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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车的比赛，就是给科学家提供一个从实验室走进现实环境的机
会，在检验自己科研成果的同时，也加强与同行的切磋、交流。

解密“天丰素”
姻本报记者 王静

本报讯 日前，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等的支持下，浙江大学化学系彭笑刚课题组
与材料系金一政课题组合作在量子点发光二
极管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相关研究成果
发表在《自然》上。该文报道了一种以量子点为

电致发光材料的新型 LED 器件。其性能远远
超过了目前相关文献报道的其他量子点 LED，
并且该新型器件可以通过简单的溶液加工路
线制备而得。

LED 作为下一代照明与显示的核心器件
已被业界认可。GaN 外延生长
量子阱的 LED 器件则是目前
市场上的流行产品。但是，GaN
外延 生 长 量子 阱 需 要 超 高 真
空、超高纯度原料、超密度电能
消耗等条件。为此，无论是显示
产业还是照明产业，都选择了
蓝光 LED 与下转换稀土荧光
粉结合的相对低成本思路。但
这种结合路线导致了光质量偏
低、色域不能完全满足要求等
缺陷。

与 GaN 量子阱 LED 不同，
有机发光二极管器件的发光中
心为有机分子，因而可以用要
求较低的真空条件制备。有机
发光二极管已经在小屏显示上

得到了应用，但其热稳定性和化学稳定性一
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其直接表现为对器件
加工工艺要求严苛、器件寿命往往不能达到
预期等。

显然，量子点发光二极管有望结合 GaN
量子阱 LED 与有机发光二极管两者的优势。
但是，经过科学工作者 20 年的不懈努力，量
子点发光二极管的综合性能———包括效率、
寿命、加工工艺———还远落后于人们的期待。
这主要由于量子点与量子点发光二极管器件
适配性和量子点发光二极管特殊结构两个方
面的原因。

浙江大学团队为量子点发光二极管设计
并合成了特殊的量子点，并对量子点发光二
极管本身器件特性进行了剖析，从而找到了
该类器件结构的关键问题，再通过在器件中
插入一层纳米绝缘层解决了正、负载流子注
入平衡的关键难点。这两个方面的成功，从
实验上验证了量子点发光二极管实用化的可
行性。这预示着量子点发光二极管有望在照
明与显示两个产业中扮演重要角色。

（彭科峰）

量子点发光二极管研究获进展

望着仓库里金灿灿的稻子，湖北咸宁市郊
区的农民金铭心里美滋滋的，他不用发愁如何度
过这个冬天了。这满仓粮食不仅可供家人一年有
余，连牲畜家禽的口粮也都有了。这得益于他儿
子的建议———还在春播时，在中科院就读研究生
的儿子告诉他，不妨买些“天丰素”促进水稻发育
生长，尤其是在水稻花期内，特别有用。于是，
2014 年，他第一次在水稻种植上使用了“天丰
素”。这不，真的丰收了！

“天丰素”学名“油菜素内酯”（Brassinos-
teroid，简称 BR）。上世纪 70 年代，美国科学家在
油菜花粉中发现，油菜素内酯可以调控植物生长
的全过程。“目前被广泛应用于农作物，从作物
浸种、拌种，直到收获，均可使用，且效果良
好。”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植物基
因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储成才告诉《中
国科学报》记者。

持续多年的研究

研究人员多年来的实践发现：水稻浸种时使

用天丰素，发芽率能提高 10%，根芽也会长得粗
壮；在秧苗期使用，水稻分蘖也多；花粉期喷撒，
能提高花粉活性，促进授粉；在灌浆期使用，则颗
粒饱满。

储成才告诉记者，天丰素广泛存在于植物
体内，能够使植物难以感染病害，并提高抗寒、
抗盐能力，是目前学术界公认的绿色环保型植
物生长调节剂，在农作物生产长中得到愈来愈
多的应用。

尽管天丰素的调控通路在双子叶模式植物
拟南芥中的研究已非常清晰，但在很长的时间
内，科学家依然并不能回答“油菜内酯素是如何
调控水稻生长、籽粒灌浆等生理过程”这一疑问。

为了寻找答案，自 2006 年以来，储成才不断
和学生们探讨，并在实验室首次建立了相关调控
模型。

“关键在于要获得大量的相关基因突变体。”
储成才说。

为此，实验室从国内外不同实验室收集了大
量油菜素内酯、赤霉素合成等素材及其信号传导
相关突变体。他们的研究得到了国内外同行实验

室的全力支持。通过大规模筛选水稻突变体，储
成才实验室获得一个矮杆且分蘖减少的水稻突
变体（dwarf-and-low tillering，简称 dlt），并对此
这个突变体进行了基因定位工作。

童红宁，2004 年考入中科院遗传发育所硕
博连读，师从储成才。2006 年，储成才让童红宁
接手这项研究。童红宁即从 dlt 水稻突变体开始，
克隆鉴定了调控水稻株高矮和分蘖的 dlt 基因，
并首次证明 dlt 是油菜素内酯调控途径中的一个
正调控子，相关论文于 2009 年发表在《植物杂
志》上。

得益于自然基金资助

2010 年，童红宁博士毕业留遗传所工作，继
续开展这一研究。他又发现了水稻中油菜素内酯
信号主通路中的关键负调控因子 GSK2，论文于
2012 年发表在《植物细胞》上。

2013 年，童红宁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的支持，开展水稻油菜素内酯信号通路研
究。紧随而来的是，2014 年当课题组招收博士肖

云华时，课题组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
究计划“主要农作物产量性状的遗传网络解
析”重点项目、面上项目及植物基因组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的经费的支持。由此，他们得以深
入研究油菜素内酯在调控水稻籽粒大小上的
分子调控网络。

在国家科研经费强力支持下，半年多过去，
课题组又有了新的进展。一周前，童红宁、肖云华
通过对大量突变体的功能分析，发现油菜素内酯
素通过调节另一植物激素赤霉素（GA）的代谢来
调控细胞的生长。

童红宁解释，在生理浓度下油菜内酯素
诱导赤霉素合成，促进植物生长。也就是说，
当赤霉素浓度低时，会抑制油菜素内酯反应；
而赤霉素浓度高时，会利用油菜素内酯促进
植物生长。这一研究揭示了油菜素内酯促进
水稻生长的分子机制，系统阐释了两种控制
水稻株高的重要激素间的关系，为利用油菜
素内酯提高作物产量提供了理论支持。目前，
其相关论文于 11 月 4 日在线发表于《植物细
胞》杂志上。

发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
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本报讯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
工作会议在京举行，基金委主任杨卫、副主任沈
岩出席会议，副主任高瑞平主持会议，各科学部、
委办信息中心和计划局全体人员参加会议。

会上，杨卫着重强调了项目评审的重要性，
并指出针对项目评审应进行不断改进和完善以
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新形势；计划局局长孟宪平
针对项目评审工作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作了报告；生命科学部温明章处长汇报了评审会
前网络投票试行情况；医学科学部张凤珠副处长
汇报了 2014 年度医学部新的同行通讯评议表试
用情况；地理科学部冷疏影处长、信息科学部熊
小芸处长和医学科学部江虎军处长分别介绍了
本学科使用计算机智能辅助指派工作的情况；委
办信息中心李东副主任总结了 2014 年度计算机
智能辅助指派工作情况。

与会人员就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
交流与讨论，并提出了一些中肯可行的意见或建
议。沈岩副主任最后在总结发言中指出，科研管理
要实现卓越管理、细化管理和差异化管理，要及时
总结评审工作经验，发现不足并提出改进方法，为
未来评审工作的进一步完善奠定基础。 （萧杨）

双清论坛聚焦肿瘤
超早期影像诊断

本报讯日前，由基金委医学科学部、信息科
学部与政策局主办，海南医学院承办的第 122 期
双清论坛在海口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为“肿瘤
超早期影像诊断及诊疗一体化基础”。中南大学
曹亚教授、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田捷研究员
及东南大学顾宁教授共同担任大会执行主席。来
自国内影像医学、肿瘤学、纳米医学、生物医学、
化学以及信息科学等领域的 36 个单位的 40 余
位专家学者应邀参加了论坛。

基金委医学科学部副主任徐岩英教授在开
幕式上介绍了“双清论坛””的起源和发展，强调
了“双清论坛”的宗旨———科学民主、清风清源，
并指出，此次论坛将通过倡导科学的精神，弘扬
民主的作风，会聚专家学者的集体智慧，凝练分
子影像领域深层次科学问题，形成战略规划，为
科学基金资助与管理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35 位相关领域专家作了大会报告，报告详
细阐述了分子影像的重要性、科学性和特殊性，
并对分子影像成像新技术、新方法的发展及其在
临床中的应用研究进行了探讨。议题包括分子探
针、成像与诊疗一体化、纳米医学与肿瘤、肿瘤分
子影像等四个方面。与会专家通过大会报告和分
组讨论相结合的形式广泛开展了交流研讨，进行
不同学术观点的碰撞和交流，进一步凝练了分子
影像的基础理论、关键技术和临床应用的基础科
学问题。 （萧杨）

二极管

动态

又到 11 月，2014 年“中国智能车未来挑战
赛”如约而至，我国的无人驾驶智能车比赛迎来
第 6 个春秋。

依托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
基金委）重大研究计划“视听觉信息的认知计
算”，中国的无人车（或称智能车）比赛应运而生。
国内顶尖的高校与科研机构纷纷参赛，军队院校
和民间高校同台竞技，比赛精彩纷呈。

回顾 6 年来的历史，从陕西西安到江苏常
熟，从 7 辆车到 22 辆车，中国的智能车比赛从无
到有，越来越激烈，影响越来越大。

“我们的科学家，习惯于在实验室里面做实
验，缺少和现实环境结合的机会。智能车的比赛，
就是给科学家提供一个从实验室走进现实环境
的机会，在检验自己科研成果的同时，也加强与
同行的切磋、交流。”中国工程院院士、基金委“视
听觉信息的认知计算”重大研究计划专家组组长
郑南宁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说。

择优资助的体系

无人驾驶汽车，其本质是一种智能汽车，也
被称为“轮式移动机器人”，主要依靠以计算机系
统为主的智能驾驶仪来实现无人驾驶。无人车集
自动控制、体系结构、人工智能、视觉计算等众多
技术于一体，是计算机科学、模式识别和智能控
制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

多年来，基金委长期关注并支持国内无人车
的研发进程，历时 6 年的无人车比赛也是在基金
委大力支持下举行的。11 月 17 日，第六届无人车
比赛结束的第二天，基金委在常熟举办了“视听
觉信息的认知计算”研讨会。与会专家认为，没有

“视听觉信息的认知计算”的重大研究计划，就没
有无人车比赛。

记者了解到，就国内的无人车领域而言，军
队系统的院校开展研发的历史已经超过 10 载，
积淀较深，实力雄厚。作为全军唯一培养国防交
通、军事交通运输、车辆装备保障和军用物资储
运领域高层次人才的教育院校，一直以来，军事
交通学院持续跟踪国内外智能车辆技术研究，以
无人驾驶智能化后勤保障机动平台研究为重点，

立项启动“军用四足机器人”和“轮式与步行式运
输平台”等关键技术论证。近年来无人车比赛中，
军事交通学院的车队往往名列前茅。

以本次比赛为例，有的无人车在高速路岔口
拐弯时表现优异，有的无人车在城区综合道路成
绩显著。来自军事交通学院、国防科技大学、西安
交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的车队，都在某些方面
有自己的优势。

找出各车队的优势，为未来我国无人车的进
一步研究提供科技支撑，进而促进视听觉信息的
认知计算研究及应用的快速发展，这是基金委要
通过无人车比赛达到的目的之一。

基金委信息科学部副主任张兆田坦言：“有
些团队有好的想法，在比赛中又体现出好的苗
头，再结合专家组的综合判断，对于这些车队，基
金委会在资金资助上给予一定的倾斜。”

须重视团队协作

到底什么样的车队，才会成为比赛的优胜

者？是不是来自知名高校的车队，就一定比一些
一般本科类院校表现得好？

近年来的比赛结果证明了在无人车领域并
不一定是“名校出好成绩”。今年的比赛中，北京
联合大学成为备受关注的一匹“黑马”，而去年他
们还只是看台上的观众。

“古人曾说过，发现了问题，就是解决问题
的一半。通过比赛这种形式，我们就是要发现无
人车研发的各种问题，再加以解决。当然，无人
车不是任何一个科学家、一个车队能够解决的，
它需要科学、工程、产业界的协作。”郑南宁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毅告诉记者，当前的科
研人员，团队协作意识太差，习惯单兵作战，尤其
是一些知名高校里面，“大家都想当老大，都想主
导这项研究，谁也不愿意吃亏”。在其他可以依靠
个人天赋或单学科的比赛中，不愿意和他人配合
的团队或许可以胜出，但在强调多学科的无人车
赛场，单打独斗必然失败。

“无人车的研发很复杂，你要懂汽车，还要懂
自动化控制，也要了解信息科学、传感器等等，如

果依靠一个学院，显然不可能完全掌握这些知
识。有个大学车队的工作人员，居然连驾驶技术
都不太熟练，怎么能出好成绩？”李德毅说，反而
在一些稍微“一般”的高校和科研机构，科研人
员还能够顾全大局，齐心协力搞研发，往往能取
得不错的成果。

“这一点并非无人车研发的领域所独有，其他
科研领域也存在这个问题。以前，大家都还愿意
一起协同搞科研，但现在这种意识越来越淡。”李
德毅期待科研人员在这方面有所改进。

研究不会止步

和国外相比，中国的无人车技术研究存在明
显的短板。目前，美国在无人驾驶技术上是全球
走得最远的国家，在 2004 年、2005 年就已经举办
过智能车挑战赛。

记者了解到，在美国，以谷歌的无人车为代
表，进行无人车技术研发的往往是企业。“谷歌已
经改变了互联网，改变了虚拟世界，但他们介入
无人车，说明也想改变真实世界。他们的无人车
依据谷歌地图，试图将全世界的信息都‘收入囊
中’。”郑南宁说。

据介绍，国外的一流车企，如奔驰、宝马等，
大都已经开展了无人车的长期研发，并且不断有
辅助技术问世。在韩国，其本土汽车厂商也注重
和大学合作，研发无人车技术。

但在李德毅、郑南宁等专家看来，中国的车
企参与智能驾驶研发的热度还远远不够。

专家们认为，进行无人驾驶研究，需要大量
的经费和漫长的时间，而这都是中国的汽车厂商
目前所欠缺的。

“但无论如何，中国的无人车研究不会止
步。”郑南宁说。

“2015 年之后，无人车技术的相关资助不会
停止。”张兆田告诉记者。“视听觉信息的认知计
算”项目的研究期限为 2008 年到 2015 年。

按照这一规划，明年无人车比赛或许将是
最后一届。在研究计划结束后，基金委将继续推
出类似赛事，以促进我国无人驾驶技术的进一
步发展。

无人车：从实验室到赛场
姻本报记者 彭科峰

科学家构建小核酸药物
输递系统

本报讯 近日，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
究所张欣研究员领导的团队开发出了小核
酸 （siRNA） 药物输递给药系统，通过对
siRNA 的改性有效地改善了 siRNA 的刚性
性质，提高了 siRNA 的包载率，同时该体系
可包载疏水化药，实现基因药物与化药联
合给药治疗肿瘤。

小核酸药物对肿瘤具有很好的治疗作
用，但是它由 21~25 个核苷酸组成，其电荷密
度较低，且为刚性骨架，使其包载率较低。要
提高小核酸药物的包载率，将使用大量带正
电的材料，其对机体会产生明显的毒副作用。
因此，开发安全、高包载率的 siRNA 的给药
系统对肿瘤的治疗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科研人员在后续的体外细胞及人宫颈癌
体内荷瘤裸鼠模型实验中发现，该小核酸药
物与化学药物共输递给药系统能够有效地抑
制肿瘤的生长。

据了解，相关进展已发表在《生物材料》
上，上述研究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的资助。 （冯丽妃）

一种全新的智能纳米药物
载体设计合成

本报讯 近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理学院
教授裴志超团队在智能纳米药物 /siRNA 双
负载体系的研究方面取得新进展。

在癌症治疗中，药物对正常细胞的副作
用和癌细胞不断产生的耐药性一直是化疗面
临的两大难题。导致癌症化疗失败的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癌细胞产生多药耐药性。纳米药
物载体是一种纳米级微观范畴的亚微粒药物
载体，以其微尺寸效应和可智能化，为解决这
些难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有效途径。

据介绍，该研究在国际上首次运用新型
大环主体分子柱芳烃和二茂铁，设计合成了
一种全新的智能纳米药物载体。与普通的药
物载体相比，此载体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氧化
还原响应性；二是阳离子特性。这一双负载体
系极大地提高了抗癌药物对癌细胞的选择性
杀伤力，增强了癌症化学治疗的效果，并已经
在细胞实验中得到了充分验证，对癌症的化
学治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该研究先后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项目等的资助。 （张晴丹）

智能纳米药物 siRNA 双负载体系示意图

北京联合大学的纯电动车顺利到达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