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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科学家撷英

本报讯（实习生张晶晶）划蝽是一种以“嗓
门大”著称的昆虫，被称为“自然界噪音之王”。
如今，它的另一个强项又被挖掘了出来。甘肃河
西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划蝽后翅翅面的复合
阶层结构能有效吸附空气，形成的翅面空气膜
不仅满足了划蝽水下呼吸的需要，同时也可帮

助其“滴水不沾”地飞离水面，免受翅面湿润增
重带来的不利影响。相关成果日前发表在《科学
通报》2012年第 14期上。

据介绍，自然界中很多昆虫的翅面、腿部及
某些植物的叶面存在很好的超疏水性。基于超疏
水性研究仿生制备的材料在防腐抗污、减阻降
噪、防水抗菌、自清洁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经过两个月的仔细观察，河西学院石彦龙
课题组发现，划蝽在水下游动时扁状的后足不
断摆动，靠后足与水的反作用力将自身向前、向
下推进。当后足停止摆动而呈“一”字型支开时，
后翅优异的超疏水性能使其浮力增大，身体会
由水下垂直向上浮出水面。当划蝽下潜于水底
时，后足呈“一”字型支开，靠中足将自己的身体
附着在水底的淤泥、石块或植物上。

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划蝽后翅面，
研究人员发现其翅面分布有大量的乳突，乳
突直径约为 80 纳米，乳突之间相距 50～200
纳米，乳突之间还有大量“大头针”状的纳米

棒，纳米棒顶细根粗，直径为 50～100 纳米，
棒与棒之间相距 300～1000 纳米，高约为 600
纳米。

此外，由于昆虫翅面的主要成分为低表面
能材料的蛋白质、脂类和几丁质，复合阶层结构
及低表面能物质的协同效应使划蝽后翅翅面表
现出优异的超疏水性。研究证实，这种超疏水性
是使其浮力增大的主要因素。水滴在划蝽后翅
翅面的接触角达到 159°，滚动角约为 8°。后
翅面的这种复合结构使其表面有更大的比表面
积，超疏水翅能有效吸附空气，使翅面在水下时
形成空气膜。

石彦龙等指出，理论上，水滴在这种微纳米
级阶层结构表面的接触是一种固—气—液复合
接触，这种微纳米尺度的表面可吸附空气而在
其表面形成一层空气膜。空气膜使水滴很难浸
入纳米棒之间的空隙和凹槽。在水滴的下面截
流有空气，表观上的固液接触实际上由固体—
气体—液体共同组成。

在水滴—空气—翅面的复合接触面中，他
们计算得知，水滴与空气的接触面占整个复合
接触面面积的 91%，而水滴与后翅翅面的接触
面只占 9%。

研究人员据此将划蝽喻为“自然界的潜水
艇”，认为相关研究将为研发适应性强、机械强
度高、疏水性能稳定的超疏水材料提供有益指
导。

目前，该课题组已仿生制备了超疏水性滤
纸、超疏水性绵纤维等材料，但过程复杂、成本
偏高、实用性偏弱。石彦龙告诉《中国科学报》，
他们后续将尝试在普通金属基底上构筑机械强
度较高、环境适应性较好的超疏水表面，用该基
底仿生制备可遥控、自动化、能在水面行走的超
疏水机器虫。
“这种机器虫在侦察勘测、水质监控、液面

清污、水下打捞等领域都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同时，我们期望该研究能对未来潜艇的设计制
造提供借鉴和启发。”

姻本报记者 李洁尉 通讯员 谢华 程艳
一位作家曾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

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许玫英的经历便是这句话的真实写照。
许玫英是广东省微生物所研究员。16年前，

22岁的许玫英因我国著名微生物学家简浩然的
一句话，放弃了留校工作的机会，走上了环境微
生物学和环境污染治理的研究之路。
如今，许玫英在环境微生物及生态安全领域已

是硕果累累。她先后主持或参加了“863”计划、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省部级科研项目 20多项，科研成果
曾获国家环保总局环保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广东省
科学技术奖二等奖等，还获得过“广东青年五四奖
章”、广东省科学院“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等荣誉。
不过，许玫英似乎并未满足于现状。对于未

来，她还有着更多的期待。
“目前已开发利用的微生物仅占全部已发现

种类的 1%，还有很多待挖掘的资源。微生物研究
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科学家任重而道远。”许玫
英近日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

走上微生物研究之路

1996年，当时已年过八旬的环境微生物学家
简浩然要物色年轻科研助手。
当时，许玫英已初定留校工作。
“你学环境微生物，不干这一行不是很浪费

吗？”正是因为简浩然这一句朴实的话，许玫英来
到了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
普通家庭出身的生活磨砺和老一辈科学家

的言教身传，使许玫英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
习、工作环境。同时，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让许玫
英得到了更好的历练。
上世纪 90年代末的广东，经济建设已取得

很大进步，但环境也受到了严重的污染，尤其是
水污染触目惊心。其中，位于珠江边的广州市某
煤气厂工业废水降解问题亟待解决。
当时的团队带头人简浩然决定应用环境微

生物学理论“啃”下污染治理这块“硬骨头”。
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许玫英在承担任务

后，牺牲了大量的休息时间和节假日。在研究所
小试时，午夜时需要加水，她常亲力亲为；到工厂
现场跟踪、调试时，她不怕苦不怕累。那年的大年
初一，许玫英是在工厂里度过的。
经过团队的通力合作，该工厂的废水经处理

后，COD和氨氮两项指标同时达到国家排放标
准，从而实现了全部指标达标排放，并填补了国
内油制气行业废水处理氨氮达标的空白。
此后，许玫英针对制药废水处理的难点问

题，设计了制药废水生物处理新工艺，在国内首
次分离到茶碱降解菌、交沙霉素降解菌、扑热息
痛降解菌等多株用于制药废水污染治理的高效
菌株，在国际上首次报道了能以茶碱为唯一碳、
氮源生长的善变副球菌，丰富了国际上用于环境
保护的菌种资源。

她还针对印染废水中脱色难和产生难生物
降解的芳香胺类脱色产物问题，筛选了大量高效
染料脱色降解菌，为攻克印染废水处理中的难题
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菌种资源和科学数据。
自 2004年起，许玫英又作为技术负责人，承

担了广州市两座长期未达标排放的垃圾渗滤液
处理场的工程改造，开始了对世界公认的污水处
理难题的艰苦攻关。
近两年，她进一步从环境中的微生物群落结

构及其代谢网络特点方面，深入探讨了全球气候
变化条件下微生物群落对外界环境条件的响应机
制及其协同作用关系，重点针对大气 CO2升高、地
下水系统铀污染以及广东省典型的电子电器制造
业集中区域环境污染对微生物群落结构特征的影
响等问题开展研究，取得多项新的理论突破。

立志高远，脚踏实地

工作的同时，许玫英不放过任何学习的机
会。其间，她在研究所边工作，边学习，先后攻读
了硕士、博士学位，并由研究所委派出国从事博
士后研究。
出国学习期间，未到学龄的女儿只能由丈夫

照顾，家庭遇到不少困难。但正是这段时间，她的
科研取得了重要进展。
许玫英刚到研究所时，所在团队不到三人。

当时 22岁的她，陪同耄耋之年的简浩然外出调
研采样、攻克难关；如今，许玫英的团队已发展到

60余人，在业内也享有了较高的声誉。
已是研究团队带头人的许玫英不断扶掖新

人，指导多名硕士生、博士生和研究助理从事科
研。带领的团队连续多年被评为广东省微生物所
“先进集体”，并获得广东省科学院 2005～2006年
度唯一授予先进研究团队的“科技贡献奖”。

就在近日，许玫英当选为党的十八大代表。
她告诉记者，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广东

在过去的 30多年里，经济发展速度始终排在全
国首位，但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
影响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

不过，许玫英说，她很高兴看到广东已不再片
面追求 GDP，比如东莞已经把治污作为重点。“经
济建设需要科学发展，子孙后代需要好的环境。”

简讯

灵长类专题展亮相昆明动物博物馆

本报讯中科院昆明动物博物馆日前推出“人类近
亲—灵长类”专题展览，以唤起公众保护环境、爱护自
然、关爱灵长类动物的意识。
该展览从“认识灵长类”、“我们的近亲”和“云南的

灵长类”三方面，较全面地介绍了动物在漫长的演化过
程中怎样形成了这一类群，凸显了灵长类在自然界和人
类社会中所占据的地位，特别是在云南的生活轨迹。
据悉，中科院昆明动物所从建所初期，就开始了

灵长类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并于 1959年建立了我
国第一个灵长类动物人工驯养繁殖中心，是我国拥有
灵长类动物最多和全国唯一进行灵长类综合性研究
的机构。 （张雯雯钱亚民）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和太原市
共建诊断试剂研究中心

本报讯由太原市科技局和中科院生物物理所联
合建立的太原诊断试剂研究中心近日落成，并成为该
市诊断试剂领域第一家由院地共建的研究机构。
据悉，该中心首席科学家为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

所副所长龚为民，首批合作项目为心血管疾病及肾功
能体外检测试剂盒主要原材料研发及转化。
该研究中心落户太原，对提升该市生物产业自主

创新能力、加快生物技术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技与地
方经济结合等方面，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程春生）

内蒙古将建
首家冷凉蔬菜研究院士工作站

本报讯近日，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与中国农业科学
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内蒙古农业大学等单位签订《开展
冷凉蔬菜技术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合作协议。根据协议，
我国首家冷凉蔬菜院士工作站将在该市建立。
据悉，该院士工作站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方智远领

衔，将有效结合乌兰察布市冷凉蔬菜产业优势、科研
资源以及人才技术优势开展项目研究，并率先在该市
进行科研成果转化、推广和示范，从而带动、提升该市
乃至全国冷凉蔬菜产业化技术水平，并为冷凉蔬菜产
业的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杨雄飞张林虎）

自然人可注册“.CN”和“.中国”域名

本报讯记者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获悉，从 5
月 29日零时起，经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修订后的《中
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注册实施细则》开始实施。
其中，自然人可注册“.CN”“.中国”域名是此次修改的
最大亮点之一。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齐麟表示，此次对

自然人开放注册，将有力提升个人邮箱的个性化应用
以及电子商务的应用，例如将有助于个人网站打响品
牌。同时，还将与国内微应用服务商的服务进行整合，
网民可以为自己的微博、微名片、电子相册等配置顶
级域名，弥补了个人微应用平台这一短板。（黄明明）

内蒙古公布 2011年环境质量状况

本报讯 5月 30日，内蒙古召开环境保护新闻发
布会，向社会公布内蒙古环境质量状况、污染物减排
进展、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及重金属污染防治情况。
记者了解到，经环保部核定，2011年，内蒙古化学

需氧量排放量 91.89万吨，比 2010年下降 0.25%，其中
工业和生活源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下降 2.08%；氨氮排
放量 5.38万吨，比 2010年下降 1.12%，其中工业和生
活源排放量下降 1.95%；二氧化硫排放量 140.94万吨，
比 2010年上升 0.86%；氮氧化物排放量 142.19万吨，
比 2010年上升 8.20%。
根据环保部要求，2012年，内蒙古减排的指标与

2011年相比，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下降 1.74%，氨氮排放
量下降 2.78%，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 1.7%，氮氧化物排
放量与 2011年持平。 （杨雄飞张林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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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成
舸 通讯员王玉林）5
月 30日上午，中南大
学湘雅二医院迎来了
一位特殊的病友“姚
叔”，自从 2006 年 5
月该医院为他成功换
肝换胰后，他续写的
生命顺利跨入第七个
年头，成为目前亚洲
肝胰联合移植患者中
生存时间最长、生存
质量最高的“第一
人”。

今年 50 岁出头
的姚先生声音洪亮，
中气十足，丝毫不像
病人。当被问及身体
状况时，他说现在每
天坚持打球，每周还
要爬一次山。怕记者
不相信，姚先生还现
场表演了一段俯卧
撑和上篮。
“大多数时候我

都忘了自己做过移
植，湘雅二医院不仅

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还让我越活越年轻。”他
说。

据湘雅二医院普外器官移植科主任齐海
智介绍，目前肝胰联合移植手术患者存活时间
最长的约为八年零九个月，全球仅有百余例报
告，且绝大部分是在美国匹兹堡等地的世界著
名大型器官移植中心进行的。

齐海智团队经研究发现，中国人胰腺血管
变异的情况与西方人存在较大差异，他们在国
际上首次提出了胰腺移植时胃十二指肠动脉
重建的必要性及血管重建方式，在国内首次提
出原位肝、异位胰十二指肠移植这一术式。这
一系列成果被应用于姚叔的联合移植手术，终
获成功。

据记者了解，在经卫生部核定获准开展器
官移植的医院名单里，可开展 3个及以上器官
移植手术的医院全国仅两家，湘雅二医院是其
中之一。从 2003年到 2011年，该院先后实施心
肺联合移植、肝胰联合移植和全腹腔八大器官
联合移植手术，患者存活时间均创下亚洲纪
录。

广东省微生物所研究员许玫英：

让环境微生物学造福社会

划蝽变身“潜艇”的秘密破解

本报讯（记者高长安）从 6月 1日起，河北省 7个设区市开始公布
PM2.5监测数据。11月，该省各设区市全面按新标准开展监测。

据介绍，河北省首批开展 PM2.5监测的 7个设区市包括石家庄、秦皇
岛、承德、张家口、唐山、廊坊、保定。

国家环保部发布的《空气质量新标准第一阶段监督实施方案》对河北
省各设区市监测点位数量进行了明确规定。在该省总计 53个国家网监测

点位中，石家庄有 8个监测点，唐山、保定均为 6个，秦皇岛、承德、张家口
均为 5个，邯郸、邢台、廊坊各为 4个，沧州、衡水为 3个。

今年 10月底前，这 53个国家网监测点将全部完成设备安装并试运行，
今年年底前，该省各设区市全部按空气质量新标准要求发布数据。届时，向公
众发布的空气质量监测指标将从现在的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
3项增加到 6项，新增加指标包括细颗粒物（PM2.5）、臭氧和一氧化碳。

河北 7市 6月起公布 PM2.5数据

许玫英

近日，几台联合收割机开进了山西运城市盐湖区的麦田。这是山西夏收开镰的第一块机收麦田。目前，该省麦农正抓紧
抢收小麦，力争颗粒归仓。

据山西省农业部门统计，今年该省小麦播种面积 1046万亩，预计比去年增产 6%。山西省农科院小麦研究所所长张定一
告诉记者，今年老天帮忙，科技助力，奠定了山西全省小麦丰收的基础。小麦生长期间风调雨顺，全省又大面积种植了新育成
的中早熟品种，推广了“水地小麦冬水前移两增一减高产高效栽培技术”和“旱地小麦地膜覆盖节水技术”，同时加强了病虫
害监测与科学防治，丰产已成定局。 程春生 冯革才摄影报道

划蝽

本报讯（记者杨钊良 通讯员杨纯财）近日，
第二届全国芽胞杆菌研究与利用研讨会在福
州举行。此次会议由中国微生物学会农业和
基础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等单位主办，福建
省农业科学院等单位承办，来自北京、上海等
20多个省市以及台湾地区的百名专家参加了
会议。

福建省农科院院长刘波介绍说，芽胞杆菌
是一类重要微生物，农业生物药物活菌制剂
90%来自芽胞杆菌。芽胞杆菌与生物农药、生物
饲料、益生菌、生物降污、生物保鲜、生物修复
等农业生物药物产业化密切相关，同时在解决
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生态安全、环境安全中起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与会专家提出了加快研发创新、增进国民
健康的六项共识：加强芽胞杆菌基础科学研
究，构建中国芽胞杆菌资源库；研发出一批微
生物农药、微生物肥料、降污用微生物、微生物
饲料、饲用益生菌、保鲜用微生物等农业生物
药物；制定各种芽胞杆菌制剂的生产工艺、产
品标准，规范农业生物药物制剂的使用规范；
建立一批具有原创性专利的新产品、新工艺，
培育科技企业和示范基地；通过实施芽胞杆菌
研究与利用项目，聚集、培养一支创新能力强、
能有效支撑现代产业发展的研发队伍；以芽胞
杆菌为资源的农业生物药物产业发展，必须明
确方向、瞄准应用、联合攻关、服务企业、推进
发展。

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孙明表示，我国在芽胞
杆菌的分类学、基因组学、蛋白组学、代谢组
学、生物工程等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接下来
应通过提高芽胞杆菌制剂在农业生产过程中
的作用，降低农业污染，保持土壤肥力，推进健
康种养，提高产量质量，推进我国农业可持续
发展。

百名专家福州研讨
芽胞杆菌研究与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