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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综合 LOCAL

本报讯（记者刘万生 通讯员王永进）中
国科学院 6 月 19 日在大连化物所宣布 A 类
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变革性洁净能源关键
技术与示范”（以下简称洁净能源专项）启动。

该专项将发展洁净能源新技术，及时抢
占能源技术战略制高点，构建与我国能源资
源相适应的“中国特色”能源结构，同时促进
形成以科技进步为支撑的更加合理的总体工
业结构，构建清洁高效、多能互补的清洁能源

利用新体系, 以满足我国能源可持续发展的
重大需求。

洁净能源专项由中科院部署，中科院大
连化物所、中科院青岛能源所牵头，联合中科
院 20 个与能源研究相关的研究所，计划到
2023 年前，突破 39 项关键技术、完成 23 项工
业应用示范，形成 5 项国际领先的重大突破，
申请包括 30 项 PCT 专利在内的 300 项核心
专利；争取油气资源替代能力超过 1 亿吨当

量，燃煤污染物排放降低 40%~50%，实现
100%可再生能源应用示范和低碳化多能融合
战略，为构建我国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
体系提供技术支撑。

同日，“中国科学院洁净能源创新研究
院”第一届理事会成立大会在大连化物所召
开。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是中科院四类机构
改革后第二批筹建的创新研究院。洁净能源
专项将由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组织实施。

中科院洁净能源先导专项启动

■本报实习生程唯珈 记者甘晓

随着电商的普及，日常生活中我们越来
越离不开快递和外卖，过度包装产生的废纸
箱已经成为环境污染的隐患。中科院合肥物
质科学研究院技术生物与农业工程所研究员
吴正岩注意到了这一点。

最近，他带领团队把废纸箱中的纤维素
转化为微米碳球，与纳米铁形成一种新材料，
实现了水体中六价铬的污染修复。美国化学
会学术期刊《朗缪尔》日前发表了这项成果。

废纸箱的灵感

“先生，您的快递到了！”生活在电商无孔
不入的移动互联网社会中，智能手机用户不
可避免地成为“网购爱好者”，吴正岩也不例
外。尽管他常常惊讶于商品的精美包装，但拆
开后还是将包装箱扔进了垃圾箱。

“废纸箱不仅造成了资源浪费，还导致严
重的环境污染。”环境研究的职业敏感性让吴
正岩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开始思考如何对废
纸箱进行循环利用。

吴正岩长期致力于水体重金属污染的治
理。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大量未经处理

的污染物不断排入水中，使水体中的重金属
含量急剧升高。

其中，六价铬是一种常见的重金属离子。
用含铬废水灌溉农田，铬离子在土壤里积累，
会导致作物中铬超标。长期食用受铬污染的
水与食物会引起流鼻涕、打喷嚏、瘙痒、鼻出
血、溃疡和鼻中隔穿，甚至有致癌危险。

“我们发现，纳米铁对六价铬具有还原
性，而废纸箱的成分可以给纳米铁提供一个
很好的载体环境。”吴正岩说，如果能将这些
纸箱变废为宝，应用在水污染治理上，将会起
到双重环保作用。

分散纳米铁的碳球

“废纸箱主要成分为木质素和纤维素。我
们首先将木质素去除，然后利用水热处理将
余下的纤维素转化为微米碳球。”吴正岩介
绍，纤维素的主要成分是碳，在高温高压下它
会自动形成碳球。这项常规的处理手段是技
术的关键之一。

技术的另一关键在于分散纳米铁。零价
纳米铁具有粒径小、比表面积大、还原性强等
优点，将其应用在铬、铅、镉等重金属元素去
除上有显著效果。

纳米铁本身容易团聚，从而对铬的还原
效率造成影响。而使用微米碳球作为载体，可
提高纳米铁分散性，将铬快速从六价还原成
三价，降低其毒性。

“我们用废纸箱的成分制作出碳球，为纳
米铁提供了便捷的载吸材料。”吴正岩说。研
究以紫外分光光度计来表征铬的去除率，目
前去除率可达 80%。

水热处理是降低成本的关键

近年来，含铬化合物被广泛应用于金属
加工、电镀、制革等产业。记者发现，尤其在电
塑厂、皮革厂排放的污水里，铬离子含量巨
大，导致部分城市的饮用水质出现了致癌致
畸致突变的污染指标。

“这些水其实人是无法饮用的。即使放到
污水处理厂，处理也是相当困难。”吴正岩表
示，该项技术可在污水排放到下水道之前，就
用材料有效地去除铬，大大减少铬污染水源
的危险性。

不过，该技术需要用到水热处理，成本较
高，是产业化应用的关键瓶颈。目前，研究团
队正在致力于开发低成本的方法，促进该成
果的产业化。

小小废纸箱 除“铬”大用场

发现·进展

简讯

南京农业大学

本报讯（记者李晨 通讯员谢智华）南京农业大学园
艺学院教授张绍铃团队近日在《基因组生物学》在线发
表论文证实，梨最早起源于中国西南部，经亚欧大陆传
播到中亚地区，最后到达亚洲西部和欧洲，并经过独立
驯化形成了现在的亚洲梨和西洋梨两大种群。

张绍铃介绍，梨的栽培历史可追溯到 3000 多年前。
“由于梨为典型的自交不亲和性物种，即同一品种授粉
后通常不能正常结实，这使得梨的杂合度非常高，品种
资源间存在广泛的基因交流和遗传重组。”因此，梨的遗
传背景及关系的研究一直是难点，对不同种的分化和遗
传关系也一直未有清楚的认知。

该团队在已完成的梨全基因组图谱基础上，收集了
来自 26 个国家的 113 份代表性梨种质资源，并进行了
重测序和群体遗传研究，将梨的繁衍和变迁历史一直追
溯到了数百万年前，为梨的“大家族”描绘了一个完整详
细的“族谱”。

论文第一作者、南京农业大学教授吴俊介绍，该研
究明确了梨家族内的“亲属关系”，揭示了亚洲梨和西洋
梨两大种群的分化时间大约发生在 6.6 百万 ~3.3 百万
年以前，即在成为栽培种之前，野生的亚洲梨与西洋梨
就分化了，由于东、西方人的不同驯化方向，从而形成了
差异较大的栽培种群。

研究发现，在亚洲梨和西洋梨基因组的选择驯化区
间，存在与生长发育、抗性等重要性状相关的候选基因，
例如，果实大小、糖酸、石细胞、香味形成等。其中，糖合
成代谢相关的基因最多，表明梨果实的甜度提高是人工
驯化的重要方向。

研究还发现，在 2000 多年前，亚洲梨和西洋梨曾发
生过“通婚”，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种间杂交种———新疆
梨，这个栽培种以熟知的“库尔勒香梨”为代表，其果实
香甜细腻，深受消费者青睐，是我国主要出口品种。从发
生年代来看，该种间杂交事件的发生很可能与丝绸之路
的文化物资交流有关。而亲缘关系较远的种间杂交有利
于选育出更加优异的新品种。

研究不仅揭示了梨的起源、传播、分化与驯化历程，
同时也为今后梨的育种家开展品种改良和提高育种效
率提供了丰富和宝贵的基因组资源。

南京农业大学

绘制梨“族谱”发现香梨
为中西“通婚”产物

■本报记者张楠

不久前，《中国古代科学家及著作》纪念邮
票发行了首套共 4 枚邮票，图案分别为：李时
珍、《本草纲目》、宋应星、《天工开物》，以弘扬
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

然而，没过两天，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副
研究员史晓雷就在其科学网博客提出质疑：从
科技史的角度审视，两幅人物图颇有些细节有
待推敲。

就此，《中国科学报》记者分别向植物学
者、纺织史学者进行求证。

科学家纪念票“不科学”？

在此次发行的 4 枚邮票中，《李时珍》图中
的人物身披斗笠，一手举药草，一手拿药锄，正
在仔细端详手中的三七药草。

史晓雷表示，邮票上李时珍使用的是“鹤颈
锄”，有些地方叫“小手锄”“小锄”。但这种器具一
般为农户用于中耕除草，拿来采药并不得力。

关于李时珍采药的工具，古代文献中并无
记载说明，但相近时期的《补遗雷公炮制便览》
和《本草品汇精要》中的采药图都显示的是尖

镢。而在现当代的李时珍图画中也多用镢类，如
1978 年湖北人民出版社连环画《李时珍》的宽
镢、人民出版社连环画《李时珍》封面的尖镢。

“总之，邮票上李时珍手握小手锄，无论从
实际操作还是表现传统上看，均不合理。”史晓
雷还提出，“最常伴随李时珍形象出现的，除了
挖药工具就是盛药工具———药篓，邮票中改为
斗笠，是为了体现风餐露宿的艰辛？”

而《宋应星》图表现的是其在花机旁与织
工研究纺织工艺。

史晓雷认为，这张邮票最主要的问题是画
面上显示的不像是花机。“花机即花楼机，是我
国古代一种特殊的纺织机械，提花人要从高高
的花楼上操作花机。”

《天工开物》图中仅提到腰机和花机两种
织机。史晓雷指出，邮票所示不符合腰机特点，
因为腰机需将卷布轴与腰间靠背连起来，用于
张力；而花机的一些机械特征，如为了打进纬
线应将叠助木与筘连在一起，或高楼提线，也
都完全没有体现。

“既然反映的是历史科技人物，那么画面
及场景更应符合基本的历史常识、人物身份，
并且表现场景应具有代表性。”史晓雷还对《中
国科学报》记者提到了一处细节，“关于宋应星

卒年，科技史学家潘吉星已有考证，约为 1666
年。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不用，用问号倒是省
事儿，却是不科学的做法”。

“方寸间普及科学”有待改进

史晓雷的质疑博文，受到科学网其他博主
广泛关注。有构造地质学者称：但凡是干过农
活的人应该很容易理解，手锄主要是用来间苗
除草的工具。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员、植物
进化生物学研究者周浙昆表示：“采药也是一
种采植物的过程，有些植物的药用部位是根或
者块茎，需要深挖根，尖镢用起来更顺手一
些。”结合个人经历，他也认为，李时珍作为医
药学家，使用尖镢更合理。

另外，周浙昆指出，三七的叶为掌状复叶，
花为伞房花序，而这两个特征在邮票图中都没
有表现出来。图中李时珍采到的条形叶和下垂
三基数的花似乎是贝母。“如果创造者的表达
意图是三七，那么我认为是不成功的。”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副研究员赵翰生对
中国古代纺织印染史有着长期深入的研究。他
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花机的主要特点

是花楼，然而邮票图中特征不明显，甚至是模
棱两可，对于要在方寸间普及科学知识的邮票
设计来说，有待改进。”

细节的考究体现科学严谨性

那么，邮票目前所呈现出的图画，是否存
在笔法的讲究，或一定程度的艺术处理？为此，
记者请国家邮政局邮票选题咨询委员会委员、
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王渝生通过国家邮政局联
系邮票图作者。

然而截至发稿前，始终未收到图作者回
应。

“对历史人物的艺术创作，一是要依据包
括图像素材在内的文献资料；二是要参考过去
艺术创作的形象，进行必要的分析、考辨。”王
渝生同意史晓雷博文的看法。他表示，“邮票是
国家经济科技的宣传方式，能够使古代科学历
史广为流传。对其细节的考究正体现了科学的
严谨性。”

“李时珍为了总结医药学，跑到深山里挖
药，然后对照过去的记载，对的传承、错的改
正。”王渝生说，“这样的科学精神才能让科学
成果流传后世，经得起时间空间的考验。”

两张邮票引起的风波

心海导航科技公司心海导航科技公司

独创自杀风险评估
“三级筛查模式”

本报讯（记者王静）新三板上市企业心海导航科技
有限公司研发团队对影响心理因素的多个要素进行分
级、分类、量化处理，独创了自杀风险评估“三级筛查模
式”。该模式第一级为量表间接评估个体的自杀潜在风
险；第二级为量表直接评估个体当前的主观自杀动机；
第三级为面对面的专家访谈评估，从而创建了拥有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的“自杀风险评估及危机干预系统”。

据世卫组织 3 月份报告统计，在全球 1/3 的国家
中，青少年是自杀风险最高的人群。在我国 15~34 岁的
人群中，自杀是排在首位的死因。

该公司负责研发这套系统的隋晓爽表示，“目前高
校学生的心理情况普遍不乐观。”她连续 11 年开展问卷
调查发现，在回收的 955039 份青少年潜在心理风险评
估问卷中，有 35533 份显示较高风险，6707 份问卷显示
极高风险。对此，据介绍，我国 1000 余所高校和中小学
已在使用“自杀风险评估及危机干预系统”，拦截忧郁，
拯救生命。

清华大学心理发展指导中心余强正在用这套系统
对该校学生进行心理测量。他说，与过去采用的方法比
较，“自杀风险评估及危机干预系统”更加便捷、精准。

在这套系统中，有个十分关键的部件———心理量
表。原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教授张吉连和原北京大学心
理系教授张伯源认为，这是目前在心理测量学上最有效
的工具。

“自杀风险评估及危机干预系统的核心量表———青
少年自杀倾向量表，内部一致性、重测信度、效标关联效
度、区分效度等指标均呈现良好。”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
科学学院副教授钟杰说。

大连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

合成纳米炭片
实现高效气体分离

本报讯（记者刘万生 通讯员张平媛）大连理工大学
化工学院院长陆安慧教授团队合成了一系列孔径精准
可控的分子筛型纳米炭片，实现了多种混合气的高效分
离。相关成果日前发表于《德国应用化学》杂志。

气体混合是热力学自发过程。作为其可逆过程，气体
分离需要外界做功，消耗能量。如何降低能耗，实现高效
气体分离是当前的研究热点和难点。炭质吸附剂因其化
学性质稳定、耐水汽、孔隙结构发达等特点，被广泛应用
于气体吸附分离，而微孔尺寸是决定其分离性能的关键
因素。由于常规炭前驱体的颗粒尺寸多在微米量级以上，
热解过程中存在传质和传热不均匀的问题，生成 sp3 碳含
量高的无序湍流状乱堆结构，导致微孔尺寸难以调控。

陆安慧团队基于温控相转变方法，合成了孔径精准
可控的分子筛型纳米炭片，这种纳米炭片 sp2 碳含量超
过 80%，微孔孔径在 0.53 ~0.58 纳米范围精准可调，炭
片厚度在 30~65 纳米内精准可控。用于气体分离时，纳
米炭片可实现低压下对吸附质分子的大量、快速吸附。
在常温常压条件下，纳米炭片对 CO2、C2H6 和 C3H8 表
现出高吸收量和选择性。

模拟真实天然气组成的动态穿透实验进一步证实，
该多孔炭材料具有吸附量大、选择性好、再生容易、耐水
汽性能好等优点。

张涛院士获首届
中国科学材料·创新奖

本报讯 首届中国科学材料·创新奖 6 月
18 日揭晓，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张涛院士因“在
工业催化材料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特别是在
单原子催化方面的开创性研究”，成为该奖项
的首位获奖者。

中国科学材料·创新奖由《科学中国材料》
杂志编委会和《中国科学》杂志社在今年设立，
旨在表彰在国际材料科学领域做出重大贡献、
推动我国材料学科发展的杰出科学家。此奖项
每年评选一次。

张涛长期从事工业催化研究，近期主要致力
于航天无毒推进剂催化分解技术、生物质催化转
化、单原子催化和纳米催化等研究。他的团队在
从纳米至单原子尺度的范围内，系统地研究了负
载型金属催化剂及其在催化反应中的构效关系，
在孔径可控的新型载体、亚纳米和单原子分散的
负载型金属催化剂等方向取得了重要进展。张涛
团队与合作者还首次提出了“单原子催化”的概
念，引发了单原子催化研究热潮。（刘万生孙汇）

复旦附属中山医院发布新版
结直肠癌肝转移治疗指南

本报讯（记者黄辛）在近日举行的第十四
届上海国际大肠癌高峰论坛上，最新版《中国
结直肠癌肝转移诊断和综合治疗指南》与首部
国际版结直肠癌肝转移专家共识联袂发布。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结直肠团队从
2008 年起在国内牵头撰写了《结直肠癌肝转移
诊断和综合治疗指南》，近 10 年更新四次，成
为行业标杆。

据中山医院普外科教授秦新裕介绍，目前该
院结直肠 MDT 团队已为晚期结直肠癌患者完
成了 3400 人次的诊治，使大肠癌患者的整体 5
年生存率达 74%，肝转移（晚期）患者的 5 年生存
率达 31%；肠癌肝转移患者的手术切除率为
35%，术后 5 年生存率达 53%。这些数据明显高于
美国和世界的平均切除率和 5 年生存率。

青岛专利权质押保险贷款
突破 3亿元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青岛市科技局获悉，截
至 5 月末，青岛科技型中小微企业专利权质押
保险贷款突破 3 亿元。

青岛市财政在专利权质押保险贷款方面累
计投入资助资金900多万元，撬动银行贷款3亿多
元，财政资金效能放大34倍。今年以来，企业申请
开始呈现放量增长趋势，前五个月有36家企业提
出专利权质押贷款申请，占2017年全年申请量的
近七成，比去年同期增长56.52%。 （廖洋）

我国轨道交通企业首获
国际氢能学会大奖

本报讯第 22 届世界氢能大会 6 月 17 日至
22 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在 6 月 20 日举行
的国际氢能学会颁奖仪式上，中车四方股份公
司荣获“威廉·格罗夫爵士”奖。这是全球轨道交
通装备企业首次获得国际氢能学会大奖。

“威廉·格罗夫爵士”奖专门授予在电化学
领域对氢能研究和利用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
和个人。中车四方因氢能源有轨电车的研发荣
膺该奖，也是目前全球唯一获得国际氢能学会
大奖的轨道交通装备企业。 （廖洋邓旺强）

上海海事大学
全球航运研究中心成立

本报讯 上海海事大学全球航运研究中心
6 月 19 日在 2018 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上揭牌成
立。当天，中国航海学会和上海海事大学还联
合发布《2017 年南海航行状况研究报告》。

该中心将针对全球热点水域开展常态化
研究。 （黄辛）

6 月 20 日，指导老师（穿黄衣者）在三河市汇福实验学校为学生们介绍“科普大篷车”带来的科普项目“小球的足迹”。
从 2016 年开始，河北省三河市科学技术协会充分发挥“科普大篷车”的科普功能和灵活机动性，整合多种科普资源，深

入辖区中小学校提供流动式科普宣传服务。截至 2018 年 6 月，“科普大篷车”共走进 16 所学校，受益人数超过 18700 人次。
新华社记者鲁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