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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动态

第三届亚非干旱适应性论坛举办
本报讯 8月 15日，由 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干旱发展中心和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主办，中
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和中国石油天然气有限公
司塔里木分公司承办的第三届“亚非干旱适应性论坛”
在乌鲁木齐举办。

本次论坛有来自津巴布韦、埃塞俄比亚、加纳、肯尼
亚、纳米比亚、毛里塔尼亚等非洲国家的科研人员代表 16
名，来自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的科研人员代表 24名，总
计 40名来自亚非国家的科研人员代表出席。

中科院新疆分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傅春利介绍了
新疆地缘、资源和生态环境等情况，阐述了新疆生态与
地理研究所 50余年围绕干旱区生态、环境、资源开展
了大量系统的研究，在荒漠化治理、生态建设、水资源
管理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有力地支撑了新
疆的生态安全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实地考察和研讨会相结合的
方式，能够让更多的科学家了解干旱区环境、气候的特
征和变化，争取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够取得更多的科研成
果，推动亚非干旱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蒋慧萍）

国内外专家聚焦固体激发态动力学

本报讯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化学会、
中国科学院共同主办，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
所承办的第十八届固体激发态动力学国际会议于日前
在福州市召开。

固体激发态动力学国际会议是凝聚态物理、化学

和材料领域顶级系列峰会，每隔三年在北美、欧洲或亚
洲交替举办一次，近年来主要聚焦在物理、化学、生物
和材料等交叉学科领域中，凝聚态物质或分子材料的
激发态动力学过程的理论和实验最新进展。
本次会议的最大特色是不设分会场，全部学术

报告均在同一大会场，讨论的范围涵盖了该领域内
的 11个主题。
会议的成功举办，增进了国际学术交流，加强了国

际合作，进一步凝练了固体激发态动力学过程的国际
前沿领域基础科学问题，并有力提升了我国在该领域
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国际影响。 （沈春蕾）

“走进中科院·记者暑期行”
深入新疆部分野外台站

本报讯 8月 8日 ~14日，由中科院科学传播局组
织的“走进中国科学院·记者暑期行”活动来到新疆生
态与地理研究所。中科院科学传播局局长周德进带领
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国科学报社记者一行 20余人
走进中科院部分驻疆野外台站。

记者团走进世界海拔最低植物园———中科院吐鲁
番沙漠植物园，听取了副站长张道远研究员关于植物
园的建园历史、科研成果及未来植物园的规划；在新疆
阜康荒漠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记者团
深入沙漠腹地北沙窝，攀上高达 18米的瞭望铁塔，深
入了解这个研究干旱区生态与环境问题的天然实验
室；在克拉玛依盐生植物实验基地，记者团成员了解了
新疆生地所与克拉玛依区在农业和农村领域、与新疆

油田公司在油田生态环境领域的科技合作项目，感受
到新疆生地所在地方经济、科技、生态等建设方面所发
挥的促进作用。

周德进指出此次活动旨在传播科学文化、弘扬科
学精神、提升管理效能，增进媒体对中科院驻疆野外台
站以及长期驻疆科技工作者的了解。 （红霞）

摩擦学工作者齐聚兰州

本报讯 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摩擦学分会主办，中
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固体润滑国家重点实验
室承办的第十一届全国摩擦学大会，于日前在兰州召
开，大会的主题是“绿色摩擦学及其创新应用”。

本次大会设立六个分会场，就摩擦学及其交叉领
域内的热点问题，特别是就摩擦及润滑数值模拟、润滑
与摩擦化学、工业摩擦学、表面工程、材料的摩擦磨损
以及摩擦学前沿等主题展开讨论，约 180余篇论文在
会上进行了口头交流。

摩擦学是以节约资源、能源，保护生态环境，提高
生命质量为主要研究目标的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应用学
科，其技术应用涉及国民经济的众多领域，为解决我国
面临的资源、能源和环境等方面的严重问题作出了巨
大贡献。

通过本次会议的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摩擦学
工作者共同交流了摩擦学研究和应用中的经验和体
会，为众多摩擦学工作者更好地致力于摩擦学研究
的美好前景提供了重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将进
一步促进我国摩擦学科学、工程及技术的可持续发
展。 （白浩然）

福建物构所
过渡金属催化的新进展

过渡金属催化的有机交叉偶联反
应已成为新材料、天然产物和药物的
有效化学合成手段。

8月 15日，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
理研究所“55周年所庆系列学术报告”
第八场如期举行，邀请了中科院福建物
质结构所研究员苏伟平到所里进行交
流，并作了题为《过渡金属催化的新一代
有机交叉偶联反应》的学术报告。

报告中，苏伟平研究员介绍了其团
队从简单易得的原料、通过快捷的反应
路线合成有价值的产物方面的研究工
作。该类反应无需卤化、无需制备有机
金属试剂，仅通过简单的C-H键活化
或脱羧即可获得所需产物，因此被称为
“新一代”的有机交叉偶联反应。

广州生物院
揭示成体神经区新秘密

8月 12日，应中科院广州生物医
药与健康研究院院长裴端卿的邀请，
同济大学医学院干细胞研究中心主任
孙毅教授访问生物院，并作了题为
Single cell transcriptome analyses reveal
new secrets of the adult neurogenic zone

的学术报告。
孙毅长期致力于神经干细胞向

特定神经元和胶质细胞分化过程的
研究。

报告中，孙毅分享了其研究团队在
单细胞建库、下一代测序、数据分析中
质量控制的经验，他们通过对干细胞
的单细胞转录组进行分析，发现了潜
在的处于静息期的成体神经干细胞。

理化所
太阳能和可持续建筑研究

8月 14日上午，应中科院理化技术
研究所热力过程节能与热泵技术研究
组邀请，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可持续建
筑研究中心主任 Paul Cooper教授来理
化所交流访问，并作学术报告。

Paul Cooper 的报告主题为 Solar
Decathlon and sustainable building re-
search，详细介绍了卧龙岗大学 2013
年国际太阳能十项全能竞赛的参赛作
品———零能耗建筑“Illawarra flame”以
及针对其展开的科研和工程应用研
究，包括 PVT&PCM系统的研究与应
用、自然对流通风的网络模拟、室内外
气流组织数值模拟等。此外，他还详细
介绍了 SBRC 的基础科研设施及相
关课题的进展情况。

于海斌

作为我国机器人事业的摇篮，长期以来，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所以突破绿色智能
制造、智能机器人和光电信息技术、高端制造装备领域的前瞻科技问题为己任，不断解
决我国制造业和国家安全长远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

现代航空、航天飞行器制造，往往会
使用上百种材料制作各种不同用途的
零构件，如果有一个关键部位的承载零
构件出现失效，灾难性事故随将之而
来。材料的破坏，关系到国民经济与人
民生命财产等诸多方面。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副所长、研
究员张哲峰从 2003 年开始了金属玻璃
断裂规律的 10年探索，其研究成果有望
为揭示世间众多材料的共性破坏规律
打开一扇门。

金属玻璃的优劣性

金属玻璃又叫液态金属或非晶态
合金。玻璃是任何能从液体冷却成固体
而无结晶的材料，而大多数金属材料是
晶体材料，其原子排列呈现周期性规
律。从液体冷却时，金属晶体材料会结
晶，而金属玻璃却像玻璃一样不发生结
晶，原子排列如同冻结的金属液体一般
呈现无序排列。
“一般金属晶体材料中总会存在缺

陷，如位错。缺陷的存在使金属晶体的
强度远小于完美晶体的理论强度。”张
哲峰团队成员屈瑞涛博士在接受《中国
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金属玻璃因内部无位错等晶体缺
陷的原子结构，决定其拥有很多晶态金
属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比如非常高的强
度（或硬度）。科学实验表明，1根直径 2
毫米的超强金属玻璃能支撑起一辆质
量约 1.5吨的小汽车，使用相同直径的
钢筋大约需要 7～10根。
因此，金属玻璃有作为结构材料使

用的潜力，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多数金属
玻璃塑性变形能力比较差。张哲峰的研
究方向是材料的疲劳与断裂，主要目标
是提出或发展新的材料破坏准则、模型
与理论，为解决工程材料的破坏问题提
供理论支持与指导。

经典理论无法解释

“金属玻璃是材料家族中重要的一
员。我刚一接触这一材料体系时便有很大
兴趣，从 2002年开始进行各种力学性能
试验，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现象，进而开
始考虑如何予以解释。”张哲峰告诉记者。

金属玻璃在拉伸或压缩这样的单
向加载时，断裂均为剪切断裂，断裂发
生的面为平坦的斜面，如同剪刀剪断一
个细棒的切口，断裂面与加载方向成一
定角度，叫剪切角。在单向加载时，具有
最大剪切应力的面与加载轴呈 45度。

2003年，张哲峰研究发现，金属玻
璃在拉伸与压缩时剪切角都偏离了 45
度，拉伸时比 45度大，压缩时比 45度
小。这一奇妙的现象暗示着金属玻璃的
剪切断裂除了切应力的驱动之外，似乎
还受到正应力的影响。

随后，张哲峰寻找了大量不同金属
玻璃的断裂数据，发现都有同样的规
律，即拉伸与压缩断裂角不同且都偏离
45度，这说明正应力对断裂的影响是金
属玻璃的本质规律。

找到实验规律之后，如何从理论上
对其解释是科学研究的重要一环。为
此，张哲峰首先考虑了传统的经典断裂

准则：莫尔－库仑准则。张哲峰用其来解
释金属玻璃的断裂规律时发现，虽然该
准则可以定性解释其宏观断裂规律，但
在定量上却与实验结果偏离很大。

在经典理论无法解释的时候，往往
是理论创新开始的时候。对金属玻璃断
裂规律的探索工作，带给张哲峰很大的
启发。结合他以前做过的金属晶体中的
滑移问题、陶瓷的脆性断裂问题以及金
属玻璃的剪切断裂问题，张哲峰思考：针
对不同类型材料人们提出了完全不同的
断裂准则，是否能够找到一个共性的理
论或模型将这些解释不同材料的断裂准
则统一起来？

提出新的断裂理论

2005年，张哲峰对材料断裂规律的
研究迎来重要的转机。他同时考虑剪切
面上正应力和切应力对材料断裂的影
响，并结合不同材料的性质，提出了新的
统一拉伸断裂准则———椭圆准则。

该准则不仅可以定量地描述各种金
属玻璃材料拉伸断裂行为以及剪切与拉
伸正断的转变，还从一个新的角度揭示
了不同类型金属材料的强度差别与剪切
变形机制。
“自此之后，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

如何定量地证明这一准则对断裂行为预
测的正确性。”张哲峰表示。由于椭圆准则
描述的是断裂面上的正应力对断裂强度
的影响，因此需要设计实验以获得一系列
不同的断裂应力状态，使得断裂面上的正
应力在一个较宽的范围内变化。

为此，张哲峰与屈瑞涛创新性地设
计了一系列与加载轴呈不同方向的倾斜
缺口拉伸试样。通过实验，他们发现椭圆
准则比传统的莫尔－库伦准则更加精确
有效地预测了金属玻璃在拉伸型应力状
态下的断裂行为。

在实际的工程应用中，除了拉伸型应
力状态，还存在其他的应力状态，如压缩。
前面提到金属玻璃在拉伸与压缩下的断
裂角度不同，其实断裂强度也不尽相同。
张哲峰团队发现许多金属玻璃的拉伸强
度往往小于压缩强度，而一般传统的金属
晶体材料的拉伸与压缩强度相等。

既然椭圆准则很好地解释了金属玻
璃在拉伸型应力状态下的断裂行为，那
么如何统一地预测各种应力状态下的断
裂行为呢？

最近，通过对大量断裂数据的分析
与断裂机制的思考，张哲峰与屈瑞涛进
一步发展了椭圆准则，提出了一种能描
述复杂应力条件下断裂行为的普适性断
裂准则。在该准则基础上的进一步研究，
能为深入理解与研究高强度材料的断裂
规律和在复杂应力条件下安全设计与可
靠性提供了新的理论判据。

张哲峰表示，未来科技的发展对高
强度先进结构材料会有极大的应用需
求，我们从断裂机制出发并结合力学分
析提出的新理论，将为高强度材料在应
用时的安全可靠性设计提供指导。
“10年的思考与探索，陆续提出了

一些新的准则与机制，不断深入对材料
破坏行为与本质的理解，这个过程虽然
很漫长和辛苦，但是也深刻体会到科研
的乐趣。”张哲峰说。

材料破坏规律的探索者
———金属玻璃断裂规律研究 10年回顾

姻本报记者 沈春蕾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所

从
﹃
飞
天
入
海
﹄
到
国
计
民
生

姻
本
报
记
者
沈
春
蕾

从天空到深海，从工业到
民生，从机器人到物联网，中
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的研究领域包含了机器人、工
业自动化和光电信息技术等。

根据事业发展需要，沈阳
自动化所对“一三五”战略规
划作出新的调整，新增了一项
重大突破，变“一三五”为“一
四五”。

沈阳自动化所所长于海
斌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研究所力争在
解决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
重大科技问题上，发挥好骨
干和攻坚克难的作用，为建

设创新型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拓展空天海洋能力

在过去 50多年的国际空间站建设与系列空间
探测计划中，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在空间
科学与技术领域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近年来，我国
也启动了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火星探测计划，有关
新型空间智能装备的研究正在起步和计划之中。

其中，空天新型智能装备研究方向是“十二五”
期间，沈阳自动化所“五个重点培育方向”之一。

于海斌介绍，该项研究依托沈阳自动化所在机
器人、智能装备、空间科学与应用、空间有效载荷等
方面的研究基础和技术优势，面向航天领域对新型
自动化装备的需求，开展空间机器人等新型智能装
备的基础理论研究与关键技术攻关。

作为我国机器人事业的摇篮，沈阳自动化所将
下一代海洋机器人列为“四个重大突破”之一。

在前三代水下机器人（HOV、ROV、AUV）技术
积累的基础上，沈阳自动化所成功开发了以 6000米
自主水下机器人和“蛟龙”号控制系统为代表的高
端海洋装备。

沈阳自动化所正在开展基于混合模式的第四代
海洋机器人系统研究，致力于构建第四代海洋机器人
技术及装备体系，建设高水平的海洋机器人科学研究
平台和试验基地，形成应用基础科学研究、重大装备
研发和关键技术攻关、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基地。

于海斌希望面向领域需求，形成研发、制造、应
用服务一体化的海洋机器人技术团队，推动我国战
略性新兴海洋高技术装备产业的形成与发展，保持

沈阳自动化所在海洋机器人方面的国内技术领先优
势，扩大国际影响力。

引领工业网络技术发展

近年来，以工业无线技术为代表的工业物联网
技术正逐步实现由低速向高速，由监测向控制，由局
域向广域的全面拓展。工业物联网技术为工业生产
管理水平的全面提升，提高效率、节能降耗提供了系
统性解决方案，成为工业自动化领域的重要发展方
向和未来新的增长点。
沈阳自动化所将“工业物联网自主技术体系与

应用系统”列为“四个重大突破”之一。
在“十一五”自主研发的工业无线WIA技术的基

础上，沈阳自动化所突破面向高速、高实时工厂自动化
的工业无线网络新技术，探索人机物三元融合的重大
科学问题，研究WIA网络与互联网融合的新机制以
及面向融合网络的信息处理方法，形成我国的工业物
联网技术体系，以摆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

于海斌同时强调，沈阳自动化所将抓住历史的机
遇，研发基于物联网的供应链优化、设备诊断、能效分
析与控制的新方法，为智能电网、石油开采、制造过程
和高端装备节能降耗与安全运行，提供创新应用系统
解决方案，促进新兴产业的产生。

探索下一代制造模式

未来信息技术将引领下一代制造模式。面向未来
的制造业新技术革命，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积极部署“泛
在信息化智能制造技术”，作为重点培育方向之一。将

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兴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核心业务进
行融合，针对制造过程的深度感知、海量信息的处理挖
掘、制造资源的优化整合需要，积极开展制造物联、云
制造等关键技术研究。

于海斌指出，针对我国制造业面临着全球竞争、
和谐发展、低碳环保的巨大挑战，沈阳自动化所以国
民经济支柱产业和重大工程项目为对象，结合研究
所在国内工业自动化、先进制造领域的技术优势和
科研基础，开展泛在信息化智能制造基础原理、关键
技术与方法研究。
沈阳自动化所将为改变我国制造业信息化的传

统模式，实现跨越式发展，促进制造业走向产业价值
链高端，提供制造业信息化创新解决方案。

推动智能机器人融入社会

在国外，健康信息网络已经得到长足发展，英国
全国卫生信息网、美国得州卫生信息系统、澳大利亚
数字化健康档案信息系统是其中的代表。国内的健
康信息网络构建尚处于起步阶段，卫生部的电子病
历试点工作计划从 2010年 10月开始。

在先进医疗设备方面，微创骨科手术本身是当今
国际上一种新型手术技术，国内外的研究和产品主要
集中在手术器械导航及导引设备，未见有采用机器人
主动完成脊柱微创手术操作的研究。

为此，沈阳自动化所以提高微创骨科手术智
能及安全水平为目标，攻克关键技术，构建以手术
机器人为核心的微创骨科智能手术环境技术体
系。以普及脊柱微创手术为目标，研制脊柱微创手
术机器人产品，开展在医疗机构的临床实验及示
范应用。
于海斌告诉记者：“沈阳自动化所的技术研发工

作有几个特点，聚力技术攻关、完成示范应用，联合
社会创新力量推动行业发展，满足国家重大需求，实
现完整的创新价值链。”

为满足高水平医疗服务惠及广大民众的社会需
求，沈阳自动化所将推动智能服务机器人融入人类
社会的进程，解决影响机器人辅助微创骨科手术安
全性、有效性的难点问题，构建机器人化智能手术创
新技术体系，安全高效辅助医生完成手术操作，降低
医生手术技术门槛，促进微创骨科手术的推广，使更
多患者受益。

最后，于海斌希望通过提高认识，有效组织，自主
研发，研究所确定的“四个重大突破”都能得到很好地
落实和执行，“五个重点培育方向”能够取得长足的进
展，为我国的科技事业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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