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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本报记者 冯丽妃

“2800 万元。”10 月 12 日下午，一个小分
子的技术使用权转让吸引了数十家媒体的注
意力。这个小分子名叫“L- 丙氨酸”，正是它牵
动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与浙江瀚叶股份有限
公司“联姻”。

当天，微生物所与瀚叶股份签署了 L- 丙氨
酸菌种专利技术转让协议，共同成立了中科瀚叶
生物医药联合实验室。未来几年，双方将携手实
现 L- 丙氨酸生产技术规模化生产，并共建

“产—学—研”合作研究体系，致力于生物医药领
域新产品研发、工艺优化等方面的合作。

“良种”得“沃土”

氨基酸产品可广泛应用于饲料、医药、
食品等行业。据报告，2016 年全球氨基酸市
场销售量近 800 万吨，预计 2022 年总销售量
将达 1105 万吨，该产业将成为未来增长最
快的产业之一。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氨基酸生产国，但氨基
酸创新产品少，相关产品仍以谷氨酸、赖氨酸
和苏氨酸等微利运营的大宗品为主。专家表

示，我国缺乏开发氨基酸衍生物的核心技术，
缺少相关高层次研究人员，且企业对新品种开
发的投入较少。而此次微生物所与瀚叶股份的
强强联合有望扭转这一局面，让 L- 丙氨酸产
品弥补我国氨基酸创新品种短板，促进行业结
构性改革。

微生物所与瀚叶股份通过在高端科技资
源和工业放大生产及资本优势等方面的联合，
有望让 L- 丙氨酸成为继谷氨酸、赖氨酸、苏氨
酸之后的超级单品。“我们有优良的‘种子’，瀚
叶有优质的土壤，我们的结合可以让我国氨基
酸产业发展壮大。”高性能 L- 丙氨酸菌种研发
团队带头人、微生物所研究员温廷益对《中国
科学报》记者说。

打开新局面

目前，L- 丙氨酸已用于食品、保健和医药
等行业。在食品领域，它是国标批准使用的 9
种增味剂之一。在医药保健领域，它可为转氨
酶提供氨基供体，用于治疗肝功能不全引起的
氨基酸代谢紊乱，还是制备氧氟沙星、维生素
B6 等药物的基础原料。在日化产品方面，以椰
油和 L- 丙氨酸为基础物质的表面活性剂具有

无毒无公害等特点，可替代以石油基为原料的
传统表面活性剂，广泛用于化妆品、洗涤剂、纺
织印染及农药调配等行业。

“如果仅在日化领域使用氨基酸洗涤剂取
代传统洗涤产品。”中国生物工程学会副理事
长、秘书长马树恒说，“分析表明中国 L- 丙氨
酸的年市场需求量将达到 500 万吨，而全球
L- 丙氨酸的年需求量将达到 2000 万吨至
4000 万吨。”

专家表示，L- 丙氨酸的规模化生产还能
解决我国 3 亿吨玉米产量过剩的问题，2017 年
仅在东北地区新增的氨基酸产能就将超过 200
万吨。

“我们的菌种已经达到了食品级，10 月 20
日就去做中试。”温廷益向《中国科学报》记者
透露。L- 丙氨酸项目投产后，将会形成大规模
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

“输血”到“造血”

中科院微生物所研究员施一介绍说，实
验室将开展重要生物医药制剂的研发工作，
加速成果产业化进程，提高国民的健康和生
活水平。

据介绍，联合实验室未来 5 年内的重点项
目包括开发寨卡病毒腺病毒载体疫苗，以及针
对犬细小病毒感染研发犬源的犬细小病毒治
疗性抗体。其长期发展规划将靶向传染病防控
产品、肿瘤治疗手段等方向，开展生物医药相
关技术和产品的研发。

在国务院参事、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石勇看来，此次所企合作不仅实现了双方的
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还对积极推动落实国
家《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法》、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
要意义。

瀚叶股份董事长沈培今透露，未来该公司
一方面将开发以生物发酵为主轴、围绕核心技
术的新产品集群夯实企业传统产业优势；另一
方面通过联合实验室在未来目标生物制药领
域的研发和战略性行业资源整合，调整产业结
构，完成从传统生物发酵产业转型至高精尖生
物制药领域的蜕变。

“现在，国家力推让企业成为研发主体，
中科院要推动企业做这件事，企业以后做的
成果比中科院还好就达到我们的目的了。”
温廷益说，“现在给企业输血，以后他们就能
自己造血。”

10月 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这是记者们在拍摄中。 新华社记者陈建力摄

中国工程院组织收看
十九大开幕会

本报北京 10月 18 日讯（记者陆琦）今天上午，中
国工程院党组组织全体干部职工集中收看了中国共产
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

中国工程院全体干部职工一致认为，党的十九
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
会。党的十九大报告高屋建瓴、总揽全局、内容丰富、
思想深刻、开拓创新、催人奋进，集中体现了全党的
智慧，反映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意愿，通篇闪耀
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辉。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
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
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
南，必将指引中国人民不断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
征程的壮丽篇章。

开幕会收看结束后，中国工程院党组成员、副院
长刘旭代表党组强调，全院上下要把学习宣传贯彻
落实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首要政
治任务，深刻领会、切实把握报告的精神实质和丰富
内涵，真正把思想统一到十九大精神上来，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为动力，坚决
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工程科技事业发展
作出更大贡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不懈奋斗。

中科院检查十九大
期间网信保障工作

本报讯（记者甘晓）10 月 17 日，中科院现场检查
党的十九大召开期间网信保障工作。中科院党组成员、
秘书长邓麦村一行分别对科学网、院科技网及院网站
群网信保障工作情况进行了检查。

邓麦村一行首先来到中国科学报社，听取了科学
网十九大召开期间网络安全保障工作情况，并对相关
工作进行现场检查。中国科学报社网络安全领导小组
对科学网网络安全进行了专项部署，从技术保障和内
容审核上采取相应措施，制定十九大召开期间网络安
全应急预案。

检查中，邓麦村表示，作为中科院重要网络媒体，
科学网在华人科学圈有较大影响力，科学网应强化自
身能力建设，依托院内相关单位力量，不断提高网络安
全保障水平。

随后，邓麦村一行赴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对中国科技网网络运行情况、院网站群安全保障情况
及院网络安全保障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今年 4 月以
来，院网络中心采取了一系列专项行动，完成中国科技
网网络设备升级，提升网络保障能力，重构院网站群运
行环境，强化网络安全态势监测和处理能力，对中科院
重要信息系统进行针对性加固，紧急处理一批存在漏
洞的院属单位网站，完善网络安全应急事件处理流程。

邓麦村指出，院网络中心作为院信息化和网络安
全的主要技术支撑单位，要高度重视，确保党中央及院
党组决策部署及工作要求落实到位，全力做好十九大
召开期间的全院网信保障工作。

发现·进展

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

揭示女性生殖系统中的微生物群
本报讯（记者唐凤）近日，深圳华大基因研

究院贾慧珏研究组在《自然—通讯》发表文章，
报告了女性生殖系统（从阴道到输卵管）中存在
特殊微生物群。这些发现挑战了人类胚胎发育
在无菌环境下开展的传统观点。该研究还表明
这些微生物群落中的变异与某些子宫病症相

关，或许能用作某些疾病的生物标记。
已知阴道中有大量微生物，但在无感染状

态下，女性上生殖系统中是否存在微生物群一
直不确定。贾慧珏团队分析了 110 位育龄女性
生殖系统中的微生物。他们采集了 6 个区域的
样本：阴道的下三分之一段、后穹窿、宫颈管黏

液、子宫内膜、输卵管和子宫直肠窝的腹膜液。
他们发现乳杆菌大量存在于下生殖系统

（阴道和穹窿）。越接近上生殖系统，乳杆菌的数
量越少，并被其他种类的细菌取代，如假单胞菌。
最后，研究者发现微生物群中的变异与月经周
期存在联系，也与一些病症（如子宫肌瘤、子宫腺
肌症和子宫内膜异位导致的不孕）存在关联。

研究人员还指出通过分析宫颈黏液的微
生物群，或许可以判断子宫及腹膜腔的健康
状况。有必要开展针对更大且前瞻性群组的
进一步研究，来验证宫颈微生物群分析用作
阴道—子宫病症的生物标记的可能性。

中科院深圳先进院等中科院深圳先进院等

制备出离子增强型高效黑磷晶体管
本报讯（见习记者丁宁宁 通讯员郭志男）

近日，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喻
学锋团队与深圳大学教授张晗、武汉大学教
授廖蕾团队合作，在二维黑磷领域取得新进
展，通过金属离子修饰的方法制备出高稳定
性、高性能黑磷晶体管。相关成果发表于《先
进材料》。

近年来，与石墨烯一样拥有二维层状结构
的黑磷展现出卓越的电学和光学特性，被视为
新的超级材料，其在晶体管、光电器件、催化和

生物医学领域拥有巨大应用潜力。然而，黑磷的
不稳定性限制了其在很多领域的深入研究和应
用。为解决这一难题，喻学锋团队曾先后基于配
位化学和共价化学原理，有效提高了黑磷的稳
定性。然而，如何在增强稳定性的同时，保持甚
至提高黑磷的电学性能是当前该领域所面临的
关键难题。

在本项研究中，研究团队发明了一种金属
离子修饰黑磷的方法，通过阳离子 -π 相互作
用，在溶剂中自由分散的金属阳离子（如银离

子）可以自发地吸附于黑磷的表面，钝化黑磷中
磷原子的孤对电子，进而极大提高了黑磷片层
的稳定性。与此同时，金属离子的修饰过程相当
于在黑磷中引入了更多的空穴，可调控本来双
极性偏 p 型的黑磷的半导体特性，其空穴传导
侧的输运性质得到进一步提升。如银离子修饰
后，黑磷的载流子迁移率提高了一倍，开关比提
高两个数量级。由于金属离子和黑磷之间是一
种较弱的超分子相互作用，金属离子对黑磷的
修饰过程较之前开发的化学方法更加可控，而
且普适性更高，除银离子外，镁离子、铁离子、汞
离子都可以实现对黑磷稳定性的增强和半导体
特性的调控。这种技术为制备高稳定性、高性能
黑磷晶体管提供了一种简单有效的新方法，并
可极大拓展黑磷在各种电子和光电器件领域的
应用。

合肥工业大学等合肥工业大学等

研发出光驱动跳跃柔性“机器人”
本报讯（通讯员周慧记者杨保国）近日，合

肥工业大学科研人员利用一种可在低电压以及
太阳光照射下产生大变形的新型碳纳米管柔性
薄膜智能驱动器，并模拟人类“弹指”的手部动
作，设计研发了在外部光照刺激下产生跳跃运
动的柔性“机器人”。该成果近日被选为背封面
论文在线发表于《先进功能材料》。

柔性智能驱动器可将光、电、热、湿度等外

部能量直接转化为器件本身的机械变形，而无
需通过繁琐的能量转化装置，因而引发了科学
家们的研究兴趣。目前研究较多的双层结构驱
动器而言，虽已实现弯曲、扭曲等多种变形，其
应用研究扩展到仿生机械手、爬行机器人等仿
生领域，但简单结构、快速大变形、多刺激源响
应以及能够对飞行、跳跃等复杂生物运动进行
模拟的柔性驱动器研究仍面临挑战。

合肥工业大学工业与装备技术研究院、材
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科研团队与中科院苏州纳米
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研究人员合作，设计制
备了一种具有卷曲形状的碳纳米管 / 聚合物双
层薄膜驱动器，可在低电压以及光照射下产生
从管状到平直形状的快速大变形，并且在电信
号或者光照撤除后恢复到原始卷曲形状。通过
形状设计，科研人员研制出了光驱动跳跃“机器
人”。该机器人在光照下两个端部的选择性非对
称变形导致弹性势能在其间的积累和瞬间释
放，从而产生跳跃运动，跳跃高度可达到自身高
度 5 倍以上，并伴随空中翻滚动作。通过改变入
射光方向，该机器人还可产生类似于不倒翁的
周期性摇摆运动。

砒砂岩由于成岩程度低，水土
流失非常严重，每年产生的粗泥沙
占黄河下游河道泥沙淤积量的四分
之一。因其特殊的物理化学属性使
得草木难以成活，生态退化问题十
分突出，当地群众深受其害。

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姚文艺日前在接受《中国
科学报》采访时指出，砒砂岩治理应
统筹考虑土壤侵蚀与生态退化的互
馈机制，采取土壤侵蚀与生态退化
一体化综合治理途径。

姚文艺介绍说，由于缺乏有效
的治理措施，砒砂岩区成了攻克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难题的最后一
道壁垒。虽然煤炭等资源的开发
为砒砂岩区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
益，但当地群众仍面临着生态致
贫的困境。

随着研究的深入，砒砂岩区侵
蚀的复杂性也日渐凸显。原来人们
更多关注的只是水力侵蚀，实际上
这里水力侵蚀、风力侵蚀、冻融侵蚀
交汇在一起，是一般黄土地区不具
备的多动力复合侵蚀。以往针对复
合侵蚀的规律研究较少，因此对治
理措施的系统性考虑有所欠缺，没
有将侵蚀与生态问题看作一个完整
的系统去考虑。

在姚文艺看来，砒砂岩区的复
合侵蚀和生态退化是相互作用、相
互影响的。侵蚀问题导致了生态问
题，生态问题反过来又加剧了侵蚀
问题，所以两者是互馈的。要从根本
上解决砒砂岩区的生态退化问题，
当务之急是把土壤侵蚀与生态退化
之间的互馈机制研究透彻，在此基
础上，治理措施要具有功能整体性，
达到综合效应，把侵蚀的主控和植被的恢复完美结合起
来，保证砒砂岩区生态治理的科学、高效。同时，生态治
理必须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在研究中注
重生态衍生产业的发展，通过种植经济林、开展饲料加
工、推广砒砂岩改性材料的应用等途径，形成产业化技
术体系。 （史俊庭赵何晶）

在袁亚湘的办公室有一幅他本人的特殊
画像。“这是国际数学联盟前秘书长马丁·格瑞
切尔教授根据我的照片设计的，里面蕴含了著
名的‘一笔画’数学问题，画中将 13713 个点连
在一起，形成一条最短路线。”他介绍说，“我主
要研究最优化计算方法，就是在众多的可能中
挑选一个最好的，是在许多领域有着广泛应用
的数学问题。”

在信赖域法算法设计和收敛性分析方面，
袁亚湘所做的工作是开创性的，特别是对于非
光滑优化信赖域方法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
要的收敛性定理，给出了超线性收敛的充分必
要条件；给出了双球信赖域子问题的最优性条
件，证明了截断共轭梯度法的“1/2 猜想”。在共
轭梯度法方面，他和学生戴彧虹合作提出的方
法被国际同行称为“戴—袁”方法，收录于优化
百科全书。国外同行称袁亚湘在信赖域方法领
域取得的成就是基石性的成果，他的成果被国
际同行称为“袁氏引理”。

此次当选为十九大代表，袁亚湘说：“我
是一名有 30 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当选为十九
大代表非常激动，对我来说这是神圣的使命，
一定要做好一个来自基层的党员代表该做的
事情。”

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

自 1988 年回国以来，袁亚湘始终坚持在
科研教学第一线工作。

袁亚湘现在带了 6 名硕博连读的学生，他
一直坚持“以鼓励为主，让学生自己爱上学
习”。这种方法来自袁亚湘的母亲。“我的妈妈
是文盲，但她培养我爱学习的兴趣，这对我影
响深远。”

教学之余，袁亚湘的爱好是爬山和打桥
牌，采访中他还向记者展示了随身携带的 2017
年北京市风景年票。“我平均一两个星期爬一
次山，北京郊区的山都爬遍了。我经常对学生
说，科研要有创新意识，不要总爬一座山。”

抛开“院士”“数学家”的头衔，袁亚湘还是中
国科学院大学的一名教师，教授国科大招收的首
届本科生。为了给学生上好课，他用业余时间备
课，还曾和一位在法国的学者讨论课程大纲和教
学实施方案，互通了 20 多封电子邮件。

有一次，为了不耽误学生课程，他周一上
午下课之后直接驱车去机场赶飞机飞往上海，
周二在上海参加一天的学术会议之后当晚就
坐飞机飞回北京，周三一早 8 点继续给学生上
课。只要不出差，每天早上 7 点到晚上 11 点，
学生总能在办公室找到他。

有时，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一个数学概
念，袁亚湘经常会构造一些直观、巧妙的例子，
让大家通过例题充分感受数学的威力与魅力；
在听到学生提出的一些问题和建议后，袁亚湘
会立即和助教们商议，及时调整教学进度和内
容，让大家跟上课程，有所收获。

袁亚湘还担任国科大 2014 级四个本科生的
学业导师，他在思想、学习、生活等方面给予学生
培养和关怀。这四位同学学习成绩优秀，其中三
人已获得免试推荐攻读研究生的资格，将在中科
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

“没有党就没有自己家的一切”

袁亚湘 1985 年入党，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他笑着说：“我和周总理是一个支部的，我们都
属于欧洲支部，当时在英国剑桥大学地下室宣
誓入党，这是值得我自豪的特殊经历。”

袁亚湘是湖南人，他对毛主席有一种特殊
的崇拜：“我自己从山沟出来，父母虽然不是党
员，但他们从小教育我，没有党就没有自己家
的一切。”

回顾自己的求学、科研生涯，他说：“我的导
师冯康先生是我成长道路上对我影响最大的人，
读研的时候我自己考到北京来，9 个月后冯康先
生就把我送到英国剑桥大学深造。从他身上，我
能看到老一辈数学家对学生的培养，并不是简单
的‘教’，关键是要把握一个大方向，能制定一个
宏伟的科研目标，我非常感激他。”

数十年来，袁亚湘勤奋求实、锐意进取，先
后担任中国运筹学会理事长、国际运筹学联合
会副主席、中国数学会理事长及中国科协副主
席，曾获“中国十大杰出青年”、中央国家机关
优秀党员、中国科学院优秀党员等称号。

（上接第 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