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主编：肖洁 编辑：闫洁 校对：傅克伟

E-mail押news＠stimes.cn
2016 年 7月 25 日 星期一
Tel：（010）62580619

综合
LOCAL

www.sciencenet.cn

合成高效催化剂
可降解有机染料

本报讯 河南中原工学院米立伟团队通过连续反应，构
筑了具有可调控催化性能的分等级结构硫化铜纳米晶。相
关成果日前在线发表于《科学报告》杂志。

纺织印染工业是废水排放比例较大的产业之一。据统
计，每印染 1 吨纺织品要耗水约 200 吨，其中 80%以上成为
印染废水。然而，用于废水染料降解的方法普遍具有能耗
大、成本高等缺点。

米立伟团队采用简便的原位连续反应，在温和的溶剂
热条件下，成功实现了二维硫化铜纳米片到三维分等级结
构的转变。该三维分等级结构由宏观三维网状、亚微米级
片、纳米级片层层垂直分形构成，相比传统材料，具有大比
表面积、高活性位点的特点。基于上述优势，研究人员将该
三维分等级结构硫化铜纳米片簇作为高效催化剂引入有机
染料降解体系，并发现该材料具有优异的催化降解效率。

此外，研究人员还采用阳离子置换方法，证明了这种材
料具有去除废水中铜离子的能力。此项研究为三维分等级
纳米晶体的设计和制备提供了新思路，同时对印染废水的
处理具有很高的借鉴意义。 （史俊庭）

中原工学院中原工学院

本报讯（记者彭科峰）来自中科院遗传
发育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的沈彦俊和郭英
基于相关未来气候情景，对未来 60 年高、
中、低三种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下的气候变化
趋势进行了预估，并对未来气候情景影响下
的西北干旱区水资源和农业灌溉需水的变
化趋势进行了研究。相关成果日前发表于

《水文学杂志》。
西北干旱区是我国水资源最短缺的地

区之一。近几十年来，由于绿洲灌溉面积快
速扩大，农业灌溉用水占到水资源总消耗量
的 95%以上。因此，研究未来气候变化对西北
干旱区水资源供需的影响并提出针对未来
缺水状况的应对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最新研究表明，未来气温的显著上升使
农业需水量显著增加。在 3 种排放情景下，
2016～2045 年和 2046～2075 年时段，5 种主
要作物的年均灌溉需水量分别达到 370.2
亿～372.7 亿立方米和 371.5 亿～389 亿立方
米，比 1971～2000 年历史时段的灌溉需水量
增加 42.7 亿～61.5 亿立方米。同时，径流的
增加量与 5 种主要作物灌溉需水的增加量
相当，甚至在有些流域小于灌溉需水量的增
加。由于未来工业生活等其他需水量也会呈
现增加趋势，这将造成水短缺和生态环境恶
化的情况加剧。正是基于此，研究人员提出
了控制耕地规模、提高灌溉效率和调整作物
结构的应对策略。

研究发现，如果作物种植规模维持在
2010 年的水平，灌溉水利用效率须提高到
0.73 以上；如果作物规模控制到 2000 年的
水平，灌溉水利用效率须提高到 0.48 以
上；如果作物规模控制到 1990 年的水平，
灌溉水利用效率须提高到 0.4 以上，才能
使灌溉需水量达到 1971～2000 年历史时
段的值。

研究还模拟了种植结构调整模式下的
灌溉需水量变化，并且发现控制种植规模是
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最有效措施。科研人员
建议将西北干旱区的灌溉面积控制在 300
万公顷左右，并结合农业节水改造和种植结
构调整等措施，实现水资源的适应性管理。

视点

中科院遗传发育所专家：

西北干旱区灌溉面积不应超 300 万公顷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 通讯员陈一）记者从中科院广州
地球化学研究所获悉，该所有机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冉勇课题组在花粉及其级分对有机污染物（菲）的吸附机理
研究方面取得新进展。他们首次发现，花粉的聚亚甲基碳、
烷基碳和芳香碳结构组成以及可及性对菲的非线性吸附可
同时起作用。相关成果日前发表于《环境科学与技术》杂志。

花粉是种子植物产生雄性配子的生理器官，并通过空气
传播以达到授粉目的。由于花粉能被大量生产，并且可在空气
中进行长距离迁移（达 100～1000 公里），因而对空气中污染
物的全球运输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花粉还被广泛用于重金
属和有机污染物（例如多环芳香烃）的生物监测。不过，现有的
吸附研究集中在花粉对废水中重金属的生物处理研究上，其
成分结构对疏水性有机污染物的吸附影响并未得到重视。

科研人员选取荷花和油菜花花粉作为研究对象，对其
进行了连续化学分级，并利用高级核磁共振技术定量研究
了其结构和成分，同时研究了花粉及其级分对菲的吸附机
理。研究表明，花粉主要由脂肪成分（包括孢粉素）、碳水化
合物、蛋白质和木质素组成。花粉的非水解有机碳级分与文
献报道的孢粉素结构相似。同时，花粉非水解有机碳级分对
菲呈现出非线性吸附，其吸附容量远大于文献上报道的其
他类型非水解有机质的值，说明花粉孢粉素有机质是一种
很好的吸附剂。

花粉对菲的吸附
机理研究获进展

中科院广州地化所中科院广州地化所

改性黏土治理赤潮
喷洒设备通过验收

本报讯（记者廖洋）记者日前从中科院海洋所获悉，由
该所研发、兖矿北海高岭土有限公司制作的改性黏土治理
赤潮专用喷洒设备，在广西防城港市顺利通过专家验收。

据了解，该成果是中科院海洋所研究员俞志明承担的“广
西防城港核电厂一期工程取水海域赤潮生物球形棕囊藻暴发
预警监测与改性黏土消杀设施建立”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性黏土技术是我国赤潮治理的国家标准方法，并被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经合组织联合编纂的《近岸
有害赤潮监测与管理对策》一书。

在以前的现场应用过程中，大都采用人工方法，劳动强
度大、喷洒效率低。项目组针对这一缺陷，设计出了改性黏
土专用喷洒设备。该设备由载料、混料、喷洒和控制等单元
组成，可快速装卸到船只等载体上，具有自动化进料、可调
节混拌、高效喷洒等功能，不仅大大降低了现场操作人员的
劳动强度，而且提高了对赤潮生物的去除效果，是对改性黏
土治理赤潮方法的重要补充和完善。

验收会上，来自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中广核工程有限公
司、广西防城港核电有限公司、深圳中广核工程设计有限公
司、青岛科技大学等单位的专家，现场考察了该喷洒设备，听
取了相关工作汇报，并对该设备的各种性能给予充分肯定。

中科院海洋所中科院海洋所

本报讯（记者沈春蕾）中科院金属所杨柯团队利用镁铜
合金在生理环境中降解形成的碱性环境以及持续释放镁和
铜离子的特点，赋予了新型可降解镁铜合金抗菌、促成骨、
促血管化等多重生物医学功能，并确保了其生物安全性和
力学支撑作用。

据了解，镁合金以其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与骨组织匹配
的力学性能以及可在人体内降解吸收等特点，成为一类极
具临床应用前景的新型医用金属材料。

近年来，杨柯团队提出了医用金属材料的生物功能化这
一全新概念，其核心思想就是使医用金属材料在发挥其自身
优异力学性能的同时，还具备特定的生物医学功能，从而达
到更佳的临床医疗效果。基于这一思想，该团队成功开发出
一种具有多重生物医学功能的新型可降解镁铜二元合金。

最新研究实现了可降解镁合金结构和生物医学功能的
一体化，有助于解决植入材料在临床中引发的感染等问题，
从而使可降解镁合金发挥更大的临床治疗作用。

研制多功能新型
可降解镁铜合金

中科院金属所中科院金属所

发现·进展

姻本报记者马卓敏

在海南西南部沿海，有一个四季如春的
小镇，名叫九所。这里土地肥沃、温和湿润，每
年都有来自全国十多个省市的农业专家到此
进行玉米、水稻制种。

2014 年 1 月，旨在破解中国玉米育种困
境的“九所联盟”在这里成立。如今，联盟成员
已从最初的四十几家发展到九十余家。可以
说，“九所联盟”的发展见证了我国高水平大
规模流水线玉米育种能力的提升。

势在必行

长期以来，面对现代技术集成下的玉米
新品种生产流水线以及世界玉米育种巨头将
技术、人才、资金进行高度集成的系统化管理
模式，我国“单打独斗”的玉米育种方式显得
格格不入。此外，国内玉米育种单位已普遍意
识到多年多点测选玉米新品种的重要意义。

“测试点数越多、时间越长，筛选出的品
种的可靠性就愈大，市场开发风险就越小。”
联盟主要发起人、中科院东北地理所研究员
关义新认为，要想进行广泛测试就需要投入
大量的人力、资金，但目前国内绝大多数公司

及科研教学单位还不具备这样的测试实力，
商业化测试服务体系成本又太高。

不仅如此，作为现代育种三项最核心技
术之一，单倍体及分子辅助育种有着很高的
技术要求，而很多单位并没有这样的技术和
资金实力。

因此，如何将人才、技术、资源、资金进行
有效整合，快速研究与应用先进种业技术，增
加育种的有效规模，提升种业科技水平，成为
我国玉米种业发展成败的关键。

应运而生

“唯有通过联盟创新的方式，才能破解当
前困局。”在关义新等 7 名国内资深育种专家
的提议下，2014 年 1 月，在海南九所，发展互
助联合测试的具体方案出炉。方案以联盟所
在地九所为名，“九所联盟”由此成立。

“九所联盟”的目标是先在最容易联合的
区域进行联合，逐步发展提升联合的力度，并
进行多种形式的人才、技术、资源、资金整合。

仅在 2014 年，联盟便采用国外先进的试
验设计与统计方法，统一试验设计、统一调查
标准、统一数据分析，先后建立起西北区、黄
淮区、极早熟区、早熟区、东北中熟区、东华北

区六个生态区测试网络，并在当年进行了品
种测试。

如今，联盟已联合多家企业与科研单位，
采用统一的顶层设计，开展起多点大规模测
选自交系和玉米新品种的联合选育工作。

“我们为每个测试单位提供了 1 块试验
地，拿出 3～5 个品种进行多点测试。这相当
于每个参加单位如果承担一个测试点，就可
以拿出 3～5 个品种进入测试体系。”联盟成
员之一、青岛农业大学教授赵延明举例说，如
果一个单位承担 5 个测试点，就可以有 25 个
品种进入测试体系。

“这样，我们顺理成章地开展起了高水
平、大规模的流水线育种，做目前一般单位开
展不起来的规模化、流程化育种工作。这使我
们的育种规模和育种水平在短时间内基本达
到外资种业巨头水平。”赵延明告诉记者。

建立“中科玉联合体”

2015～2016 年年初，我国种业审定制度
发生重大变革。随着“联合体试验”方式的诞
生，我国玉米品种管理也正式进入新纪元。

应“九所联盟”成员单位要求，按照“联合
体”的精神及具体指示，联盟商议成立了“中

科玉种业创新联盟”。由此，在“九所联盟”6
大生态区的基础上，依托中科院东北地理所，
成立了六大区的“中科玉联合体”。联合体主
要开展符合国家审定要求的广泛测试，同时
开展联合自交系选育与新品种组配工作。

“九所联盟”为跨区域联盟，每个生态区
既有本区域的企业，又有其他区域的企业，因
此“中科玉联合体”既相互联系，又具有相对
独立性。

“跨区域联合缓解了外区域企业在一定
生态区布置试验点的难度，有利于提高试验
质量。这一优势已在‘九所联盟’测试中得到
充分体现。”关义新说。

如今，联合体在很多区域的测试点数量
均超过了“国家队联合体”区域试验的要求。
测试点越多，筛选出的品种市场开发价值就
越大。更多企业的联合及更多点的设置，还有
利于采用一些先进的数据分析方法及品种生
态定位。

由于联合体的规模与范围在不断扩大，
如今它已吸引了一批原先在孟山都、先锋等
外资企业工作的科学家加盟。

在关义新看来，通过联盟的方式将技术、
人才、资源与资金完美结合，这将是实现中国
玉米民族种业振兴的必由之路。

从单打独斗到联手出击
“九所联盟”见证中国高水平大规模流水线玉米育种能力提升

简讯

华中科技大学机械
学院教授张海鸥通过在
3D 打印技术中加入锻打
技术，于日前成功制造出
世界首批 3D 打印锻件。

据了解，虽然 3D 打
印已成为前沿性的先进
制造技术，但目前全球
3D 打印行业一直处在

“模型制造”和展示阶段。
张海鸥团队经过十多年
攻关，独立研制出微铸锻
同步复合设备，并创造性
地将金属铸造和锻压技
术合二为一，实现了全球
领先的微型边铸边锻的
颠覆性原始创新，大幅提
高了制件强度和韧性，提
高了构件的疲劳寿命和
可靠性。

本报记者鲁伟
通讯员王潇潇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李晨）7 月 21 日，由中国国
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
家版权局、商务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和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WIPO）联合主办的“一带一
路”知识产权高级别会议在京举行。

此次会议主题为“包容、发展、合作、共
赢”，旨在落实“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分享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依托知识产权促进创
新和经济发展的经验，加强“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在知识产权能力建设、基础设施和公众
意识提升方面的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深入开展，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创新发展
与繁荣进步。

与会嘉宾围绕知识产权战略在实现国
家发展目标中的重要作用，推动知识产权国
际规则向着普惠、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一带一路”知识产权合作愿景等议题进行
26 场主题发言，并展开深入讨论。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
锐在致辞中指出，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
路”倡议给沿线国家提供了重大发展机遇。

“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级别会议的举办，有
利于促进全球知识产权体系建设，对促进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家知识产权事业的发
展和经济繁荣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在会上建
议，应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知识产权政
策交流机制、知识产权审查服务合作机制、
知识产权执法保护协作机制以及知识产权
人才培养互助机制。

7 月 22 日，参加“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
级别会议的 50 多个沿线国家知识产权机构

代表举行圆桌会议，共同探讨与会各国在知
识产权领域的合作。

沿线国家知识产权机构将积极探索在
知识产权领域加强对话与合作的前景，并提
出以下合作倡议：加强知识产权法律法规、
政策、战略方面的交流与合作，鼓励各国用
互利共赢的理念推动知识产权发展，相互交
流经验，立足各国实际情况，完善各自有关
制度；支持各国知识产权机构不断加强能力
建设，为知识产权用户提供便捷高效、惠而
不费的服务，帮助其更好地利用知识产权制
度；鼓励各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务实
合作；支持各国在促进公众知识产权意识提
升方面开展交流合作；支持各国加强知识产
权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鼓励各国加强知识
产权信息的共享和利用。

“一带一路”国家探索知识产权合作机制

中科院广州分院成立
战略发展咨询委员会

本报讯 7 月 20 日，中科院广州分院战略发
展咨询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会由 10 位来自政
府、科研单位、行业协会及企业的人员组成。

成立大会上，专家分别从地方经济发展、
产业布局、政府相关政策等角度，对中科院广
州分院的科技合作工作提出了建议。中科院
广州分院院长秦伟表示，这些建议将为广州
分院部署前瞻性、战略性产业重大项目及院
地合作提供决策性意见。

据了解，自 2009 年以来，中科院 80 多家
研究院所与广东 2000 多家企业开展全方位、多
层次的产学研合作，累计实施项目 6000 多项，
育成高技术企业 350 多家，服务企业近万家。在
引进和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方面，截至目前，在
粤新增两院院士 3 人，引进赴粤工作院士 11
人，共建院士工作站 21 家。 （朱汉斌）

青岛建虚拟现实技术与应用
公共研发平台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青岛市科技局获悉，
该市虚拟现实技术与应用公共研发平台成功
通过技术论证。

该平台是青岛北航智能创新技术研究院
设立的直属机构。作为青岛市建设虚拟现实科
技创新中心的重要举措，其依托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青岛研究院、北航虚拟现实技术与系统国
家重点实验室青岛分室、北航示范性微电子学
院、虚拟现实产业硬件企业歌尔集团。几家机
构将协同建设具备全球领先水平的虚拟现实
产学研用一体化平台。 （廖洋林乔）

无机和有机电致发光国际研讨会
在太原召开

本报讯 7 月 22 日，第十八届无机和有机
电致发光国际研讨会在山西太原召开。中国
工程院院士谢克昌等 14 位两院院士和 300
余名中外专家学者参会。

据了解，无机和有机电致发光国际研讨
会是国际发光材料及器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
高端学术会议，每两年举办一届。今年是该会
议首次在中国大陆举办。

此次会议由太原理工大学主办、中国工程
院支持。与会专家就无机光电材料及器件、有机
光电材料与器件、光电材料与器件中的界面科
学与工程等进行了研讨。 （程春生史文利）

甘南打造全国首个牦牛乳业之都

本报讯 7 月 23 日，“2016 首届中国牦牛乳
产业发展（国际）论坛”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
州举行。此次论坛由甘南藏族自治州政府、甘肃
省工信委、甘肃省农牧厅等主办，甘南州经信
委、农牧局、甘肃华羚乳品集团等联合承办。

此次论坛主题为“加快牦牛乳产业开发，促
进藏区脱贫致富”，是甘南藏族自治州主动融入

“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深度挖掘和分享牦牛乳
这一世界独有珍贵高端资源，进一步促进产业
开发和规模化发展，打造牦牛乳业之都，带动藏
区群众脱贫致富的重要举措。 （姜天海）

上海“谁是王牌诠释者”举行决赛

本报讯由上海市科协等主办的 2016“谁
是王牌诠释者”大赛日前举行决赛。来自上海自
然博物馆的余一鸣获“王牌诠释者”称号。

据了解，自 5 月开办以来，该赛事吸引了科
普场馆工作人员、科技教师、学生等众多选手参
加。他们纷纷化身“科学使者”，通过相声、实验、
视频、游戏、脱口秀等不同形式，将蕴藏在日常
生活中的那些复杂难懂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现象
进行了生动幽默的诠释，让大家享受了一场与
众不同的“科学盛宴”。 （黄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