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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辛）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朱亮亮课
题组利用单分子荧光延迟荧光双发射构建了三维比率型
荧光探针新方法。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自然—通讯》，并
申请了发明专利。

在化学和物理检测中，荧光信号可视化传感是重要
方法之一。除了在传统应用中识别目标物质，将荧光探针
应用到微环境中检测化学或生命科学过程中的环境行为
变化也在时下备受青睐。

大多数荧光探针通过单发射信号的响应变化来工
作。但在实际应用中，探针浓度或者流体性能的变化等因
素很容易引起错误信号的读取，如何克服这些干扰因素
成为探索和发展新荧光技术的一个很大的难题。

朱亮亮课题组提出了一种新方法，即在单个分子上实现
荧光（FL）—热活化延迟荧光（TADF）双发射行为来打造全
新的探针分析技术。TADF 作为一种无金属诱导的长寿命发
射促进了有机电子学的发展，被称作第三代 OLED 材料。

以感应环境极性变化为例，TADF 作为感应信号，其
发射波长和寿命都随环境极性变化而变化；FL 作为内标
参考信号，其波长和寿命均不随环境极性变化。研究人员
进一步建立了一种三维比率发光传感系统：环境极性

（X- 轴）、比率波长（Y- 轴）和比率寿命（Z- 轴）。
与传统的二维曲线应用相比，该三维分析系统的构

建大大减小了测量误差，提高了应用精确度。研究人员表
示，将该系统进一步应用在复合磷脂体系极性变化的精
准检测中，有望为膜病变的诊断提供新思路。

相关论文信息：

复旦大学

构建三维比率型
荧光探针新方法

朱有勇（右一）向种植户讲解三七种植技术。

2 月 18 日，高粱
育种专家、山西省农科
院研究员平俊爱在海
南三亚育种基地试验
田采集物种样本数据。

据了解，从每年的
10 月中旬至下一年的
3 月底，该院有 200 多
名科技人员远离家乡
与亲人，坚守在天涯海
角的育种岗位。近 40
年来，他们共选育出玉
米、高粱、谷子、瓜菜等
600 多个优良作物品
种，并将繁育的优良种
子播种在全国各地，为
山西乃至全国的农作
物品种更新换代和农
业增产增收作出了重
要贡献。

本报记者程春生
通讯员陈斌摄影报道

科技扶贫按下致富加速键
姻本报见习记者卜叶

扎根云南省澜沧县这个国家级贫困县 3
年，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有勇主导的“林下经
济”等产业逐渐上了轨道。

他也变得更忙了。近日，在与记者匆匆交
谈后，朱有勇便驱车赶往市里作报告，传授扶
贫经验。

院士成了致富领路人

在朱有勇到来前，澜沧县是出了名的贫
困县。“农业弱县”“工业小县”“老少边贫地区

（革命老区、少数民族自治县、边境地区、贫困
山区）”，一个个“穷”帽子摆在那儿，愁坏人。

2016 年，为了定点帮扶澜沧县，中国工
程院专门开了讨论会。会上，年龄最长的院士
90 多岁，60 多岁的朱有勇在其中算是“年轻
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不去谁去”。

实地考察完情况，朱有勇发现当地四季
如春、资源富集。“这里是最不该穷的地方
啊！”他不禁感慨。

带着疑问，朱有勇带领团队进行科研攻
关，为当地规划出马铃薯、三七、畜禽养殖等
产业。但问题来了，当地少数民族聚集，部分
民族尚处于原始社会状态，社会开化程度低，
推广先进技术成了难题。

以推广冬季马铃薯种植为例，过去当地
村民一年只种一次水稻，整个冬季田地都处
于闲置状态。朱有勇希望能把冬闲田利用起
来。村民不理解，觉得冬天不可能种田，种出
来也不知道卖给谁。面对这种情况，朱有勇选
择澜沧县竹塘乡蒿枝坝村作为试点，和大家
同吃同劳动，亲自示范种植马铃薯，并联系企
业收购马铃薯。

北京新发地马铃薯收购商老陈是慕名而

来者之一。“我收购马铃薯 20 多年了，这里的
马铃薯品质口感佳、上市时间早，全国再找不
出第二个。”老陈说，“我已经承包了 100 亩
地，把家安在这里，种马铃薯了。”

现在，冬季马铃薯种植面积逐年扩大，
2018 年澜沧全县示范种植冬季马铃薯已达
3300 亩，推广种植 6700 亩。种植马铃薯“一亩
地，一百天，一万元”的顺口溜逐渐在村民中
流行起来。

当好行业把关人

澜沧县竹塘乡的付美刚、付美朝兄弟俩
尝到了甜头。他们在 2017 年种植了 75 亩林
下三七，2018 年光三七花一项就收入 6 万元，
兄弟俩决定将种植面积扩大 100 亩。

除了动员当地农户，朱有勇的脱贫项目
也吸引了不少“外来的和尚”。他们有经验、有
资金，但想在朱有勇这里“唱响经”却没那么
容易。

林下有机三七产业无疑是颇受欢迎的。
三七是一种名贵中药材，为了改善以往三七
种植大量使用农药化肥导致质量、药效下降
的情况，朱有勇带领团队研发出利用当地思
茅松林种植三七的方法。

云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教授朱书生
告诉《中国科学报》，松树挥发、淋溶的有关化
学物质不仅能促进三七生长，诱导植株增强
对病虫害的抗性，还能抑制病原菌的生长，因
此整个三七生长周期里都不需要施化肥，更
不需要打农药。

尽管如此，看见三七生长不正常，还是
有一些沉不住气的管理者想要施肥、打农
药。“来这里前，我已经有 9 年种植三七的

经验了，前不久看见三七叶返黄，便想打药
施肥。”云南康艺三七种植技术有限公司董
事长唐双有说。

技术人员表示，三七叶返黄有时是正常现
象，即使是病害所致，也不能施肥打药，阻断隔
离即可。也因此，朱有勇及其团队为了确保当
地三七品质，立下了一条严格的规矩：一旦发
现施肥打药行为者，日后便不能种植三七。

除了严把三七种植管理关，朱有勇在遴
选企业和承包户方面也毫不放松。“目前当地
所有使用朱有勇三七种植技术的企业和农
户，其申报材料都经过朱有勇把关，并且需要
签保证书，保证严格遵守有机的种植方式，保
证将种植三七利润的 15%分红给当地农户。”
澜沧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李琼珍说。

目前，澜沧县林下有机三七已达到 5000
多亩，成为带动澜沧山区群众增收致富最具
潜力的产业。

发展农村职业教育

扶贫产业加快了当地居民脱贫的步
伐，澜沧县的贫困发生率已由 2016 年末的
31.05%下降到 2018 年末的 19.84%。不过，朱
有勇未敢松懈，便又起征途。

据了解，澜沧县的贫困具有特殊性。该地
多民族聚居，世居少数民族 8 个，不少民族还
停留在原始社会的生活状态，人畜共居一室。
同时，全县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 6.3 年，语言
问题也导致少数民族不喜外出务工。

“我们到少数民族村子里跟老乡交流，需
要带翻译人员，村里懂汉语的人不多，当地的
贫困是‘素质性’贫困。”朱有勇说。

为提高人口素质，解决当地教育问题，早

在 2017 年，朱有勇就整合云南农业大学教师和
澜沧职业教育中学（以下简称澜沧职中）资源，
开展科技扶贫培训班，包括 1 个三年制的“院士
专家指导班”和 4 个短期的“院士指导培训班”。

“指导班”以招收当地青少年为主，教授现代农
艺；“培训班”教授当地农户种植马铃薯等蔬菜
和中草药、三七等林下经济作物以及畜禽养殖
的技术和管理办法等。目前，招生人数已由
2017 年的 240 人扩增到 2018 年的 600 人。

澜沧职中校长金秀梅表示，职高为读不了
普高的学生提供了学习一门技术的机会。近年
来到职中就读的孩子很多，甚至超过了学校的
承载量，为此，学校不得不临时搭建两间简易房
供学生住。

在朱有勇的倡议下，澜沧职中新校区规
划已提上日程。过去，这个国家重点扶贫县，
这个“最不应该穷”的地方，如今变成了让朱
有勇最“舍不得”的地方。

发现·进展

近日，西藏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以下简称珠峰保护区）禁止游客进入保
护区核心区引发热议，还造成了珠峰“永久
封山”的错误说法。

为此，记者就保护区内旅游、登山、科考
等活动的相关规定，咨询了西藏自治区相关
部门。

保护区与景区有区别

珠峰保护区管理局向记者提供的保护
区范围示意图显示，保护区范围涉及西藏日
喀则市定日、定结、聂拉木和吉隆四县，总面
积约 3.38 万平方公里，有近 10 万人长期生
活在该区域内。

保护区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三
种功能分区。其中，珠峰所在区域位于南部
边缘，被称作“珠穆朗玛核心区”，面积约
3000 平方公里。除珠峰外，世界第四高峰洛
子峰、第五高峰马卡鲁峰和第六高峰卓奥友
峰均在此区域内。

关于核心区，《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
护区条例》（以下简称《自然保护区条例》）有
如下表述：核心区“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
入；除依照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经批准
外，也不允许进入从事科学研究活动”。

而珠峰景区只是珠峰保护区内的一小
部分区域，入口位于定日县城西南方向约
20 公里处，范围与保护区实验区高度重合。
据定日县珠峰管理分局提供的消息，在
2018 年的保护区功能分区调整中，从景区
入口到绒布寺的道路及两侧 100 米内的范

围均被划入实验区，2019 年调整后的游客
大本营也位于绒布寺一带的实验区内。根据

《自然保护区条例》，实验区内可开展科学试
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旅游等活动。

因此，珠峰保护区与景区有区别。证件
齐全的游客全年均可进入景区，但不可进入
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并应遵守保护区其
他规定。

登山与游客营地有区别

多名负责人向记者解释，珠峰保护区内
事实上存在两个大本营：一个是供登山者宿
营的登山大本营，一个是为游客提供食宿的
游客大本营，或称“帐篷营地”。二者均为季
节性营地，不存在永久性建筑。

针对“游客再也不能去珠峰大本营”的
说法，西藏自治区体育局局长尼玛次仁解释
说：“游客从来都不能擅自前往珠峰登山大
本营。登山团队进驻该营地须持有西藏体育
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登山许可证。”

1960 年，中国人首登珠峰。从那时起，
凡珠峰攀登开放年份都会设立登山大本营。
现在，登山大本营位于绒布寺以南直线距离
约 6 公里处，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海拔 5200
米的珠峰大本营”。

2019 年西藏一侧春季珠峰攀登将照常
进行，登山大本营位置也不会变化。

而此次进行位置调整的是游客大本营。
游客大本营是由当地群众搭建的几十顶帐
篷所组成的食宿区，一般 4 月扎营，10 月撤
营，比登山大本营距珠峰更远，也是游客在

景区内可到达的距离珠峰最近的位置。
2019 年，游客大本营位置将后撤至海

拔 5000 米左右的绒布寺一带；同时移动的
还有标注珠峰海拔的石碑。这是依照《自然
保护区条例》所进行的调整。

因此，两个营地有区别，游客与登山客
要分开。新的游客大本营区域仍可清晰看到
山体和顶峰，不会影响观赏珠峰。

登山和科考须依法合规

符合规定的登山、科考等活动仍可在珠
峰保护区内开展。依据《自然保护区条例》，
进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应经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行
政主管部门批准。

珠峰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格桑表示，
2019 年珠峰登山活动已获西藏自治区林业
厅批准。

根据 2006 年颁布实施的《西藏自治区
登山条例》，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海拔 5500
米以上相对独立的山峰进行攀登、攀岩、滑
雪、滑翔等探险活动，以及附带在山峰区域
内进行的科考、测绘活动，相关团队应在开
展活动前 30 日向自治区人民政府体育行政
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相关部门在收到登山申
请后，应在 20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
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者。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体育行政主管部
门在登山团队审批过程中应对登山团队组
成、登山计划和安全措施、登山人员的身体
素质和技能等方面进行审核。

本报讯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集成所唐永炳
团队研发出一种能在室温下工作的新型高效钙离子混合
储能器件。该器件获得了钙离子储能体系的最佳性能。相
关成果日前在线发表于《先进能源材料》。

钙储量丰富，是锂的 2500 倍，能提供二电子反应且
拥有优异的动力学性能，因此钙离子储能器件有望成为
新一代高效低成本储能技术。然而，由于缺乏合适的电极
材料与电解液的组合，导致难以构建完整的储能器件，从
而严重阻碍了钙离子储能技术的发展。

在多离子工作器件中，基于非法拉第反应的超级电容
器具有长寿命、高倍率等优点，但其工作电压及容量较低；
而基于法拉第反应的双离子电池虽然具有高电压、高容量，
但由于阴离子对正极结构的破坏，使得循环性能与倍率性
能较差。

为解决上述问题，唐永炳等人研发出新型钙离子混
合储能器件。该器件采用电容型材料活性炭作为正极，电
池型材料锡箔作为负极，Ca（PF6）2 作为工作电解质。当电
池充电时，PF6

- 与活性炭发生吸附反应，Ca2+ 与锡箔发生
合金化反应，放电过程则相反。

该钙离子储能器件有效利用了超级电容器与双离子
电池的各自特点，从而获得了高电压、大容量和高倍率性
能，并且在室温下展现出优异的循环稳定性。 （柯讯）

相关论文信息：

中科院深圳先进院

研制出新型高效
钙离子混合储能器件

游客从来不能擅自前往珠峰登山大本营
———官方详解珠峰保护区规定
姻新华社记者王沁鸥

中英政策对话研讨会
聚焦储能技术发展

本报讯 由中国科学院与英国皇家学会联
合主办，中科院大连化物所承办的“第二届中
英政策对话研讨会———储能技术”日前在大
连召开。

中科院副院长张涛代表中科院对研讨会
的召开表示祝贺。他说，2016 年中科院院长白
春礼与英国皇家学会主席 Ramakrishnan 共同
决定启动中英政策对话；通过第一届中英基因
技术政策对话，双方在数据共享、基因编辑、基
因组学、合成生物学等领域达成共识。他坚信，
此次研讨会将加强中英双方的紧密合作，联合
解决大规模储能问题，加速储能技术的应用。

本次以储能技术为主题的论坛是中英第二
场政策对话。为应对全球和中英两国面临的共同
挑战，双方共选取了基因技术、储能技术、人工智
能 3 个领域开展系列政策研讨。（刘万生张哲）

广东省科协与工商联
共同助力民企创新发展

本报讯 广东省科协与广东省工商联日前
在广州签订 《助力民企创新发展合作备忘
录》，助推广东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该备忘录明确，双方将在 9 个方面开展
深入合作：一是建立常态化联络机制，务实推
进各项共商共建工作落地见效；二是开展助
力民营企业科技创新和转型升级等方面的联
合调研；三是联合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
动；四是推动有条件的民营企业设立企业科
协组织；五是帮助民营企业设立院士专家（企
业）工作站；六是推动有条件的民营企业设立广
东省海智工作站；七是探索联合开展民营企业
科技评价和人才评价等工作；八是推动学会在
民营企业成立科技服务站；九是推动民营企业
与相关学会成立学会企业联合体。 （朱汉斌）

院士专家齐聚雄安“论健”

本报讯 近日，由河北大学主办、河北大
学附属医院承办的首届“雄安院士论健”暨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峰会在雄安新区举行。中
国工程院院士、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王陇
德，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
研究所研究员陈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河
北大学校长康乐及 30 多位医卫健康领域院
士专家出席会议。

此次论坛围绕“汇聚高端智力建设健康雄
安”的主题，从国家战略、大数据、精准医疗、慢病
防控、医药创新等角度，探讨、交流健康中国、健
康城市以及健康雄安的建设等一系列问题。

会上还启动了“健康医学教育资源库”，标
志着雄安有了由院士领衔的高端学术交流、健
康医学教育平台。 （高长安张永刚）

港中大（深圳）首届本科毕业生
就业质量报告发布

本报讯 近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正式
发布《2018 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首届本科
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记者获悉，该校 2018
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率达到 98.51%。

据介绍，港中大（深圳）2018 届本科毕业生
共 268 人，其中升学深造 176 人，占比 65.67%，
63.64%的升学毕业生攻读 QS 世界大学排名前
50 位高校的硕士 /博士学位。（朱汉斌马明霞）

简讯

卡洛董氏扇桨龙化石

本报讯（记者冯丽妃）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在
对我国湖北南漳—远安动物群的研究中，首次发现了与
现生鸭嘴兽具有相似捕食方式的海生爬行动物化石。这
一发现对于研究现代海洋生态系统形成过程具有重要意
义。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科学报告》。

据介绍，此次发现的远古生物化石有两个，都是生活
在早三叠世的卡洛董氏扇桨龙，距今约 2.48 亿年。它们的
头部与现在看到的鸭嘴兽极为相似。这是首次在爬行动
物中发现鸭嘴兽式捕食方式，不仅将盲感应捕食方式的
出现提前至早三叠世（2.48 亿年前），还为生物与环境协
同演化提供了典型例证。

在距今约 2.5 亿年的二叠纪末期，发生了地球生命史上
最大的灭绝事件，约 90%的物种遭到毁灭性打击，其中 96%
的海洋生物和 70%的陆地脊椎动物灭绝。传统观点认为，直
到中三叠世（约 2.42 亿年前），海洋生态系统才完全恢复。南
漳—远安动物群化石分布在湖北省南漳县和远安县两县交
界地区，为全球最早的海生爬行动物群落之一。

在此之前，湖北鳄、鱼龙和始鳍龙等多种海生爬行动
物化石相继在该地区被发现。这一全球最早的海生爬行
动物群落的面貌，在古生物专家的努力下逐步展现在世
人面前。

相关论文信息：

中国地质调查局

发现2.48亿年前
头部似鸭嘴兽龙化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