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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环境光
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以
下简称环境光学重点实
验室）针对国家环境安全
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环境
科技前沿，解决我国大气
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
染、大气成分、环境应急
事故等需要的关键技术
和系统技术问题。研究方
向为环境光学基础研究、
定量监测新方法研究和
环境监测高新技术与系
统集成研究。经过数年发
展，该实验室已成为我国
环境科技创新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

环境光学重点实验
室承担了我国第一个大
气痕量气体监测卫星有
效载荷研制项目，承担了
“十二五”“863”计划环境
监测领域唯一重大项目，
承担了一批国家重大科
学仪器开发专项及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等。

目前，实验室形成了
一支年富力强、很有创新
能力的科研团队，拥有固
定人员 93人，其中，包括
1 名中国工程院院士在
内的研究员 24 人、博士
6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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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硕士毕业留所工作之后，中科院
环境光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何莹的
第一项工作是进行北京奥运会大气污染数据
的汇总和整理。

科技奥运项目结束之后，她开始接触土
壤污染物激光光谱在线监测。直到现在，她还
经常赴中国科学院封丘农业生态实验站进行
外场实验，以获得监测数据。

农业、养殖业监测需要灵敏、无人值守型
设备，但传感器经常损耗，无形中增加了何莹
的工作量，但她并没有抱怨。
“农业推广不可能使用昂贵的仪器，但我

觉得很有意义，所以一直在做。”何莹告诉《中
国科学报》。

而在化工园区等工业环境中进行有害
气体现场监测则对仪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往往需要抗电磁干扰、抗震抗抖动、耐高温、
耐高湿度……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对女生
的体力也是极大挑战。有时为了在隧道里布

设仪器，何莹甚至需要带着仪器设备翻越一
整座山。

虽然遇到很多困难，但每次自己开发的仪
器实现产业应用、推动产业发展，何莹便有了
不竭的动力。

目前，何莹自主研制的“分布式无源光纤
瓦斯传感器系统”获原国家环保部科技成果
和安徽科学技术研究成果证书，自主研制的
“天然气站场甲烷和硫化氢气体连续监测与
报警系统”和“半导体激光云高自动测量系统”
获安徽科学技术研究成果证书。

如今，她又将目标瞄准了移动源排放，和
同事合作研制的柴油车污染排放实时监测样
机将在深圳上千辆柴油车上安装。
“前期我们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才能立

刻投入。”何莹自豪地说，自己还将努力推动
更多技术实现工程化应用。
“哪怕国家没有急切的需求，但是基础研

究不得不做，我也会做。”何莹说。（陈欢欢）

“接地气”的研究员小姐姐

实验室小故事

技术为本 为国解忧
———走进中国科学院环境光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

■本报记者陈欢欢

2011年前后，美国大使馆发布北京 PM2.5
数据，引爆全民对雾霾的关注。随后，我国修订
了 PM2.5国家标准，并建立了监测网络。但由
于相关仪器设备依赖进口，一家美国仪器厂商
当年大发横财。

此时，一支高科技力量站了出来。中科院
环境光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环境光
学重点实验室）紧急攻关，在前期积累的基础
之上，研制出国产监测设备，并很快实现应用。
如今，国产产品在这一领域的市场占有率达到
80%以上。

技术是基础研究和社会需求之间的桥梁，
也是我国自主创新的短板。环境光学重点实验
室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文清告诉《中国
科学报》，没有自主技术的支撑，解决不了中国
的环境问题。

环境光学重点实验室的初心和使命，正是
瞄准国家重大需求，解决关键技术问题。

航天“新兵”连传捷报

2018年 5月 9日，高分五号卫星在太原卫
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这是我国第一颗可有效
探测区域大气污染的国产卫星。有了它，我国
将首次从卫星平台上掌握全球空气污染数据。

虽然已经进行了无数次地面实验，但高分
五号卫星主载荷主任设计师、环境光学重点实
验室研究员司福祺还是放心不下。直到 6月
初，高分五号传回数据，相关人员绘制出全球
污染状况图谱，司福祺才放下心来。中国人终
于有了自己的全球污染观测系统。

为了这一天，司福祺等人已经奋斗了 5
年。这也是环境光学重点实验室自 2005年成
立以来的梦想。
“欧洲利用卫星数据，一张图就能看到全

球的空气污染状况。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饱受
非议，却没有自己的观测系统和数据。我们实
验室成立后多次建言，发展我国独立自主的卫
星有效载荷。”环境光学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
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合肥物
质院）院长刘建国回忆。但因为种种原因，他们
始终没有施展拳脚的机会。

2005年之后，时任环境光学重点实验室
主任刘文清多次带领团队争取相关项目，也参
与了几次预研，但都没有继续下去。

团队并没有气馁，而是抓住一切可能的机
会提前部署。他们利用节约下来的经费进行小
型机载化实验，并以此为基础，参与了“十二
五”国家重大基础科学设施———国家航空遥感
系统的建设。由于经费紧张，他们不得不用一
台载荷的经费研制了 4台仪器。
“贴钱也要上，有了这个经验，后面才有机

会。”忆当年，刘建国依然态度坚决。
果不其然，2010年，机会来了。
那一年，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

项（以下简称高分专项）获批启动实施，这是
《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 年）》确定的十六个重大科技专
项之一。为了填补我国在高光谱分辨率对地观
测方面的空白，高分专项明确提出多部门联
动，组成国家基础设施平台，并将高分系列卫

星列入科研卫星序列。这使环境光学重点实验
室这一航天“门外汉”得以参与其中。

凭借着在环境光学领域的不俗实力，环境
光学重点实验室一口气承担了 6 台载荷中 3
台载荷的研制。但作为航天新兵，这 3台载荷
都被列入项目风险点。

航天项目不可维护、不可维修，必须一次
成功。司福祺一接手就感受到航天工程与地面
项目和探索研究的巨大区别。好在有刘文清、
刘建国亲自带队，让他觉得心里很踏实。
“这个楼每天晚上九、十点，灯都是亮的。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们科研人，除了做
项目，总要给社会留点东西。”刘文清告诉《中
国科学报》。

就这样，在环境光学重点实验室的团队作
战之下，2015年 3月，他们最早交付了 3台载
荷———大气痕量气体差分吸收光谱仪、大气主
要温室气体监测仪、大气气溶胶多角度偏振探
测仪。这些高技术仪器的搭载，使得高分五号
成为世界首颗实现对大气和陆地综合观测的
全谱段高光谱卫星，我国从此可以定量获得区
域上空及全球空气质量变化、污染气体的分布
输运数据。

经此一役，环境光学重点实验室正式成为
“航天俱乐部”的成员之一。目前，他们还在研
制高分五号 02星 4台主载荷，并承担了高分
专项中大气环境监测卫星初样研制。未来四到
五年，环境光学重点实验室研制的十多个有效
载荷将搭载 4颗卫星发射，实现全球大气环境
监测组网。

“老大哥”特色鲜明

虽然是航天新兵，在环境光学技术领
域，环境光学重点实验室却是名副其实的
“老大哥”。

为了发展我国激光战略高技术，中国科学
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以下简称安徽光
机所）1970年成立，很快组建了激光光谱学实
验室，具备开展光谱学定量分析的基础。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迫于西方国家的外交
压力，我国开始进行环境质量监测，组建了城
市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但几乎所有仪器都
依赖进口。

让环境监测用上国产仪器成为安徽光机
所的历史使命。
瞄准这一目标，他们于 2002 年申请建立

环境光学监测技术重点实验室，2003 年获得
政府批复。当时，安徽光机所法人已经整合
到合肥物质院，此后环境光学监测一直是合
肥物质院的重要学科方向。
实验室成立之后很快取得标志性成

果———研发了长光程差分吸收光谱仪，性能、
价格、服务都胜过国外竞争对手。“当时西方国
家没人相信我们能做。”刘建国回忆。

2008年 8月，北京首次燃起奥运圣火，举
国欢庆、世界瞩目。但在当时，国际社会对北京
雾霾的非议甚嚣尘上。

就在奥运会召开之前，刚刚成立不久的环
境光学重点实验室带着自主研制的一系列仪
器设备来到北京，参与了中国科学院“北京及

周边地区奥运大气环境监测和预警联合行动
计划”项目。他们建立的大气环境立体综合监
测系统，为奥运会空气污染预警和制定减排措
施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撑，受到时任北京市
市长王岐山的赞誉，刘文清等 4人也荣获“科
技奥运先进个人”称号。

此后，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北京
APEC会议、北京九三阅兵式、G20峰会、金砖
国家领导人会议……这些重大活动的举办地，
都能看见环境光学重点实验室的身影。

可以说，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环境光学重
点实验室走的每一步都为国家战略部署提供
了技术储备，为我国重大环境战略发挥了保驾
护航的作用。

京津冀地区是我国污染防控攻坚战能否
取得胜利的关键。近两年，环境光学重点实验
室作为唯一一支京外团队，参与了总理基金项
目，在京津冀地区建立了 16个地区激光雷达
和卫星观测结合的立体化大气观测网络，对京
津冀地区污染物输送状况进行了实时观测，为
探明京津冀地区污染成因和机理打下了基础。

此外，研究团队还在长三角、华中及成渝

等地的区域大气灰霾污染研究中开展了大量
观测。环境光学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桂华侨曾在
北京怀柔一个站点工作了近一年的时间。他告
诉《中国科学报》，我国地域复杂，温度、湿度等
条件差异大，对仪器的环境适应性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目前，环境光学重点实验室发展出一系列
适合我国国情的高灵敏高稳定监测技术，为我
国有效评估大气污染、精细化溯源和防控提供
了关键技术支持。

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司福祺认为，
得益于实验室在算法上的长期积累。“在清楚
掌握后续算法的基础上做仪器，才能又快又
好。”他说。

多年来，环境光学重点实验室同德国海德
堡大学、日本千叶大学、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
和卧龙岗大学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
学术交流加强基础研究、联合攻关，建立了我
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分析方法和软件，被许多国
外仪器设备采用。
“有了仪器，怎样解析出信息才是重点，但

这正是我国的短板，业界使用的大型软件基本

都是国外的。”刘文清介绍，环境光学重点实验
室设计的多款软件不仅在国内畅销，也被许多
国外仪器设备采用。
“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应用一体化程度极

高，是环境光学重点实验室的鲜明特色。”合肥
物质院副院长王俊峰评价道。

团队建设面向未来

如果想赚钱，刘文清可能早就离开实验室
了，但他多年来坚守在这个平台上。
“当时成立科学院重点实验室这个平台，

就是希望能聚集人才，做国家需要做的事情。
还是有点家国情怀。”刘文清笑道。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从最初的 20多人到
如今近百人的核心团队，刘文清感受到实验室
最大的变化是研究领域方向增加了，应用广
了，在环境监测技术开发上，实验室的名声响
了；不变的则是团结的文化。
“不搞个人英雄主义，大的问题集体决

定。”刘文清表示，团队每四五年就会出一个国
家奖，正是因为团队始终抱成团，经费集中使
用，力量没有分散。

关键技术研发包括光学、机械、电子等各
方人才，在环境光学重点实验室，大家组成团
队，劲往一处使。“实验室发展到现在，关键还
是靠自己的奋斗，是大家一步步拼出来的。”刘
建国说。

刘文清则强调：“一定要把人才梯队做
好。”

据介绍，前几年，实验室几位刚入职的博
士看中了高分辨傅里叶观测网络这一新兴方
向，但一开始并没有申请到项目支持。环境光
学重点实验室领导班子经过共同决策，不仅给
几位年轻人提供了出去学习的机会，还给予了
前期投入购买了相关设备，并邀请国际专家交
流学习，建立傅里叶观测仪器，成为全球大气
成分变化探测网中唯一的中国站点。如今，这
一系统顺利得到国家相关项目支持。

做高技术研发，从国外引进人才很难，环
境光学重点实验室长期坚持以自主培养为主，
自主培养比例达到 50%，另有 30%的引进人才
是重点实验室培养的毕业生。在这里，英雄不
论出身，只论能力。

最近，实验室一位无文章、无专利、无项目
的“三无”人员打破常规评上了副研究员。
“我们的考核方式还是比较科学的。”司福

祺表示，职称的肯定极大调动了这位做工程设
计的年轻人的积极性，“让年轻人看到，只要工
作做得好，就会得到认可”。
“做科研，我体会要交叉才有重要的成果，

作为一个多学科交叉的实验室，希望能有各类
人才加入。”刘文清说。

①开放光路面源排
放 VOCs气体分析仪。

②刘文清（右一）带
领团队调试高分五号载
荷核心部件。

③2018年环境光学
重点实验室集体合影。

④研究人员在对高分
五号进行载荷测试。

⑤2017年，大气环境
立体走航监测车在厦门对
金砖五国会议期间大气污
染组分进行实时走航监测。

⑥研究人员到珠峰进
行高海拔环境的大气监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