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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华龙一号”全球首堆
堆外核测探测器成功研制

本报讯 近日，“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示范工程
福清核电 5 号机组堆外核测探测器通过验收，标
志着我国实现了三代核电堆外核测探测器的技术
突破，打破了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堆外核测产品
的国外技术垄断。

据了解，堆外核测探测器安装在反应堆压力
容器外，用来监测反应堆中子注量率，能够提供反
应堆从启动到满功率运行期间的功率水平和功率
变化信息，其安全功能是向反应堆保护系统提供
中子注量率信号，在高中子注量率和高变化率的
情况下，触发反应堆紧急停堆，并将中子注量率和
中子变化率信息送往相关核测仪表及主控制室显
示、指示、记录，为操纵员提供装 / 卸料、停堆、启
堆、功率运行期间反应堆状态信息等。该设备由中
核集团中核控制自主研制。 （陆琦）

达芬奇机器人中国泌尿外科手术
示范中心在穗挂牌

本报讯 近日，达芬奇手术机器人中国泌尿外
科临床手术教学示范中心在广东中山大学肿瘤
防治中心挂牌成立。据悉，该中心达芬奇手术机
器人泌尿手术已经突破 1000 例。

该中心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装机成功开展第
一例机器人微创手术治疗实体恶性肿瘤以来，截
至 2019 年 2 月已成功为 1695 例恶性肿瘤病人实
施了微创外科治疗。其中泌尿外科用该系统于 3
月 1 日成功为第 1000 例泌尿男生殖系肿瘤患者
实施了微创外科治疗。 （朱汉斌余广彪）

山西举办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终评展示活动

本报讯 以“创新·体验·成长”为主题的第 34
届山西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终评展示活动，日
前在山西省科技馆举行。

据了解，山西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是一项
面向全省中小学生和科技辅导员开展的综合性科
技创新成果展示与交流活动。此次活动由山西省
科协等单位主办，参赛的 1276 项作品，全部来源
于日常生活实践，涉及物理学、化学、环境、地球
与空间、计算机等学科。 （程春生李燕）

山东一城市交通智能化项目获好评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青岛市科技局获悉，由
海信网络科技承担的“基于大数据的城市交通智
能化管控与服务系统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山
东省重点研发计划通过专家综合绩效评价。

据介绍，该项目成功突破城市智能交通管控
与服务的多项核心关键技术，研制出城市智能交
通管控与服务平台系统，实现了相关技术和产品
的产业化推广。 （廖洋张兴建）

航天员景海鹏等人
到山西大同矿区作报告

本报讯 记者从山西大同煤矿集团获悉，该集
团晋华宫矿日前举办了“改革创新奋发有为”大讨
论先进典型报告会，邀请特级航天员景海鹏等人
作专题报告。举办这次报告会，旨在为矿井的改
革转型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报告会上，深圳市政府党组成员、前海深港合
作区管理局局长杜鹏，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
研究院党委书记杨建华，太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高祥明分别作了有关改革创新的专题报告。

（程春生邰丰）

中国科学院院士费维扬：

退役锂电池回收技术亟待提高
姻本报记者张楠

视点

图为 3月 16日在湖南省大鲵救护中心拍摄的在野外获救的一尾娃娃鱼。
近日，湖南省水产科学研究所参与绘制的全国野生大鲵遗传分支地理分布格局图显示，

张家界为我国多个野生大鲵遗传分支的交汇点，拥有 3 个大鲵遗传分支。
据了解，2010 年至 2016 年，研究团队奔赴全国 17 个省份的大鲵原产地进行调查采样，

采集到 15个省份、33个地点共 320尾野生大鲵的遗传样本，采样范围基本覆盖了全国野生
大鲵自然分布区域。研究团队通过测定大鲵线粒体基因与核基因序列，分析遗传多样性与遗
传结构，发现了全国野生大鲵明显存在 7个大的遗传分支。 新华社记者明星摄

科普创作的产业环境还欠友好
———科学家再议《流浪地球》
姻本报记者李晨阳

近日，多年“围绕科学文化说事”的中
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黄力面对记者聊
起了《流浪地球》。刚刚过去的猪年春节，这
部电影为无数中国观众打开了一扇壮丽的
科幻大门。一时间，人们纷纷放下“宫斗”

“盗墓”和“穿越”，开始热烈地讨论“宇宙”
和“科技”。甚至有网友将 2019 年称为“中
国科幻电影元年”。

“这是中国科普科幻领域一个里程碑
式的事件。它的影响力，对热心科普的普通
科技工作者来说，有很大帮助。”黄力饶有
兴致地说。

“大片”启迪科研创意

黄力坦言，他经常看一些“大片”。
有次他看完一部美国大片，第二天突然

萌生出一个念头：每种微生物在特定条件下
都有一定的“代时”，也就是分裂一代所需的
时间。如果人为改变物种的代时，有望产生巨
大的应用潜力。比如缩短微生物的代时来提
高发酵效率等。后来，这个想法还真用在了中
科院微生物所的一个国际合作项目中，这个
项目就叫作“微生物代时计划”。

黄力的故事引起了其他科学家的共
鸣。一位国防科技领域的科学家也表示，他
们从大片里获得了许多灵感，有时候主人
公身上的一个小佩件，都成了启迪科研创

意的“钥匙”。
“其实传统科普工作的影响面是很窄的，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由影视、小说、大众传
媒甚至网络游戏等组成的广阔‘土壤’。在这
样的‘土壤’上，孩子会认为爱科学是一种时
尚、一种潮流，从而在真正的乐趣中激发出无
穷好奇心和想象力。”黄力说。

他认为，当今中国其实并不缺少科普和
科幻作品的素材。他的一个同事为了研究深
海微生物，随着“蛟龙”号下潜到海底热液口，
看到了一个极富视觉冲击力的奇妙世界。

“我们的很多科研成果，其实就是科普科
幻的丰富素材，怎么把它们用起来、用得好，
是个值得挖掘的问题。”黄力说。

我们缺少的并非技术

在《流浪地球》震撼人心的视觉效果背
后，是技术上已经非常成熟的现代电影工业。
不少观众惊呼：“原来我们也能拍出这么宏
伟、这么逼真的画面。”

太空和恐龙，是世界科幻电影的两大主
题。如今“太空—中国队”率先拿下一分，“恐
龙—中国队”零的突破是否还远呢？

“其实早在几年前，就有多家公司声称要
拍中国自己的恐龙电影，来找我做科学顾问，
但目前都没有下文了。”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徐星告诉 《中国科学

报》，“我看过他们的样片，至少有一家的技术
很不错，恐龙的动态效果很流畅。”

作为国内著名的恐龙专家，徐星身边聚
集着不少恐龙“发烧友”，也见证过很多科普
梦想的燃烧和幻灭。在他 2015 年发表的一篇

“发现奇翼龙”的论文里，一家名为“恐龙星
际”的文化产业公司免费制作了奇翼龙的复
原图和小视频。这家公司曾推出过一批 AR
恐龙科普产品，开办过恐龙星际 VR 体验馆，
也有过拍摄电影和动画片的计划。

他们的 AR 产品一度颇受欢迎：在纸质
恐龙图册或卡片上，用电子产品一扫描，就能
看到“恐龙”活生生地站了起来，奔跑跳跃、摇
头摆尾，360 度纤毫毕现。“虽然这些技术并
非首创，但至少在我看来，效果跟国外同类产
品相比并不逊色。”徐星说。

然而，如今在“天眼查”上搜索这家公司
时，显示的信息却是“已注销”。

“我们的技术不一定弱，但面对的市场
却很小。此外，由于科普本身具有公益属
性，担负着提升国民素质的使命，不可能做
成纯粹商业的东西。”徐星说，“很多有志于
走科普科幻路线的本土企业，都面临着很
大的商业风险。”

文化环境的力量不容忽视

从《流浪地球》一波三折甚至险些夭折的

拍摄历程不难看出，一方面，群众的确对优秀
的科普科幻作品有着热切期待；但另一方面，
科普科幻作品生产者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友
好的产业环境。

“何况，很多观众喜欢《流浪地球》，也不
一定是因为里面的科技元素，而是混合了许
多复杂的心理因素。这部电影的成功能否让
更多人持续关注科学，甚至走进科研领域，还
有待时间的检验。”徐星说。

上世纪 90 年代，《侏罗纪公园》系列电
影的大热，为全球的古生物学研究开启了一
个黄金时代。这些电影点燃了很多人的“古
生物学家”梦，吸引了大批人才进入这个领
域，同时也为科学家赢得了企业家真金白银
的资助。

中国的科幻电影事业能否复刻这一传
奇？黄力表示文化环境至关重要，一个良性的
科学文化环境，有助于产出更多、更好的科普
科幻作品，也有助于这些作品发挥出最大的
公益价值。

转眼间，徐星从事科普工作也有 20 多年
了。尽管他明显感到国内对科普感兴趣的人
群已经大大增加，但也知道在中国广大的人
口基数里，这个比例还是小得可怜。

“我们的基础太薄弱了。即便是感兴趣的
人群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对科学有着很深的
误解。在中国，公民科学素质的提高仍是一条
漫漫长路。”他说。

发现·进展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通讯员杨柳青）华南师范大学心
理学院陈骐教授课题组使用神经电生理以及功能磁共振
技术，首次发现了大脑使用其内在的活动状态（alpha 振
荡）解决视知觉模糊性的证据。相关研究近日发表在《公
共科学图书馆—生物学》。

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主观感知不仅受到感官输入的
影响，还时刻受到大脑内在状态的调节。尤其是在面对
模糊的感官输入时，大脑会使用其内在的动态活动，使
得知觉偏向预期的感知，以解决知觉的模糊性。但是，
这样的过程到底是如何在大脑中实现的，仍缺乏直接
的神经证据。

陈骐课题组使用神经电生理以及功能磁共振技
术，结合双稳态知觉组织范式，观察到视觉系统中最主
要的神经振荡 alpha 频段，为知觉组织加工提供了时间
窗口：在模糊的动态视觉场景中，当大脑的 alpha 振荡
较慢，相继呈现的两帧刺激会落在同一个 alpha 周期
内，它们会在时间上整合在一起，从而产生一种感知；
当 alpha 振荡较快，两帧会落在不同的周期中，它们会
在空间上整合在一起，从而产生另一种感知。而且，大
脑能够利用这种内在 alpha 振荡的实时速度，积极预测
最可能的感知，在真实刺激呈现之前，就提前激活预期
感知的神经表征。

研究人员表示，该研究首次揭示了大脑利用其内在
的神经振荡状态解决知觉模糊性的神经机制。

相关论文信息：

华南师范大学

揭示大脑解决知觉
模糊性的神经机制

本报讯（记者徐海 通讯员刘宇鹏）中国科学院南海
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唐丹玲团队系统开展了中国南海 U
形海疆国界线的科学研究，最新研究成果近日在《海洋学
报》发表。

研究首次以整体的南海 U 形海疆线作为对象系统
研究其自然属性，展现了南海 U 形海疆线的水深分布特
征和生态因子分布特征，提出根据海底地形特征将南海
U 形海疆线划分为 5 个区间的“五区间分法”。

在此基础上，该团队与海岸与海岛开发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等合作，利用卫星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和现场数
据，系统研究整个南海 U 形海疆线的分区方法和生态要
素，首次整体展现了南海 U 形海疆线的水深分布特征；
根据海底地形的平缓、波峰、波谷、递增 4 大特征，提出将
南海 U 形线分为东北、西北、东、西和南区 5 个区间的

“五区间分法”；阐述了 5 个分区的海洋环境的分布特征，
分析了各海洋要素的季节变化特征；通过统计近 70 年的
台风数据，得出东北区的生态环境受台风“风泵效应”影
响最大。

以上成果为系统开展南海 U 形海疆线的科学研究
奠定了重要基础，具有开创性和重要实践意义。

相关论文信息：

中科院南海所

开拓南海U形海疆线
生态环境研究

“锂电池是新能源车的核心部件，退
役电池回收本应是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
中的重要一环，目前在我国却做得比较粗
放，如果不推进动力锂电池先进回收技术
研发，会严重制约电池产业乃至新能源汽
车产业的发展。”

近日，在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中
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主办的动力锂电池回
收决策咨询沙龙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清
华大学教授费维扬分享了他关于加强动
力锂电池先进回收技术研发的几点思考。

稀缺资源必须倍加珍惜

费维扬指出，锂产品被广泛用于如核
工业、电池、玻璃陶瓷和航天航空等行业。
近年来，电动汽车对动力电池的需求量已
超过玻璃陶瓷等传统领域，成为主要增长
点。我国锂资源虽然很丰富，但也有局限
性。例如青海盐湖锂资源总量很大，但是
卤水中锂的浓度很低，镁锂比极高，因此
从盐湖卤水提锂难度很大。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在膜法、吸附法、
煅烧浸取法、萃取法等盐湖卤水提锂技术
上取得了进展，一些企业利用这些技术每
年生产几千吨的锂制品，但是工艺设备有
待改进，产品质量有待提高，环境保护亟

待加强。目前国内使用的电池级锂制品，
还严重依赖进口资源。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产生的
退役锂电池数量将很快达到每年数万吨
甚至数十万吨的量级。“只生产不回收，不
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规律，并会进一步对自
然环境产生威胁。”费维扬指出，在锂电池
的正极材料中含有锂、镍、钴等贵金属。这
些稀缺资源必须倍加珍惜，循环利用。

绿色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锂电池结构比较复杂，包含外壳、隔
膜、正极、负极、铜集流体、石墨、铝集流体
等。目前业界普遍看好的锂电池处理工艺
为湿法工艺，须先使用机械方法破除电池
外壳，然后采用浸取工艺将有价金属元素
溶解，再采用沉淀、萃取等方法回收金属。

费维扬表示：“湿法工艺元素回收率
高，操作条件相对温和，但也必须使用大
量化学试剂，其中必须做好环保处理。”

然而，国内目前基本都是小企业甚至
手工作坊进行锂电池回收，技术手段简单
原始，资源有效回收率很低，更对环境造
成了严重伤害。“电池回收利用做得还比
较粗放。”费维扬毫不讳言。

对于锂电池回收技术未来的发展趋

势，费维扬建议，首先要做到自动化、安
全、高效拆解，并实现有价金属高效回收。
更重要的是，应控制回收过程的二次污
染、避免对环境和健康的威胁。

巧妙结合推进协同发展

“真正做好退役电池回收，需要机械
制造、冶金、化学、化工等多学科交叉的
研究，需要工艺、设备、控制、管理等多方
面的配合，应由大型电池厂牵头，开展
产、学、研、政、金协同创新，针对不同类
型电池研发相应的先进拆解、浸出和提
取工艺，建立科学的回收系统。”费维扬
建议。

“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实际经济收益不
会源自那些炫目的想法，而是源自正在趋
于成熟的新兴技术与存在了数十年的传
统技术的巧妙结合。”费维扬指出，“退役
电池回收看来是一种低端的传统技术，但
行业发展和环境保护迫切需要我们采用
先进成熟的机械制造、湿法冶金和化学工
程新兴技术，提升现有的电池回收工艺、
设备。”

“先进技术和基础工业的巧妙结合将
能推动电池回收产业和新能源汽车的协
同发展。”费维扬说。

本报讯（见习记者韩扬眉）直接甲醇燃料电池被认为
是最有前途的清洁高效能源电池之一，其中，质子交换膜
是影响直接甲醇燃料电池能量效率、功率密度等的核心
部件。近日，香港科技大学教授赵天寿课题组发现新型二
维碳纳米材料石墨炔是较为理想的质子交换膜材料，具
备高选择性和高导电性，能有效阻隔甲醇燃料的渗透。相
关成果发表于《自然—通讯》上。

传统燃料电池通常以氢气为燃料，但氢气难以储存
和运输。直接甲醇燃料电池以甲醇为燃料，无须重整或转
化，可直接在电极上反应转变成电能，能量密度高、安全
高效且易储存，已成为近年来国际上研究和开发的热点。
质子交换膜是直接甲醇燃料电池的“心脏”，其作用是阻
隔阴阳两极，传导质子。

“质子交换膜的性能是现在面临的一个‘卡脖子’
问题。”赵天寿告诉《中国科学报》，目前燃料电池用的
质子交换膜主要是美国杜邦公司生产的 Nafion 膜。但
其最大问题是甲醇渗透率高。位于阳极的甲醇会通过
质子交换膜向阴极渗透，这一方面造成了甲醇燃料的
浪费，降低了能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甲醇渗透到阴极
后发生负反应，导致催化剂中毒，大大降低电池性能，
缩短电池寿命。

此次，研究人员全面探究了二维碳纳米材料石墨
炔作为质子交换膜材料的可行性，及其质子传导率和
阻醇率。

研究人员通过原子尺度的模拟，对石墨炔界面处的
质子及甲醇分子的穿透行为进行分析，得到质子传导率
和甲醇渗透率。结果发现当石墨炔孔径大于 1.2 纳米时，
石墨炔和水形成的是一个水相—真空相交错的界面，其
中水相可以使得质子快速传导，而真空相可以有效地阻
挡甲醇分子的穿透。

这一发现为零渗透质子选择膜的设计提供了新可能
性。“除了石墨炔外，未来我们还将继续探究是否还存在
其他同时具备高质子传导性和高选择性的质子交换膜材
料，同时开展工业应用可行性研究，以期解决实际生产中
的问题。”赵天寿说。

相关论文信息：

香港科技大学

石墨炔膜材料可实现
甲醇零渗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