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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荧光炸弹”诞生记
姻本报记者 杨琪

中科院与一汽集团对接
暨战略合作研讨会召开

本报讯 12 月 20 日，中科院长春分院与一汽
集团技术中心、吉林省汽车电子协会、吉林省汽车
电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共同组织召开“2014
年中科院与一汽集团汽车电子项目对接暨战略合
作研讨会”。中国工程院院士、一汽集团技术中心
主任李骏，中科院长春分院院长王利祥、副院长李
冰，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副所
长宋志义出席会议。

科研人员围绕“智能先锋无人驾驶平台、
激光雷达、液晶虚拟仪表、车周 360 度环视系
统、智能车载终端—安凯 e 控系统、智能汽车
主动安全预警避让系统、环境感知传感器产品
化开发、基于激光通讯技术的车—车信息交换
技术、车载 LED 微投影系统、低温动力电池、
闭磁式点火线圈、电子节气门”等项目进行了
深入对接和交流。

战略合作研讨会上，经过参会专家的充分研
讨，院企双方达成了以下共识：一、健全联盟长效
工作机制，提升联盟的凝聚力；二、促进成员之间
科技合作，打造技术创新平台；三、发挥核心成员
的带动作用，形成产业创新优势。

本次对接会简洁高效，双方对项目进展和产
业需求有了进一步了解，明确了下一步的工作机
制，为开展更广泛的沟通和务实的创新合作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 （孙晓东）

海南省科技厅调研三亚园区

本报讯 12 月 14 日，海南省政协副主席、科
学技术厅厅长史贻云一行到中科院遥感地球所三
亚园区进行调研。

在遥感地球所党委书记赵忠明、三亚研究中
心主任刘勇卫的陪同下，史贻云一行参观了三亚
园区，并与园区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座谈。

史贻云一行深入了解了三亚园区的建设和
发展情况，特别是三亚卫星遥感产业园区的筹建
情况。他表示，海南省科技厅将全力支持产业园区
建设工作，并就进一步推进产业园区建设工作提
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

原科技部部长、遥感地球所学术委员会主
任徐冠华院士参加了座谈。他表示非常支持三
亚卫星遥感产业园区的建设，指出海南省作为
海洋大省，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特别是
开展海洋科学研究、海洋环境监测等都离不开
遥感和空间信息技术；海南省应依托中科院三
亚深海所、遥感地球所等科研单位，建设成为
我国海洋事业的科研战略基地。同时，他对科
研人员提出希望，指出我国地球科学研究应

“立足中国、走向世界”。 （苏合香）

科研人员获“光华龙腾奖”

本报讯 近日，由北京光华设计发展基金会主
办的“光华龙腾奖十周年暨 2014 中国设计贡献
奖、中国设计业十大杰出青年颁奖典礼”在天津举
行。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会长、两院院士路甬祥
出席颁奖典礼并致辞。在此次颁奖典礼上，宁波材
料所科研人员荣获两个奖项，其中宁波材料所所
属二级所先进制造技术研究所杨桂林所长获得

“光华龙腾奖（2014）中国设计贡献奖银质奖章”，
祝颖丹副研究员获得“光华龙腾奖（2014）第十届
中国设计业十大杰出青年提名奖”。

光华设计基金会是由路甬祥院士倡议下成
立的中国第一家设计基金会，旨在“扶持设计人才
成长，推动设计产业发展；致力于追求人与自然融
合共生”。“光华龙腾奖”创立于 2005 年，2011 年
经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办公室正式批准设立，是设
计领域第一个国家级奖项，并已成为设计行业具
有重大影响的标志性奖项。 （王安）

数学科学科教融合卓越中心
实施方案咨询论证会举行

本报讯 近日，中科院数学科学科教融合卓越
中心实施方案咨询论证会在中科院数学院举行，
12 名院内外专家参加会议并听取相关情况汇报。
中科院前沿局、规划局相关领导，数学科学科教融
合卓越中心筹备组成员，科学和技术带头人及数
学院领导班子，数学院四所所长参加了会议。专家
组组长、山东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彭实戈院士主
持论证会。

中科院数学科学科教融合卓越中心筹备组
组长、数学院学术院长席南华院士作了《数学科学
科教融合卓越中心实施方案》汇报，从建设的必要
性、战略定位与发展目标以及任务与方向布局、人
员构成等方面详细阐述了该卓越中心的建设实施
方案。此外，卓越中心研究团队学术带头人葛力
明、中心副主任巩馥洲、高小山分别报告了“基础
数学重大难题”、“应用数学关键共性方法”以及

“数学与系统科学交叉前沿重大问题”三个重大任
务和方向布局，认真回答了专家关切的问题。

专家组经过充分论证，认为该卓越中心总体
战略定位清晰，目标明确，科学合理，符合中科院
对卓越中心的设计与要求。目前数学卓越中心的
实施方案成熟，建议尽快组织实施。

中科院建设数学卓越中心有利于确立中科
院在国内数学研究与应用方面的优势地位，对抢
占国际数学科学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和国家科技进
步将发挥重要作用。 （许清）

长春光机所

近日，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与辽宁省科技厅
共建的丹东产业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迎来了一位
新成员———丹东奥龙中科传感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奥龙中科）。

这家公司是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与
丹东奥龙射线仪器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龙
集团）联合成立的一家股份制公司，奥龙中科是奥
龙集团公司旗下的又一新生力量。

奥龙集团是我国 X 射线产业重要生产企业之
一。其董事长李义彬对奥龙中科充满信心，他说：

“集团公司将全力支持新公司发展，为新公司新产
品研发及产业化提供充分条件，突破 X 射线线阵
探测器核心技术，打破德国、芬兰、美国等国家的
技术垄断，为我国 X 射线产业发展作出新的贡
献。”

两年前，正是在中科院沈阳分院的大力推动
下，奥龙集团携手高能所开启了产学研合作之路。

深度调研来把脉

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丹东在辽宁沿海经济
带发展的国家战略中亟须科技力量支撑，中科院
给这里送来了一场及时雨。

2011 年春天，沈阳分院与丹东市政府续签全
面科技合作协议，进入“十二五”院市合作新阶段，
共建“中科院沈阳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丹东中心”。
双方制定了合作路线图，由沈阳分院派出专人到

丹东直接组织开展院市合作工作。
丹东中心团队经过调研认识到，丹东市轻工

业基础雄厚，仪器仪表、精密加工等产业具有较高
的研发能力和产品水平，具备与国外相关技术、产
品竞争的能力。国内仪器仪表行业拥有这样一个
企业集群不仅对丹东市，对辽宁省乃至国家都具
有重要的意义，但因市场规模较小和宣传不够，没
有得到国家层面足够的政策扶持，发展速度受限，
亟须要高端智力资源大力支持。

因此，丹东中心组织针对性较强的项目合作，
通过项目引进人才与技术，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拓
展产业链和结构调整，成为院市合作的重要靶的。
他们还开展了调研工作，深入 100 多家重点企业
进行技术需求调研，凝聚科技问题。

在一次交流会议上，奥龙集团技术总监姜盛
杰与丹东中心主任林玉英相识。林玉英了解到奥
龙集团特别希望掌握 X 射线探测器的生产技术，
以告别高价进口产品的期待后，她和中心的工作
人员决定“对症下药”。

几经联络，他们邀请到了高能物理所陈和生
院士团队赴奥龙集团考察。从此，奥龙集团与高能
所的合作拉开了序幕。

越合作感情越亲

“高能所的科研团队承接的都是上亿元的大
课题，人家能看上我们这样的小项目吗？”面对这

支“高大上”的合作队伍，姜盛杰曾有这样的担心。
但很快，他的担心被喜悦所代替。高能所为奥龙集
团提供技术支持，奥龙集团则发挥产品制造、加工
能力为高能所制作实验设备，双方互惠互利。

他们双方的合作越来越密切，领域不断拓展，
形成了长期合作关系。

2013年 8 月，由中科院沈阳分院协调组织、高
能物理研究所与丹东奥龙集团合作、陈和生院士
担纲组建的“丹东奥龙射线技术
及装备院士专家工作站”在丹东
奥龙公司成立。

陈和生表示，高能射线技术
是高能物理研究所三大研究领域
之一，多年来科研实践积累了丰
富的科技成果和人才储备。发挥
科研院所科技优势为国家经济建
设和企业发展服务一直是科技人
员的心愿和使命，希望通过院士
专家工作站，将所企双方紧密结
合起来，共同为丹东 X射线产业
发展壮大、为我国该领域的技术
进步作出贡献。

陈和生团队发挥其在电子加
速器、先进工业 CT、核探测技术
方面的领先技术优势，与奥龙公
司合作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探测器，替代国外进口产品，打破

目前被外国公司垄断的局面，提高企业的核心竞
争力。

新成立的奥龙中科公司是双方紧密合作的又
一例证。高能所将与奥龙集团携手努力支持新公
司发展。该公司致力于 X 射线线阵探测器的产业
化开发与生产，作为 X 射线装备的核心部件，该项
目的完成将填补国内空白，并使我国 X 射线装备
水平跻身国际领先水平。

水滴可以做什么？答案五花八门，而来自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的曲松楠团队给出的
答案则令人惊叹———水滴可以触发“纳米荧光
炸弹”！

“当这种’超级碳纳米点’遇到水，就会分解
成独立的小尺寸碳纳米点，进而导致荧光增强，
使得碳纳米点材料成为一种新型的智能发光材
料。”长春光机所副研究员曲松楠告诉《中国科学
报》记者。他们在国际上首次提出“超级碳纳米
点”的概念，并研制出基于“超级碳纳米点”的水
触发“纳米荧光炸弹”。

复合该“纳米荧光炸弹”的纸可以实现喷
水荧光打印、指纹汗孔荧光采集等多种实际
应用，相关结果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先进材
料》上。

曲松楠告诉记者，这种成本低、环保、全新的
碳基纳米材料还可以用在医疗和诊断领域。“我
们在碳点的研究中引入超分子科学的思想，相信

‘超级碳点’的研究将会走得更远，不断给人们带
来新的发现。”他说。

提出新概念

研究人员告诉记者，荧光成像作为一种有效
的技术方法，在数据存储、数据安全和临床诊断等
领域具有重要应用。该方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新型
智能发光材料的开发。近年来，一种新型的碳纳米
材料，即荧光碳点的出现，使原本非发光的碳材料
表现出优异的发光特性，引起广泛关注。

曲松楠带领科研团队自 2012 年便开展了对
新型荧光碳点的研究工作，在逐步深入研究的同
时也在开发其应用价值。

最初，他们研制出具有较好绿色荧光特性的
碳点，并证明其可作为环保型的荧光墨水。之后，
他们对这种碳点的发光特性进行深入研究，研制
出具有较纯绿光发射和低自吸收特性的碳点，并
实现了碳点在绿光波段的光泵浦激光。最近，这
支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超级碳纳米点”的概
念，并研制出基于“超级碳纳米点”的水触发“纳
米荧光炸弹”，使得碳纳米点材料成为一种新型
的智能发光材料。

“碳点研究最重要的环节是不断创新，不断
寻求碳点研究思想的突破，不断推进碳点研究的
实际应用。”曲松楠说。

曲松楠解释说，这种“超级碳纳米点”是由部
分烷基链修饰的碳纳米点在甲苯中自组装而成。
由于聚集导致其荧光淬灭，表现出极弱的荧光。
这种“超级碳纳米点”遇水会分解成独立的小尺
寸碳纳米点，进而会导致其光致荧光增强。

“同时，这种‘超级碳纳米点’的纸复合物会产
生快速的水诱导光致发光增强现象。‘超级碳纳米
点’复合纸可作为无墨打印纸进行喷水荧光打印来
实现更加环保的信息存储和信息加密。”他说。

未来将有更多惊喜

曲松楠所带领的这支队伍成员都非常年轻，

年龄基本都在 30 岁左右。在长春光机所鼓励创
新的氛围下，他们自发组建形成团队，充满了干
劲和激情。

团队成立初期，遇到的最大挑战是在有限的
科研条件下能否做好碳点研究。

他们是幸运的。“研究所的发光学及应用国
家重点实验室给了我们 200 万元的科研经费支
持，同时也在其他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帮助，这都
让我们可以踏实地做科研。”曲松楠说。

曲松楠明白，要让成员充满信心，就必须让
每一个人看到自己所研究成果的价值。“有了信
心就有了凝聚力，就有了动力”。

他们最近发表了一篇成果论文，研究工作主
要是由一名刚加入该团队的博士生完成的。实际
上，这位成员前期并未从事过碳点的研究，而从
最初布置实验到文章投稿，他仅用了半年时间就
掌握了全部要领。

这段时间里，曲松楠与他一起做实验，不断
激发他的科研兴奋点，让他看到自己研究工作实
实在在的价值。“当成果陆续发表后，大家的信心
就更加充足了，所有的辛苦没有白费。”

“今年，我们团队的‘碳点’研究获得了首批
中国科学院卓越青年科学家项目 240 万元的科
研经费支持。这为我们团队继续发展提供了重要
保障。有了这样的支持，虽然工作很辛苦，但是大
家对‘碳点’的研究更加有信心！”曲松楠说。

他们不仅探索前沿科技，同时也重视研究成
果的实际应用价值。

碳纳米点的最大优势是其原料广泛、制备成
本低、环境友好、光稳定性好等优点。喷水打印是
一种新型、环保的技术，主要是利用水敏材料水
致诱导吸收的变化实现信息的打印。

“具有喷水荧光信息打印的纸张鲜有报道。
我们基于‘超级碳点’体系实现了水诱导荧光增
强，制备出了具有水致荧光增强特性的‘超级碳
点’的复合纸。”他说。这种“超级碳点”复合纸通
过普通喷墨打印机进行喷水打印和简单指尖按
压即可获得永久的、光稳定性好的、高质量的荧
光信息打印和指纹汗孔荧光图像的采集，在荧光
信息存储、信息安全防护和医疗诊断等领域都具
有潜在应用。

未来，这支年轻的团队将针对碳点发光机
制、光电特性调控、自组装行为调控、光电器件研
制等几个方面开展深入研究，紧密围绕碳点体系
的实际应用，推进碳点研产学的快速发展。

速递

转化

进展

天津工生所天津工生所 隗
成功解析首个霉菌毒素分解酶复合体结构

近日，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
究所郭瑞庭团队与台湾大学生物科技所
刘嚞睿团队紧密合作，通过 X 光蛋白晶
体衍射技术首次获得了来源于粉红粘帚
霉菌的玉米烯酮水解酶 ZHD 的结构及
其突变体 ZHD-S102A 与底物 ZEN 的
复合体结构。

玉米烯酮（ZEN）是霉菌毒素的一
种，是由多种镰刀菌属真菌产生的次级

代谢产物。玉米
烯 酮 主要 污 染
小麦、玉米、大
麦 等 农作 物 和
饲料，具有类雌
激素的活性，能
引 起 种猪 等 家
畜 或 者家 禽 早
熟，导致生殖周
期紊乱，最终给

养殖业带来巨大的损失。玉米烯酮水解
酶可以作为添加剂添加到饲料中以降
解玉米烯酮毒素，因此具有重要的商业
应用价值。迄今为止，尚未见到水解酶
作用机理的相关报道。

该项研究通过对玉米烯酮水解酶
ZHD 结构的成功解析，揭示了该酶的
催化反应机理，并根据 ZHD 的结构进
一步进行了氨基酸定点突变的研究，其
结果对提高 ZHD 与底物的结合能力和
催化能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为玉
米烯酮水解酶的产业化应用提供了重
要的理论支持。

研究成果已被 RSC Advances 杂志
接收。天津工生所与天津科技大学联合
培养硕士生彭卫和台湾“中研院”生化所
柯子平博士为本文共同第一作者。该研
究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和

“973”计划项目的资助。 （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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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龙集团：院地合作带来更多机遇
姻本报记者 杨琪

奥龙射线注重与科研院所进行产学研合作，并结出了丰硕果实———建设院士工作站、自
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打破国外垄断、承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他们将继续发挥产学研带来
的能量，不断使自身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引领行业发展。

荩玉米烯酮的电子云密度图

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副研究员曲松楠带领团队在“超
级碳点”的研究中引入超分子科学思想,日前在国际上首
次提出“超级碳纳米点”的概念，研制出了基于“超级碳纳
米点”的水触发“纳米荧光炸弹”。

水触发“超级碳纳米点”复合纸的荧光增强机制图 长春光机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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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参观奥龙集团。 奥龙中科供图

▲ZHD 反应机理和复合体结构

在可见光（a）和可见兼紫外光
（b）照射下，用纯水墨盒和 HP-46 三
色墨盒打印在“超级碳纳米点”复合
纸上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