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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植物园武汉植物园

中科院武汉植物园助理研究员王伟波和研究员张全发共同发明了一种能快速去
除空气中悬浮颗粒物的方法，他们的“法宝”就是土壤蓝藻。声学所

何岩来所调研“一三五”进展

日前，中科院党组成员、北京分院院长、京
区党委书记何岩到今年确定的联系点声学所，
调研该所“一三五”规划实施进展及基层党建
工作情况。京区党委副书记、京区纪委副书记
肖建春及分院相关部门同志一同参与调研。

何岩分别听取了声学所所长王小民和书
记张春华汇报该所“一三五”规划实施进展情
况和党建工作情况，同时还与声学所党政班子
成员以及各职能部门负责人进行了座谈。

何岩对声学所“一三五”规划的组织制定
与实施、深入推进和成效等给予了充分肯定与
赞赏，同时指出，声学所的党建工作开展得很
有特色，得到了所行政班子的高度重视和有力
支持。

对做好下一阶段工作，何岩提出了以下几
点要求：一是要深入认识新形势，充分认识到
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对中科院的新要求，更加准
确把握机遇与挑战；二是要进一步统一认识，
居安思危，增强全面深化改革的内生动力；三
是要瞄准战略需求，精心谋划研究所的未来发
展；四是要以国家重大需求为牵引，以重大产
出为导向，突出重点，变优势为胜势，为研究所
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下午，何岩一行与声学所的支部书记代表
和党员代表就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进行了座
谈。与会同志就做好党支部工作以及京区党建
工作进行了热烈的研讨和交流。

山西煤化所

MTG 技术嫁接唐山
日前，中科院唐山高新技术研究与转化中

心主任池建义、主任助理崔越一行到山西煤化
所进行考察调研。山西煤化所副所长房倚天、
科技开发处副处长姜东及相关人员参加了调
研。

围绕唐山市产业结构，姜东有针对性地介绍
了山西煤化所取得的代表性科技成果。相关人员
分别详细介绍了甲醇制汽油、煤焦油加氢、沥青
基球状活性炭、煤气化等技术进展情况。

池建义详细介绍了唐山市煤焦企业存在
的现 状和 问题，并 与专 家讨 论 山西 煤 化所
MTG 技术在唐山技术转移过程中的进展情况
和遇到的问题，希望通过此次调研找准切入
点，发挥唐山中心的地域优势，全方位推进该
项目顺利执行，努力将该项目打造成“科技服
务网络计划”的示范工程，更好地实现科技为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目标。

长春光机所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
主题活动举行

日前，由中科院长春分院团委和吉林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团委联合举办的“奋斗的青春最美
丽”主题对话活动在长春光机所举行。

此次对话活动邀请了 5 位年轻人，分别是
来自中科院的 4 位青年科研人员：长春光机所
空间一部张达、长春应化所分子国家重点实验
室刘俊高、东北地理所土壤生物多样性组王雪
峰、长春人卫站激光测距组董雪，以及吉林高
速收费管理站工作人员张静。

对话现场，这些来自工作一线的年轻人讲
述了自己的奋斗故事，为在青年中营造积极向
上的氛围，树立“奋斗青春”的意识起到了积极
作用。

主办方表示，此次活动激励了广大青年进
一步弘扬积极向上的青春精神，通过典型人物
引领和影响一批有理想、有思想、有冲劲的青
年积极投身到各单位的事业中，发挥自身示范
作用，在本单位的青年群体中汇聚青春奋斗的
正能量。

兰州化物所

甘肃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
来所调研

5 月 15 日，根据甘肃省关于开展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调研的部署，甘肃省科学技术厅党组成
员、副厅长巨有谦率科技厅相关部门负责人到中
科院兰州化物所调研。兰州化物所副所长师彦
平、所长助理张长春等陪同调研。

巨有谦一行就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与
兰州化物所相关人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
流。他表示，兰州化物所近年来不断深化科技
体制改革，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加强与企
业对接，积极推进科研成果转移转化，取得了
一大批创新成果，有许多先进的做法和经验值
得学习和推广。

他希望研究所今后进一步加强与甘肃企
业的联合，紧密结合区域、地方发展需求，发挥
研究所优势与特色，为甘肃实施创新驱动战
略、促进经济转型发展作出自己的努力，为甘
肃社会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调研期间，巨有谦一行参观了研究所科技
展览室和院西北特色植物资源化学重点实验
室———甘肃省天然药物重点实验室，了解了研
究所的历史沿革、人才队伍、学科方向、科研平
台、科技成果等，听取了实验室近年来的科研
进展与成果转移转化方面的工作。

（晓琪整理）

众所周知，大型绿色植物可以很好地防风
固沙，然而这些植物倾向于固着直径相对较大
的悬浮颗粒物，对颗粒较小的比如可吸收性颗
粒物吸附和固定能力则十分有限。

这些年来，科研人员通过研究发现，土壤蓝
藻不仅能够固碳、固氮、增氧、增加空气湿度，对
灰尘还具有较强的吸附性。

日前，中科院武汉植物园助理研究员王伟
波和研究员张全发共同发明了一种能快速去除
空气中悬浮颗粒物的方法，他们的“法宝”就是
土壤蓝藻。

不怕严寒酷暑的藻类

在大约 30 亿年前，地球上就出现了蓝藻，
这种藻类不仅分布很广，还具有极大的适应性。

淡水和海水，潮湿和干旱的土壤或岩石，树
干和树叶，甚至在盐卤池、岩石缝中都有蓝藻的
踪迹，它们不仅分布在热带、亚热带、温带，还会
出现在寒带甚至极地地区。

王伟波所研究的土壤藻类主要集中在蓝藻
门，比如微鞘藻属、伪枝藻属、裂须藻属等。他的
导师中科院水生所研究员刘永定研究藻类固沙
已有几十年，刘永定告诉记者，目前固沙效果比
较好而且技术相对成熟的藻类主要集中在微鞘
藻属。

其中，具鞘微鞘藻是主要的研究目标之一。
该藻类是我国分布广泛、现存量大、研究较透彻
的一种微鞘藻，主要分布在西北干旱半干旱地

区和西南干热河谷地带。
“在非极端环境中，多数藻类竞争不过高等

植物，而恶劣的环境却为它们提供了生存的可
能。”张全发说，我们现在的森林中人工林和速
生林比例很大，通过退耕还林和生态修复，我国
森林覆盖度有了很大改善。

科研人员推测，这些人工林和速生林丧失
的可能是低等植物，而低等植物能够增加空气
湿度，对灰尘也具有更强的吸附性。

强大的吸附能力

在我们现代城市的绿化系统中，主要是一
些高等植物，如小乔木和灌木，人们对这些植物
的选择主要依据可能是美观、易于管理和维护，
却忽略了它们对灰尘的吸附能力。

王伟波指出，事实上，小叶植物的吸附力可
能更强，比如文竹。“关于城市绿化系统和土壤
藻类吸附空气中颗粒污染物的对比，目前只是
通过一些观察实验获得，我们还需要掌握进一
步的数据。”

尽管如此，科研人员也提出了一个科学问
题：高等植物和低等植物的培养方式不同，虽然
土壤藻类属于低等植物，也属于微生物，但它们
可根据需要通过不同的载体制作成不同的形
状，生长环境可能并不需要土壤，这种优势是高
等植物无法比拟的。

王伟波就曾做过这样的实验，将藻类固定
在纱布上，然后缠绕在公园的树干上、墙壁上、

马路围栏上等，它们可以很自然地安家落户，形
成微生物膜。

不仅适应性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具鞘
微鞘藻还能够分泌大量的胞外多糖，胶结土壤
颗粒，从而将沙粒固定住。王伟波在研究固沙的
同时发现，这种多糖还有吸附灰尘的功能。

“介入这样的研究也纯属偶然。”王伟波说，
“关于蓝藻胞外多糖，国内外开展了大量研究，
并发现胞外多糖主要带负电荷，对重金属有非
常好的吸附作用。”

鉴于此，王伟波团队展开大胆设想，这种胞

外多糖能不能吸附空气中悬浮颗粒物呢？通过
实验，他们发现效果非常好。

衍生实用小装置

王伟波和张发全发明的“一种土壤藻类去
除城市空气中悬浮颗粒物的方法”获得了国家
发明专利授权。

“我们称这项专利为母专利。”张发全说，
“不久的将来，我们还会有一些实用新型的子专
利问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机动车尾气排放与建设工程引起的空气中悬浮
颗粒物迅速增加。这些细小颗粒物体积小、重量
轻，长期漂浮在空气中，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危
害，PM2.5 就是其中之一。

目前，城市建设通过加大绿化投入，扩大绿
化面积来减少空气中悬浮颗粒物含量。由于受
气候限制，城市绿化系统对悬浮颗粒物的吸附
和固定能力随季节变化显著；另外，大型绿色植
物对颗粒较小的颗粒物吸附和固定能力较弱；
遭遇干燥大风季节，固定的颗粒物会发生二次
悬浮。这些也成为悬浮颗粒物治理的主要难题。

王伟波告诉记者，大多空气净化器主要使
用物理吸附法去除空气颗粒悬浮物，但吸附材
料多为一次性使用，不仅使用成本较高，可能还
涉及一些化学材料，存在难于降解和二次污染
等问题。

王伟波所在团队研究藻类固沙固土十余
年。“我们的技术是现成的，只需改变一些方
法。”王伟波说。土壤藻类吸附颗粒悬浮物后，就
变成了土块，类似于成土作用，没有任何污染，
是非常高效的绿肥。

未来，科研人员将设计一大批不同规模尺
度的合理实用的小装置，例如做一个密封的圆
柱形装置，将具鞘微鞘藻固定在圆柱形表面，然
后给这个装置施负压，以实现更好的吸附效果，
也可以做成假山的形状放在公园里。这些装置
可以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所再作调整，比如办公
室、家庭、广场等。

山西煤化所

声学所

速递

土壤蓝藻：PM2.5 新克星
姻本报记者 沈春蕾

“码砖机器人”诞生记
姻本报记者 杨琪

“我们承担的隔热砖自动上料系统项目，经
过几个星期的生产测试，已经达到了企业预期的
自动化生产要求，获得了企业的高度认可。”中科
院合肥研究院先进制造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先
进制造所）青年科研人员夏永彬 5 月 15 日在接受

《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项任务从签约到完成验收只用了短短半

年时间。

码砖，不仅仅是体力活

人工进行隔热砖码垛，在有机器人帮忙之
前，是一件令工人皱眉头的重体力活。粉尘重，
夏天工作现场的温度常常飙升到 45℃以上。工
作环境恶劣不说，劳动强度还十分巨大———每
班 8 小时，两名工人需码 12 车的砖，总重量可
达 2 吨。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企业使用机器人进行
自动化码垛的需求非常强烈。”夏永彬说。

由于现场工作环境高温高粉尘，再加上砖型
多、砖形变化大，对工作节奏要求高，所以，即便
是机器人码垛，难度也非常大。

这就要拼科研单位的实力了。企业比较了几
家科研单位的技术能力和设计方案，先进制造所
让他们眼前一亮。

此前，先进制造所的青年科研团队在相关领

域曾经有过不少研发成果，比如智能清淤机器
人、大型棒料机器人码垛生产线、自动化水泥套
袋装置等。这些设备已经在相关企业投入实际生
产，并积累了不错的口碑。

接到项目后，夏永彬与同事高成飞、赵海彬、
李岩峰等多次去现场考察，针对企业现在的生产
现状，设计出了一种对现有的自动输送线改动最
小的方案。

项目组根据现有的条件和所要达到的目的，
分析出项目的难点并进行细分，最后将任务细化
到每个人。

夏永彬是项目负责人，总体考虑项目的设计
方案、项目进展时间节点的把握及跟企业沟通事
宜，电气工程师高成飞负责控制方案的设计。机
械部分由李岩峰负责吸砖手爪及真空气路的设
计，赵海彬负责整形输送线、推砖机构、机器人支
架及防护网的设计。

在方案设计阶段，大家没少遇到困难。比如，
科研团队既要顾及企业原有输送线又要考虑如
何最简单有效地将整形输送线与现有的隔热砖
输送线进行衔接，同时还要考虑现场的作业空
间。

“通过几次现场考察，我们巧妙地利用企业
现有的一小段单独运行输送线作为与整形输送
线衔接部分，在不改变原有输送线的情况下，实
现了我们的设计方案，同时节约了空间，可靠性

也不错。”夏永彬告诉
记者。

从“手爪”到“吸盘”

在这个项目中，如
何设计“手爪”夹砖是一道难题。因为胚砖的砖形
变化大，砖的上口和下口不一样大，而且胚砖还
易碎。

“我们综合研究所里其他同事之前做出的真
空吸附技术，使用吸盘进行吸砖，实验证明，这样
不但解决了抓取砖的问题，也解决了砖的堆垛问
题。”夏永彬介绍说。

企业生产的胚砖，同一批次的砖也会因为拌
料加水不均导致胚砖的干湿度不一致，烘干后的
胚砖尺寸误差大，吸盘手爪吸砖的时候，就会因
为砖块变形大，吸盘对不准砖，而吸不上砖。

为了让胚砖更稳定地被吸取，科研团队在第
一次方案中考虑过对单块砖进行“整形”，实现砖
与砖之间等间距。可实践中却发现，对单块砖进
行整形达不到企业要求的生产节拍。反复调整整
形方案后，大家发现改变吸盘间距便可提高吸砖
稳定性。

科研团队在进行现场调试时，在机械整形部
分不进行调整的情况下，通过控制调整吸盘的中
心距，使每个吸盘能够准确地吸上对应的砖。

鱼渔双授才是好的合作

这次合作让夏永彬感触良多，他说：“科研人
员要透彻地理解企业的需求，提出合理的研发方
案，以稳定可靠为装备开发的首要任务，不能一
味追求技术前沿性，而是要能解决市场反馈的产
业化难点。”

虽然这样的合作半年便完成了履约，但是夏
永彬与同事们也体会到技术与经济对接中一些
颇为重要的东西。

“首先，双方要构建一种诚挚深入的合作
关系。”在夏永彬看来，科研人员发挥自身的
技术优势，将实验室的成果应用于解决企业
的生产需求，企业则应该为他们提供必需的
研发条件。

再有，科研人员输出的不仅是单项的技术，
同时在与企业的合作研发过程中，也要协助培养
企业的技术人员，提升企业的技术应用能力，保
障研发成果长期稳定地应用于生产。

这就好比“授人以鱼，也授人以渔”。

创业

兰州化物所

长春光机所

苏州纳米所苏州纳米所隗
本报讯 近日，中科院苏州

纳米所纳米器件与应用重点实
验室刘立伟团队提出了一种环
境友好、易于操作、成本低、产率
高的电化学插层解离方法。该方
法以膨胀石墨为原料自制石墨
电极，以稀硫酸做电解液，通过
电化学一阶插层及阳极气体解
离的协同作用实现了高质量薄
层石墨烯的高产率制备，并进一
步利用制得的高质量薄层石墨
烯成功构建石墨烯宏观体材料：
石墨烯纸和石墨烯泡沫。

石墨烯材料具有优异的物
理化学性能，在微电子、储能器
件、传感器、导热材料、功能复合
材料等诸多应用领域备受关注。
电化学解理是一种工艺简单制
备石墨烯材料的方法。然而，该
方法制备石墨烯材料还存在着
产率低、质量差等问题。另外，石
墨烯较小的片层尺度也使其在

实际应用中受到了一定的限
制。

三维石墨烯宏观体材料是
近年来出现的由小片层尺寸石
墨烯构筑的三维结构碳质材料，
这种材料具有丰富的孔隙和开
放的孔道结构，进一步扩展了石
墨烯材料的应用空间。发展低成
本、更为简便易行的石墨烯材料
的制备技术及构建由三维石墨
烯组成的薄膜、泡沫、块体等宏
观结构形式对其应用研究具有
重要意义。

该方法研制的石墨烯纸和
多孔石墨烯泡沫在散热材料、电
磁屏蔽、生物医药等领域具有潜
在的应用价值。

此项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科技部、苏州纳米
所的大力资助，并得到苏州纳
米所测试和加工平台的技术支
持。 （吴丽琼）

薄层石墨烯实现高产率制备

隗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
授Ferran Garcia-Pichel 供图

土壤藻类吸
附颗粒悬浮物
后，就变成了土
块，类似于成土
作用，没有任何
污染，是非常高
效的绿肥。

美丽的具鞘微鞘藻

虽然这样的合作半年便完成了履约，但是夏永彬与同事们也
体会到技术与经济对接中一些颇为重要的东西。

（a）构建石墨烯泡沫的流程示意图。
（b）石墨烯 / 泡沫镍复合材料进行镍刻蚀的光学图片。

刻蚀剂：FeCl3/HCl（1M/1 M）的混合溶液。
（c）石墨烯泡沫的光学图片。
（d）石墨烯泡沫在花上的光学图片。
（e）石墨烯泡沫截面的扫描电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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