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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

近年来，中科院环境光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完成的“空气质量和污染源环境光学监测技术系统与应用”
“大气环境综合立体监测技术研发、系统应用及设备产业化”“大气细颗粒物在线监测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
目分别获得了 2007、2011、2015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王琳淇是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
一名研究员，他曾经在美国纽约大学兰贡
医学中心和得克萨斯 A&M 大学从事博士
后研究工作，2014 年从美国回国工作，2015
年入选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王琳淇的
研究生阶段是在中科院微生物所度过的，
作为“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回国，王琳淇
的回归为微生物所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
液。

隐球菌专家

作为真菌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新生隐球
菌社会性行为和毒力课题组组长，王琳淇
的研究集中在新生隐球菌上。

“该菌是一种常见的环境来源机会性
致病真菌。全球每年新生隐球菌导致的新
发感染可达 100 万例，其中约 60 万人死
亡，该数字超过了全球乳腺癌的死亡人
数。”王琳淇说。

不同于世界绝大多数其他国家和地
区，该菌在我国呈现出感染免疫健全人群
的倾向，并且在一些地区已经成为感染性
脑炎的主要病原体，暗示未来可能在我国
演变成为高致死率的常规临床病原真菌。

“作为真核致病微生物，隐球菌在细胞
组分和关键分子机器上与哺乳动物宿主十
分相似，导致了研发抗菌新药非常艰难。”
因此，王琳淇将致力于解析隐球菌与毒力
相关的独特生物学行为，这成为研发抗隐
球菌新药以及疗法的关键研究切入点。

作为科研人员，王琳淇有着惯有的严
谨认真，不过他并不死板，相反，十分风趣
幽默。

在中科院微生物所获得博士学位之
后，王琳淇选择了出国深造。“我开始去的
是美国纽约大学兰贡医学中心，师从 Eve-
gany Nudler 博士。其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一件事情就是，实验室的博士后普遍愿意
大胆跟别人讨论自己的科学想法，他们的

想法大多很疯狂，但很多重大的突破都是
来自于一开始听起来违背常识的疯狂想
法。Nudler 实验室发现了微生物一氧化氮
信号通路，这些发现都是来自于实验室的

‘疯狂’讨论。这就像我们经常所说的‘大胆
假设，小心求证’。”

王琳淇认为，要意识到创新性思维在
科研工作中的重要性，并且要善于开放思
路，敢于提出想法，这样，才有可能在科学
研究的道路上走得更通畅。

旷达向上的人生态度

当谈到在研究所读书的经历时，王琳
淇总结出这么一句话：“跟导师的沟通非常
重要，但往往被我们忽视。”有很多人不擅
长跟导师进行沟通，总觉得等有工作成果
之后，向导师汇报一下就可以了。但王琳淇
认为，与自己的导师经常沟通，尝试了解实
验室的发展方向，找到自己和实验室在课

题及自身发展上一个最好的双赢点，这对
研究生本身的科研训练会有很大帮助。

“我在美国做博士后时，发现国内和国
外的学生在沟通习惯上有一点差异。”王琳
淇说，“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忽视沟通的重要
性，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学生在这方
面很擅长，这当然也有文化的差异。希望我
们的学生更加主动、积极地跟导师交流，交
流得越多，收获会越大。”

回国工作后，对于身份的转变，王琳淇
说：“一下子身上的责任就更多了，要对实
验室的每一个学生都负责任。对于刚组建
的实验室，有很多事情要开展。但是想想我
正在做我感兴趣的事情，倒也感觉不到有
多累。我觉得我很幸运，能在一个非常好的
时机回国做自己喜爱的事情。”

王琳淇对于一个实验室的文化建设也
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我觉得实验室的文化
很重要，如果实验室有一个积极向上的科
研文化，那么实验室每个人都会是受益者。

实验室里的研究生们也希望自己在实验室
度过的这几年能成为以后回想起来的黄金
时光。”

王琳淇每周都会花大量时间跟学生讨
论，了解他们的科研想法：“我很感谢我实
验室的学生和工作人员，他们使我的实验
室文化非常积极正向。”

谈起科研工作中遇到过的困难，王琳淇
说：“我们做的是实验科学，实验科学的失败
率是很高的，因此需要有一个乐观的态度。”

在王琳淇看来，很多事情都是共通的，不
光是在实验上，在生活中也会碰到很多挫折
和困扰，处理事情的方式很重要。“我一般会
将挫折和困扰分成两类，一类是我不能控制
的，一类是我能控制的。对于不能控制的，想
太多也没有用，坦然面对就是了。如果是能控
制的，我一般会先仔细想想如何将影响降到
最低，是不是能把坏事变成好事。这可能会提
高我们应对的效率。困难并不可怕，认清它的
本质，困难就会化作你触摸成功的垫脚石。”

3 月 27 日，江苏盱眙 （北
京） 凹土产业招商推介会在中
国科技会堂举办。会上，盱眙县
委书记李森感谢中国科学院在
盱眙设立全国唯一县级研发中
心———中科院盱眙凹土应用技
术与产业化中心。

中科院院地合作处处长翟金
良则希望以中科院盱眙凹土应用
技术与产业化中心为纽带，进一
步加深中科院与盱眙的合作力
度，让科学家的研发工作支撑并
助推凹土产业的发展。

中科院盱眙凹土应用技术与
产业化中心主任王爱勤告诉《中
国科学报》记者：“我们采用对辊
处 理 - 制 浆 提 纯———高 压 均
质———乙醇交换一体化技术实现
了凹凸棒石棒晶束的高效解离，
解决了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瓶颈
问题之一，让凹凸棒石从矿物资
源变成纳米材料成为可能。”

凹土发展面临瓶颈

凹土，即凹凸棒石黏土，是大
自然赐予人类一种性能独特的黏
土矿物，被广泛用于食用油脱色、
干燥剂、日用化工、功能涂料和医
用材料等领域。

上世纪 70 年代末，江苏六合
发现了凹凸棒石黏土矿带，之后
安徽明光也发现了凹凸棒石黏土矿，近年来甘肃、贵
州、河南和内蒙古等地也陆续发现了较大的凹凸棒
石黏土矿。

其中，江苏盱眙的凹凸棒石黏土储量最多，占世
界总量的 48%，占我国总量的 74%。目前，盱眙有凹凸
棒石黏土加工企业 55 家，生产产品 50 余种，已经形
成了产业集群。

王爱勤通过多年对凹凸棒石的研究发现其制约
产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天然产出的凹凸棒石黏
土，凹凸棒石棒晶团聚严重；凹凸棒石具有鲜明的地
域特色，不同产地或矿点凹凸棒石的棒晶发育程度
和理化性质存在较大差异。

王爱勤说：“如何高值利用凹凸棒石黏土成为政
府和业界共同关注的问题，我们除了要解决技术问
题，还需要建设一支凹凸棒石黏土的创新研发团队，
并搭建相关公共测试和服务平台。”

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

据李森介绍，江苏凹凸棒石黏土产业发展经历
了 4 个阶段，分别是：初步开发、粗放加工期（1990 年
以前），综合开发、市场成长期（1990 年 ~1999 年），政
府引导、行业管理期（2000 年 ~2009 年），聚集人才、
创新发展期（2010 年至今）。

为了促进产学研合作，突破技术、服务企业、推
动产业发展，2010 年，中科院与盱眙县人民政府共建
了中科院盱眙凹土应用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中心。

中科院兰州化学物理所研究员王爱勤在此率先
建立了中科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盱眙凹土应用技
术研发中心，其后淮阴工学院江苏省凹土资源利用
重点实验室、中科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中
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常州大学和环保部南京环境
科学研究所先后入驻该中心。

李森介绍：“人才的聚集使盱眙凹土产值从 2010
年的 4 亿元增长到 2015 年的 20 亿元。”

王爱勤是中科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环境材料
与生态化学发展中心主任、江苏省凹凸棒石黏土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江苏省盱眙凹凸棒石
黏土行业协会副理事长。他于 2011 年获首届“中国
凹土都梁香兰奖”，同年入围江苏省“双创人才”，于
2014、2015 年连续两年入选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学
者化学工程类榜单前 10 名。

王爱勤带领科研人员开发了凹凸棒石纳米无机
凝胶、凹凸棒石棕榈油脱色剂和玉米赤霉烯酮吸附
剂等高端产品，并与企业合作实现产业化，研究成果
获得了国内外同行的广泛认可，获 2015 年江苏省科
学技术奖一等奖。

2015 年盱眙凹凸棒石产业获批江苏省产学研协
同创新基地和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同时获批“江
苏省凹土材料及产品检测技术重点实验室”，这也为
服务凹凸棒石黏土产业发展提供了有效支撑平台。

制定“一三五”规划

会上，主办方还重点推介了 15 万吨 / 年凹凸棒
石棕榈油脱色剂、凹凸棒石复合母料、凹凸棒石 10
万吨造纸助留剂和重金属土壤修复项目。

王爱勤展望了“十三五”期间凹凸棒石产业发展
规划。他说，凹凸棒石黏土产品的开发主要取决于凹
凸棒石黏土矿的品位。30 余年来，随着凹凸棒石黏土
矿的不断开采，低品位的杂色和伴生矿的比例逐年
增加，但现有技术尚不能利用低品位矿开发相关产
品，这不仅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严重制约着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

如何利用低品位凹凸棒石黏土资源开发高附加
值产品，已经成为凹凸棒石黏土产业可持续发展亟
待解决的关键共性问题。为此，中科院盱眙凹土应用
技术与产业化中心制定了“一三五”规划。

“一”是一个关键共性技术：低品位凹凸棒石
结构演化与转白关键工艺突破；“三”是三个重大
突破：突破在锂离子电池隔膜、纳米复合膜材料和
复合颜料方面的高值应用；“五”是五个重点方向：
凹凸棒石纳米复合材料，凹凸棒石基催化材料（脱
硝、脱烯烃、脱硫等），凹凸棒石基节能材料（储能、
储热、隔热等），凹凸棒石修复材料（水体净化和土
壤修复等），凹凸棒石养殖用材料（霉菌毒素吸附
剂、无抗养殖等）。

王爱勤希望通过凹土人的共同努力，力争在“十
三五”末期让凹土产值达到 100 亿元。李森在推介会
上表示，盱眙聚集了大量的人才和创新资源，将专注
于凹土研究，推动凹土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不断进
步，促进凹土产业转型升级。

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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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回归 全新起航
———记中科院微生物所研究员王琳淇

姻本报记者王晨绯通讯员马玮

服务中国环境监测 用心把脉大气环境质量
姻本报记者 沈春蕾

2016 年初，中科院环境光学与技术重点实
验室（依托中科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主持完成的“大气细颗粒物在线监测关键技术
及产业化”项目，在全国科技奖励大会上荣获
2015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这是近年
来，重点实验室第三次获得国家级奖项。

2005 年成立的中科院环境光学与技术重
点实验室，在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取得如此成
绩，靠的是什么呢？

厚积薄发的创新能力

中科院环境光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
刘建国介绍，创建伊始，重点实验室就以环境
光学新原理新方法研究为基础，以先进环境光
学技术与应用为重点，建立环境光学与技术研
究平台为自己的发展目标；将环境光学应用基
础研究、定量监测新方法研究和环境监测高新
技术与系统集成创新研究定为重点研究方向。

多年来，重点实验室逐步发展了紫外到
红外多波段污染物光谱分析方法，建立了大
气污染物光谱数据库，自主研发了 DOAS（差
分吸收光谱）、FTIR （傅里叶红外光谱）、LI-
DAR （激光雷达）、LIBS （激光诱导击穿光
谱）、CRD（腔衰荡光谱）、TEOM（振荡天平）
等一批关键技术，这些技术的应用实现了对
大气环境的一次、二次污染物，自由基及其前
体物，有毒有害的痕量气体（污染源）的快速、
立体、在线监测。在 2015 年中科院“一三五”
国际评估中，重点实验室在环境领域的成就
被评为“国际领先水平”。

环境光学关键技术的研发和系统集成，推
动了光学技术在我国环境监测中的应用，尤其
区域大气污染立体监测技术，已应用于北京奥
运、上海世博、广州亚运、北京 APEC 会议、
2015 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阅兵式等重
大活动的空气质量监测及控制措施评估，并逐
步在我国东部地区建立了区域大气污染立体
监测网，可时刻把握我国区域环境状况的脉
搏。时空演变数据的获取和解析，为深入研究
区域污染机理、时空 / 复合特性及其关键物化
过程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科学数据。

立体探测技术的发展由地基平台走向空
基、天基平台，2010 年，重点实验室承接了“十

二五”国家重大专项高分 5 号的大气成分探测
载荷任务。经过近 6 年的刻苦攻关，该卫星载荷
已经通过正样设计评审，即将交付整体单位使
用运行，将提供我国及全球大气污染气体成分
的时空分布信息。

开拓进取的产业化思维

科技创新要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这是重
点实验室多年来秉承的科技成果产业化发展
理念。经过多年摸索，他们总结出一条有效的
科研成果产业化道路，推动了国家环保产业的
发展。

2001 年，安徽光机所开始技术转移转化新
模式，先以空气质量监测子站和烟气排放连续
监测两项成果技术入股，与安徽铜陵三佳集团
合资成立了安徽蓝盾光电子公司。2011 年，又
以大气颗粒物激光雷达（LIDAR）和多轴差分
吸收光谱仪（MAXDOAS）两项成果，与杭州聚
光合资成立了无锡中科光电公司。

在与企业合作的同时，重点实验室又从
标准制定上取得突破：多年来不仅制定了 10
项标准，2015 年更有 9 项产品获得计量器具
生产许可证，“有章可循”助力了科研成果产
业化发展。

“之前，我国的常规污染物在线自动监测
仪器几乎是空白，由于我们技术的投入使用，
使得国内至少三分之二以上的大气细颗粒物
在线监测设备实现了国产化。”刘建国如是
说。在重点实验室的技术支持下，铜陵蓝盾、
安徽宝龙、无锡中科光电等多家环保科技企
业对城市空气质量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烟气
排放连续在线监测系统、道边机动车尾气遥
测系统、大气能见度仪、臭氧和颗粒物监测激
光雷达等多项科研成果进行了产业化开发和
推广，在全国范围内共计实现销售近 5000 台
/ 套，覆盖全国 20 多个省 / 直辖市，为国家
增创利税突破亿元……

近年来，重点实验室完成的“空气质量和污
染源环境光学监测技术系统与应用”“大气环境
综合立体监测技术研发、系统应用及设备产业
化”“大气细颗粒物在线监测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项目分别获得了 2007、2011、2015 年度国家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另外，获得了国家环境保护科学

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两项、二等奖 1 项，安徽省重
大科技成就奖 1 项、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3 项、
二等奖两项；获得科技成果鉴定 33 项，授权发明
专利 90 项，获得软件著作权登记 142 项；发表论
文总计 826 篇（其中 SCI/EI 论文 477 篇）。

持续发展的创新科研梯队

刘文清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环境光
学学科带头人，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学委
会副主任，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刘建国研究
员，重点实验室主任，中组部“万人计划”入选
者、“十二五”“863”资环领域主题专家、优秀环
境科技工作者；谢品华研究员，重点实验室副
主任，优秀环境科技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

此外，赵南京、刘诚、司福祺、张天舒、阚瑞峰
……一大批青年科研骨干成长为重点实验室的
中坚力量，在国家“973”“863”、国家重大科技计
划、国家重大科学仪器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中科院重点部署项目 / 院先导 / 院创新项目等
大量科研项目任务中攻坚克难、屡创佳绩。

重点实验室在培养创新科研团队成长过
程中，有计划地分期让青年科技人才进行国际
合作研究，了解世界科技前沿拓宽发展思路。
仅 2015 年重点实验室就安排了 17 人次前往欧
洲、澳洲、北极等地区进行 11 个主题的项目开
展、国际会议、访问学习活动；积极邀请国际科
研机构专家学者来实验室交流并组织国际学
术盛会。实验室主任刘建国作为共同主席承办
了 2015 年光、能源和环境学术大会 E2 会议

（美国光学学会 OSA 主办），为中青年科研骨
干积极参与国际科研活动创造了条件。

重点实验室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工作环境，
正如刘文清院士所说：“我们会根据每个人的
能力，给大家搭建展现才华的舞台，机会要靠
每个人自己把握。”如今，在专家前辈的传帮带
下，中青年科研骨干快速成长，在项目研究和
实验室建设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赵
南京成为“863”项目首席专家、阚瑞峰负责了
重大科研项目、司福祺成为卫星载荷的主任设
计师、罗宇涵奔赴极地开展科考……这些年轻
人已在科学的海洋中乘风破浪，开始远航。

王琳淇

人物

“我觉得实验室的
文化很重要，如果实验
室有一个积极向上的
科研文化，那么实验室
每个人都会是受益者。
实验室里的研究生们
也希望自己在实验室
度过的这几年能成为
以后回想起来的黄金
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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