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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海伦农业生态实验站

本报讯（记者彭科峰）近日，中科院海伦农业生态实验
站许艳丽团队在大豆连作根部病害自然衰退研究领域获得
进展，相关成果发布在《斯堪的纳维亚农业学报 B 辑：土壤
与植物科学》。

当大豆经过长期连作以后，土壤中即使存在作物病原
菌，且有较适宜的气候条件和寄主，但相应作物病害可能不
会发生或者发病率很低。国外有学者认为，产生并支配地球
物种多样性的首要力量———“共同进化”是生成这种土壤的
主要动力。在共同进化的长期作用下，抑制性土壤为病原提
供相应抑制因子。

许艳丽团队选择 3 种不同大豆种植方式：大豆 20 年
连作、3 年连作和 20 年轮作（小麦—玉米—大豆），探讨
长期连作对大豆根部真菌病害的影响后发现，大豆经过
长期连作以后根腐病的发生降低，病原生物镰孢菌在大
豆根部密度显著下降，大豆根部的生长情况也较 3 年连
作有所改善。通过对病原物天敌微生物的分离发现，有 4
种微生物的分离频率显著高于其他两种种植方式，并且
通过盆栽试验发现这 4 种微生物对大豆根腐病具有明显
的抑制作用，证明了大豆田土壤经过长期连作可引起根
腐病的自然衰退，且这些抑制性微生物可能是引起这种
自然衰退的主要因子。

大豆连作可使
根腐病自然衰退

中科院海伦农业生态实验站

本报讯 日前，许昌学院教授郑直课题组利用纳米材
料，制备出玉-遇族化合物异质结薄膜太阳能电池。该器件
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在没有进行任何封装的情况下可以保
持光电转化性能一年以上。相关研究已在《能源杂志》上发
表。

构筑高效低成本的新型纳米结构太阳能电池，揭示
器件内部界面微结构与最终光伏性能之间的关系，是未
来光伏产业发展的理论和技术基础。基于室温湿化学法
原位制备的玉-遇族化合物硫化银、硫化铜银等纳米晶光
电阵列薄膜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理想材料。该课题组利用
室温、低能耗、低成本的元素直接反应方法，在氧化铟锡
导电玻璃表面原位制备了硫化银纳米晶阵列，在没有进
行任何界面修饰的情况下，组装的太阳能电池器件表现
出优异的短路电流密度，达到每平方厘米 20 毫安，光电
转换效率为 2.04%。

此外，该课题组还利用瞬态表面光电压技术对两种
器件的异质结类型、载流子寿命和光电转换性能进行了
深入的研究，发现有机 / 无机材料异质结界面的性质对
器件的光电转化能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对有机 / 无
机异质结界面的深入理解也将是提高器件光电性能的突
破口。 （史俊庭）

组装出新型
薄膜太阳能电池器件

许昌学院许昌学院

本报讯（记者彭科峰）近年来，我国一直
大力提倡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以减少煤炭等
常规能源消耗。那么，可再生能源在我国能源
总消耗中占到什么位置呢？记者从第九届中
国新能源高峰国际论坛获悉，2014 年，我国
可再生能源的消费量达到 4.4 亿吨标煤，比
上一年增长了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所副研究员胡润青
说，近年来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情况不断增
加。2014 年，可再生能源消费量达到 4.4 亿吨标
煤，保持了 7%以上的增长率，同时可再生能源
在占比也达到了 10.3%。

胡润青进一步指出，可再生能源 2014 年
的发电量也占到 23%，贡献很大。风电 2013

年装机 1400 多万千瓦，2014 年的时候达到
1900 万千瓦。我国的风电制造企业已经形成
比较强的竞争实力。2014 年，光伏发电的新
增装机容量达到 1000 万千瓦以上，这是一个
里程碑式的进展。从地区分布来看，主要的大
型光伏电站都分布在甘肃、青海、新疆、宁夏
等西北地区，地区差异明显。

我国去年可再生能源消费达 4.4 亿吨标煤

放飞科学梦想
———甘肃省第三十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侧记

本报讯（记者丁佳）4 月 20 日，记者从中科院苏州纳米
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获悉，由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苏
州纳米所研究员崔铮领衔的印刷电子团队在印刷制备光学
元件方面积极展开探索，利用喷墨打印的方法制作出了用
于导光板的微透镜阵列。

微透镜阵列是由通光孔径及浮雕深度为微米级的透镜
组成的阵列，通过特殊的尺寸、形状和分布设计，其除了具
有导光或扩散功能，还可以实现光线透射增强的作用。要对
微透镜的尺寸、形状和分布进行有效调控，喷墨打印是最经
济快捷的实现方法。

为进一步完善该技术，并推向市场应用，该团队与国
内导光板生产的骨干企业共建了“印刷光学技术联合实
验室”，开始了国内首次将印刷制造应用于光学领域的尝
试。

导光板和扩散板技术的基本原理是利用光扩散剂及微
结构，在几何光学中反射和折射定律作用下，为显示照明组
件提供一均匀面光源。导光板可以有效地将点光源或线光
源转变成面光源，光扩散板则可以将直下式的点光源转变
成均匀柔和的面光源。

实现喷墨打印
制作微透镜阵列

中科院苏州纳米所中科院苏州纳米所

发现·进展

简讯

全面工程教育研讨会在华理举行

本报讯 日前，以“工程文化与伦理和工程
教育质量认证”为主题的第三届全面工程教
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华东理工大学举行。100
余位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代表围绕工程教育认
证、工程教育的质量保障、大学与企业关系的
持续改进、工程伦理教育、工程文化普及、工
程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工程技术哲学等
多个议题和成功案例进行了深入研讨。

（黄辛房树芬）

地坪材料成品检测标准
有望年内出台

本报讯 近日，在地坪分会华北地区成立
大会上，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地坪分会首席
专家刘小欣透露，地坪材料成品检测标准有
望于 2015 年年内出台实施。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地坪分会常务副秘
书长乔亚玲表示，该标准出台后的意义在于，
它不仅能为客户和业主提供专业的验收依
据，也能通过这种方法来有效地规范市场环
境。“这是我们目前阶段必须要做的，也是未
来要始终推行下去的工作。” （李瑜）

广州评选出“十佳科普使者”

本报讯 近日，由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主办的“2015 年广州科普讲解大赛总决赛”在
穗举行。大赛吸引近 200 人报名，经过激烈角
逐，来自广东科学中心的赵霞、赵璟，广东省
博物馆的凌浩翔等 10 位选手获得一等奖，被
授予“广州十佳科普使者”称号。

此外，赵霞等 6 人成功晋级第二届全国
科普讲解员大赛，他们将于 5 月下旬在广州
再次“交锋”。 （朱汉斌）

汕头大学培育出
“南澳金贝”新品种

本报讯 近日，汕头大学海洋生物研究所
郑怀平团队经过 4 代人工定向选育和 2 代示
范养殖，培育出的华贵栉孔扇贝“南澳金贝”
喜获国家级水产新品种证书。

这是汕头大学首个自主培育的国家级水
产新品种。该新品种具有外观色泽金黄，感官
品质高；富含类胡萝卜素，营养价值高；抗低
温能力强三大优点，适宜在南海和东海部分
海域养殖推广。 （朱汉斌余珊燕）

西北医学教育联盟在西安成立

本报讯 日前，由西安交通大学、兰州大
学等共同发起，并得到国家卫计委、教育
部、西北地区医学院校和医院等支持的西北
医学教育联盟在西安召开。该联盟成员单位
32 个，包括 11 所医学院校、1 所出版社、20
所医院。

联盟将开展西北医学教育、丝绸之路医
学教育、医学科学研究协同创新，围绕校际
交流、医学药学卫生人才的培养、医学科学
研究和医疗卫生服务工作四个方面开展合
作与交流。 （李恩昌张行勇）

山西确定 300 多项技术创新项目

本报讯 记者 4 月 20 日从山西省经信
委获悉，该省今年确定 345 项技术创新项
目，总投资近 130 亿元。确定这些项目，旨在
激发该省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推动全省转型
发展。

目前，该省正在逐步由资源依赖向创新
驱动转变。新确定的技术创新项目涉及装备
制造、新材料、食品、建筑、新能源、电子信息、
煤化工、煤炭、医药、轻工、纺织、冶金、建材等
行业。 （程春生）

近日，在河南省农科院资环所的试验田里，同一品种种出的小麦却有截然不同的长势。原来，这是该所已经持续 25 年
的“国家潮土土壤肥力与肥料效益长期定位监测站”进行的潮土肥力实验。该实验旨在建立耕地质量定向培育的理论与技
术，挖掘生物（作物）—资源（水、肥、土）—自然环境协同效应以及核心生产技术的集成效应，提高现有耕地质量与资源利用
效率，促进农田生产力的提升。

潮土是河南省面积最大、分布最广的土类，大多数潮土属于中低产田，存在着盐、碱、沙、贫瘠、结构差等限制作物生长
的因子，潮土区作物产量对肥料的依赖性较高，长期施肥对土壤肥力提升的影响也较大。长期定位监测不同施肥模式对作
物产量、肥料效益、土壤肥力变化，对潮土区作物合理施肥，持续高产稳产、土壤资源高效利用有重要意义。

图为科研人员正在观察麦苗的长势。 史俊庭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李洁尉 通讯员苏国华、周飞）近日，由中
科院华南植物园蒋跃明、段学武等科研人员完成的“泡盛曲
霉在发酵荔枝果皮制备槲皮素中的应用”获得国家发明专
利授权。

研究荔枝果皮酚类物质的组成和各成分的生物活性及
对其酚类物质进行修饰，以得到具有特殊用途的化合物，对
荔枝果皮的综合利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槲皮素及其衍
生物是植物界分布最广泛的黄酮类化合物，具有较好的祛
痰、止咳作用，可平喘，还有降低血压、增强毛细血管抵抗
力、减少毛细血管脆性、降血脂、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冠脉血
流量等作用。

华南植物园研究人员通过实验发现，荔枝果皮经泡盛
曲霉发酵后，可以从发酵后的培养物中提取出槲皮素。

新发明有助
荔枝果皮综合利用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中科院华南植物园姻本报记者刘晓倩

一次采摘草莓后的灵感闪现，让中国科
学院兰州分院中学初三学生王梓馨获得了她
人生中的第一个发明专利———高效捕虫笼。4
月 18 日至 20 日，王梓馨和许多热爱科学的
小发明家一起，在张掖参加甘肃省第三十届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放飞科学梦想。

去年 2 月，王梓馨去郊区采摘草莓，她发
现塑料大棚里闷热难耐，空气也十分难闻。

“我和农民伯伯聊天，得知他们利用大棚种植
蔬果最头疼的是病虫害。它不仅降低产量，还
滋生细菌。”走访多个大棚，王梓鑫观察到，几
乎每个塑料大棚里都有一块儿黄色的粘虫
板，相比农药，这是目前比较环保的灭虫手
段，但存在粘虫效率太低的问题。

“中学生物课本上学过，农业害虫具有趋
绿性、趋黄性、趋光性的特点，如果粘虫板可
以发光，晚上也可以捕捉害虫，可将捕虫效果
提高一倍。”有了这样的思路，王梓馨计划将

长余辉发光材料和光催化材料分别涂抹在粘
虫板两侧，以达到 24 小时粘虫和清洁杀菌除
臭的效果。

如何涂抹长余辉发光材料和光催化材
料？王梓馨想到了化学课本上的氧化还原反
应，她利用水当催化剂，将粉末状的光催化材
料涂抹在粘虫板背面上，但这种方法在涂抹
长余辉发光材料的关键一步中却失败了。经
过反复思考，王梓馨用胶水将长余辉发光材
料粘贴在粘虫板上并获得了成功。经过实验，
长余辉发光材料与粘虫板形成的复合材料白
天在温室大棚内放置 5 个小时，晴天条件下
粘虫板夜间可发光 10 小时以上，阴天情况下
粘虫板可发光 6 小时以上，保证了粘虫板可
以全天候粘虫。而光催化材料与粘虫板形成
的复合材料可以降解空气中 50％的有机物，
起到了消毒杀菌净化环境的作用。

拿着她人生中第一份专利授权书，王梓馨
微笑着告诉记者：“这个蝴蝶灯笼里装着我的
科学梦，长大后我想做化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和王梓馨一样，怀揣科学梦想的还有兰
大附中的三个高中生。

“我将来想当工程师。”在同时举行的第 15
届中国青少年机器人大赛甘肃赛区比赛现
场，来自兰大附中机器人社的三个高一男生不
约而同说出了同一个梦想。他们是负责编程和
操作的仇泊远、雷沛明，负责拼装和修理的杨
竣程。4 月 20 日，这个团队将代表中国，在美国
参加 FLL 世界机器人挑战大赛。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人怀表示，科技创新
大赛可以帮助青少年探索真知、提升能力、放
飞科技梦想、激发创新智慧。兰州大学物理科
学与技术学院教授王育华第三次担任大赛评
委，他认为，通过比赛，中学生可以将物理、生
物、数学课本上的知识与实际结合，既锻炼了
动手能力，又得到了理论和生活相结合的实
践机会。

据介绍，本届科技创新大赛共有 30 万人
参加，收集作品 1128 项，入围终评展示项目
422 项。

在实验室里造一个微缩版海洋
姻本报记者陆琦

“海洋碳汇研究进行了三四十年，仍然有
许多过程参数瓶颈尚未突破。而出海一天，每
天的船舶运行费就十几万，再加上风浪、潮流
的影响，现场操作很困难。”近日，中科院院士
焦念志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船舶科考或实验室模拟实验，都很难全面
反映海洋长期多变的真实情况，因此建设参
数可控的海洋气候环境模拟实验装备，就成
为解决海洋科学问题的理想实验平台。

在陆地模拟海洋水体

在焦念志看来，做海洋科学研究，现场观
测调查和科学实验缺一不可。同时，二者又各
有弊端。船舶现场科学考察难以保证采样条
件，无法涵盖所有关键物理、化学和生物学参
数，很多指标没法系统、持续监测；而通常实
验室的结果，虽然精度很高，但无法反映真实
海洋现场的环境问题。

因此，焦念志提出“在实验室内模拟海洋

环境”的设想，建设大尺度、精确可控的海洋
模拟舱，搭建海洋气候环境模拟实验装
备———“海洋气候舱”。

简单来讲，在陆上模拟海洋水体的装备
就是在大楼里建几个大的水柱体系，把岸上
的实验室与海洋水体结合在一起。

焦念志的科学构想很快得到了山东大学
教授贾磊领衔的研发团队的支持。

“这个体系不一定要和哪个海洋现场完
全一致。这个做不到。”贾磊指出，其重要意义
在于可以提供生态系统水平上的情景，包括
了从个体到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的响应和反
馈，为海洋环境变化和生态工程研发过程中
的重大科学理论和假设提供理想的实验模拟
平台。

向更深发展的大型实验水体

大型实验水体是认识海洋过程机制必不
可少的实验设施。不过，贾磊告诉记者，尽管
国际上若干大学和研究机构拥有可控的大型
实验水体，但大都是以水平过程为目的设计

的，如波、浪、潮、流过程参数。
2008 年，上海交通大学建成了我国首座

海洋深水试验池，可模拟 4000 米水深及风浪
流等复杂海洋环境，应用于船舶和仪器试验，
是一个微缩版仿真海洋。当前，国家深海基地
在青岛、中科院三亚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筹）在三亚，也都在规划建设深水试验水池。
“迄今为止，尚未有足够深度（30~50 米）以

垂直过程为目的的大型实验水体。”贾磊说。
“从科学需求来讲，水体深度最好达到 50

米，这是陆架海的基本深度。”焦念志说，“像
海洋碳汇这类涉及自然过程与人类活动的复
杂问题，尤其需要‘海洋气候舱’这种大科学
工程模拟各种环境边界条件和干预方式，在
综合试验过程中进行多学科同步观测，获取
前所未有的大数据，建立优化模型。”

成为世界级海洋科研中心

目前，“海洋气候舱”已经完成初步设计。
“不论从装备高度上，还是从模拟舱的容

积上，都是国际上前所未有的。”贾磊介绍说，

其主体结构为 6 个模拟舱，每个舱体高 48
米、直径 5 米，在舱内形成微生态海洋环境，
可根据需要配置不同的实验仪器。6 个舱体镶
嵌在与之相配套的楼体内，建筑物既起到 6
个舱体的支撑作用，同时也是科研人员从事
科学研究的活动平台和与之配套的实验室。

山东大学教授刘延俊负责模拟舱的设计
研制，他坦言：“目前最大的水体也只有我们
设计装备的八分之一，因此在研制过程中，肯
定会面临很多的科学与技术难题。”

为此，研发团队将整个体系分为海洋模
拟舱、自然光源模拟控制系统、流场控制系
统、温度控制系统、移动监控平台、成分与理
化参数控制系统六部分进行设计。各部分设
计完成后，按照 15 的比例研制小型模拟舱
模型，对模型的性能进行试验测试并调整。最
后，进行模拟舱原型的加工，经过调试合格后
交付使用。

焦念志希望，最终形成一个国际化的海
洋科学研究基地，能够支撑未来 30 年甚至更
长时间的海洋科学及其相关分支领域的前沿
研究需要，成为世界级海洋科学研究中心。

一个不论从装备高度还是模拟舱容积上，都前所未有的海洋气候舱已完成
初步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