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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综合 LOCAL

本报讯（记者杨保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俞书宏团队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萨金特团队
合作，设计了一种“脉冲式轴向外延生长”方
法，并成功制备了尺寸、结构可调的一维胶体
量子点—纳米线分段异质结。该结构是类似竹
节结构的纳米“竹子”复合异质结，可充分利用
太阳能，并将其有效转化为氢能源。相关成果
日前发表于《自然—通讯》杂志。

近年来，科学家通过设计新型半导体纳

米材料以捕获太阳能并实现高效光化学转
化，使人们看到了利用新型清洁能源的希
望。但如何降低成本、进一步提高转化效率
并实现产业化，仍是一个巨大挑战。

最新研制的人造纳米“竹子”的竹节和竹
茎，分别由硫化镉和硫化锌两种不同的半导
体材料组成。两者交替生长，非常类似于生
活中看到的竹子拔地而起的生长过程。有趣
的是，研究人员设计的这种独特生长方式，

可精确控制每根人造纳米“竹子”的粗细、节
数以及每个竹节的间距。这种丰富的调控能
力为进一步开发利用该类材料提供了更多
的空间。

此外，研究者发现，此类人造纳米“竹子”
中不同组分之间存在协同效应，两者的取向结
合极大地提升了单一材料具有的性能。相比于
单一材料，纳米“竹子”的太阳能制氢效率提高
了一个数量级。这为今后设计开发新型高效太
阳能制氢材料提供了新途径。

相关论文信息：

人造纳米“竹子”实现高效太阳能制氢

学术·会议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业大学副校长聂祚仁：

用大数据评价产品“从摇篮到坟墓”的环境影响

简讯

青岛 6项目获“重大科学仪器设备
开发”重点专项立项

本报讯 记者从青岛市科技局获悉，科技部日
前公示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
发”重点专项 2018 年度项目。由青岛推荐申报的中
电科仪器仪表有限公司、青岛兴仪电子设备有限责
任公司、中电科（青岛）电波技术有限公司的太赫兹
倍频源研制及应用开发、宽频带同轴步进衰减器研
制及产业化开发、空间电离层环境层析成像测量仪
等 6 个项目顺利入围，获批资金共计 5910 万元。

据了解，该专项全国共立项 53 项，其中山东省立
项 7 项，青岛立项 6 项，仅次于北京。 （廖洋郑雯）

2018 年中国质谱学术大会
在广州举行

本报讯 2018 年中国质谱学术大会日前在广州
举行。此次大会主题为“中国质谱新时代”，近 300
名中外专家学者参会。

质谱技术是当前应用最广泛、发展最迅速的分
析测试技术，在化学、化工、环境等多个领域得到普
遍应用。目前，我国每年用于购置各类质谱仪器设
备的资金高达数百亿元。

此次大会举行了“中国质谱新时代”启动仪式，
正式拉开“2018 年中国质谱学术大会”的序幕。大会
还举办了与仪器研发与基础理论、质谱新方法新技
术等主题相关的 21 场分组报告，并举行“质谱青年
奖”颁奖仪式。 （朱汉斌徐海）

姻本报见习记者韩扬眉

今年 1 月 8 日，火炸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
士王泽山被授予 2017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对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四川泸州北方化学
工业公司（以下简称 255 厂）院士（专家）工作站
的科技工作者来说，这也是难忘的一天。

泸州北方化工院士（专家）工作站（以下简
称工作站）由王泽山领衔。多年来，以王泽山为
代表的专家团队带领 255 厂参与或承担了国家
重大基础研究专项、火炸药专项和军方重点型
号项目等科研项目，进行多项新技术开发和关
键技术攻关。

“王院士是我国火炸药行业的带头人。他的
很多新技术、新理念最后在 255 厂落地转化，每
年可达上亿元产值。在这个过程中，工作站付出
了很多心血。”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首席
科学家赵其林告诉《中国科学报》。

“实在”的合作：借智借力

虽然工作站在 2015 年挂牌成立，但 255 厂
与王泽山团队的合作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末。通
过共同承担项目，他们在发射药及装药应用研
究、含能材料应用及相关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
突破了行业许多技术瓶颈。

“火炸药是国家战略基础产品，但由于历史
原因，欠账较多，很多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研发
远远不够。院士来了，各种资源也随之而来，使
255 厂的科技创新能力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技
术部部长毛长勇说。

企业直接引进院士专家团队的科研成果进
行中试或者市场开发，推进成果的产业化，有效

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实现了企业
与院士专家的双赢。

在项目合作中，255 厂在王泽山等“智囊
团”的指导下，开展了新型发射装药技术在新一
代坦克穿甲弹装药以及某制导炮弹发射装药中
的应用研究。同时，针对穿甲弹装药严峻的弹道
环境，解决了发射药的力学性能和燃烧一致性、
稳定性问题，保证弹道过程的安全。

王泽山研发的“某发射药装药与工艺技术”
在 255 厂得到转化，解决了武器装备的环境温
度适应性问题。该装药产品装备应用在我国先
进的 99A 主战坦克上，“93”阅兵和朱日和阅兵
时，该装备排在陆军第一方阵。

2017 年，工作站被评为“全国示范院士（专
家）工作站”，这在火炸药行业是唯一一家。

“王院士带领的团队与我们的合作是实实
在在的，也是随时的。比如，项目中经常会有各
种各样的问题。今天出了问题，王院士或团队专
家明天可能就过来了，或者我们过去。”毛长勇
说，王院士的会议地点也很“随意”，可能在餐桌
上、车上，也可能在休息室里。

王泽山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
“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做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为
主，要真正走向市场，实现技术转化、成果孵化，
需要发挥企业的人才、设备和工艺优势，尤其发
挥企业懂市场懂需求的优势。企业和科研院所
相结合建立院士工作站，符合十九大提出的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
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以点带面”：推动行业发展

工作站建立的初衷之一，是希望依托院士

专家资源，发挥院士智力由点到面的辐射，为地
方行业、产业和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战略决策咨
询，推动行业和区域经济发展。

2017 年选出的“全国示范院士（专家）工作
站”中，四川泸州老窖院士（专家）工作站也在榜
单上。

不过，有人质疑：一瓶酒中有多少科技含
量？一家酿酒企业为什么要引进院士专家？

“一瓶酒中蕴含着丰富的科技内涵。”工作
站专家之一、江南大学生物工程学院院长许正
宏解释说，“与国外纯种发酵工艺不同，中国传
统的酿造工艺是固态多菌种混合发酵。这是老
祖宗一代代传下来的独特工艺，我们需要认清
复杂微生物生长繁殖的规律、扮演的角色，以及
如何人为理性地调控微生物生长，从而生产出
更好喝的酒。”

泸州老窖院士（专家）工作站由中科院院士
邓子新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宝国领衔。依托工
作站，公司建立了国家固态酿造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主要面向白酒风味和固态酿造产业，以技
术链支撑产业链，开展从有机原粮选育种植到
工艺过程机械化智能化的全产业链研究。

许正宏所描述的就是固态酿造技术。该技
术不仅应用在白酒产业中，在发酵豆制品（酱
油、豆豉、腐乳等）、食醋等固态酿造食品行业中
都有着越来越多的应用。而固态酿造食品行业
现已成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优势产业，甚
至是支柱产业。

“院士进入企业，以专业视角和广阔眼界，
围绕企业产品的发展方向、重大科技项目的确
定以及管理方式等提出参考意见，同时整合资
源，引领了固态酿造产业的科技创新和行业的
转型升级。”国家固态酿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

主任、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
敖宗华说。

“授人以渔”：人才培养的沃土

人才是科技创新的基础，更是企业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资源。院士专家在为地方经济发展
献智献力的同时，也滋养着人才成长和精神文
化建设的沃土。

企业与院士专家在共同申报或承担国家、
行业科研项目的过程中，同期开展科研技术交
流、专题培训学习，培养青年人才，带动企业科
技队伍的成长。

王泽山对青年科技工作者寄予厚望：“在
研究过程中，青年科技工作者应坚定理想信
念，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地工作，掌握本领，勇
敢担当。”

255 厂科研所炮药研究室“80 后”助理工
程师朱娟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她今年刚被
推荐为“军民融合学会联合体青年人才托举
工程”候选人。

朱娟主要从事发射药产品研发。工作 3 年
来，她以主要负责人或技术骨干身份参与的项
目有 10 余项，“因为有了工作站这个平台，我们
才有机会跟外面的院士专家学习交流”。

朱娟仍记得 2015 年 10 月底第一次跟着王
泽山在西安做试验的场景。“条件特别艰苦，他
那么大年纪了还始终坚持在科研一线，让我特
别敬佩”。除了专业知识，王泽山还以实际行动
鼓舞着年轻人。“王院士说的‘我这辈子没有干
过其他事，就干了火炸药这一件事’这句话给了
我很大的鼓舞。我很幸运，要在这一行好好做下
去。”朱娟说。

从炸药到白酒：院士智囊团带来的变化

姻本报记者甘晓

12 月 1 日，由工信部指导、北京生态设计与
绿色制造促进会主办的“2018 中国工业产品生态

（绿色）设计与绿色制造年会”在北京举行。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业大学副校长聂

祚仁在会议报告中强调，在我国积极构建绿色
制造体系的大背景下，“生命周期评价”作为一
种定量评价产品资源环境影响的国际标准方
法，重在评估工业产品“从摇篮到坟墓”全过程
资源环境影响，将成为推进生态设计与绿色制
造的核心。

推进绿色设计

据了解，目前生命周期评价（LCA）已成为
评价产品资源环境影响的国际标准方法，其覆
盖了产品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也涵盖了多种
资源、能源以及环境影响类型，是推动生态设计
和绿色制造落地见效的关键共性基础技术。

“这是一种能系统评估产品从‘摇篮到坟墓’
全过程资源环境影响的工具。”聂祚仁表示。

研究表明，80%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取
决于产品设计。在产品设计阶段，生命周期评价
有助于优化各环节资源环境问题，从源头减少
环境污染。

传统电冰箱产品的改进正是一个经典案
例。“人们通过对传统电冰箱产品进行生命周期
评价发现，电冰箱在使用阶段能源消耗最大，而
在报废处理阶段对臭氧层破坏影响最大，在此
基础上设计了低能耗、无氯氟烃释放的新一代
绿色电冰箱，赢得了全球消费者的认同。”聂祚
仁解释说。

全流程绿色管理

除了设计环节，生命周期评价也将用于推
动制造系统绿色化改进和绿色供应链的构建。

其中，生命周期评价的“清单分析”可提供产
品全生命周期各个单元详细的物质流、能量流、

废物流等数据和信息。聂祚仁介绍说，这便于在
生态设计和绿色制造的实施过程中抓住关键矛
盾，有针对性地对制造系统进行升级和优化。

当前，制造企业正在大力开展针对设计、采
购、生产、物流、回收等业务流程的“绿色供应链管
理”。“和生命周期评价一样，这同样是一种‘从摇
篮到坟墓’的管理。”聂祚仁表示，可见，生命周期
评价是企业打造绿色供应链的有效工具。

据介绍，目前国外发达国家对生命周期评价
技术的应用较为普遍。该技术已成为推动产品开
发、环境认证、绿色采购、绿色贸易、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手段，并用于指导绿色生产和消费。“在我国，
这项工作总体还不够成熟，仍存在评估周期长、成
本高、有效性差等缺点。”聂祚仁评价。

大数据是关键落脚点

在聂祚仁看来，我国该领域尚存差距的主
要原因在于生命周期评价基础数据库薄弱，有
效数据获取困难，数据质量的评价和保证还需

进一步研究和完善。
“在生命周期评价工作中，数据是最重要的

资源和关键落脚点，需要坚持不懈地开发、积累
与更新。”聂祚仁强调。

他介绍说，为夯实生命周期评价数据基础，
北京工业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开展面向生产过程
的材料环境负荷元数据采集、标准化、异构数据
集成与数据挖掘方法的研究，开发数据处理模
式、数据质量控制与定量分析等模型。

据悉，该校是国内最早开展生命周期评价
专项研究的机构之一，近年来对我国钢铁、水泥
等七类量大面广的典型材料进行了生命周期评
价，并提供了几类代表性材料的生命周期评价
技术及应用示范。2017 年，该校组建“工业大数
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

此次年会上，北京生态设计与绿色制造促进
会与北京工业大学举行了“工业大数据应用技术
国家工程实验室”联合共建单位揭牌仪式。未来，
双方将共同开发绿色产品生命周期评价基础数
据库、数据分析软件及信息化平台。

本报讯（记者黄辛）以“超分子化学：科学前沿
与技术创新”为主题的东方科技论坛近日在沪举
行。中科院院士颜德岳和田禾等 30 余位专家围绕
分子识别与组装新范式、分子机器构筑新方法和输
送型分子机器等展开研讨。

院士专家建议，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更加聚焦
具有重要实际应用前景的超分子结构和技术，促进
超分子化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推动带有超分
子特色的应用研发，从而实现中国超分子化学研究
跨越发展。

超分子化学研究非共价键作用力驱动的分子
识别和自组装及由此产生的超分子或自组装体的
结构、性质和功能等。1987 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
Donald J. Cram、Jean-Marie Lehn 和 Charles J. Ped-
ersen，以表彰他们在选择性分子识别研究方面作出
的贡献，这标志着物质科学的一个新学科———超分
子化学诞生。

会议执行主席、复旦大学教授黎占亭在主题
报告中指出，分子机器作为超分子化学研究的一
个核心领域，最能体现超分子体系利用可逆非共
价键控制分子可控聚集和运动的特征。但宏观分
子机器和生物分子机器除了能实现可控的运动
外，最重要的特征是能“做有用功”。

例如，就生物分子机器来说，肌球蛋白可实
现肌肉伸缩，离子泵蛋白可实现离子的跨膜逆浓
度梯度输送，生物酶能在温和条件下快速和高选
择性地催化很多惰性键的断裂、重组与转换等。
迄今为止，有关分子机器的运动控制已取得关键
性进展，但对分子机器的功能探索相对滞后，而
能“做有用功”的分子机器，国内外尚无报道。

与会专家认为，应凝练未来研究的关键科学问
题，提出解决制约应用研发的技术瓶颈的思路与途
径，真正实现分子机器在“做有用功”方面的突破。
同时，通过推动基础研究创新向应用研发的转化，
达到服务社会的目的。

视点

12 月 1 日，直升机
在进行吊运作业。

当天，中国第 35
次南极科学考察队搭
乘的“雪龙”号极地考
察船经过一天多的破
冰作业，到达南极中山
站冰上卸货地点，准备
用雪地车向中山站运
输物资，直升机吊运作
业已经展开。
新华社记者刘诗平摄

本报讯（记者张行勇）来自中
科院教育部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
研究中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机
构的研究人员，沿西藏中东部地区
的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年楚河开
展了土壤侵蚀调查。他们发现，西
藏自治区土壤侵蚀过程复杂多样，
而伴随着该地区气候环境暖湿化
的发展，水土流失有进一步加剧的
危险。相关成果日前发表于《水土
保持通报》。

据了解，近年来，由于气候环境
变化和人类活动强度增大，西藏土壤
侵蚀形式和程度发生了新的变化。其
中，既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又有负向
的加剧作用。然而，由于西藏属中低
纬度高寒环境，土壤侵蚀类型复杂多
样；而现实中又缺乏实测资料，加之
高寒环境的局限性，因此目前对西藏
土壤侵蚀的研究以遥感解译资料和
模型模拟为主，开展实地调查和监测
的研究较少。

此次实地调查发现，西藏东南
部林地内有小切沟出现；耕地田埂
及田面部分塌陷损毁严重，并出现
溯源侵蚀的特征；道路边坡侵蚀严
重，并有跌坎、土体塌落、溯源等现
象发生；西藏中部河谷地带洪积扇

（台）、阶地等沟蚀剧烈，沟道切割
纵深，严重影响当地农牧业生产；
宽谷地带呈现风水复合及交错的

侵蚀特征，覆沙坡面的片状侵蚀发育明显。
为此，研究人员建议，在该地区加强土壤

侵蚀过程与机理的研究，同时加强水土保持
工作，遏止土地沙化和土壤流失。此外，随着
全球气候变化，西藏气候趋向于“暖湿”化发
展，冰川消融退缩加快。加之社会经济的发展
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水土流失将会加剧，沙
漠化面积进一步扩大。这成为当前亟待解决
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相关论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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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科技论坛

争取实现分子机器
“做有用功”

本报讯（见习记者卜叶、许悦）“我们不要从文
史上谈论地理，我们要在科学上把握地理。”这是
1928 年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的一句话。 近
日，在清华大学地学学科建立 90 周年暨复建 9 周
年庆祝大会上，这句话再次被地学界重申。

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主任宫鹏表示，清华
复建地学，没有走国内常规学科的道路，而是围绕
我国全球变化研究、全球视野、学科交叉、定量化、
数据共享等方面的不足，建设发展具有大跨度学科
交叉、系统性强、定量化水平高的地球系统科学。

据了解，清华大学地学学科发端于 1928 年筹
办的地理学系，1952 年院系调整并入其他高校。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诸多学界人士向清华大学建
议恢复地学，复建地学由此被提上议程。2009 年，清
华大学成立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中心。在此基础上，
2016 年成立地球系统科学系。

“2009 年清华决定复建地学学科，源于国家的
重大需求。”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
科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徐冠华说。

他表示，科学技术的进步、气候变化、生物多样
性损失、水循环和淡水资源供给、土地退化等问题
催生了当今科研领域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和教学，地
球系统科学研究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国际上部
分知名大学设置了地球系统科学系，清华大学紧跟
时代发展步伐，成立国内首个地球系统科学系。

清华地学学科90周年庆祝大会

“我们要在科学上
把握地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