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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等

发现植物新种
“互叶莸”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通讯员周飞）中科院华南植物园
博士陈又生、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博士向春雷等人在广
东潮州发现植物新种———“互叶莸”。据悉，“互叶莸”的发
现，使得广东莸属植物达到 2种、世界上莸属物种达到 8
种。相关研究近日发表于《植物分类》。

据了解，唇形科为世界性分布的大科。全世界约有 236
余属、超过 7170种，我国有 96属 970余种。根据之前资料
记载，广东分布莸属仅一个种。“互叶莸”是我国唇形科第
二种具有互生叶的种类，非常独特，目前仅在我国广东潮
州发现有分布，为广东特有物种。

2019年 4月 6日，陈又生等人在广东潮州开展调查
时，发现一种奇特的植物，由于当时没有开花，无法确定它
属于哪个家族的成员。科研人员引种了几株植物到中科院
华南植物园栽培，经过漫长的培育，终于开花、结果。根据
综合形态特征，结合分子实验证据，终于确定这是唇形科
莸属一个独特的新种，并命名为“互叶莸”。
“该种目前仅发现 2 个种群，成熟个体数少于 250

株。”陈又生表示，“互叶莸”不仅形态独特，其生长环境和
花期也很特殊。“互叶莸”生长在土壤贫瘠的河岸岩石坡，
雨季很可能被河水淹没，开花时间为比较干燥的冬季。冬
季时节的植物科学考察相对比较少，导致这个物种长期没
有被人发现。

陈又生介绍，依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评估等级和标
准，“互叶莸”可以列入濒危等级，属于比较典型的极小种
群植物。该种目前已经在中科院华南植物园引种成功，但
是它的濒危原因还需要深入研究，另外，建议相关部门加
强对该种的保护措施。

研究人员表示，“互叶莸”的发现，一方面说明我国生
物多样性调查和编目还有不少遗漏的地方，应该加强特殊
季节、特殊生境、薄弱地区的调查力度；另一方面，丰富的
生物多样性给植物研究带来意外惊喜，意外收获也使生物
多样性探索充满挑战和乐趣。
相关论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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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等

提出黑磷光免疫
增强抗肿瘤疗效

本报讯（记者沈春蕾）近日，深圳大学教育部二维材料
重点实验室教授张晗团队联合美国布法罗大学教授
ParasN.Prasad、深圳罗兹曼国际转化研究院教授谢中建，提
出了基于黑磷材料的光免疫疗法，同时结合 CD47 抗体
（aCD47），增强了抗肿瘤免疫反应。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
于《光：科学与应用》。

据悉，光热治疗是肿瘤治疗的一种新型疗法，对于化疗
或放疗失败以及不适合手术的患者是一种潜在的替代疗法。
光免疫疗法利用光热材料引起肿瘤组织局部温度升高，导致
肿瘤免疫原性细胞死亡，释放出内源性危险信号，从而提高肿
瘤免疫原性。近年来，二维黑磷纳米片作为一种新型光热剂，
由于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光响应特性，在生物医学应用
以及临床转化领域中引起广泛关注。

张晗介绍道，现有检查点抑制剂对癌症病人尤其是实
体瘤患者的疗效依然非常有限，肿瘤免疫逃逸以及肿瘤微
环境中免疫抑制细胞对肿瘤转移的促进都有助于肿瘤细
胞抵抗免疫检查点，导致无法建立或维持有效且持久的抗
肿瘤免疫应答。为提高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治疗成功率，
有必要开发合适的联合治疗策略。

张晗等人的研究发现黑磷的光热效应不仅可直接杀死
癌细胞、释放肿瘤特异性抗原，还能募集更多的单核细胞到消
融的肿瘤组织处，启动固有免疫反应、提呈抗原、激活 CTL介
导的获得性免疫反应，作为有效的免疫激活剂调节肿瘤微环
境的免疫抑制状态、提高肿瘤固有的弱免疫原性。

研究还发现黑磷联合 aCD47 诱导 TAM 重新极化到
M1型巨噬细胞，阻断癌细胞 CD47-SIRPα，促进巨噬
细胞的吞噬功能。激活的巨噬细胞进一步增强肿瘤特异
性抗原的交叉提呈，然后促进肿瘤抗原特异性效应 T 细
胞的产生，其可能迁移到远端肿瘤，破坏表达相同抗原
的癌细胞，从而诱导远端效应，该治疗策略有望抑制转
移性癌症。

研究人员指出，总的来说，黑磷光免疫反应可以逆转
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抑制状态，进一步增强抗肿瘤免疫反
应，以促进 aCD47阻断癌症的免疫治疗。联合疗法激活固
有免疫和获得性免疫，促进局部和全身性抗肿瘤免疫反
应。张晗表示，鉴于黑磷具有出色的生物降解性和光免疫
性能，将在生物医学应用和临床转化中展现巨大潜力。

相关论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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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贵金属“吃干榨尽”！
香山科学会议建议尽早布局“中国原创”单原子催化
■本报记者甘晓

不久前，由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
所（以下简称中科院大连化物所）提供关键技
术的“5万吨 /年乙烯氢甲酰化生产正丙醇工
业化装置”在宁波实现全流程一次投产成功。
这是“多相氢甲酰化反应”首次实现工业应用，
提升了我国高端正丙醇自主供应能力。

这也是“单原子催化”领域研究的重要里
程碑，破解了困扰催化界 80多年的难题。

10月 13日，在北京召开的“单原子催
化”香山科学会议上，与会专家认为，作为一
个由中国科学家首次提出的新概念，“单原子
催化”已经成为催化和材料科学领域新的研
究前沿和热点，应尽早布局，以应对该领域基
础科学、工业应用上面临的挑战。

唤醒“沉睡”的贵金属

催化剂被誉为现代化学工业的心脏，
90%以上的化工过程与催化技术有关。很多
催化剂含有贵金属，催化反应在贵金属表面
发生，起催化作用的金属原子称为活性中心。

科学家很早就认识到，真正参与催化反
应的活性中心其实很少，绝大多数贵金属原
子都“沉睡”在表面以下，导致催化效率低。由
于贵金属资源稀缺、价格昂贵，提高贵金属原
子利用效率，便成为催化剂制备科学的核心
问题之一。

针对这个问题，此次香山科学会议执行
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涛在报告中指出：
“实现活性金属以单原子的形式分散，达到金
属分散的极限，即单原子催化剂（SAC），是催
化领域长期追求的目标之一。”

唤醒那些表面以下“沉睡”的贵金属原
子，则必须将它们高度分散在大比表面积的
载体上，终极目标便是形成单个原子分散的
多相催化剂，从而实现催化效率“以一当十”
的目标。

在科学家看来，这将极大降低贵金属催
化剂的成本。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研究员乔波
涛告诉《中国科学报》：“曾有人进行过估算，
假设一块砖体积为 20×10×5厘米，如果采
用纯金制备，按照每克金价格 38.1美元计，
该金砖价值 73万美元。如果将一块同样大小
的砖头上面覆盖一个原子层厚度的金，则所
用金的价值仅为 1美分。两者成本相差悬殊，
但是表面都是黄金，对于催化的效果可能是
相似的。”

由中国学者原创

单原子分散是全世界科学家追寻已久的
目标。早在 1999年，日本科学家岩泽康裕通
过 X 射线吸收谱（XAS）推测原子级分散的
铂可能具有与纳米粒子相同的活性。2005

年，中国科学家徐柏庆等人发现，表面孤立的
金离子是加氢反应活性中心。

2009年，张涛课题组在长期从事高分散催
化剂研究的基础上，终于实现了氧化铁负载铂
单原子催化剂的实用方法制备。随后，他们与
清华大学教授李隽、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
授刘景月合作开展了包括单原子催化剂制备、
表征、反应、理论模拟等在内的系统研究。

2011年，他们在《自然—化学》上发表论
文，正式提出“单原子催化”的新概念。

随后，单原子催化剂迅速成为多相催化
领域最活跃的研究前沿，中国科学家始终扮
演引领者的角色。例如，2014年，张涛与中科
院大连化物所研究员王爱琴团队报道了取代
硝基苯化合物的选择加氢，首次证明单原子
催化剂在选择加氢反应中的独特优势。中科
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李亚栋团队多年来开
发了一系列氮修饰的碳材料负载的各种金属
单原子催化剂制备方法及应用。厦门大学教
授郑南峰、傅钢团队合作，利用单原子催化剂
清楚解释了碱金属助剂的作用。

机遇与挑战并存

从提出原创性概念到深入的科学研究，
再到工业化应用尝试，“单原子催化”在中国
驶入“快车道”。

近年来，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研究员丁云
杰带领团队进行了金属单原子催化剂首次工
业应用。“自 1999年以来，我们聚焦在提高贵
金属原子利用率和抗硫永久性中毒等方面，
从分子水平上设计并合成出有机配体单体并
制备出有机聚合物材料，最终形成多相氢甲
酰化单原子催化剂，2020年 8月一次投产成
功。”丁云杰在此次香山科学会议报告中介绍
了这项工作。

同时，他们在“单原子催化”的基础上研
发了甲醇—合成气经多相羰基化制乙酸乙酯
的相关集成性组合技术，目前已完成工业性
中试。
“‘单原子催化’不仅能够从原子层次认

识复杂的多相催化反应，也在工业领域具有
巨大应用潜力。”张涛强调，“但‘单原子催化’
的基础科学问题尚未完全解决。”

这些基础科学问题包括：催化剂活性位及
其稳定机制犹如“黑匣子”一般尚不清晰，仍需
加强对反应过程中单原子的配位环境和分散
状态的研究；该领域研究还需借助超高空间和
能量分辨的原位表征技术和现代理论计算方
法，依赖于多学科技术发展及融合应用……

此次香山科学会议上，与会专家认为，为
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多学科领域的科学家和
工业界工程技术人员密切合作，推动我国在
该前沿领域不断发展。

首款全集成轻型客车搭载
新冠监测移动实验室交付

本报讯 10 月 19 日，记者从中国工程
院院士、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主任程京处获悉，国内首款由轻型客车搭
载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移动实验室正式交
付广东省珠海市人民医院。该移动实验室
由清华大学、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
中心和北京博奥晶典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共
同自主研发。

车上可搭载 8 台低通量或中通量检测
仪，每天可分别处理样本 500~2000 人份，样
品加入分析系统后 45分钟即出结果。移动
实验室还搭载了口腔咽拭子采样机器人，
由机器人完成口腔咽拭子的采样，样本通
过快速灭活处理后直接加入芯片，彻底避
免了常规检测所需的核酸提取、体系配制
等反复开盖及移液操作，最大程度降低了
操作人员的感染风险及样本间发生交叉污
染的风险。为方便检测结果快速上报，移动
实验室同时配备 5G 通信系统。 （崔雪芹）

我国海洋科研机构研发经费
较上年增 9.9%

本报讯近日，由国家海洋信息中心编制
的《2020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在于深圳
举办的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上发布。

结果显示，2019 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
指数为 134.3，比上年增长 2.3%。其中，发展
水平指数为 137.9，比上年增长 4.2%；发展
成效指数为 130.6，比上年增长 0.9%；发展
潜力指数为 133.2，比上年增长 1.1%。总体
来看，我国海洋经济呈现平稳发展态势，发
展质量稳步提升。同时，海洋科技创新投入
增长较快，重点监测的海洋科研机构中，研
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比上年增长 9.9%、科技
活动人员数比上年增长 1.7%、专利授权数
超过 4100件。

据了解，该指数包含了发展水平、发展成
效和发展潜力三方面的 29个三级指标，是对
一定时期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量化
评估。 （刘如楠）

中国核学会核材料分会
召开学术年会

本报讯 10月 15~16日，中国核学会核材
料分会 2020年学术年会暨中国核学会核材
料分会成立 40周年纪念大会在沈阳召开，会
议由中国核学会指导、中国核学会核材料分
会和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主办。

据悉，中国核学会核材料分会年会是
我国核材料领域内影响范围广、学术水平
高的会议，今年的学术年会是自核材料分
会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设立了
“先进核燃料与材料技术研究进展”“核燃
料技术支持与可靠性”2 个分会场，36 个参
会报告涉及新型核材料、核燃料元件制造、
核燃料元件用包壳材料、核反应堆用结构
材料技术等内容，体现了我国核材料领域
近年来的科技成果及发展动向。（沈春蕾）

“小湖泊”用“算”撬动大科学
■本报记者朱汉斌通讯员黄博纯

在一间普通的机房里，隐藏着雷霆万
钧的“大家伙”。这些“宝贝”被精心呵护，科
学家借助它们，破解生命科学、新材料、新
能源等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密码。

位于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
研究院（以下简称广州健康院）内的中国科
学院超算环境广州分中心（以下简称超算
中心），其计算能力在干细胞与再生医学、
创新药物设计、公共健康、海洋气象、地球
科学、新能源等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

“我们就是一个湖泊”

超算中心重点不在“超”而是擅长
“算”，即用数据分析支撑科学研究。

“从超算资源量来讲，如果把天河二号
比喻为大海，那我们就是一个湖泊。”超算
中心主任陈朝明如是说。超算中心目前集
群拥有 60 台普通刀片计算节点、1000 个
CPU计算核心，全系统内存容量 6TB，存
储总容量达到 3PB，整体聚合计算能力理
论峰值达每秒 100万亿次。

超级计算机被称为“国家重器”，属于

国家战略高技术领域，也是世界各国竞相
角逐的科技制高点。目前，超算中心主要应
用在生物学、基础医学、生物医学工程、药
学等 13个领域，用户覆盖 30个科研组左
右，最多时有超过 100名分析人员同时在
线进行计算。
“生物学实验尤其是药物研发，涉及的

数据量大、算力要求高，基于 AI 技术构建
完整的生物医药计算平台，对于健康数据
管理、理性药物设计等科研活动具有极大
的价值，高效稳定的网络和数据支撑也是
重中之重。”广州健康院研究员刘劲松说，
“做好每个细节是作为实验支撑平台的责
任与担当。”

小平台撬动大科学

不同的学科背景、共同的目标，广州健
康院研究员刘劲松、许永与陈朝明成为了
同事口中的“三剑客”。

超算中心建立之初，由于经费紧张和大
家对超算认识的不足，他们采取“化缘”的方
式，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没钱没力出吆

喝”。终于在中科院、广州健康院的大力支持
下，采取“经费支持＋服务先租后购＋课题组
支持”的方式，建成超算中心。

随着广州健康院科研实力和人才队伍
的不断壮大，超算资源也面临诸多挑战。
“依靠平台的专业技术支持，在小实验室也
可以做大科学。我们相信，未来重大的科研
发现和创新从这里孕育、诞生。”这是“三剑
客”对超算中心的定位。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超算中心
不断助力广州健康院在细胞命运调控、
遗传发育、抗癌药物筛选及蛋白质结构
解析等方向的数据分析，大大提升了科
研效率。

今年 1月 24日，当大批医护人员奔赴
疫情防控第一线的时候，当广州健康院科
学家披上实验服开始科研攻关的时候，超
算中心的工程师也迅速集结。疫情期间，超
算高性能集群不间断、高速稳定运行，保障
新冠病毒多种测序数据的高效分析，帮助
科学家得以在短期内发现新冠病毒感染导
致急性呼吸窘迫症细胞机理，对临床治疗
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本报讯（记者黄辛）10 月 16 日至 18
日，以“开放合作共筑烯未来”为主题的
2020中国国际石墨烯创新大会在上海大学
举行。作为本次大会最大的亮点，八英寸铜
镍合金催化超平石墨烯单晶晶圆和八英寸
锗基石墨烯单晶晶圆等新材料集体亮相，
展示了我国在高质量石墨烯材料领域的创
新成果。

在上海市石墨烯产业技术功能型平台
的推动下，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
技术研究所谢晓明团队实现了这些成果的

小批量生产，产品尺寸和质量处于国际“领
跑”水平。

专家表示，单晶石墨烯晶圆的批量制
备有利于解决碳基电子器件实用化面临
的技术障碍，加速推进我国碳基集成电路
技术的创新跨越发展，同时也对石墨烯在
传感器、可穿戴设备、数据通信，以及新能
源等多项前沿领域规模化应用具有深远
影响。

此外，为推进长三角石墨烯产业一体
化发展，上海、浙江、安徽、无锡、常州等地

石墨烯平台及政府代表共同为长三角石墨
烯产业发展服务平台、上海超能硬科技梦
想实验室揭牌；上海大学也与国际石墨烯
产品认证中心和国际标准咨询中心签署了
合作协议，今后三方将在标准、检测和认证
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

来自全球的 200位专家参加了此次大
会，解析石墨烯前沿技术及产业化应用，共
同探索石墨烯未来发展。同时，300多家企
业单位在现场与广大参会者对接交流、洽
谈合作，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

我国先进石墨烯晶圆研究成果集体亮相

10月 16日，在郑
州举行的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 2020年度开放
日活动现场，工作人员
演示无人机采集水样。

10 月 16 日至 20
日，南水北调中线干线
工程建设管理局下属
的 5 个分局分别举行
2020 年度开放日活
动，主题为“智慧中线，
安全调水”，展示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如何依
靠科技手段，实现安全
调水。
新华社记者刘诗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