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台8 2013年 8月 13日 星期二 Tel押（010）51949499 执行主编：童岱 副主编：张楠 编辑：王庆 校对：沈春蕾 E-mail押qwang＠stimes.cn

社址院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一条乙 猿号 邮政编码院员园园19园 新闻热线院园员园原51949392 51949387 广告发行院园员园原51949411 82614588 传真院园员园原愿圆远员4609 广告经营许可证院京海工商广字第 8037号 零售价院1援5园元 年价院288元 解放军报印刷厂印刷

经过几代人
的艰苦创业，目前
实验室已形成了
一支老中青相结
合的研究队伍，他
们的研究成果在
我国国防、航空航
天、医药等领域中
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

“

中国科学院有机氟化学重点
实验室新实验楼

机构名片

国家玉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玉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依托单位
为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农
科院。

国家玉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是
在科技部和山东省科技厅的组织和领导下，
紧紧围绕玉米种子产业，通过依托单位山东
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优势资源和技术、
人才、资金的高度集成，紧跟国家农业产业
化和国际种业的发展大趋势，在玉米种子工
程化、企业发展产业化、产业延伸系列化等
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形成了集产业、经
营、资本、技术、品牌、人才为一体的专业化
现代企业。

国家玉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吉林）依
托单位：吉林省农科院，主要研究开发和服
务领域：玉米品种选育；玉米种子技术开
发；玉米繁种、制种技术开发；玉米高产综
合配套技术开发；玉米生产机具研制开发；
玉米加工技术开发；玉米科技、学术交流；
玉米系列技术培训与服务；玉米种子开发
与经营。

国家日用及建筑陶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日用及建筑陶瓷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以研究开发日用及建筑陶瓷行业基础
性、关键共性技术为重点，通过自主创新和
产学研结合，开展先进实用的工程化技术
研究，为行业提供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
新产品和新装备。中心通过以现代先进技
术改造传统的陶瓷产业，推进陶瓷产业升
级换代，为地方打造陶瓷科技城和特色产
业化基地服务。该中心的建立，为我国传统
陶瓷行业构筑了一个集工程化技术研发、
科技成果转化与孵化、标准化与检测、人才
培训与信息交流为一体的完整平台。

中心设有国家陶瓷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中国陶瓷知识产权信息中心、全国陶瓷
标准化中心、全国陶瓷文献信息中心等 4
个服务中心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设有日
用陶瓷、建筑卫生陶瓷、热工及设备、工业
陶瓷、陶瓷艺术设计以及信息技术等 6 个
研究室；建有日用陶瓷、建筑陶瓷、陶瓷机
械装备和热工设备等 4个中试基地。

（晓琪整理）

“上海氟化学”团队：

聚焦“小元素”实现“大梦想”
姻本报记者 黄辛 冯丽妃

中关村开放实验室、生物饲料开发国家工
程研究中心、国家转基因生物饲用安全评价与
检测中心、国家饲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
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以下简称饲料所）
集多家研发平台于一身。
“利用中关村开放实验室平台，我们既为示

范区企业使用实验室提供服务和其他便利条
件，也保证了开放实验室设备的正常运行。”中
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所长齐广海向《中国
科学报》记者介绍，“这样的合作将显著提高我
国饲料工业和生物饲料产业的源头创新能力。”

软硬实力支撑研发

饲料研究所隶属农业部和中国农业科学院，
成立于 1991年，是集饲料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与
推广、人才培养于一体的现代化国家级研究所。

饲料所主要开展饲料生物技术、饲料添加
剂、畜禽水产饲料与营养、饲料与食品安全、饲
料资源开发与评价利用、饲料工程技术、饲料
经济信息等方面的研究，是动物营养与饲料科
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特种经济动物饲
养学科的博士生培养点，设有动物营养与饲料
科学博士后流动站。

该所现有研究员 17人，副研究员 32人，博
士生导师 8人，硕士生导师 25人。其中，中国
农业科学院杰出人才 11名，农业部有突出贡
献中青年专家 3名。

据齐广海介绍，饲料所经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批准，正在建设生物饲料开发国家工程
研究中心，该项目将建设饲用酶制剂、抗菌肽、
饲用微生态制剂等生物饲料技术的研发和工
程化实验平台及相关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
14400平方米。

以中关村示范区企业中试硬件条件为基
础，饲料所积极开展联合申报项目、联合技术攻
关、技术孵化、成果转化、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人才培训等工作，通过各种渠道申请获得多项
国家和地方重点项目，在提高示范区企业自主
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优质家禽源于饲料

饲料所以开展饲料科技创新和推动饲料

行业科技进步为宗旨。
“吃鸡肉尝不到鸡味追其根本是与饲料有

关，但不能完全归功于‘饲料’。”齐广海告诉记者。
家禽产品品质的形成受动物自身遗传背

景、饲养环境、采食的饲料以及进入流通环节前
的初级加工等共同影响，饲料主要在满足营养
需要、调控机体代谢、维护集体健康等方面发挥
作用，它是产品品质形成过程的重要环节，而上
述其他因素也可对家禽品质产生较大影响。

目前我国禽类饲料产业的发展趋势和问题
主要体现在产业集中度提高、产品质量和安全
水平急需提高、行业利润率下降等方面。

例如，通过推广“肉鸡动态营养需要与生产
性能预测模型技术”，饲料所获得显著的经济效
益。根据目前行业软件每套平均售价 30万元计
算，推广 100套可取得直接经济效益 3000万元。

通过对该软件的推广，饲料所可大幅度提
高我国肉鸡养殖水平，按最少提高饲料转化率
5％，年产肉鸡配合饲料 2500万吨计算，每年可
以节约饲料 120万吨，其年经济效益将达到 20
亿元以上。

此外，饲料所通过与北京市大兴区政府共
同合作，大力发展环保生态型养殖业，提高畜产
品质量安全和技术水平，促进了大兴区养殖业
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

开放平台对接企业

2003年，由中国农科院饲料研究所发起，北
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伟嘉饲
料集团、北京资源集团、北京挑战集团、禾丰牧
业集团、北京九州大地集团、北京德佳牧业科技
有限公司等 7家全国前十强的预混合饲料企业
共同响应，成立的“7+1”高科技饲料企业联合
体，至今，聚集了全国几十家饲料行业领军企
业，形成了上下游产业链。

2009 年在科技部和北京相关部门的指导
下，饲料所进一步整合资源成为国家饲料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并被科技部认定为首批农
口产业联盟试点单位。经过多年积淀，饲料所再
借助中关村开放实验室的政策推动和支持，极
大地推动了科技资源的整合、开放和共享。

2012年，饲料所接受企业委托研究项目共
计 40多项，如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益生菌抑菌活性代谢产物的分析”、北京生
泰尔生物科技集团“陈皮提取物对肉鸡的有效
性和耐受性评价”、北京伟嘉饲料集团“甘露聚
糖酶的应用技术研究”等。

齐广海表示，饲料所承担的大多数重大科
技项目，包括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国家
“863”高新技术项目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基金
项目等，均为实验室与企业共同承担。

其中“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
项目”，让饲料所与企业（试验站）建立了紧密的
科技对接关系，直接服务于企业（试验站），并通
过企业（试验站）的示范效应向行业辐射。

此外，饲料所承担的北京市来源的重大科
技项目，包括院区合作项目和现代农业产业技
术体系北京市创新团队项目，共有 8项，直接与

企业对接，服务于企业。
来自北京伟嘉饲料集团的代表这样评价饲

料所：“饲料所通过参与我们的技术开发工作，
解决了企业解决不了的难题。中关村开放实验
室搭建了一个开放的技术平台，让饲料所帮助
企业提升技术研发能力，培养技术人才，参与国
家项目，走出成果转化的死亡之谷。”

通过这一平台，饲料所的国家“863”重大科
技成果β-甘露聚糖酶发酵生产技术成功孵化，
伟嘉公司投入 5个多亿，在通州建成了占地 68
亩的生物饲料发酵生产基地，用于该项技术成果
的产业化。另外，伟嘉在与饲料所的天然植物提
取物藤茶黄酮生产技术联合攻关中，培养了一批
相关技术人才，现在这些人才在公司能独挡一
面，成为天然植物提取物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

提高生物饲料产业源头创新力
姻本报记者 沈春蕾

如果说中国科学院代
表着中国科学的“国家队”，
那么中国科学院有机氟化
学重点实验室（简称实验
室）就是我国氟化学研究的
“国家队”。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至今，实验室的科研人员
一面用一项项应用成果满
足着国内需求，另一方面
他们用一个个在全球产生
广泛影响的基础研究成果
推动者世界氟化学的发
展，并被国际化学界称为
“上海氟化学”。

“未来，我们的定位是
面向世界科学前沿、面向国
家战略需求，建成集基础研
究和应用研究为一体的氟
化学研究中心和高层次创
新人才培养基地，使我们实
验室成为世界有机氟化学
重要研究中心之一。”近期，
该实验室主任胡金波在接
受本报采访时说。

百花齐放，创新为先

立足国需，开拓创新，
从成立之日起，实验室就一
直把满足国家社会需求放
在首位，并不断推动着我国
有机氟化学学科的发展。

上世纪 50年代，实验
室老一辈科学家黄耀曾、黄
维垣、蒋锡蘷、陈庆云等人
白手起家，为“两弹一星”和
载人航天事业研制出各种
含氟油脂和氟塑料。。

目前，实验室已成为国
内氟化学基础和应用研究的重要基地，而创新依然
是他们心中所坚守的首个信条。

实验室已建立起 13个核心课题组，所涉范围
包括新型氟化学试剂、反应及相关机理研究；含氟
功能材料分子和含氟生物活性分子的制备及应用；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我国氟产业发展的含氟功能
物质的小批量制备及功能化应用研究等多个方面。

现在，实验室研制的氟橡胶已经列入大飞机专
项；在全球开创性地发现制备第四代先进核能技
术———钍基熔盐堆所需的氟化熔盐的新方法。
“现在，整个有机氟化学团队的研究氛围良好，

大家团结向上、百花齐放。”胡金波的微笑中流露着
对这个团队的自豪。

面向世界，兼顾应用

目前，实验室已走出 3位中国科学院院院士、
14位研究员，汇聚了老中青三代科学家，推动着为
我国氟化学学科的发展。

同时，“上海氟化学”已成为全球氟化学研究领
域的一支“生力军”，在国际氟化学领域拥有一定话
语权。卿凤翎和胡金波两人均是国际氟化学执行委
员会委员、国际期刊《氟化学》编委、国际莫瓦桑氟
化学奖评选委员会委员。此外，在国际氟化学的讲
坛上，随处可见“上海氟化学”的身影。

胡金波表示，实验室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建设
成国际一流的有机氟化学和氟材料研究中心。

而在兼顾前瞻性、基础性研究的同时，让创新
成果落地也是该实验室重要目标。

萤石是氟化工的关键原料。我国的萤石基础储
量占全球近 1/3。但是，目前我国氟化工产业的发展
却落后于发达国家。
“其实国内也有实验室技术，但工业化放大和

后加工一直没有衔接好，由此导致我们在高端氟产
品方面的落后。”胡金波说。他希望未来在研究部门
和产业部门之间建立纽带，促进创新转移转化。

传承老一辈科学精神

“做研究工作最让人觉得可惜的是学术论文发
表之后，没过几年就成了历史角落里的东西。要让
一项科研成果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能够产生广泛持
久的学术影响力和应用价值，就需要好好选题，长
期坚持、脚踏实地做出一项优秀成果。”在胡金波看
来，对于这一点，实验室老一辈科学家们已经为年
轻一代树立了榜样。

例如，上世纪 80年代初由黄维垣首次发现的
“亚磺化脱卤反应”至今仍被国际上多个实验室和
企业应用。

胡金波认为，老一辈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之所
以历久弥新，因为他们当年做研究工作既不是为
了发表文章去做，也不是跟着别人去做。他们是
基于“任务带学科，学科促任务”，平心静气地做
研究，他们在做研究工作时采用简单易得的原
料，并能发现全新的方法合成得到非常有用的产
物，这样的研究成果必定能够得到广泛使用并且
经久不衰。
“科研要有创新，也要有传承。我们应该学习和

传承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因为科学只有扎根沃
土，才会枝叶葳蕤。”胡金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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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微不足道”的化学元素却让医用代血
浆、航空高温润滑油、导航陀螺油等这些看起来
毫不相关的科研成果成为“血亲”，还让大批科
学家凝聚在一起，立业寻梦。

这个在元素周期表中排行第九的叫做
“氟”；这群因它而聚的群体在国际氟化学界有
一个响当当的名号———“上海氟化学”。

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科学院有
机氟化学重点实验室（简称实验室）科学家们
用氟元素创造出一个个成果，奉献着自己的光
和热。

因氟而聚，“小元素”承载“大梦想”

一个星期五，或许是因为过了下班时间，
上海有机所的大院显得很安静。然而，当记者
走进实验大楼，却看到各类仪器设备中间一个
个身影仍在忙碌着。

走进胡金波的办公室，他刚从一大堆文献
资料中“钻”出来。谈起氟元素，这位中科院有
机氟化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兴致勃勃，从书柜中
取出一块孔雀蓝颜色的石头，慢慢掀开氟元素
与氟化工的“面纱”。

胡金波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这块彩
色石头叫做“萤石”，其主要成分是氟化钙。当
萤石与浓硫酸发生反应后，可以产生无水氟化
氢，氟化氢经过电解后产生氟气。无水氟化氢
和氟气被称为氟工业的“血液”。
“在所有元素中，氟元素的原子半径很小，

电负性却最大。氟原子与碳原子形成的化学键
很强，这个特点让含氟有机化合物和材料具有
优异的稳定性，能作为各类高性能功能材料；
同时很多有机含氟化合物具有优良的生物活
性，目前国际上 25%左右的医药和 40%左右的
农药都含有氟原子。”胡金波解释说。

从 1886年单质氟被分离出来开始，有机氟
化学已广泛应用于医药、农药、航空航天材料
等各个领域。
“氟元素就像砖瓦，用它可以搭成各式各

样的房子。”实验室研究员吕龙说。事实上，对
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来说，这个成天打交道的小
元素不仅寄托着他们的个人理想，还承载着心
中的强国梦。
“我们想做好两方面的事情，也就是“两个

面向”，一方面我们面向国家需求，通过研究出
新的氟科学与技术，为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发
展和国家安全提供科技支撑；另一方面我们面
向国际科学前沿，通过我们的创造性基础研究
工作，推动国际氟化学学科的发展，并使我国在
国际氟化学领域中占有重要一席之地。”这是胡

金波和实验室全体科学家的想法。

立足国需，几代人“接力赛场”显身手

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目前实验室已形
成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队伍，他们的研
究成果在我国国防、航空航天、医药等领域中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上世纪 50年代，黄耀曾、黄维垣、蒋锡蘷、
陈庆云等老一辈科学家白手起家，成功研制出
各种含氟油脂和氟塑料、氟橡胶，为“两弹一星”
和航天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上世纪 80~90年代，随着一些中青年学者
学成回国，有机氟化学的主要研究骨干队伍得
到了新鲜血液的补充。实验室在 2002年被批准
成立中科院重点实验室。2005年以来，实验室
进一步引进了一批青年科研骨干，骨干队伍的
年龄层次得到了进一步优化。目前，实验室拥有
各类科研人员约 200人，已成为国际上规模最
大的氟化学研究团队之一。

实验室研制的导航陀螺油、卫星温控涂层、
氟橡胶让有机所成为全国唯一相关产品供应单

位；实验室开发的含氟润滑油，让我国的高温润
滑油实现了巨大突破。

最近两年，实验室青年科技人员从老一辈
科学家手中接过了接力棒，积极承担了中科院
战略先导科技项目———钍基熔盐堆核能系统的
部分重要研究任务，开展了锂同位素的溶剂萃
取分离技术以及高纯氟化熔盐的吨级制备研究
工作。这两方面工作目前均已取得了阶段性进
展，其中熔盐制备工作已向其他单位提供氟化
熔盐超过 1吨。

担当重任，推动产业发展

“我们一直把推动氟化学产业的发展视为
自己崇高的职责。”其实，上海有机所为此作出
了许多努力。

中科院院士、国际知名有机氟化学家陈庆
云等人在上世纪 70年代末首创的全氟表面活
性剂—铬雾抑制剂 F-53，被广泛应用于全国
千余电镀厂，极大地保护了电镀厂工人的身体
健康。
最近，吕龙和沈其龙等人发展了一种三价

碘化合物，可以被用来向有机分子高效引入三
氟甲硫基团。该研究成果最近作为特色文章发
表在著名化学期刊德国《应用化学》上。

尽管实验室研究硕果累累，但胡金波表示，
目前，我国氟产品主要为附加值较低的低端产
品，一些高端氟产品还需从国外进口，我国氟产
业发展仍面临着很大挑战。

上海有机所所长丁奎岭认为，研究成果对
产业和科技显现出突出贡献还需要时间。“在这
种情况下，我们有义务担负起重担，充分了解产
业面临的技术瓶颈问题，把握好氟化学研发的
发展重点和组织方式。”

目前，为了更好地把实验室科研成果转化
为生产力，为地方经济服务，实验室与辽宁省阜
新市开展了战略合作，共同推进阜新氟化工园
区的建设。实验室与阜新市共建的阜新氟化工
研发中心目前正在建设之中。

蜚声国际，以独创研究树自信

在立足应用研究的同时，实验室并没有忘
记基础理论的创新。事实上，在国际氟化学基础
研究领域，实验室早已拥有一席之地。

上世纪 70年代末到 90年代，老一辈科学
家们可谓“平地起高楼”，取得了许多原创性基
础研究成果。例如，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维垣发现
的“亚磺化脱卤反应”至今仍是国际氟化学界的
著名反应。

近年来，我国有机氟化学发展已进入新一
轮高潮。上海有机所一批年轻科学家崭露头角，
他们围绕有机氟化学应用于开发研究，发现了
一类具有全新结构和高效除草活性的 2－嘧啶
氧基－N－芳基苄胺类衍生物，这是我国仅有
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农药先导化合物，目前
已经获得了 10多项中国发明专利以及美国、日
本、韩国等国的发明专利。

卿凤翎等人最近创新性发展了“氧化三氟
甲基化”反应，带动了该研究方向在全球范围内
的快速发展，被美国化学会出版的《化学与工程
新闻》称为“卿氟化”。胡金波等提出的“负氟效
应”、开发的“胡试剂”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关注。

2012年，《化学与工程新闻》以封面报道形
式列出世界各国化学家开发并受全球医药农药
界关注的 9个金属参与的氟化学反应，上海氟
化学兵团以其独树一帜的研究成果，占据其中
1/3的领地。
“科学研究不能浮夸，不能急功近利，只有

脚踏实地、平心静气、坚持专注地搞研究，才会
有灵感与重要发现。”说起实验室成功的秘诀，
胡金波如是说。

胡金波（右一）与研究生讨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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