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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综合 LOCAL

3 月 21 日，福建省厦门市消防支队特勤大队队员在演示操作多功能消防灭火机器人。
日前，一台多功能消防灭火机器人在厦门消防支队特勤大队正式投入使用。该款机器人可无线遥控

操作，具有灭火、排烟、探测、破拆、摄像等功能，可应用于石油化工、机场、隧道等各种类型火灾处置。在面
对高温、有毒气体泄漏等危害时，机器人可在遥控操作下代替消防官兵靠近灭火。 新华社发（曾德猛摄）

简讯

大数据国家工程实验室正式揭牌

本报讯 近日，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技术国
家工程实验室揭牌仪式在北京大学举行。该实
验室旨在通过建设大数据分析技术研发与应
用试验平台，培养和汇聚行业高端人才，并为
推动我国大数据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提供技
术支撑。360 作为实验室的重要共建单位，将
利用自身在大数据方面的优势，积极支持国家
大数据产业的整体发展。

据悉，实验室的成立体现了国家对整个大数
据产业的支持，实验室的发展也将会成为整个行
业的风向标。实验室将努力使大数据的技术成果
应用于具体行业中，真正为大数据产业的发展和
数据强国战略的实现做好服务。该实验室由北京
大学牵头，联合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
院、360 公司等企业和院校共同建设。（彭科峰）

《广东省湛江市健康科普传播框架
公约》发布

本报讯 近日，由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湛江市社会工作协会、“达医晓护”全媒体医学
科普品牌、湛江市科协等 21 家单位联合编制
的《广东省湛江市健康科普传播框架公约》在
广东湛江发布。

据悉，这是全国首部由社会各界共同发起
制定的健康科普传播框架公约，也是对国家政
策的积极响应和精确解读。（朱汉斌 谢孝东）

加拿大医疗器械与技术对接会
在京举行

本报讯近日，2017 科技创新与合作———“加
拿大医疗器械与技术对接会”在京举行。会议聚
焦最新医疗器械技术成果，旨在为两国科技机构
搭建集展示、合作交流发展于一体的国际化服务
平台，推动两国在相关领域的科技合作。

会上，多家加拿大科技机构介绍了各自在
医疗器械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内容涵盖改善
用户脊柱健康、基因组学试验、数字健康智能
平台、空气质量监测技术、快速诊断测试技术
等。会议由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加拿大国家研
究委员会工业研究援助计划署、北京技术市场
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创为信国际技术咨询

（北京）有限公司承办，并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
委员会支持。 （王佳雯）

大连理工大学12个学科
进入QS全球500强

本报讯 近日，英国伦敦 QS 全球教育集团
发布了第七年度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大连
理工大学建筑 / 建筑环境（151-200，数字为全
球排名区间，下同）、化学工程（101-150）、土木
与结构工程（151-200）、化学（101-150）、材料
科学（151-200）等 12 个学科进入全球 500 强，
位列全国第 17 位。

该排名结果依据过去五年全球 30.5 万名
权威学术专家对学科的评估、19.4 万家全球顶
尖雇主对大学毕业生在全球就业竞争力上的
综合评价，以及对全球最大文摘数据库 Scopus
中 4300 万学术文献及 1.85 亿引用数据的分
析，评估了 46 个学科中来自全世界 74 个国家
的最好的 1127 所高校，其中中国大陆共有 74
所高校的 560 个学科入选全球 500 强。

（刘万生 龙海波)

纳米技术让凹凸棒石“身价百倍” 发现·进展

灭菌除臭，吸附金属离子，放入食品、化
妆品用作凝胶……凹凸棒石这种矿物质，名
声虽然不显，用途却广泛。在江苏省盱眙县，
凹凸棒石储量占了世界 已 探明 总 储 量的
48％。开采价格 200 元／吨，经过纳米技术
处理和产品升级，成品售价最高约合 80 万
元／吨。科技“魔法棒”一挥，石头价值成百
倍增。

“凹凸棒石的最大特点是吸附能力强。”
中国科学院盱眙凹土应用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中心主任王爱勤告诉记者，凹凸棒石是一种
具有棒状晶体结构的含水富镁的铝硅酸盐矿
物，由于内部多孔道，具有很强的吸附能力，
被广泛应用于化工、建材、造纸、医药、农业、
环保和食品等领域。

自上世纪 70 年代末在江苏发现矿藏以
来，凹凸棒石很快进入工业化生产加工期，不

过，直至 2010 年，一直面临附加值较低、产业
链较短的难题，盱眙县凹凸棒石全部产值不
足 4 亿元。

“每吨产品的平均价格当时是 1000 多
元。”王爱勤说，究其原因，一是制约产业发展
的关键共性技术没有取得突破，二是缺少凹
凸棒石创新研发团队的技术支撑，三是缺少
公共测试和服务平台。

丰富的凹凸棒石资源不想被“贱卖”，但
如何才能高值利用？2010 年 6 月，中科院和盱
眙县政府联合共建了凹土应用技术研发与产
业化中心，先后引进中科院兰州化学物理研
究所、中科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中
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单位，形成产研共融的
创新发展新格局。

王爱勤介绍，天然的凹凸棒石棒晶大多
以鸟巢状或柴垛状聚集，不具备纳米材料的

特性。多年来，国内外研究者采用高速搅拌、
超声、对辊、碾磨和冷冻等传统处理方式对
凹凸棒石棒晶束进行了解离研究，但只能做
到部分解离，同时会影响凹凸棒石纳米性能
的应用。

经过历时 5 年的研究，科研人员发展了
对辊处理—制浆提纯—高压均质—乙醇交换
一体化工艺，成功实现棒晶束的高效解离。中
科院盱眙凹土应用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中心副
主任郑茂松说，这标志着制约产业发展多年
的关键共性问题取得突破，实现了凹凸棒石
从矿物材料到纳米材料的华丽转身。

在此基础上，中心开发了凹凸棒石纳米
无机凝胶、凹凸棒石油品高效脱色剂、凹凸棒
石催化材料、凹凸棒石绝缘介质浆料等高值
化利用产品，并成功实现产业化应用。

郑茂松举例说，一直以来，各种霉菌毒素

的危害困扰着畜牧业发展，并且危害人体健
康。中心创造性地研发了凹凸棒石玉米赤霉
烯酮吸附剂并实现产业化，该项目获批江苏
省科技厅 2016 年度重大成果转化项目，填补
了我国高端霉菌毒素吸附剂自主研发和生产
领域的空白，打破国外产品在此领域的技术
和市场垄断。

“盱眙目前凹凸棒石产品的平均价格为
每吨 4000 多元，价格最高的绝缘材料可达每
吨 80 万元。”王爱勤说。

据悉，中科院南京分院将“政府大力支
持，聚焦特色产业；构建创新平台，按需引进
资源；突破产业瓶颈，助推转型升级”总结为
院地合作的“盱眙模式”。通过构建平台、突
破技术、服务产业，已助推盱眙凹凸棒石产
值从 2010 年的不足 4 亿元增长到 2016 年的
20 亿元。 （新华社记者董瑞丰）

中科院成都生物所中科院成都生物所

探索土壤线虫大尺度
分布格局及其驱动因素

本报讯（记者彭科峰）日前，中科院成都生物所科研人
员在陆地生态系统土壤线虫大尺度分布格局和多样性研
究中获得进展，相关成果发布于《应用土壤生态学》。

探究物种多样性大尺度的地理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
素，是生物地理学以及宏观生态学研究的重点，对区域以
及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物种大尺度分
布模式目前存在争论。作为在改善土壤物理性质、促进碳
氮转化、维持生态系统健康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的土壤线
虫丰度大尺度分布格局又是否遵循该规律？驱动其分布模
式的主要生态因素是什么？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科研人员利用土壤线虫大尺度分
布数据，结合纬度、气候和植被类型等，探讨了土壤线虫多
度和丰度的大尺度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土
壤线虫多度与纬度呈单峰格局分布；线虫丰富度指数与纬
度显著相关，纬度梯度解释了 65.9%的丰富度指数的可变
性。线虫多度随年均温呈先增高后降低的单峰分布格局，
在年平均气温 8℃的区域最高，与平均降水量无显著相关
性。温带针叶林线虫多度最高、热带雨林次之、沙漠和极地
最低。研究发现加强气候和环境因子与线虫关系的研究，
有助于找到减缓全球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应对办法；将
线虫作为环境变化与土壤质量变化的监测指标，有助于环
境污染防治和土壤肥力的维持。

该研究揭示了土壤线虫大尺度分布格局及其驱动因
素，有助于生态保护、恢复和生态系统管理。

香港大学香港大学

揭示流感从禽类到人类
传播途径

本报讯（记者唐凤）近日，《自然—通讯》发表的一项研
究指出，同一个单核苷酸让甲型 H7N9 禽流感病毒有效感
染禽类细胞和人类细胞。从 2013 年左右开始，甲型 H7N9
禽流感病毒已经导致了零星但严重的人类感染病例。这一
新发现或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禽流感病毒如何能使人
致病。

禽类是许多流感病毒的天然宿主，但只有少数这类病
毒菌株会使人致病。至于病毒从禽类传播到人类的背后机
制，人们知之不多；对人类细胞的适应通常导致其在禽类
细胞中的病毒适应性下降。

香港大学的陈鸿霖及同事在传播中的 H7N9 病毒基
因组中发现了一个单核苷酸，它会增加病毒在人类细胞中
的复制，也支持病毒在禽类细胞中的复制。2000 年初，该核
苷酸首次出现在 H9N2 菌株中，之后在禽流感病毒中传
开。研究人员表明，该核苷酸是与病毒复制依赖的人体宿
主细胞机制结合的 RNA 基序的一部分。

研究人员称，现有长期监控项目应监测该序列在禽流感
病毒中的传播，这或有助于识别可能会使人致病的病毒。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中科院华南植物园

发现干旱限制
加拿大白云杉生长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 通讯员周飞）记者从中科院华南
植物园获悉，该园森林生态与模拟研究组黄建国团队，研
究发现加拿大西部地区白云杉生长的主要限制因子是由
气候变暖引发的干旱事件。相关研究近日发表在《农业与
森林气象学》上。

合理评估树木生长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与适应，是研究
全球变暖下生物多样性危机、碳评估，以及环境可持续发
展等全球问题的核心环节之一。

研究人员运用线性统计和基于过程的 VS-Lite 模型
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加拿大西部地区白云杉径向生长与
气候因子的关系，结果表明白云杉生长的主要限制因子是
由气候变暖引发的干旱事件，且生长—气候关系会随海
拔、纬度、积温的变化而改变。随着全球持续的暖化，未来
高温和降水量减少可能将深刻影响该地区白云杉的生长。

该研究结果为在多样化时空尺度上应对未来干旱加
剧背景下树木生长减缓及死亡率增加现象提供了更多科
学支撑，从而有助于可持续的森林管理。

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中心副教授林岩銮：

气候变化或影响青藏高原西南部降水
■本报记者 冯丽妃

尽管远离大洋，又被高耸的喜马拉雅山
脉阻挡，青藏高原西南部夏季降水还是可以
达到 300 毫米左右。而与此相反，北美的亚利
桑那和南美的智利虽然离海较近，上游的山
脉比喜马拉雅山脉低，但却降水稀少，并形成
一些沙漠。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印度平原上的深对流系统为青藏高

原夏季降水提供了主要来源。”近日，在接受《中
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
研究中心副教授林岩銮说。林岩銮及其博士生
董文浩、该校地学中心副教授乔纳森·怀特、美
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明毅、中科院青藏高原所
研究员王磊及田立德等，对青藏高原西南部的
夏季降水通道进行了研究，首次揭示了这一主
要降水通道。相关成果发表于《自然—通讯》。

研究人员指出，这预示着青藏高原西南部

的夏季降水将随着印度平原上降水活动，即对
流系统的变化而变化，进而影响到高原上冰川
的增长和消退。“更好地理解‘对流—平流’水汽
输送通道对保护青藏高原的冰川具有重要意
义，也能为制定相关决策提供帮助。”林岩銮说。

据介绍，从印度平原向青藏高原南部水
汽输送的两条路径：传统爬坡的路径、新发现
的先抬升后平流的路径。其中，新路径贡献了
青藏高原西南部大部分的降水。这一全新发

现不仅得到卫星观测的证实，也能从降水中
氧 18 同位素观测推导得出。

研究还通过设计水汽后向轨迹模拟实验
和区域模式敏感性试验，进一步证实了这一
水汽通道存在的真实性和重要性。全球气候
模式还预估，未来印度季风降水增加，这意味
着高原西南部也将变湿，从而影响高原上的
生态和冰川的物质平衡。

气候变化是否会影响这一降水通道？对此，
林岩銮表示，气候变化会影响大尺度环流的变
化从而引起中高空环流特征发生改变，也能通
过能量收支及静力稳定条件影响热带系统发生
的强度和频次，因此会影响这一水汽输送通道。

林岩銮同时表示，气候变化的具体影响
方式仍需进一步研究。

中科院昆明动物所中科院昆明动物所

开发出精神分裂症
遗传研究数据库

本报讯（记者郭爽）近日，中科院昆明动物所罗雄剑
课题组和姚永刚课题组合作，开发构建了精神分裂症
的遗传数据库 SZDB。该研究成果发表于《精神分裂症
通报》。

精神分裂症的病因目前仍不清楚，而遗传因素和环境
因素在该疾病发生中发挥重要作用。而 SZDB 收集了众多
与精神分裂症相关的数据，包括遗传研究数据、基因表达
数据、网络数据、大脑 eQTL 数据以及 SNP 功能注释数据
等。通过对这些不同层面的数据进行整合和分析，可鉴别
到一些重要的精神分裂症候选基因。

据悉，SZDB 主要包括 3 大模块：搜索模块，该模块主
要进行一些常规检索工作，例如 SNP 的检索和基因检索；
分析和工具模块，该模块能实现一些分析功能，如共表
达分析、蛋白相互作用网络分析、eQTL 分析等；基因模
块，该模块收录了各种与精神分裂症相关的数据，包含
GWAS 数据、拷贝数变异数据、连锁分析数据等。与领
域中已有的数据库不同，SZDB 引入个性化分析模块，
用户可以通过该模块做一些个性化分析（如 eQTL、蛋白
相互作用、共表达等）。

2016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举行
本报上海 3月 22日讯（记者黄辛 见习记

者朱泰来）今天，2016 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
励大会隆重举行。一批优秀的创新成果和科技
人员获得嘉奖。

据悉，本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共颁发
265 项（人），其中 10 人获青年科技杰出贡献
奖，自然科学奖 22 项、技术发明奖 30 项、科技
进步奖 107 项，国际科技合作奖 2 人。值得一
提的是，这是上海首次同时评出两项特等奖。

中科院上海光机所研究员胡丽丽主持完
成的“大尺寸高性能激光钕玻璃批量制造关键
技术及应用”项目获技术发明奖特等奖。该研究
团队依靠自主创新、实现关键技术突破，为我国
具备独立研发大型激光装置的能力提供重要
的材料支撑。这也是继 2014 年陈赛娟院士之
后又一位女科学家主持的项目荣获特等奖。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郁文贤主持的“北斗导
航与位置服务关键技术及其产业化”项目获科
技进步奖特等奖。该项目团队以国家重大科技
专项为依托，在核心算法、基础产品和特色应
用三个技术层面取得重要突破，并且直接催生
和持续带动西虹桥北斗产业园的快速崛起。

中科院上海生化细胞所徐国良团队的
“DNA 去甲基化的分子机理及生物学意义”项
目获得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该研究小组首次从
生化水平上勾画出一条 DNA 的主动去甲基化
途径，《科学》期刊专评：“徐等的发现解开了长
期困扰学术界的关于 DNA 去甲基化的奥秘。”
研究工作发表在《科学》《自然》等重要期刊。

此外，复旦大学周磊团队的“电磁超表面
对电磁波的调控研究”项目也获自然科学奖一
等奖，该研究小组参与开启并推动超材料研究

中“超表面”这一全新领域，提出利用各向异性
超表面高效调控电磁波偏振的新思路，实现金
属材料中高透光性和高导电性的兼顾。论文发
表在《自然—材料学》《物理评论快报》等期刊。

中科院上海有机所游书力等完成的“芳香
化合物立体及对映选择性直接转化新策略”、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黄富强等完成的“高性能
光电材料和器件的结构设计与性能调控”获自
然科学奖一等奖，中科院上海光机所蔡海文等
完成的“分布式光纤振动传感技术及其重要安
防应用”、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宋志棠等完成
的“电子级二氧化硅纳米抛光新材料及工业化
制备关键技术”获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上海科学技术奖一直也十分关注科技人才
梯队建设，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樊春海等 10 位专家获得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

视点

北京11座焚烧厂每年社会成本将超三百亿元
本报北京3月22日讯 今天，《北京市城市

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评估报告》发布。该报
告对北京市目前运营的3座焚烧厂和规划中的
8座焚烧厂的生活垃圾焚烧的社会成本进行了
评估，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研究员、环境学院教授宋国君研究组完成。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收集—运输—转
运—焚烧—填埋”全过程社会成本 2253 元 /
吨。焚烧处置社会成本中，二噁英致癌健康损
失 764 元 / 吨，是典型的环境污染外部性问
题；焚烧各类补贴 325 元 / 吨。焚烧电价补贴

构成焚烧厂所获收入及补贴的 20%左右，刺激
了焚烧企业对垃圾增量和扩大投资的需求，帮
助维持了不分类现状，是导致生活垃圾处置高
昂社会成本的关键。

据《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三年
实施方案(2013-2015年)》及公开报道的建设
进度，至2018年，另外8座焚烧厂将正常运行，
年焚烧量达597.2万吨，北京市二噁英浓度将
继续提高，健康损失将达267.3亿元，即4476元
/吨。十一座焚烧厂生活垃圾管理全过程社会
成本将达373.2亿元/年，即6250元/吨，总成本

预计相当于2018年北京市GDP的1.33%。
而如果实施分类减量，实现源头分类、厨

余单独处理、可回收物资源回收利用，能够使
生活垃圾管理社会成本从 2015 年的 42.2 亿元
降低至 15.3 亿元，降低 64%。同时，北京市规划
兴建的 11 座焚烧厂中 2/3 将存在闲置风险。

报告还建议立即终结生活垃圾焚烧电价
补贴政策，用焚烧垃圾处理费表达生活垃圾
焚烧处置的全部成本，使社会成本显性化；实
施垃圾焚烧全市统筹，确立权责一致的生活
垃圾管理主责部门。 （张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