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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刊

创新
INNOVATION

荩中 国 古
代心理学研究
论坛参会人员
合影。

本报讯 克隆植物水分生理整合一直是生态学、进化生态
学以及植物行为生态学、生理生态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它
对干旱环境胁迫下的克隆植物种群更新与空间扩展起着重
要作用，同时有助于人类更好地了解植物群落的演替规律和
克隆植物应对生境变化的适应策略。

近日，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陈亚宁
团队结合多年野外调查、生理生态监测实验及稳定同位素技
术等分析了塔里木河下游极端干旱环境下胡杨克隆幼株的
空间分布构型、水分生理整合、水分来源及其生态意义。该项
研究获中科院科技服务网络计划（STS 计划）课题“干旱荒漠
区生态保育与维持技术集成与应用”支持，研究成果发表在

《地球物理学研究》上。
研究结果表明，胡杨母株与其克隆幼株间存在显著的以

顶向传输为主的水分生理整合。“通过水分整合，胡杨克隆幼
株可以从母株获取远大于同一生境下实生胡杨幼株根系自
身平均获取的水量，甚至能够获取与母株相似的深层土壤
水，从而使得胡杨克隆幼株相比实生幼株保持有相对更高的
叶片水分含量与叶水势，同时在极端干旱生境下的这种水分
获取及利用策略使胡杨克隆幼株较实生幼株保持更高的生
存优势。”陈亚宁说。

据了解，胡杨是我国西北部乃至中亚极端干旱区荒漠河
岸林生态系统的优势建群种。在全球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扰
动下，我国西北干旱区的胡杨种群显著衰败，更新乏力，原本
依靠有性与无性双重繁殖策略的生命史因生境的改变而逐
渐演变为更多依靠无性根蘖繁殖。

该研究从生理生态的视角揭示了极端干旱环境下胡杨
无性繁殖幼株较相同生境下实生幼株更具适应生存优势的
内在机制，其研究结论可以为塔里木河流域胡杨种群及荒漠
河岸林保育恢复提供科学依据。 （高雅丽）

新疆生地所 隗
极端干旱环境下胡杨
克隆水分整合研究获进展

现场

本报讯 今年是我国著名心理学家潘
菽先生去世 30 周年。6 月 15 日，潘菽《中
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新书发布会暨中国
古代心理学研究论坛，在中国科学院心
理研究所召开。

自 1955 年至 1983 年，潘菽长期担任
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和中国科学院心理
研究所所长，是新中国心理学工作的主
要领导者。论坛主持人、中科院心理研究
所所长傅小兰介绍说：“本次论坛的举
办，主要是为了缅怀潘菽先生，同时也是
希望能引起相关领域的专家对我国古代
心理学思想理论研究的重视。”

《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一书由北京
出版集团出版，被列入“大家小书”系列
丛书中。北京出版集团副总经理周浩称：

“我们希望将潘菽先生的学术思想进行
更广泛地传播，以汇集更多的人来了解
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

据悉，潘菽对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
有着相当精深的研究，他所创立的中国
古代心理学思想“七大范畴”奠定了我
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的理论基础，至
今对我国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仍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

本次论坛主要围绕潘菽的中国古代
心理学思想理论体系，以及如何进行相关
研究展开论述。来自全国各地的心理学专
家、学者齐聚一堂，对中国古代心理学思
想这一心理学核心领域的研究纷纷发表
自己的看法。

主办方希望，通过举办论坛一方面
扩大对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宣传范围，
帮助国人从我国光辉灿烂的古代心理学
思想中汲取到相应的营养；另一方面，也
引起相关领域的专家对我国古代心理学
思想理论研究的重视，促进相关学科的
发展。 （沈春蕾）

进展

本报讯 利用太阳光驱动水蒸发获取清洁饮用水，有望
作为一种应急手段，用在海难或野外求生等情况下。近日，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研究员江河清带
领膜分离与催化研究组，开发出新型三维太阳光驱动海水
淡化膜材料。相关研究结果作为封面文章发表在《材料化
学学报 A》上。

江河清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相对于自然蒸发过
程和传统膜分离技术，将具有良好光热转化能力的光热膜
应用到太阳光驱动水蒸发体系中，可以有效提高蒸发效
率。”

研究组前期利用不同纳米碳材料的复合策略，对 2D 光
热膜表面微结构进行调控，显著提高了水蒸发效率。在此基
础上，近期该团队进一步进行了空心锥形光热膜的研究，利
用其独特的三维结构，通过改善光热膜体系的传质和传热性
能，获得了更高的光热水蒸发效率。

受收集声波耳廓结构的启发，并借鉴太阳灶结构，膜分
离与催化研究组王玉超博士和江河清设计了具有宏观尺寸
的 3D 空心锥形光热膜，其光热转化效率超过 93%，超过了常
见 2D 平面膜水蒸发速率的极限值。

对胶州湾实际海水的测试表明，3D 空心锥形光热膜不
仅表现出较好的稳定性，同时其蒸发效率是自然蒸发的 3.5
倍。王玉超说：“在蒸发过程中盐会在锥形卷筒上层析出，不
会覆盖整个光热膜，这不仅有助于盐的富集回收，同时也可
以保持光热性能的稳定。”

江河清指出，该研究工作为 3D 光热膜的开发设计提
供了实验基础，有望推动太阳光驱动海水淡化技术的快速
发展。 （沈春蕾王玉超）

青岛能源所隗一心谋转型 稀土变“黄金”
———访中科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主任池建义

姻本报见习记者高雅丽

在高楼林立的包头国家稀土高新区内，一
排低矮的平房在其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这
里正是稀土中心的成果转化中试示范线。当记
者走进房间里面，研发成果和自动化生产设备
已经布满了整个厂房。

作为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内蒙古自治区
科技厅、包头市人民政府（包头稀土高新区）及
包钢（集团）公司联合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稀
土中心在筹建过程中确立了“三不”原则。“为
了快速推进工作，让责任人轻装上阵，我们在
建设过程中形成了不要行政级别、不要事业编
制、不建研发大楼的建设模式。”池建义解释。

“科技创新的初始阶段总是不容易，但我
们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池建义感慨。

凭着这股务实的工作精神、敢想敢做的拼
劲和闯劲，三年的时间里，池建义带领着科研

人员让稀土研究走出了实验室，走向了市场。
池建义说：“在三年的发展中，中科院北

京分院、科发局、科学传播局等部门与长春应
化所、宁波材料所、电工所、金属所等 23 个研
究所科学家的大力支持为稀土中心建设提供
了可靠保障，地方政府的悉心指导与帮助为
稀土中心发展奠定了牢固基础，地方企业积
极投入与高效配合为稀土中心运行提供了坚
实后盾。”

仅仅三年，稀土中心就交出了一张亮眼的
成绩单。稀土中心与长春应化所合作的“世界
首条稀土硫化物着色剂连续化隧道窑中试生
产线建成投产”入选中科院 2017 年度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 6 项亮点工作，内蒙古自治区组织
部、科技厅、科协联合授予稀土中心“稀土硫化
物及稀土光源院士工作站”。

院地合作 建立新型研发机构

“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
土”，稀土被称为“万能之土”
和工业的“维生素”，是新材料
制造的重要依托和关系尖端
国防技术开发的关键性资源。
然而，稀土资源世界第一的包
头，过去却只能通过“挖土卖
土”赚点小钱。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2015
年 5 月 12 日，中国科学院包
头稀土研发中心（以下简称稀
土中心）正式挂牌成立，专注
稀土科技成果转化，为包头稀
土产业开辟出一条转型升级
的“金光大道”。

时隔三年，近日，《中国科
学报》记者走进稀土中心，采
访了中心主任池建义，他对记
者说：“截至 2017 年，稀土中
心共孵化高科技企业 13 家，
联合企业共建研发中心 6 家，
组建企业青年科技创新‘1+1’
项目 11 项，组建研发团队 3
个，建立自治区级院士工作站
1 个，产学研联合驱动催生稀
土产业发展新动能。”

在三年建设的基础上，稀土中心有了
新的规划和目标。2018 年稀土中心将以中
科产业园一号基地、二号基地为基础，立足
科技研发、项目中试及产业化，打造包头中
科稀土高科技产业园，满足稀土产业转型
升级的实际需求，助推产业科技进步、孵化
高科技企业。

与此同时，稀土中心会继续遴选高科
技跟踪计划项目。对适宜包头高新技术产
业发展需求且具有重大产业发展前景的科
技成果进行“专项跟踪”，打通“把文章变成
产品”的关键环节。

今年，稀土中心将重点追踪中科院宁波
材料所研究员刘平纳米复合稀土永磁材料
制备工艺以及国家纳米中心研究员孙连峰

碳纳米管磁记忆存储材料项目，积极推进稀
土共晶荧光体、纳米纤维素、稀土化学位移
试剂项目进行下一步中试示范线建设，重点
推动钕铁硼重稀土晶界扩散、钕铁硼绿色表
面高强耐蚀防护涂层、铁基稀土金属复合吸
附剂等中试示范线实现产业化建设。

“未来稀土中心将致力于建立完善、高
效的科技成果转化通道，以产业需求为导
向，充分发挥中科院科技人才资源优势，强
化科技成果转化、促进成熟技术精准落地、
推动企业技术转型、发展提速；加强创新团
队建设、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夯实创新之
基，全面开展精准创新活动、筑牢科技创新
之源，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构建完整创新
服务体系。”池建义说。

开发出新型三维太阳光
驱动海水淡化膜材料

本报讯 土壤盐渍化是影响农业生产和环境的世界性问
题，全球 7%的陆地面积和 20%的灌溉土地受到盐渍化的影
响。盐渍土根据土壤 pH（氢离子浓度指数）、电导率、钠吸收
比或土壤交换性钠百分率被分为盐土、苏打土或碱土、盐碱
土。此外，水势、盐含量也是表征土壤盐渍化特征和程度的重
要指标。模拟实验研究中通常用溶液摩尔浓度等一到两种参
数来表征盐胁迫，研究盐对植物生长的影响，但究竟盐分胁
迫的何种参数与植物早期生长最为相关并不清楚。

基于这一问题，近日，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
研究所草地农牧业学科组以豆科牧草紫花苜蓿和禾本科牧
草披碱草为对象，研究 7 种钠盐、共 31 个不同浓度的溶液
处理对两种牧草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的影响，测定和计算
每种溶液的 pH、电导率、水势、钠离子浓度和盐含量。该研
究成果在线发表在农学国际期刊《植物和土壤》上，相关工
作得到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
资助。

研究结果发现，中性盐硫酸钠（Na2SO4）的抑制作用大于
氯化钠（NaCl），碱性盐碳酸钠（Na2CO3）的抑制作用大于碳酸
氢钠（NaHCO3），混合盐中抑制性强的盐类型起的作用更大。
东北地理所副研究员张红香表示，盐含量或钠离子浓度是与
早期生长最相关的盐参数，电导率是与两个物种萌发起始时
间最相关的参数，而 pH 和水势不能很好地指示盐对植物早
期生长阶段的影响。

这一研究结果可以为制定有效的盐碱地恢复措施及盐
碱土地利用提供重要信息，同时表明未来的相关研究应该考
虑多盐的胁迫作用，特别是对植物生长抑制性强的盐。无论
室内模拟、野外实验还是盐碱地改良，应更加重视盐含量和
电导率两个参数。 （高雅丽）

东北地理所隗
揭示盐碱对植物
早期生长的影响

创新举措 加速科研成果转化落地

包头已探明的稀土储量占全世界的近
40%，但由于产品科技含量不高，“黄金只能卖
出土豆价”成为了长期以来的尴尬现状。

在稀土中心的推动下，发展高科技企业已
成为包头产业发展的“牛鼻子”，更是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的动力源。例如原来一吨氧化铈售价只有
两三万元，稀土中心通过把氧化铈加工成纳米级
的高端抛光液、抛光粉，售价大幅提升至 300 万
元一吨。稀土中心、中科院金属所与包钢共同开
展的稀土钢项目，使钢的性能提高 30%以上。

在池建义看来，科研人员的研究会与社会
生产有一些脱节。“稀土中心就要紧紧地把科
学家和企业家连在一起。”他说。

稀土中心在高科技跟踪计划的牵引下，追
踪了中科院上海光机所稀土共晶荧光体制备
关键技术、中科院理化所纳米纤维素材料制备
技术及稀土化学位移试剂制备技术，推进中科
院成果走出实验室并加速转化，支撑高科技企
业培育与发展。

在稀土中心与中科院长春应化所张洪杰

心理所隗

淤稀土中心
科研人员在进行
研发工作。

于 世界首条
稀土硫化物着色剂
连续化隧道窑中试
生产线。

盂包头稀 土
研发中心外景。

产业升级 打造稀土高科技产业园

院士团队合作建立的稀土硫化物与稀土光
源院士工作站，记者看到了稀土釉陶瓷、稀
土印泥、稀土口红等产品。经过一年多的中
试工艺研发和技术攻关，科学家打通了稀
土硫化物连续化规模化生产工艺技术瓶
颈，申报了 24 项发明专利。

同时，稀土中心充分利用地方资源和
中科院科技人才优势，成功引进孵化拓又
达、中科世纪、中科智能、希迪瑞、中科泰
磁、中科万成等高科技企业 13 家，累计注
册资金达 2.66 亿元。

根据包头市稀土产业科技创新现状和
面临的形势，稀土中心通过与企业联合共
建工程技术研发中心，极大地提升了企业

的技术创新能力。
池建义说：“为了让科研人员在科研机

构、企业之间流动起来，让人才在创新成果
运用中有份额、有股权，成为‘科技富翁’，
我们以具有重大产业前景的科技项目为核
心，通过聘请核心科学家、骨干科技人员和
固定技术人员的方式组成研发团队。”

为了拓展国际合作空间，稀土中心充
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以中科院金属研
究所与斯洛文尼亚金属研究所、法国电力
集团、乌克兰物理冶金所、俄罗斯等离子装
备制造公司等科研单位及公司的密切友好
合作为基础，在包头建设了领先的金属材
料与装备制造中欧联合实验室。

承先贤智慧 清今人心霾
中国古代心理学研究论坛在京召开

▲ 中 科 院
心理研究所所长
傅小兰致辞。

淤

于 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