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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所：

在科学体验中探索生物技术奥秘
华东理工成立智能特种装备与安全研究院

本报讯近日，华东理工大学智能特种装备与安全研究
院揭牌成立。该研究院将以智能特种装备与安全学科建设
为导向，依据多学科交叉的特点，深度融合优势学科“承压
系统与安全”和“人工智能”，重点研究智能制造、智能机器
人、智能特种装备、智能检测与诊断等，拓宽人工智能专业
教育的内涵和外延，在国内相关专业领域率先形成“人工智
能 +X”复合专业人才培养新模式。 （黄辛张婷）

简讯

本报讯（记者黄辛）近日，华东理工大学阿华生物工
程研究所蔡孟浩课题组的一项研究成果，为莫纳克林 J 生
产提供了新模式，有望降低工业生产及环保成本，该成果
近日在线发表于《代谢工程》。

乙酰辅酶 A 是许多天然药物生物合成的关键前体，但
酵母细胞中乙酰辅酶 A 的分区分布及供应不足常造成目标
产物合成能力受限。蔡孟浩课题组发现，甲基营养型毕赤酵
母具有强力的乙醇同化能力，这与常规酵母易通过葡萄糖
效应生产积累乙醇极为不同。而乙醇在细胞质中仅经三步
即可转化乙酰辅酶 A，将利于其衍生药物分子的合成。基于
此，研究人员设计了乙醇诱导型（ESAD）及组成型（CSAD）
转录调控信号放大器件，使乙醇诱导表达能力提升近 20
倍，并实现了葡萄糖阻遏 / 乙醇诱导的理想调控模式。

研究人员将此器件用于合成莫纳克林 J，以 ESAD 驱
动上游合成途径，CSAD 驱动下游合成途径，并偶联莫纳
克林 J 竞争途径的阻断调控，最终实现酵母菌群反应器发酵
生产莫纳克林 J 且无副产物累积，具备工业应用前景。

该研究实现了乙醇作为碳源底物、合成前体、诱导剂
的“三位一体”调控功能，对于丰富合成生物学底盘细胞
及药物生物合成有重要意义。

相关论文信息：

华东理工大学

为高血脂治疗药物
生产提供新模式

科研篇

郭和夫先生 1917 年 12 月 12 日生于日本
冈山市，是中国科学院已故老院长郭沫若的长
子。1949 年春，郭先生回到祖国，并怀揣周恩来的
亲笔信来到大连，是新中国诞生前夕学成归国的
高级知识分子，也是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
究所（以下简称大连化物所）的元老之一，为大连
化物所的建设和发展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为我国
的科学研究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1963 年笔者大学毕业来到大连化物所，
1972 年到郭和夫主持的第二研究室工作。1988
年 10 月至 1991 年 5 月，受所领导班子委托并
征得郭和夫同意和支持，担任甲氰菊酯新农药
建厂工作组组长。通过实践接触，我对郭先生在
此项工作中无可替代的作用有了最为直接、深
刻和全面的了解。

本文通过回忆甲氰菊酯工作的若干历史片
段，缅怀郭先生的先进事迹，激励后人奋发努力。

急国家之所急 想人民之所想

拟除虫菊酯杀虫农药是继含氯、含磷农药
之后的第三代人工合成农药，特点是高效、低残
毒。甲氰菊酯是数十种合成菊酯类农药中的一
个优良品种，它杀虫广谱，兼杀螨虫，可广泛用
于棉花、水果、蔬菜和茶叶等多种经济作物。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生产急需大量
农药。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农药行业比较落
后，技术水平又低，一些农药厂的产品还只是半
合成状态，或进口分装，或复配，难以满足实际
需要。因此，研制生产高效优质的新农药是急国

家所急、做人民所盼的大事。
此时，听郭先生讲起他在日本地铁车站候

车时，翻阅住友的宣传广告资料，久久凝视着甲
氰菊酯分子式的情景。郭先生通过逆合成的分
析方法，将复杂的甲氰菊酯逐步分解成若干较
小的碎片，又创造性地组合了有机化学、金属有
机、催化化学、烯烃聚合等科研学科。从此，一个
由合成四甲基乙烯、合成菊酸和合成菊酯三大
部分构成的合成流程在他的脑海中形成了。

郭先生向所领导和同事报告了要立项研制
甲氰菊酯农药的想法和决心，并举行了公开的
开题报告，得到全所上下的支持。随即组织董明
珏、李子钧组与陈惠麟、赵成文组分工协作，联
合攻关，开展小试研究。由于充分发挥了两组的
特长和积累，小试很快取得较好结果，随即被列
为中科院的重点项目。1986 年，“甲氰菊酯农药
主体原料———四甲基乙烯研制”“甲氰菊酯合
成”等相继通过了中科院的鉴定，后者还获得了
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记得在进行技术研发放大的时候，住友农
药打入了我国市场，其广告中有这么一段话：

“灭扫利是国产农药吗？不。灭扫利是日本住友
化学工业株式会社生产的，是进口农药。”我们
将这段话复印给科技人员人手一份，以此激发
我们为国创新的斗志，誓要拿出中国人自己生
产的高效优质农药来。

突出创新 精益求精争创一流

好的选题是完成任务的一半，选好题目以

后怎么做？郭和夫带领大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
况，敢于创新，精益求精，力争做出一流的成果。
现在看来，甲氰菊酯工作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立足于国内，从最基本的原料出发打
通全流程。在郭先生构思的蓝图中，工作从最基
本的原料丙烯出发，完全不依赖从国外进口昂
贵的中间体。这样一来，工作量大了，难度也大
了。1988 年，郭先生向时任大连市市长魏富海
极力推荐该项目，魏市长非常支持郭先生的建
议，立即责成大连市政府、金州区政府和大连化
物所合作，加快速度在大连建设了国内第一个
甲氰菊酯生产厂。由于原料和设备完全立足于
国内，从而实现产业化并能稳定生产。

二是抓住技术关键，研创五项催化剂，培育
自主知识产权。郭先生倡导的分为三大部分的
全流程共有 11 个工序，其中核心技术就是创制
了五项催化剂。通过不断改进，精益求精，大大
提高了整个流程的技术水平，并且形成完整的
专利技术和知识产权。

三是加强开发放大工作，加速为国民经济
服务。为此，郭先生身体力行，多方奔走协商，终
于得到大连市政府的大力支持。1988 年，市政
府决定大连化物所要在技术上全面负责，以交
钥匙工程的方式，提供完整的生产技术。郭先生
勇担重任，并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在 1988 年
至 1991 年间，高效优质地生产了 20%甲氰菊酯
乳油农药。

1990 年，中间体菊酸经国家科委等四部
委批准为国家级新产品，20%甲氰菊酯乳油
农药被中国农药协会评为优秀产品奖，并获

全国星火计划金奖，被评为“农民信得过产
品”。此项工作获得了 1992 年辽宁省科技进
步奖一等奖，1997 年又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三等奖。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甲氰菊酯农药的生
产规模也不断扩大，由于技术先进成熟，每次放
大都一次试车成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日
益增加。

努力不在人后成功不必在我

在研究工作做什么、为什么做、怎么做、
怎么开发的过程中，郭和夫总是一丝不苟，以
身作则。

记得在小试工作之初，郭先生将 129 街
六馆门口的办公室小屋让出给他人做实验
室，而搬到楼上和我们一块挤在实验室里。那
时他每周必有两三天亲赴星海二站陈惠麟组
关心指导工作，曾有数次打电话要我帮助查
找一价铜化合物的特征。郭先生知道一价铜
具有对一氧化碳和烯烃双键的特殊选择性吸
附和络合活化的优良性能，所以要选择合适
的一价铜化合物作催化剂，这是一大技术关
键。一直到在工厂放大试车时，郭先生还数次
站在反应釜前仔细观察起始滴加的反应状
态，确认反应平稳，无明显的诱导期。甚至在
大雾之夜，还艰难坐车一个多小时赶到金州
现场指导工作。

在甲氰菊酯的工作中，郭先生将各方面的
人才组织起来，人尽其才，用其所长，甚至将刚

分配入所工作的大学生或研究生在分到室组之
前先组织到下厂小分队中培养锻炼。

国产甲氰菊酯问世以后，我们也印刷了数
款精美的彩色广告，并且醒目标清：大连农药厂
生产，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监制。正
如李文钊同志在总结时指出的：“甲氰菊酯农药
的研制成功，使我国成为国际上第二个能生产
该农药的国家，打破了日本独家垄断的局面。”
2002 年，日本住友来华与我们签订了长期协作
合同，决定购买我国生产的中间体甲氰菊酸，并
逐年增加。

在 1991 年下厂工作组的全家福照片中，郭
和夫笑容可掬，真是应了那句“待到山花烂漫
时，她在丛中笑”。郭先生甲氰菊酯国产化之梦
终于圆满实现。但在填写关于甲氰菊酯农药研
制的有关材料时，郭先生却一直强调工作是大
家做的，要求在材料上不要列入他的名字（最后
正式申报奖项时，根据所领导和科研人员意见，
仍将郭先生放到了首位）。

回忆甲氰菊酯的工作历程，我们看到了
郭和夫先生崇高的追求，高尚的人格，严谨的
学风，渊博的学识，这就是我们敬仰爱戴的

“老郭头”。
（本文作者于 2017 年为纪念郭和夫先生

诞辰 100年而作）

作者简介：
陆世维，1940 年生于上海市，研究员。曾任

国家催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现任大连化
物所咨询委员会委员。

忆甲氰菊酯新农药的研发
■陆世维

发现·进展

什么是物理学？这可能是每个学物理的
人都思考过的问题。有人说，物理学是一门能
将你的境界提高到他人不能理解之层次的科
学，其蕴含的思想更是博大精深。

“其实这个世界上 80％的物理学家根
本不懂物理。”近日，在北京电影学院和中
国科学院大学共同举办的以“开物与顿悟”
为主题的艺术与科学论坛上，中科院物理
所研究员曹则贤给大家泼了一盆“冷水”。
他表示，走近物理，见识一些真正的物理学
家，或许能让我们把求索的目光略微抬高
一点、放远一点。

探索宇宙的“贪吃蛇”

物理学究竟是什么样的事业？唐代诗人
杜甫早就给出了答案。诗云：“物理固自然”
———物理就是关于大自然的事情。无独有偶，
物理的英语单词“physics”源于希腊语，原意
也是“自然”。

“物理学是一门自然科学，注重于研究
物质、能量、空间、时间，尤其是它们各自的
性质与彼此间的相互关系。物理学是关于
大自然规律的知识，更广义地说，物理学探
索分析大自然所发生的现象，以了解其规

则。”曹则贤说。
他介绍，作为一门自然科学，物理学的

学科性质是用思想去理解世界、认识世界、
创造生活。但是比起其他学科，物理学的

“胃口”似乎不小，研究对象包括宇宙所有
存在。

不仅研究对象广泛，从空间尺度上看，
人们也不难注意到物理学的“野心”。它的
研究范围大到整个宇宙，小到世界上最小的
存在———中子和质子里面的夸克结构，甚至
更小。

到目前为止，物理学家触及的尺度，小到
近年来的“引力波探测”———约 10 的负 21 次
方的分辨率，大到目前号称能够观测的 65 亿
光年距离。

从时间尺度上看，物理学既研究从宇宙
诞生到现在共约 137 亿年的漫长历史，也研
究很短的时间，如今科学家已把时间的最小
尺度延伸至 10 的负 15 次方秒。

“我们研究最微观的世界，可能需要的
是最宏观的关于整个宇宙的知识。所以西方
物理学界给物理学一个形象———贪吃蛇。”
曹则贤介绍，“蛇头”是宇宙层面上的物理
问题，“蛇尾”是基本粒子层面的物理，最宏
观的“头”衔着最微观的“尾巴”。

对物理学家来说实在太难了

物理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描述，描述需
要语言，而数学就是物理学最基本的语言。

曹则贤表示，物理学的众多测算离不开
数学公式，它不仅是物理学的表达语言，很多
时候也是物理学发展的结果。“我发现真正的
数学家都很有能力，可以轻松介入物理学研
究。例如希尔伯特和贝尔，随手‘玩玩’，就可
以对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作出贡献。”

曹则贤认为，反之要求物理学家如数学
家一样学习数学，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据
说希尔伯特曾说过一句有名的话———‘物理
对于物理学家来说实在是太难了’，因为他知
道，物理需要用到很多数学，而那是物理学家
难以掌握的。”

“不过真正美的数学一定反映了我们真
实的物理世界。数学之美，也许还得用物理学
的眼光才能看出来。”他说。

穿透迷雾的思想者

那么，如何成为一名物理学家呢？曹则贤
认为，真正的物理学家离不开“思想”二字。

一是真正的物理学家一定要养成思考

的习惯。
“薛定谔曾写了一本书叫《生命是什么》，

思考生命与无生命体的区别。他认为两者根
本的区别在于生命里有存储传递信息的东
西，后来人们证实了生命的确有 DNA。他又
进一步分析，如果存在传递生命信息的东西，
应该是个准周期结构。果不其然，后人在铝锰
合金里发现了准晶结构。”曹则贤说，“这才是
物理学家的思考方式，他们可以对其他学科、
对世界产生影响。”

二是真正的物理学家不仅能解决问题，
还要能够发现问题甚至制造问题。

“1988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利昂·莱德曼
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就曾提出‘如果宇宙是答案，
那么问题是什么’这样深刻的问题，如果没有对
宇宙的深刻思索，无论如何是提不出来的。”曹则
贤说，他认为“物理学是一条思想的河流”，真正
的物理学家必定也是一位深邃的思想者。

“真正的物理学家，其思想能够穿透存在
的迷雾，猜透自然的奥秘。他们的成就共同构
筑起人类知识之最厚重、最珍贵的部分，并刻
在其创造者的墓碑上、仰慕者的心头。”曹则
贤表示，物理的深奥程度也许正如某位德国
物理学家所说：“其实这个世界上 80％的物理
学家根本不懂物理。”

八成物理学家根本“不懂”物理？
姻本报见习记者程唯珈

本报讯 与实验动物鼠小弟亲密
接触，穿上科学家的白大褂认识神奇
的干细胞，暗室中观察五颜六色的腺
病……5 月 18 日，中国科学院广州生
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以“科学一起嗨！
爱上生物，改变世界”为主题的公众科
学日如期举行。本次活动包括科普讲
座、开放实验室、互动实验室以及科普
游园等多项活动。

在科普讲座环节中，“养猪”的赖良
学研究员给大家上了一堂关于基因编
辑克隆动物与人类健康的精彩讲座，整
天与病毒打交道的科研助理罗佳则带
领小朋友走进“病毒的小小世界”。

探秘鼠小弟的家，观察五颜六色的

腺病毒，观摩尿液细胞提取全过程，平日
里看似神秘高大上的实验室均向公众开
放。不用打火机也能点燃酒精灯，“哇！”
变魔术般的实验，引发小朋友们发出一
阵惊叹声，科普志愿者胡卫明向大家解
释：“高锰酸钾和浓硫酸是强氧化剂，两
者混在一起会产生强烈的化学反应”。而
在科普游园区，使用显微镜观察细胞切
片、草莓 DNA 初提取、各种形式的鸟巢
等展位吸引小朋友们驻足围观。

据了解，本次广州生物院公众科
学日共接待社会公众包括大学生、中
小学生以及幼儿园小朋友共 300 余
人，活动精彩纷呈，广受观众好评。

（朱汉斌 黄博纯）

中科院广州生物院：

原来你们是这样的科学家啊！

中科院遗传发育所等

揭示柳枝稷养分利用
及土壤养分平衡机制

本报讯（记者高长安 通讯员谭莉梅）中科院遗传发
育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研究员韩立朴与中国农业大学教
授谢光辉等合作，在能源植物边际地土壤养分循环领域
研究方面取得进展，系统地揭示了柳枝稷的养分利用及
其作物—土壤养分平衡机制。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在

《大田作物研究》和《工业作物与产品》上。
研究人员在内蒙古科尔沁沙荒地开展大田试验研究，

发现施用少量氮肥可显著提高柳枝稷粗蛋白含量、蛋白质
产量和理论乙醇产量，收获时间影响了粗蛋白理论乙醇产
量、酸性洗涤纤维和中性洗涤纤维含量。较低的施氮量足
以产生优质草料和生物质原料，而不会对原料质量产生负
面影响。低氮投入不仅维持了柳枝稷的生物量产量，还能
有效保持内蒙古半干旱沙荒地的土壤氮平衡。

该研究揭示了柳枝稷在我国半干旱沙荒地种植对氮
肥的响应机制及土壤养分平衡机制，为柳枝稷高品质、低
投入、生态可持续种植及原料长期稳定供应提供了数据
支撑和理论支持。

论文相关信息：

本报讯 5 月繁花盛开之际，中科
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公众科学日
美丽纷呈，今年活动主题是“毛毛虫的
秘密世界”。

参加活动的学员们跟随植物园的
科普专家刘婉路进行了野外观察，了
解鳞翅目幼虫虫食痕迹和寄主选择的
特点。在对毛毛虫有了感性认识之后，
聆听专家讲座，学习有关蝴蝶形态特
征、分类、野外观察技巧、饲养技巧、生
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知识。

在“蜘蛛的行为与生态”讲座中，陈
占起博士通过一段有趣的蜘蛛跳舞视
频，引起了在场观众的兴趣。蜘蛛的身
体构造是不是昆虫，如何区分蜘蛛的雌
雄，会哺乳的大蚁蛛的发现之旅……陈
占起的讲解别开生面。活动的重头戏是
跟随科学家到植物园实地寻找蜘蛛。

实践和理论讲解相结合的方式，让
参与活动的学员们受益匪浅，纷纷表达
了他们对科学发现、科学研究的喜爱和
向往。 （胡珉琦耿艳红）

中科院版纳植物园：

探秘毛毛虫世界

本报讯 小心翼翼地捏着接种环用微生物作
画，挥舞着蘸取了贝壳粉涂料的画笔恣意涂鸦，
仔细将平面纸折叠成 DNA 立体模型……一项
项神奇有趣的科学体验，纷纷亮相中科院天津工
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公众科学日。

5 月 19 日，公众接踵而至，在丰富的科学体
验中探索生物技术的奥秘。在科技成果展区，生
物基塑料、番茄红素、香叶醇等创新成果一一亮
相。公众将讲解志愿者团团围住，争先恐后地问

着各种问题。展区旁“顶天立地”的专利墙也接受
了“检阅”，引发阵阵惊叹。

本届公众科学日，天津工业生物所设置了
集“微绘平板菌”“酵母吹气球”“面团小能手”
等 10 余项创意科学实验、科普游戏，以及趣味
科普报告、科普微视频展播、科技展厅与实验
室参观、先进仪器装备互动等多种形式的科普
环节，同时展出系列科技创新成果，吸引了诸
多观众参与。 （闫洁冯毅飞）

科研人员教小朋友认识大脑结构和神经干细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