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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于具有独特的结构和优异的性能，以碳纳米
管（CNTs）和石墨烯为代表的新型碳纳米材料，在高分子纳
米复合材料领域引起了广泛的研究兴趣。近日，中科院新疆
理化所研究员马鹏程领衔的复合材料研究团队在 CNT 泡
沫材料的制备和应用研究领域取得系列进展。部分科研成
果已经申请国家发明专利并获得授权，三维高分子纳米复
合材料用于柔性传感器件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复合材料科
学与技术》上。该项研究工作得到国家“千人计划”、自然科
学基金以及中科院精细化学品产业化联盟等的支持。

研究人员以廉价的商业化高分子泡沫材料为模板，通过
控制实验条件使催化剂的原位生成、高分子模板的部分热裂
解去除以及纳米材料的生长等过程同步进行，实现了 CNT 泡
沫体的高效、可控生长。马鹏程说：“我们得到的纳米泡沫材料
具有优异的结构稳定性、疏水和吸附性能，可吸附自身 30~80
倍重量的有机溶剂和未聚合的液态高分子树脂。”此外，该方
法可制备出任意形状的 CNT 泡沫，这为相应高分子纳米复
合材料的制备提供了极大便利。

与此同时，科研人员充分利用 CNT 泡沫体的孔状结构
和吸附性能，以聚二甲基硅氧烷为基体，同时结合树脂自浸润
法制备了三维高分子纳米复合材料，研究了材料的力学、电学
性质，发现材料具有独特的压阻效应，并以此为基础研发出基
于三维高分子纳米复合体系的柔性应变传感器件。

研究人员利用自行研发的扫描电镜—微型原位力学测试
装置，研究了上述器件在应力条件下的实时微观断裂行为，发
现器件的电阻行为与导电填料 CNT 泡沫骨架的变化、内部裂
纹的产生和扩展等多个因素相关，并从微观形貌和结构变化
角度上对传感材料的力—电耦合行为进行了解释。

该柔性应变传感器可以以多种方式结合到实际应用中，如
制成电子皮肤显示材料应力分布状况、接入电路指示材料所处
的应变状态等，在可穿戴设备、柔性电子显示、能源存储等领域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高雅丽）

新疆理化所隗
新方法可制备
三维高分子纳米复合材料

本报讯 7 月 16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土
壤与肥料学会专家一行来到阿克苏地区阿瓦
提县乌鲁却勒镇阿热买里村，给近 150 名棉
花种植户开展棉花种植技术现场指导和培
训。这是该学会继 4 月 2 日首次举办“自治区
科协精准扶贫专家服务行动”科技培训活动
以来，第二次组织专家对棉花生长情况进行
棉田“巡诊”，把种植技术送至棉农手中。

在棉田“巡诊”现场，中国科学院新疆生
态与地理研究所年近 70 岁高龄的艾合买提·
那尤甫研究员，就棉花种植方面的技术以及
农民遇到的问题现场示范授课，他在系统讲
解棉花地膜覆盖高产优质高效栽培实际操作
技术的基础上，围绕当前棉花蓟马、蚜虫防
治、配药控制与追肥等技术，针对棉花生育期
病虫害发生特点，采取不同的防控措施等开
展培训，为切实夺取今年棉花丰产打基础。

目前，黄萎病、枯萎病、枯烂根病、立枯
病、角斑病等主要病害发生，棉铃虫、棉蚜、棉
蓟马、地老虎、棉叶满、棉盲蝽象等主要虫害
蔓延，尤其是棉花蓟马进入危害高峰期，棉蚜

已在棉田零星发生或在中心株出现，此时也
正是棉花病虫害防治的最佳时期。新疆生地
所期刊中心塔世根·加帕尔编审在此次培训
中充分发挥科普优势，鼓励棉农学习好现代
农业科技知识，争取早日脱贫致富。

专家用“包谷馕”式的语言、草根式的讲
解，以及现场实地操作有机融合的方式授课，
村民受益匪浅，赢得了棉农的赞誉。

阿热买里村第一村民小组棉花种植大户
艾海提·艾沙欣喜不已地说：“感谢农业专家
给我们送来新技术‘及时雨’，我们会按照农
业专家的技术指导，争取今年棉花产量再提
高。”自治区驻阿热买里村“访惠聚”工作组成
员亚生江·买买提表示：“我们村近年来棉花
种植业不断发展，棉花种植面积占 4800 亩基
本农田面积的 80％以上，但棉农种植技术相
对缺乏，成为致富增收的一个制约因素。工作
队邀请农技专家来给我们村棉田‘巡诊’，把
最新的农业知识带给村民，也希望这样的活
动能多办几次，给棉农以更多的实惠！”

（沈春蕾）

进展

本报讯 华南中泥盆世植物群是古生代植物群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中以地方性属种为主。目前，关于中泥盆世植物
群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上扬子区的材料，如云南的西冲
植物群。而湖南中部，尽管发育中泥盆世非海相沉积，但由
于缺乏研究，难与其他同时代植物群进行对比。因此，研究
湖南地区中泥盆世植物对于探讨古植物的演化以及华南板
块古植物地理分化有重要意义。

近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徐洪
河、副研究员傅强、硕士生汪瑶等组成的工作团队在湖南长
沙地区开展古生物学和地层学的研究工作，在该区域中泥
盆世跳马涧组发现了一种新型的原始鳞木类石松。相关研
究成果近期发表于《古植物学与孢粉学评论》上。

据了解，该植物茎干纤细，叶基椭圆形。叶片向近轴侧
卷曲并分叉成三个裂片，有一个小的尖端向下；中间的裂片
最长，三个裂片紧密平行排列，裂片基部具有一个细小的突
起。孢子叶并未聚成孢子叶球，孢子囊呈椭圆形，见纵向开
裂线，以垫片着生于孢子叶近轴侧。该植物被定名为傅氏跳
马石松（Tiaomaphyton fui），属名的建立来自植物的产地跳
马镇。

本研究区域中泥盆世时古地理上归属于华南板块分
区之一的华夏块体。扬子块体与华夏块体在泥盆纪时早
已经联合为一体，中间由陆表海相隔，两者之间的生物面
貌的差异一直未得到重视，这也是研究人员首次以植物
化石证据揭示了扬子块体和华夏块体在泥盆纪生物区系
上的差异。 （沈春蕾）

南京古生物所隗
盐湖资源环境信息数据库：

为盐湖资源做一张“数字名片”
姻本报见习记者高雅丽记者刘晓倩

距 1978 年对盐湖最后一次大规模调查，
已经过去了 40 年。当时盐湖所的科研人员骑
着马，带着干粮深入无人区，完成了中国盐
湖第一次调查。2012 年开始，时任中科院青
海盐湖所所长、研究员马海洲和王建萍组建
了近 30 人的团队，开始了中国第二次盐湖大
调查。

我国的盐湖主要分布在西北干旱区，在为
期 4 年的野外科考中，所里四位科研人员李廷
伟、李斌凯、凌智永和唐启亮，分别承担了西
藏、内蒙古、新疆和青海四个区域的野外科考
任务。

“这是一项工程量很大的工作。仅西藏，
大于一平方公里的盐湖就有一千多个。”李
廷伟说。他们的工作包括采集盐湖图片和影
像、测量盐湖的深度、采集盐湖及周边沉积
物样品。

2013 年 10 月 8 日，西藏小分队第一次进
藏。在海拔 4500 多米的无人区羌塘，助理研究
员陈亮出现了高原反应症状———头疼、呼吸困
难、失眠。李廷伟回忆，陈亮平日身体素质很
好，很坚强，再加上他自己表示没问题，就没有

将他送回。
凌晨三四点，无人区气压最低的寒夜里，头

疼欲裂导致无法入睡的陈亮在帐篷里默默给家
人写了一封信，用毅力坚持着等待天亮。“幸好
陈亮扛过去了，不然我就是罪人。”李廷伟说。作
为队长，他要把每一个带进无人区的人安全带
出来。

2015 年底，西藏小分队第二次进入西藏无
人区。从地图上看，目标勒鞋武旦湖就在距离青
藏公路不到 300 公里的区域，计划 3～5 天完成
采样任务，他们准备了 10 天的干粮。没想到无
人区根本没有路，工作拖到了第 11 天。

当时车上只剩下一瓶 2.5 升的完全结冰的
矿泉水。7 个人轮流抱着瓶子使劲儿搓，用身体
的温度融化冰柱，再把瓶子抬高，滴几滴冰水在
嘴里。好在有惊无险，在当地巡山向导的帮助
下，科考队最终走出了无人区。

在他们的努力下，科研团队对 105 个西藏
盐湖进行了现场调查及采样，共采集湖表卤水
样品 238 余件，湖滨固体盐类沉积物样品 70 余
件；发现坐标错误 43 个盐湖，其中纠正坐标 15
个盐湖，新增盐湖 2 个。

一场历时 4年的野外科考

在湖南中泥盆世地层发现
新型原始鳞木类石松植物

本报讯 纳米颗粒在进入生物体后，会不可避免地与各
种生物体液接触，在此过程中，纳米颗粒会吸附不同种类的
生物分子，在其表面形成生物分子冕。此分子冕将会改变颗
粒的原始表面性质，从而影响随后纳米颗粒与生物体的相
互作用，包括对细胞的毒性以及颗粒在生物体内的输运。肺
器官作为呼吸系统，是纳米颗粒进入人体的主要途径之一，
吸入颗粒首先与肺泡中表面活性剂接触，吸附其中的磷脂
分子及蛋白质分子，形成肺表面活性剂分子冕，显著改变肺
泡上皮细胞、肺巨噬细胞等对纳米颗粒的内吞行为，但目前
与之相关的机理研究非常缺乏。

近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胡国庆团队采用耗
散粒子动力学模拟方法，研究了肺表面活性剂修饰的纳米颗
粒与细胞膜之间的相互作用。该项研究合作者包括中科院生
态环境研究中心的刘思金等。相关结果发表在《应用材料与界
面》上。相关工作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科院前沿科学
重点研究项目和中科院 B 类先导项目的支持。

研究表明，肺表面活性剂磷脂和蛋白质分子将改变纳
米颗粒的物化特性，影响纳米颗粒与细胞膜的相互作用。胡
国庆表示，颗粒所吸附的磷脂分子可作为被细胞识别的配
体，通过受体介导控制颗粒的内吞。在内吞过程中，磷脂会
发生明显的形变，使其提供的配体与细胞膜受体更紧密地
结合，从而促进内吞完成。所吸附的磷脂分子密度会改变颗
粒表面的亲疏水性及配体密度，从而以非特异性和特异性
两种作用对纳米颗粒的摄入产生影响。

“具有疏水特性的表面活性剂蛋白分子通过与细胞膜磷
脂的非特异性黏附作用，能够加速细胞膜对纳米颗粒的内吞，
但细胞膜的内吞行为主要由肺表面活性剂中占多数成分的磷
脂分子所决定。该工作对于评估吸入纳米颗粒的毒性以及设
计呼吸给药载体具有重要意义。”胡国庆表示。 （高雅丽）

力学所隗
揭示肺表面活性剂修饰纳米
颗粒与细胞膜的相互作用

当前建成的中国盐湖资源与环境科学
数据库共包含 6 个专题子库，即盐湖基础
信息数据库、盐湖资源数据库、盐湖环境数
据库、盐湖资源开发状况数据库、盐湖影像
数据库和盐湖多媒体数据库。

数据库的建成填补了我国盐湖资源及
环境数据信息化的空白，主要针对盐湖研
究相关的科研院所、高校、地方政府及盐湖
资源开发企业用户服务，旨在为盐湖科学
的发展和促进当地经济提供最新、准确的
盐湖资源环境数据。

陈亮说：“该数据库会对所有用户开放
共享，用户可对库中的所有数据进行多种

方式的浏览查看与检索，系统根据用户访
问级别和数据用途对部分数据提供下载功
能。”

与此同时，系统实现了所有子库及属
性数据库与空间数据库的互链接，并可根
据用户需求任意叠加要素图层和组合数据
项，输出各类专题图件和图表。

陈亮表示，目前课题组正在进行盐湖
动态监测研究的相关工作。“我们主要监测
的指标有晶间卤水水位、矿化度、温度等，
今后还将力争对卤水理化性质变化也进行
动态监测，这些今后都将作为新数据源加
入到数据库当中去。”

对所有用户开放共享数据资源

棉田“巡诊”

完善盐湖基础数据

王建萍说：“由于时间跨度大、以往技术手
段简陋，调查的盐湖基础数据缺乏系统性、全
面性、可靠性和准确性。有的盐湖基础数据还
存在一定的误差和疏漏。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
气候变化和人类资源开发活动的影响，中国盐

湖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亟须展开新一轮的调
查，实现数据更新，掌握盐湖的动态变化。”

由于资料缺少甚至空白的盐湖大部分集中
在可可西里、羌塘、阿尔金山和罗布泊四大无人
区内，难以到达，所以，除了野外科考，科研团队

近日，中科院青海盐湖研究所
（以下简称盐湖所）建成的中国盐湖
资源与环境科学数据库正式通过验
收，标志着我国数据量最大的盐湖
资源与环境科学基础数据共享系统
正式建成。

当记者打开数据库的网站，盐
湖百科、盐湖地图、视频图片等资料
一应俱全，这背后凝聚了盐湖所科
研人员为期 6年的努力。

“1965 年，盐湖所建所后第一
个使命就是盐湖调查，摸清盐湖资
源家底。”盐湖所研究员王建萍对
《中国科学报》记者说。作为国内唯
一一个专门研究盐湖的科研机构，
近五十年来，盐湖所积累了大量盐
湖科学领域的数据，“但都分散在科
研人员各自的电脑里。”过去老的盐
湖基础数据没有管理和共享平台，
这不仅限制了盐湖资源与环境的综
合集成研究，也难以对盐湖资源的
合理开发与利用起到科学数据支撑
作用。

王建萍说：“将老的数据进行梳
理、校正、建立关联、系统整理，加上
本轮的一手调查数据和遥感数据，
同时结合数据挖掘，就构成了数据
库的主要数据源。一两个月内，中国
盐湖资源与环境信息数据库就能正
式上线运行。”

新疆生地所隗

也根据陆地资源卫星的周期和盐湖湖表卤
水变化规律，选取了 1977 年、1992 年、
2002 年、2013 年盐湖丰水期 7 月至 9 月的
遥感影像，对盐湖数据进行遥感分析和信
息提取。

在遥感技术的加持下，团队为中国盐
湖变化及原因下了一个结论：青藏高原高
海拔区域的羌塘高原、可可西里、阿尔金山
等地区盐湖变化总体与同期气候趋势一
致，湖水淡化程度主要受控于气候变化影
响；蒙新高原、柴达木盆地等西北干旱区域
盐湖变化相对复杂，与气候变化趋势不一
致，在一定气候背景下，更多受控于流域内
工农业生产活动。同时这些地方降雨年际
变化较大，加之盐湖水深一般很浅，因此任
何两年水域面积的变化很难代表盐湖变化
的大趋势。

陈亮告诉记者，收集整理和补测各类
盐湖基础数据，尤其是盐湖的相化学数据，
在此基础上提出不同类型盐湖资源合理利
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对策和建议，是国家、
地方政府及盐湖化工业界的迫切需求。

在团队 6 年的工作中，他们共采集了
489 份湖表卤水、晶间卤水野外样品信息，
对卤水矿化度、密度、八大离子和微量元素
含量进行室内分析测试，“分析项次总计为
6148 次”。陈亮说。

在此基础上，团队还建立了主要类
型盐湖的水盐体系相图数据库———相图
是用来描述由水和盐组成的平衡体系中
相的存在关系的一种几何图形，水盐体
系相图数据库的 186 个附图内，包括了
二元、三元、四元、五元、六元水盐体系不
同温度相图。

现场

①在西藏盐湖做野外记录。
②在甘肃高台盐池进行野外采样及温度电导率 pH 值测量。
③队员们在新疆玛纳斯盐湖上使用背包钻钻探。
④在西藏民卓茶卡盐湖采水样。

棉田“巡诊”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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