者
的有效途径和工作方式，积极应对科协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情
况。陈希指出，要切实抓好作风建设，积极主动进取地开展工
作，有所作为、用心做事，坚持高标准的工作要求，重视与科技
工作者面对面地交流，重视与各个方面的团结协作，体现尊重、
平等、沟通和商量，努力打造一支人民满意、科技工作者拥护的
科协干部队伍。

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徐延豪、王春法，党组成员
沈爱民出席了会议。

中国科协传达学习贯彻两会精神

姻本报实习生王珊姜天海记者潘希张林
据最新报道，截至 3月 18日，上海黄浦江打

捞出死猪总数逼近万头，每天打捞数量以百计甚
至千计。黄浦江如今被人们戏称为“排骨汤”，畜
禽尸体处理也因此备受关注。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我国的无害化处理方式目前仍以深埋为主，
几乎没有统一的无害化集中处理中心。

处理方式待改进

我国饲养家禽存栏达到 130亿只，生猪 10
多亿只。即使按照生猪正常死亡率 3％计算，仅病
死猪的数量就是个庞大的数字，如何处理畜禽尸
体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
“然而，这却没有得到政府应有的重视。”在

华南农业大学教授、肇庆大华农生物药品公司董
事长陈瑞爱看来，畜禽尸体随意丢弃的现象已经
是“历史遗留问题”，如此大规模的爆发是对轻视
该问题的警示。
记者了解到，对于畜禽尸体，目前，养殖户采

用的无害化处理方式主要有掩埋法与焚烧法两
种，深埋仍是主要手段。
对于从黄浦江打捞出来的死猪，目前，上海

市已经在远离公共场所和居住区的地方建立了 6
个临时深埋处置点。在掩埋深坑中，先浇上消毒

液，将死猪放入坑中后再给死猪做全身消毒，最
后用几米厚的泥土将死猪掩埋，并在泥土上浇上
第三道消毒液。
“处理得当，深埋是安全的，不会对环境造成

二次伤害。”陈瑞爱告诉记者。
然而，作为农业大国，我国的养殖集约化程

度一直不高，散养户占据 40%以上。对于散养户，
深埋的处理方式意味着泥土的简单覆盖。
“由于土壤面积有限，深埋不是长久之计，而

且环境的承载能力有限，必须推进焚烧、生物等
处理方法的实施。”陈瑞爱很是忧虑。

责任主体须明确

“建立无害化处理中心的呼吁已有十年之
久。”陈瑞爱指出，处理责任主体不明确是我国统
一无害化处理体系长久得不到落实的主要原因。
浙江嘉兴的一位工作人员指出，嘉兴散户比

较多，规模较小，不利于监管，处理池也需达到一
定规模才可能建设，并且，处理起来成本较高。因
此，很多散养户或者养殖企业会选择把死猪扔在
水里顺流而下，而这已成当地风俗。

2011年 7月，国家出台政策，对年出栏 50头
以上生猪规模养殖场无害化处理的病死猪给予
每头 80元的无害化处理补助。
“80元的补助太低，况且能否落实也值得怀

疑。”陈瑞爱认为政府作为责任主体，公共安全卫
生意识太淡漠，没有意识到畜禽尸体的处理对于
养殖健康、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的重大影响。
“这一点是非常可怕的。”陈瑞爱建议，对于

散养户的养殖，政府要给予适当的补贴，并设置
准入门槛。只有这样，散养殖户才会愿意聚集，
配合政府。“而准入门槛的建设一方面可以解决
监管的难题；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区域跨度、饲
养密度、饲养人群的把握，统一建立无害化处理
中心和监管体制。只有这样，才能够长远地解决
问题。”
广西大学副校长陈保善则认为，应该通过

建立有效的畜禽养殖保险制度，给予养殖户最
起码的生产保障，以此完善责任追究制，把养殖
的责任、政府的责任、流通的责任落到实处。“要
对补助进行监督，拿了钱的养殖户要承担相应
责任。”

陈瑞爱表示，无害化处理中心的建立，在技
术上完全没有问题，政府也可以依托大的一体化
公司，进行统一回收处理。

联动机制要先行

在陈保善看来，“黄浦江漂浮死猪”事件折
射的不仅是政府在环保意识上的淡薄，“从环保
全局性考虑，我国现在的治理机制缺乏区域协

调和联动”。
江中漂流畜禽尸体的现象已经不是一次，据

有关打捞人员表示，只是此次规模最大。
“事情的处理暴露出来我们在区域联动处理

方面有很多漏洞。”华东师范大学长江流域发展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软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徐长乐
认为，利益诉求的博弈在死猪事件上突出暴露出
来。“下游地区政府应该认识到上游为环境保护
付出的代价，并给予一定的生态补偿。”
记者了解到，2012年年初，安徽和浙江就

新安江上游水环境的治理问题建立生态补偿的
机制。若水质较基本限值改善，浙江将补偿资金
拨付给安徽省，若水质恶化，则安徽省将补偿资
金拨付给浙江，而目前，上海方面没有建立相关
的机制。
“这次事件在环境保护联动机制上是一个实

例。”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所
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长三角区域规划综合组
成员郁鸿胜告诉记者，死猪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能
够增强区域联动对于突发事件管理和执法的推
进。“目前，联动机制对突发事件的处理办法和预
案比较缺少。”
此外，郁鸿胜指出，由于各级政府层面的突

发事件应急机制不一样。地区之间的合作应该具
体到点、线、面，“突发事件往往发生在乡镇和区
县，不能仅仅局限在省级层面”。

谁来处理病死的畜禽

杨裕生

本报讯（实习生姜天海）3月 18日，两院院士郑
哲敏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庆祝会暨力学学科发展
研讨会在京举行。郑哲敏在会上表示，科学家今后作
研究，必须要全面化布局，要有层次、有纵深，把方方
面面考虑周全。同时，要时刻了解国家需求，将工作
放到国际环境中考虑。
“郑先生除了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精深的造诣，

更是一位战略科学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
任杨卫在会上表示，郑哲敏精通流体、固体，了解技
术科学大部分学科的基本原理，知识面非常宽广，是
我国少有的战略科学家。他为我国“两弹一星”，爆炸
力学包括流体弹塑性理论、环境力学、灾害力学、物
理力学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郑先生从不满足，也从不愿意重复。”杨卫说，

“他的批判思维非常出色，无论哪一位作完报告，他
都经常能提出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往往是我们以前
没有想到的或是其中比较薄弱的环节。他用他的方
式激励我们年轻学者不断攀登新的高峰。”

对于中国力学的发展，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家春
表示，科研人员必须要有前瞻的眼光、宽阔的视野，
要通过不同学科战略研讨、力学人才培养和自上而
下的科学体制改革，促进力学发展的飞跃，使科学研
究回归本来的面貌。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善义谈到材料力学时指出，
如何在保证新型材料轻质化的同时又保证其可靠
性，这是我们力学工作者应该关注的。

中科院力学所所长樊菁则表示，目前从国际来
看，力学学科不处在发展高潮期，例如，美国力学系
出现改名、合并等现象。但是从需求和储备角度来
看，力学在若干前沿领域都孕育着突破的机会。

郑哲敏获国家最高
科学技术奖庆祝会举行

本报上海 3月 19日讯（通讯员肖鑫、俞治 记者
黄辛）记者今天在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获悉，由该
院联合上海理工大学、武汉安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研制的“胶囊内镜机器人”，已获国家药监局注册审
批，并正式投入临床使用。

据查证，这是全球首台可定位可遥控胶囊内镜
机器人。患者只要吞下一颗普通胶囊药物大小的胶
囊内镜，医生就能把隐藏在患者胃里的病灶看得清
清楚楚。

该机器人的总设计师、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消
化内科主任李兆申教授介绍说，人体腹中 5至 7米长
的小肠，一向是胃镜、肠镜检查所无法涉足的“盲区”。
长期以来，我国小肠疾病的诊断率只有 10%。

使用“胶囊机器人”检查胃病，患者仅需吞服一
粒特制的小“胶囊”，胶囊便会听从医生的无线磁场
遥控指令，进入患者肠胃，并按照医生的操控，在患
者肠胃中上下左右翻滚、旋转或者平移。同时，一幅
幅图片将实时传出体外，收录进一旁的电脑中，供医
生分析和诊断。

更具创新性的是，由于安装了磁定位芯片系统，
胶囊内镜可以在医生的控制下巡视消化道任意位
置，实现定位功能。为此，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类此
CT扫描仪的“检测床”，让病人吞服胶囊内镜后躺上
去，通过体外磁场控制，引导胶囊内镜游走至体内病
灶处悬浮。然后，检测人员控制磁场的大小和方向，
可以让胶囊内镜拥有仰视、俯瞰、旋转等 6个角度的
“视角”，充分聚焦消化系统内有何异样。

检查完成后，胶囊将会顺着胃肠道自然排出患
者体外，整个胃镜检查过程只需要半个小时。

全球首台“胶囊内镜
机器人”投入临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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