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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lson推出全新质谱VERITY1910
扩大检测质量范围

本报讯 国 际 著 名 仪 器 公 司
Gilson 近日宣布推出全新 VERITY
1910 质谱检测器，在现有的 VERITY
1900 质谱检测器基础上提供多种增
强，包括将检测的质量范围扩大到
50-1400 m/z。这一更广泛的质量范
围解决了许多制药和生物技术科学
家对多肽和小蛋白进行制备色谱纯
化的检测需求。

增强的 VERITY 1910 质谱检测
器允许用户基于目标质量收集样本，
通过减少需要进一步处理和分析的
碎片总数，节省了时间。该探测器能
够同时收集完整的扫描信号和多达
四个选定的 SIM 通道。

VERITY 1910 质谱检测器依靠

基于芯片的技术，通过减少维护（例
如更换泵油）来降低成本。与传统的
单四极杆质谱仪相比，VERITY 1910
质谱检测器可提供非常安静的操作，
并且产生的热量显著减少。这些优点
再加上占地面积小的特点，使 VERI-
TY 1910 质谱检测器可以适用于各种
实验室环境。

除了扩大了质量范围，VERITY
1910 质谱检测器还具有一个可减少
维护停机时间的离轴真空芯片法兰，
并采用了一种新的全金属真空芯片
设计，延长了其使用寿命。该检测器
使用更少的溶剂、氮气和电力，降低
了运营成本，并为质量检测提供了更
环保的解决方案。 （赵晋）

北京 2019 激光共焦及超高分辨显微学
学术研讨会召开

本报讯 3 月 19 日，北京 2019 年
度激光共焦及超高分辨显微学学术
研讨会召开。会议由北京理化分析测
试技术学会和北京市电镜学会共同
举办，旨在推动北京市及周边省市激
光共焦超高分辨显微学的进步和发
展，提高广大相关工作者的学术及技
术水平，促进上述学科在生命科学等
领域中的应用。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
究员李栋作了题为“掠入射结构光超
分辨显微镜（GL-SIM）揭示细胞器、
细胞骨架动态相互作用”的报告。掠
入 射 结 构 光 超 分 辨 显 微 镜

（GL-SIM） 技术由李栋团队与美国
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合作完成。
该技术能够以 97 纳米分辨率、每秒

266 帧对细胞基底膜附近的动态事
件连续成像数千幅，并利用多色
GI-SIM 技术揭示了细胞器—细胞
器、细胞器—细胞骨架之间的多种
新型相互作用，深化了对这些结构
复杂行为的理解。据悉，2019 年 2 月
底，该 GL-SIM 技术成功入选科技
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公布的 2018
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论坛还邀请其他多位光学高分辨
显微学领域的专家与仪器商技术人员
共同研讨相关话题。 （赵晋）

科研仪器主要考量精确度，即测试结果“准不准”的问题，
而工业化应用并不一定要求特别高的准确度，而是更偏向对于
稳定性的要求。气溶胶消光光谱仪的研发是“两条腿走路”，只
是要卖给企业的话，稳定性等方面的努力还得继续。

智造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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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卫星是卫星总体单位，我负责
卫星总装工作，已经干了十年。科学领
域的工匠精神是什么样？其实我也说不
太好，我只是负责干活的。”面对《中国
科学报》的采访，许国平以谦虚朴实的
语言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定位。

对差错“零容忍”

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上海
微小卫星工程中心）是我国微小卫星及
相关技术领域的总体单位之一，成立 15
年成功发射 43 颗卫星，被称为“小卫星
的摇篮”，这里是许国平“干活”的地方。

被他简单称为“干活”的事情事实
上一点都不简单。作为奋战在卫星总装
第一线的技术工程师，从 2004 年进入
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上海微小
卫星工程中心）至今，许国平“经手”总装
的卫星从创新系列通信卫星到量子科学
实验卫星“墨子”，从 40 公斤的神舟七号
伴星到 1.86 吨的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

“悟空”，从 2013 年首颗新一代北斗导航
卫星到去年 10 月 15 日刚成功发射的第
三十九、第四十颗北斗导航卫星，共计参
与总装、试验、发射 17 颗卫星。

总装是怎样的工作？许国平向《中
国科学报》介绍道，“相当于把所有测试
好的单机，按照图纸和技术要求组装成
合格的卫星产品，要符合所有的力学和
性能要求。”这就意味着总装技师对“机
电热”（机装、电装、热装）等各个方面都
要有所了解。

“航天科学毕竟是很严谨的事情，
和普通工业不一样。”许国平告诉《中国
科学报》。在普通人看来，航天事业比较
神秘，戴着“揭不开的面纱”。不过，在他

看来，总装工作在技术难度上并没有想
象中那么大，与真正的“高精尖”还有一
定的差距。

“没那么高精尖，但是要比其他行
业投入更大的耐心和细致。”许国平说，

“航天产品不像汽车等精密技术或机床
类产品，可以通过后期干预来调整最初
输入，可以不断修正，换言之，这些产品
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容错的。但航天飞行
器是要求零差错的，一个很小的螺丝钉
的失误都可能造成毁灭性灾难。”

许国平告诉《中国科学报》，“对于
我来说，这个工作没有试错的机会，一
旦‘上天’，所有的东西都是不可逆的，
没有任何机会可以进行维修，这是很严
格的要求。”

许国平表示，单纯把图纸给别人
看，可能并不复杂，“但是没有试错的机
会，关注度就不太一样”。他说，细节决
定成败，对于他们来说，更能体现这句
话的价值，“就是一锤子买卖，一旦做
完，就没有‘反悔’的机会了”。

永远在现场

事实上，从一开始设计师交手的零
件到组装成完整的卫星产品并不是总
装工作的全部。许国平表示，“组装好的
产品完成各种地面试验，一直到它装到
火箭上，甚至目送它上天”，这都属于他
们工作的重要部分。

除了“重复劳动、枯燥乏味”等特
点，“危险”也是许国平们必须面对的挑
战。卫星发射前要在火箭上进行不间断
的充电作业，须在发射前 30 分钟内拔
除脱插，并撤离塔架。

火箭发射刻不容缓，一旦点火周围

人员将无一幸免，哪怕在不点火的情况
下，燃料一旦有泄漏就会造成严重的肼
中毒。难怪许国平说，做这份工作需要
成为“三好”工作者，即专业素质好、身
体素质好、心理素质好。他进一步解释
道，技术上要求过硬，要满足工作的专
业性；要对身体管控好，不能因为生病
引起操作失误；对心理素质有很高的要
求，不能有个人想法，不能有临场发挥，
要严格按照流程走。

面对现场的危险，许国平总是自告
奋勇成为最后一批撤离人员，指挥大家
有条不紊地完成撤离，总是战斗在最前
线，坚持“永远在现场”。

“第一次去的时候，因为站的地方
离地太高，脚都在不停地抖。”许国平
告诉《中国科学报》，“这时候火箭发射
塔架已经展开，只有卫星周围的活动
平台还处于合拢状态，有工作人员操
作。如果发生爆炸，毫不夸张地说，附
近的人将无人幸免。”谈到这里，他不
由自主地感慨起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
先进水平带给他们这些工作人员的

“保护”。
如今，经历过多次卫星发射后，许国

平俨然已是“沙场老兵”。他笑着说，“现在
带新人一起去现场，必须‘身先士卒’，告
诉‘小伙伴们’没啥可怕的，只要认真操
作，看清楚脚下的路，就不会出事。”

即使经验丰富，许国平依然不敢掉
以轻心。“不可以把任何东西留在火箭
内，所有工具都要绑上绳子，甚至包括
眼镜……”与年轻人克服紧张心理不
同，现在，他要做的事情更多的是追求
细节的极致。

“敬畏之心必须一直都有。”许国
平说。

气溶胶消光光谱仪：

科研与工业化应用
“两条腿走路”

姻本报见习记者赵利利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云、雾、
烟甚至雾霾等大气现象其实在科学家
的眼里还有别的叫法———气溶胶。所谓
气溶胶，实则是由固体或液体小质点分
散并悬浮在气体介质中形成的胶体分
散体系，又被称为气体分散体系。

“通常而言，就是指大气中的颗粒
物，比如在空气质量评估中提到的
PM2.5。”中国科学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
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徐学哲在接受《中国
科学报》采访时表示。

近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
究院研究员赵卫雄、张为俊及其团队负
责的科研专项“气溶胶消光光谱仪研
制”项目通过验收，仪器的成功研发被
认为不仅在业务观测和科研上产生重
要的社会效益，同时也会进一步推动气
象观测仪器的国产化并产生较大的经
济效益。徐学哲就是项目团队的重要成
员之一。

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光谱仪

气溶胶消光光谱仪是什么？因何产
生重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项目负
责人赵卫雄介绍道，该仪器是一台基于
宽带腔增强吸收光谱技术的气溶胶消
光光谱仪，实现消光光谱的实时、原位
测量，并对测量技术和方法进行研究，
建立了实验室标校方法，完成项目既定
研究内容。在项目验收中，仪器技术指
标达到项目预期考核要求，仪器灵敏度
和探测精度优于项目设定目标。

气溶胶消光光谱仪是一个连续运
行的光谱观测设备。据介绍，在技术的
发展方面，其具有可扩展性，通过多组
高反射率透镜的联用，可获得整个紫
外—可见波段的消光光谱。

“消光”是这一仪器的重要技术特
点。所谓“消光”，徐学哲告诉《中国科学
报》，“就是指大气中的颗粒物反射和吸
收太阳光的特性。”他表示，颗粒物消光
的大小直接影响大气能见度，同时反映
了空气质量。

“通俗而言，消光光谱仪就是评估
反映大气颗粒物消光能力的仪器。”徐
学哲补充道，“我们用这台机器测试颗
粒物的消光特性，从而评估颗粒物对大
气能见度、空气质量以及气候效应的影
响。在气候评估中，气溶胶的光学特性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

当前国内外市场上的光谱仪技术
已经相当成熟，与通常意义上的光谱仪
相比，气溶胶光谱仪实际上存在很大的
不同。徐学哲告诉《中国科学报》，“气溶
胶消光光谱仪是由光源、光学谐振腔和
光谱仪三个部分组成。可以说，气溶胶
消光光谱仪和市场上的光谱仪不是一
个概念。”

徐学哲表示，“市场上的光谱仪主
要是测量不同波长处的光强，我们的
这台仪器主要测量气溶胶的相关光谱
特性。”

朝着小型化、智能化发展

研究表明，灰霾期间吸湿增长对大

气能见度降低的贡献可达到 60%，超过
颗粒物本身的消光作用，气溶胶消光
光谱仪项目首次将消光光谱仪运用于
气溶胶吸湿增长研究中。

通过采用宽带腔增强光谱测量技
术，气溶胶消光光谱仪有效解决了现
有单波长仪器测量时气体吸收对消光
系数测量的影响问题。

徐学哲介绍，气溶胶消光光谱仪
使用的是发光二极管，相比传统激光

器，具有价格低、寿命长、稳定性好、维
护方便等优势。

徐学哲告诉《中国科学报》，气溶
胶消光光谱仪对 PM2.5 等环境的监测
和防治具有积极意义。2014 年至 2015
年，项目团队将研制样机成功应用于
APEC 空气质量保障暨中科院“先导
2014”京津冀地区灰霾综合外场实验；
2016 年至 2017 年，该仪器在安徽省寿
县国家气候观象台实现了 10 个月的准

业务化连续观测，性能良好。
目前，项目团队已将该仪器与研

制的其他同类设备在长三角地区（合
肥）和珠三角地区（广州）进行外场综
合观测。

接下来，气溶胶消光光谱仪将向小
型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徐学哲介绍
道，小型化更利于仪器的外场工作，而
智能化则是仪器一个更重要的方向。

“按照科学研究的要求，在数据校
准、数据处理，以及数据质量的监控方
面做一些智能化处理，定时将仪器需
要的参数输入设备，定时校准，定时反
馈，将大大减少与仪器的人为交互。”
徐学哲说。

当问及什么时候能够看到气溶胶
消光光谱仪智能化研究的成果时，徐
学哲表示，智能化样机大概在一两年
可以跟大家见面。

推进相关仪器的国产化进程

谈到气溶胶消光光谱仪的市场前
景，徐学哲向《中国科学报》表达了他

“看好”的态度。他表示已经“有订单”
了，不过目前的合作单位多为高校及
科研院所，以研究为主，还没有达到

“工业级”的应用。
徐学哲告诉记者，科研仪器主要

考量精确度，即测试结果“准不准”的
问题，而工业化应用并不一定要求特
别高的准确度，而是更偏向对于稳定
性的要求。不过，他坦言，气溶胶消光
光谱仪的研发是“两条腿走路”，只是
要卖给企业的话，稳定性等方面的努
力还得继续。

徐学哲告诉《中国科学报》，其实，
项目刚开始的时候，团队成员并没有
首先考虑转化的问题。

与“市场化程度”相比，徐学哲更
引以为豪的是仪器的研发“多大程度
上让我们国家拥有属于自己的设备”。

“一开始只是专注实验室基础研
究，当时和气象局合作，简单的想法就
是发展我们国家可以自行测量的气溶
胶设备。”徐学哲表示，“项目从开展到
现在已经有 10 年的时间了，已经完成
了 3 代，经过了 4 年的改进，这是一个
比较长的过程。”

徐学哲认为目前气溶胶消光光谱
仪“不说国际领先，也已经达到了国际
水平”。他表示，现在主要做一些推广，

“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用户的反馈，看看
市场需要什么，然后做出一些相应的
调整”。

当前，我国相关高端仪器的总体
技术水平仍然与国外先进水平有一定
差距。“需要这些仪器的机构常常只能
通过进口购置，价格昂贵，涉及到工程
师的后期维护也总是出现问题。”徐学
哲说。

某种程度上，气溶胶消光光谱仪
的研发将会进一步推动气象观测仪器
的国产化进程。

徐学哲同时希望国家适当地加大
对自主研制仪器的支持，“特别是在购
置方面”。

匠人匠心

本期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
稿费事宜请与编辑联系。E-mail:
glzhao@stime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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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国平：卫星总装是“一锤子买卖”
■本报见习记者赵利利

数控加工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
实力、综合国力和国家地位的重要标
志，也是西方长期以来对我国进行封
锁的重要原因。因为数控加工太重要
了，它是整个工业的母基。国家对它
非常重视，一直给予支持。其实在智
能制造上不仅是工业界支持，学术界
也很支持。比如说基金委和中科院发
布未来十年中国科学战略的数学部
分，谈到了在传统支柱产业改造更新
中的关键数学问题。

数控机床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复
杂曲面加工，因为复杂曲面涉及到很
多工业行业最关键的部件。复杂曲面
零件具有曲面复杂、气动性能要求
高、加工路径设计困难等特点。一般
来说，像这样的零件，都是通过数控
加工的方法来完成的。

要想在数控加工方面产生一些
颠覆性理论或者变革性技术，溯源是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现代数控加工把
数控的曲面进行加工，尽管人们看到的
数控机床加工得很快，但是把动作分解
开以后，工业零件的曲面可以看作是一
个数学的几何曲面，按照精度一点点
通过差值的方法加工出来。

能不能从根上给做一些彻底的
变革？说白了，就是能不能不基于它
的几何形态，而是基于它的物理形态
来做这件事？

这个思路就是，加工曲面干什
么？比如做成发动机或者螺旋桨，这
个曲面做出来后满足了它的物理特
性，才能使它的效能提高起来。那么
我们的基本想法，就是把加工曲面和
曲面所蕴含的物理特性结合起来，希
望它加工出来以后，具有很好的力学
流畅性。在加工的时候，干脆就按工
厂要求直接做，因为这样做出来以
后，有流线的概念。

这样的想法说起来很容易，其实
从数学、物理上表述是非常难的，我
们想了三四年才想清楚。基本上，我

们想发展一个数
学理论，从理论
来产生变革性技
术，这个技术使
得数控加工成为
一步式加工，而
不像现有的两步
式加工。生成流线
可能有两种方法，
一是根据数学物
理的方法来做，另
外一种方法是根
据样本来做，按
照矢量方法把流
量“流”出来。

与过去传统
的数控方法相比，
过去的加工方法
都是基于曲面的
几何特性的局部
处理方法，看不到
加工曲面的整体
观，所以极少考虑
曲面生产出来的
零件所赋予的物
理特性。现在基于
曲面，我们提出的
方法不仅要考虑
曲面的几何形状，
而且要把周边物
理场的信息放在
一起全局考虑，这
样的话，它的科学
处理方法一下子
就发生了非常大
的变化，提高了工件的功能特效。

希望做出一个新型的数控系统，
能够和原有、现有的系统融合起来，
为我们国家的智能制造领域做出更
好的贡献。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本报
记者赵广立据其在第一届国际工业
互联网学术论坛上的发言整理）

气溶胶消光光谱仪原理与样机

对于我来说，这
个工作没有试错的机
会，一旦“上天”，所有
的东西都是不可逆
的，没有任何机会可
以进行维修，这是很
严格的要求。

许国平

国产化高端XRF仪器实现零突破

本报讯 近日，由国家地质实验测
试中心牵头承担的国家重大科学仪
器设备开发专项“波谱—能谱复合型
X 射线荧光光谱仪（CNX-808 XRF）
的研发与产业化”项目通过了由科学
技术部资源配置与管理司委托科技
部科技评估中心组织的综合验收。

国家重大仪器开发专项“波谱—
能谱复合型 X 射线荧光光谱仪的研
发与产业化”项目由国家地质实验测
试中心牵头，钢研纳克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北京金自天正智能控制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
所、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
心、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
学勘查研究所、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钢铁研究总院等多
家单位分别承担了相关整机结构设
计、关键核心部件、控制及数据处理

软件系统、主机运行保障系统、应用
方法研究等一系列研发工作。

项目组经过 5 年的努力，研制、
开发了一种大功率、多功能（波谱、能
谱和元素分布分析）的新型 X 射线荧
光光谱分析仪器，建立了实用的定
性、定量以及元素分布分析的专家系
统和应用方法体系，并拥有相应自主
知识产权。

项目研发的波谱—能谱复合型
X 射线荧光光谱仪总体功能达到当前
国际 X 射线荧光技术水平，打破了国
外高端 XRF 仪器的长期垄断，实现了
高端 XRF 仪器国产化零的突破, 并拥
有相应的自主知识产权，为下一步系列
化 XRF 仪器研发和满足我国经济、社
会、科技发展对无机元素分析测试日
益增长的需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赵利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