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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非接触遥测
生态环境痕量气体在线
监测仪器

借力平台 夯实基础

为了加快环境光学创新发展过程，中科院
安徽光机所（简称安光所）依靠四家主管部门
支持，亦即中科院、环保部、科技部、安徽省人
民政府，多方争取社会资源，构建环境光学创
新平台。

2003 年，安徽省科技厅支持安光所建设
“安徽省环境光学监测技术重点实验室”；2005
年，中科院批准安光所建成“中科院环境光学
与技术重点实验室”；2007 年，环境保护部支持
安光所建设“国家环境保护环境光学监测技术
重点实验室”；2009 年，在科技部大力支持下，
安光所建立起“国家环境光学监测仪器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2011 年，国家环境保护环境光学监测技术
重点实验室通过环保部组织的验收。该实验室
解决我国大气、水体、土壤等污染急需的关键
技术和系统技术问题，促使我国先进环境监测
技术水平的提高，发展了我国先进环境监测技
术应用示范中的理论、方法和标准。承担“863”
等 100 多项国家级项目，为国家重大环境工程
和地方环境质量管理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

当年对该重点实验室进行验收，环保部组
织的相关专家，对它有如下言简意赅的评价：
开展了北京奥运空气质量立体综合观测研究，
完成了奥运期间重点污染源及污染物跨区域
输送的立体综合监测；开展了上海世博园区及
周边空气监测与评估工作；为我国环境监测高
技术研发和应用技术支撑和开放运行平台，研
发的系列监测技术与企业合作实现了产业化，
并积极开展了先进技术的行业标准制定工作。

在国家重大应用中检验平台工作，他们抓
住 2008 年北京奥运、2010 年上海世博会等重
大活动对环境保障要求较高的难逢机遇，提供
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国际合作 以“技”会友

2013 年 6 月，德国马普化学所举行多轴

DOAS 技术的国际对比观测实验，共有 8 个国
家、十几个团队参加。安光所是这次实验发起
人之一。

从 2004 年开始，国际上发展多轴 DOAS。
目前，该技术在世界多国都有发展，是炙手可
热的研究热点。德国此行，安光所带去了“疯狂
的猫”等两套设备，在现场进行的对比、分析，
效果都很好。

谢品华是环境光学中心主任，也代表会议
发起方的安光所。利用已掌握的多轴差分光谱
技术，一直关注垂直方法，提出一种可以快速
得到近地面的数据的方法，谢品华和托马斯等
与会期间进行探讨，写了《差分快速污染水平
分布算法》的文章，在欧洲光学学会较为推崇
的 AMT 杂志上发表。

谢品华眉宇间露出自豪：我们既面向国家
战略需求，也面向世界科学前沿。如今关注的
科学前沿之一是自由基探测技术。该技术对所
有地球科学研究者都是个挑战，我们将前沿技
术做好，应用就会得到很大提高。

2013 年，安光所成功研制出光腔衰荡光谱
NO3 监测仪原型，已在清华大学某项目的烟雾
箱中作了观测。其在技术上极具前瞻性，在被
动差分光谱技术上提出了新理念。

科教融合 新人辈出

2011 年 11 月 25 日，中科院合肥物质院与
中国科大联合发文，由安光所刘文清所长牵头
组织中国科大环境科学与光电技术学院的筹
备工作。

环境光电学院的定位业已明晰：以“科教
结合、协同创新”为宗旨，发挥中国科大和研究
院综合优势，面向国家环境科技需求和光电技
术前沿，探索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紧密结合、
协同发展的运行机制，培养和造就具有国际视
野、立志造福社会，既掌握环境科学又拥有光
电技术的高科技综合型实用人才。

罗宇涵在中国科大读博期间，做的是极地
大气环境测量，一般人很难想象。前几年，她还

分别去南极和北极科考过。因中国科大与安光
所的科教融合，她也深受刘文清所长等潜移默
化的影响。

2013 年，罗宇涵博士毕业刚到安光所工
作，就在刘文清所长指导下，顺利申请到了国
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基于 MAX-DOAS
观测的北极地区对流层卤素氧化物的分布和
变化机制探索。

罗宇涵对此兴趣盎然，希望借助基金支
持，将基础研究和技术应用很好结合。

罗宇涵还获得了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院
院长基金———盐湖表面活性卤素氧化物的分
布探测和化学过程研究。她申请到这个基金，
很大程度上是受谢品华的建议和启发，“我之
前一直想做，但却没有这样的契机，现在如愿
以偿，一定要努力做好！”

基金申请批下来后，2014 年 3 月罗宇涵就
去了青海，在野外工作了一个星期，“目前国内
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我们理应关注民众关注
的雾霾。”罗宇涵介绍。

罗宇涵的“顶头上司”是司福祺，再“顶头
上司”，则是中心主任谢品华。她说：“我和大家
的合作很愉快，从应用入手开展这工作，老师
和同事在技术方面给了我很大帮助，使我能很
快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

罗宇涵 2013 年入职安光所，不久后就由
谢品华带队，前往德国马普化学所学习，“第一

个月是大型的综合观测，后两个月的学术交
流，针对多轴 DOAS 技术及其算法进行研讨，
更让我开拓了科研的视野”。能如愿到安光所
工作，罗宇涵深感庆幸。

虎视眈眈 专打硬仗

雾霾天气时，高速公路的能见度降低，封
路是不得不经常采取的措施，什么时间、什么
样的能见度下可以解除封锁，对车辆安全行驶
至关重要。安光所前年已传出捷报，研发的能
见度仪器能够实现实时预警机制，应对雾霾等
恶劣天气的影响，为相关应急部门提供科学的
数据分析。

这种前向散射式能见度仪，堪称应急部门进
行科学决策的明亮“眼睛”。它通过无线数据实时
传输大气能见度数据，在能见度低于 200 米时，
监控中心电子地图上的示意路段会自动变色，发
出信号预警。从 2012 年开始，这套系统已在安徽
省高速公路气象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

该仪器还可广泛用于环保数据监测。在安
徽省环保局牵头下，安徽省已启动城市摄影监
测系统，将实时视频监控和能见度仪相结合，
直观而准确地获取环保能见度信息。该系统已
在安徽省的合肥、马鞍山、蚌埠、阜阳等城市投
入应用。

安光所专打硬仗，有自己鲜明独特的“个

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如对航天高科
技项目高分 5 号，他们“虎视眈眈”，前后追踪
了 5 年。功夫不负有心人，2013 年他们终于如
愿以偿，争取到了该重大项目的相关课题。

谢品华说：国家让我们做星载仪器究竟有
没有戏？我们是否能够就此挤进航天队伍？现
在我们回过头看，确实已拿到了高风 5 号的国
家任务。国家为何敢把任务交给一个新兵？这
是因为我们长期在机载、地面有大量的技术基
础、应用算法，也有广为应用的产品，才获得了
这个练队伍、打硬仗的机会！

需求导向 从“气”到“水”

赵南京研究员科研成果丰硕，侧重做重金
属和富营养水监测，即是充分利“平台”的典型
个案。

2007 年，太湖爆发了水危机，原来 28 万元
一套的国外仪器，竟骤涨到了 68 万元。赵南京
和环境光学中心同仁群策群力，研究出浮标监
测系统和预警方法，包括对土壤重金属和有机
物的监测，得到了“863”计划的支持。

中科院院地合作项目黄淮海农业集群实
施，2012 年在河南启动项目，土壤重金属的监
测承接中科院合肥物质院的项目，促使环境光
学中心选择在安徽颖上县做实验。

赵南京经实地考察调研，不仅所需设备自
己扛，有时车辆陷到沟里，还要“小车不倒只管
推”。从考察到分析、从布点到测量，他获取了
大量的科研第一手资料。

国内同行监测水体的研究还比较少，赵南
京另辟蹊径，通过光学的方法来做。水中污染
物既有国家尚未列入污染物名录的，也有虽然
列入名录却不便测量的，赵南京做在线监测的
技术方法和仪器研制，其他兄弟院所尚没有类
似的项目。

针对大面积的水源进行遥测，原来需要人
到多点采样分析，现已不需现场取样，是一种
原位监测。2006 年，赵南京等参与的水污染监
测项目获得成功，成为该年度中科院的十大创
新成果之一。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从 2009 年开题，到
2012 年结题，赵南京承担的另一个“863”项
目———“水质富营养化在线检测设备及蓝藻水
华预警系统”，监测水中污染物的不同成分和
参数，也获得较好的应用。

安光所专打硬仗，有自己鲜明独特的“个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如对航
天高科技项目高分 5 号，他们“虎视眈眈”，前后追踪了 5 年。

受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东亚植物多
样性与生物地理学重点实验室植物 DNA
条形码与物种形成研究组刘杰博士的邀
请，我们于近日前往位于保山市腾冲县曲
石镇江菹村林家铺，对高黎贡山的树干附
生苔藓植物和地衣进行了为期 6 天的物种
多样性调查，并获取了部分群落样方动态
监测的本底数据。

随着全部人马集结在高黎贡山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设在林家铺的野外工作站，我们
开始了安营扎寨和各项调查前期准备活动。

第二天晚饭后，刘杰发起一个简短会
议，除让各位相互认识之外，还特别讲解了
本次野外工作的主要内容及分工。

我们的首个样地———3 号样地，步行
仅 15 分钟便到达。沿途的林下密密麻麻地
种着草果，表明这里正受到极为强烈的人
为干扰。从第三天开始，我们将协同作战，
一起调查样方内的附生苔藓和地衣，并在

可重复回访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设定随
机选择的监测样方。

第五天我们换到了 6 号样地，同行的
两个调查蜘蛛物种的研究生会对每个样地
设置一定数量的陷阱，以期捕捉那些对人
为活动极为敏感的蜘蛛。即便如此，蜘蛛的
研究目前还处于物种大发现阶段，通常跑
一趟野外，发现 3～5 个新种已经不算是什
么值得炫耀的事。

第六天是我们附生植物监测样方小组
在高黎贡山林家铺保护站附近工作的最后
一天。早上出发到达 7 号样地开始了调查
工作，这又是一个特别陡峭的样地，站立时
比平时更为费劲，树干上有清晰的熊爪抓
过的痕迹。在当下的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措
施中，如何让这些“不讲理”的野生动物与
保护区周边的村民和谐共处、相安无事还
真是门艺术。

（作者单位：昆明植物所）

①从筛子里滤过的枯落物中寻找蜘蛛
②使用特制的工具筛选隐匿在林地枯枝

落叶中小型蜘蛛
③认真负责的护林员身手相当敏捷
④野外午餐

昆明植物所昆明植物所隗

“这些年轻人身上有股劲，那是一种要干
出点名堂的气概。”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青
年千人计划”专家陆为回想起不久前参加的一
次中科院长春应化所青年创新促进会学术交
流活动时，情不自禁地对记者感慨道。

一同应邀出席这次活动的还有南方科技
大学副教授、“青年千人计划”专家黄文忠与青
年教师田瑞军，以及香港大学研究主任程刚。
他们有的第一次来到东北这片黑土地，有的已
与长春应化所青年科研人员数次携手。“不同
领域的青年科研工作者汇聚一堂，我们彼此都
受益良多。”程刚说。

这里的年轻人充满活力

虽然看似有点同台“竞技”的意味，但是来
自化学领域不同方向的年轻学者们更愿意将
自己目前工作的进展与亮点与人分享，期待收
获交叉创新的果实。

程刚目前主要从事基于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金属配合物的电致发光器件的研究。此次
他带来的学术报告是《基于铂的配合物发光的
高效率有机发光器件》。“这项工作的意义在于
挑战美国公司、科研机构在高效率有机发光材
料方面的主导地位，我非常希望能够为国内相
关产业提供科技支撑。”

陆为带来的报告是《基于发光金属有机化
合物的功能分子与超分子软物质》，这正是他
目前集中精力研究的方向。“金属有机化合物
的光物理和光化学是我的基础研究，发光材料
和溶色液晶材料是我的应用基础研究。”他向
记者介绍说。

传统的双亲分子表面活性剂都是由疏水
长链烷基和共价相连的亲水离子型基团，在临
界浓度以上才能自组装成胶束或者囊泡。陆为
希望能够另辟蹊径，设计合成基于刚性结构的
离子型有机金属化合物作为非传统双亲分子
用于超分子软物质材料的自组装。

来自长春应化所的青年学者给大家准备

了一场丰富的学术大餐。长春应化所副研究员
秦玉升讲述了他的二氧化碳共聚催化剂及产
业化研究，另一位“80 后”小将艾可龙则分享了
自己在可视化检测和成像研究领域的成果与
进展。他们不仅在基础研究上有所突破，同时
还在积极地推进相关成果的产业化。

这令远方来的客人印象深刻。“长春应化
所在基础化学理论和应用化学方面并重，这里
的年轻人能够迅速、高效地将理论化学研究成
果转移转化到产业应用上。”程刚对此评价道。

“我想要把这种轻松自由讨论和脚踏实地
干活相结合的风格带回我的课题组，并推广到
南方科大的化学系中去。”陆为说自己从此有
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心愿。

小小喜悦鼓舞前进

科学的殿堂对这些年轻人而言有着巨大
的吸引力，但行进在朝圣的路上，他们所经历
的绝不是一帆风顺。

艾可龙说，遇到实验不顺甚至实验失败是
非常普遍的，科研人员最需要保持一颗平常
心，再加之对科研“日久生情”，自然而然就会
全身心投入。

“我认为，做科研最重要的是具有持之以恒
的决心，在确定了一个科研目标之后不要轻易放
弃。”程刚说。从研究生阶段开始，他就以白光有
机电致发光器件为研究方向，多年来，尽管研究
对象在“与时俱进”，但是在大方向上他始终目标
清晰。目前，他在溶液加工的单发光材料的聚合
物发光器件方面的研究已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科研道路有时令人孤独苦闷、充满挫折，
有时又充满激情。陆为很庆幸选择了化学研究
这项工作，在他看来，化学是创造新物质的科
学。“每当用各种表征手段把我合成出的样品
结构搞清楚并确定其为新化合物时，那种喜悦
是可以拿到手上、看得到、摸得着的。就是这种
不断点缀在我的工作中的小小喜悦，鼓舞着我
继续在实验室里琢磨。”陆为说。

现场

高黎贡山腾冲段林家铺
野外工作小记

姻马文章

憋足劲 闯名堂
姻本报记者 杨琪

长春应化所长春应化所 隗

扩大开放 合作创新
———中科院安光所环境光学科技创新纪实

姻本报记者 郑千里

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