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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向对口帮扶地区
送去冬日温暖

本报讯 中国工程院妇工委冬季送温暖
爱心捐赠活动日前在工程院对口帮扶地
区———云南省澜沧县竹塘乡举行。

中国工程院派驻挂职干部———澜沧县
委常委、副县长刘元昕和竹塘乡党委副书
记、云山村第一书记何朝辉受中国工程院
妇工委委托，将毛衣、棉帽捐赠给了竹塘
乡中心小学和云山村。每件物资都附有祝
福寄语，一字一句凝聚了工程院机关同志
对孩子们的真切关怀。何朝辉还协调广东
佛山顺德区勒流慈善会、佛山市顺德区广
迪鞋业有限公司为竹塘中心小学在校学
生捐赠了 400 双棉鞋。 （陆琦）

简讯

我国首家碳中和基础研究机构成立
本报讯（记者丁佳）近日，“中国科学

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碳中和研究中心”在
北京正式挂牌成立。作为全国第一家从
事碳中和基础研究的机构，中心将推进
碳排放的科学研究，预估 2030 年和 2060
年的全球及我国碳收支特征，研究规划
最优碳中和路径的方法论，评估生态工
程方案和转换能源结构的科学途径，为
我国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科技

支撑。
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国雄指出，碳中和

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要求实现人为
源排放和人为汇清除相互抵消，研究涉
及大气、海洋、陆地、生态等多个领域，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研究任务重大，碳
中和研究中心的成立十分必要，希望中
心在相关科学问题研究中取得重大进
展，为国家实现碳中和打下扎实的科学

基础。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所长曹

军骥介绍，这是全国第一家从事碳中和
基础研究的科研机构，希望通过建制化
的科研队伍，推动“碳中和”基础研究，联
合中科院及院外的相关单位，为国家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提供科学路径和科
技支撑，为国家乃至全世界应对气候变
化作出贡献。

研究人员目击到
的鲸浮出水面呼吸，
其身体轮廓与典型的
喙鲸外形相似。

李松海供图

中科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开发畜禽养殖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新技术

本报讯（记者廖洋通讯员刘佳）近期，中科院青岛生物
能源与过程研究所（以下简称青岛能源所）自主开发的畜
禽养殖废弃物高温好氧梯级发酵技术取得突破。该技术在
青岛平度南村镇养鸡厂完成了产业化中试，为该技术的大
规模推广提供了产业化验证样板工程。

青岛能源所工业生物燃气研究中心开发出了密闭式高
温好氧梯级发酵技术，通过控制物料下落速度及物料堆积密
度，大幅提升了发酵过程水分的蒸发速度和腐熟速度，发酵过
程温度在 65℃~70℃范围内，同时创新的梯级设计大幅降低
了搅拌能耗，有效提升了发酵效率，将传统好氧堆肥发酵周期
从 30天缩短至 7~10天。封闭式好氧堆肥反应器试机调试
后，生产每吨有机肥的能耗降低至 120千瓦时 /吨，比传统的
封闭式好氧堆肥设备能耗降低 30%。

同时，该中心开发出了具有耐盐性、吸水性和微生物
亲和性的纳微孔多功能材料，可有效提高发酵效率并减少
发酵过程中氮的损失，施肥后还可实现有机肥产品中的营
养元素缓释，大幅提高了有机肥产品的使用效果。如果再
结合巨大芽孢杆菌等微生物菌剂，可生产出功能性缓释有
机肥，大幅提高了产品价值。

项目的高效运行为养殖粪污的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技
术支撑，对解决我国畜禽养殖粪便资源化具有重要意义。

左：封闭式立式分层发酵设备；右：发酵造粒后的有机肥

发现·进展

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等

揭示化石燃烧源水汽对
关中地区冬季雾霾贡献

本报讯（记者张行勇）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和南京
大学 /路易斯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利用在西安市收集的 3
个采暖季大气水汽同位素组成及相关大气化学观测数据，
并结合WRF-Chem模型，分离出了关中地区冬季雾霾过
程中化石燃烧源水汽在大气水汽中的占比及其对于大气
PM2.5浓度的贡献。相关研究结果近日发表于美国《国家
科学院院刊》。

水汽作为颗粒物湿增长的重要媒介，其含量的升高会
加速 NOx、SO2等一次污染物的液相氧化反应，促进新粒子
的生成，导致雾霾事件进一步恶化。人类在燃烧天然气、石
油、煤等化石燃料时会向大气输送水汽，即化石燃烧源水
汽。但是，在大气化学领域，目前对于化石燃烧源水汽在大
气颗粒物液相氧化中的贡献仍无法定量。

研究人员首先分析了西安市主要化石燃料煤、汽油、
天然气燃烧过程中产生的水汽同位素组成，确定了西安市
化石燃烧源水汽同位素端元值，并综合西安市 3个采暖季
高分辨率的大气水汽氢氧同位素观测数据，定量计算了化
石燃烧源水汽对于大气水汽的贡献。研究人员利用
WRF-Chem模型的模拟结果表明，化石燃烧源水汽对于
关中地区大气总 PM2.5平均贡献为 2.8%，最高为 8%；而在
人为贡献的 PM2.5中的占比平均为 5.1%，最高为 18.2%。

他们进一步对化石燃料燃烧进行了研究，发现产生同
样热量前提下，燃烧天然气生成的水汽质量是烧煤生成水
汽的近 3倍。考虑到化石燃烧源水汽对于冬季霾污染中大
气 PM2.5浓度增长难以忽略，为此，他们提出，大范围煤改
气工程时应考虑化石燃烧源水汽排放增加的负面影响。
相关论文信息：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等

发现单元素氧化物
催化剂

本报讯（记者黄辛）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余焓、韩生和清
华大学魏永革合作研究，发现了单元素氧化物催化剂。相
关成果近日发表于《德国应用化学》。

由于空气中大量氧气的存在，自然界尤其是地壳中的
元素出于稳定存在的目的，往往和氧以氧化物结合的形式
稳定存在。然而，由于自然界中元素间的相互影响，通常生
成多种元素的氧化物，如钙钛矿、高岭土和水滑石等都以
多金属氧化物形式存在。已发现的单元素氧化物通常单元
素原子数很难超过 5个。

为合成多个单元素原子氧化物，在余焓等人提出“无
机配体配位 /支撑金属催化剂”新概念的基础上，研究人
员以简单廉价的无机盐为研究对象，在水中一步合成了可
以在空气温度存在的 6个钒原子和 6个钼原子的两种氧
化物。两种单元素氧化物催化剂分别用于苯制备苯酚和芳
香胺氧化制备偶氮苯或氧化偶氮苯，表现出高效的活性和
选择性。

研究人员表示，两种单元素氧化物催化剂在对应反应
中体现了高效选择性，具有极大的工业化潜力，为新型催
化剂的制备提供了全新思路。

相关论文信息：

为了京雄铁路更稳更智能
■本报记者 沈春蕾

12月 27日，经过两年多建设的北京至
雄安新区城际铁路（以下简称京雄城际铁
路）全线通车，雄安站同步投入使用。

据悉，从北京西站到雄安新区最快只需
要 50分钟，大兴机场至雄安新区最快 19分
钟可达。获悉此消息，北京交通大学参与智
能京雄项目的科研团队无比欣慰与振奋，因
为京雄城际铁路顺利通车的背后，他们用科
技与智慧贡献了一份力量。

无线网络的准确高效

京雄城际铁路区别于其他铁路的最大
特点，是在建设过程中启用了很多以往铁路
建设并未尝试的新技术。北京交通大学轨道
交通控制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官科
就是其中一项新技术的负责人。

京雄城际铁路的始发站靠近北京西站，
为特大型铁路枢纽，线路走向与京沪、京九
铁路存在三条铁路交叉并线区段，无线网络
规划极其复杂，频率资源非常紧张。“一旦信
号串线，将给高铁运营带来极大的安全隐

患，而三条铁路相关三维电子地图信息并没
有全部掌握。”官科告诉《中国科学报》。

2019年 6月，官科团队带着自主研发的
通信技术加入京雄城际铁路的智能网优项
目。由于对网优方案实施效果进行现场测试
只能在凌晨的高铁“天窗点”，因此项目组经
常需要半夜在尚未开通的高铁现场进行无
线信号测量。为保证射线跟踪仿真结果的准
确性，官科团队多次到现场进行勘测，并构
建了京雄、京沪、京九“三条铁路交叉并线区
段”的三维场景模型。

他介绍道：“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我们与
中铁建和六捷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合作，准确
预测了并线区段的电波传播特性，将抽象的
电波传播等效为直观的射线，预测精度高、
展示性强，改变了过去依靠人工调试的无线
网络优化范式。”

让官科难忘的是，京雄城际铁路（北京
段）的联调联试工作从计划的 27天缩短至 5
天。2019年 8月 2日凌晨 1点，瓢泼大雨从
天而降，为了不耽误工期，两位研究生仇豪、
夏子杰和六捷科技有限公司的同事一起，冒

雨将几十斤重的测量设备搬上测试列车执
行任务。
“我们利用自主研发的高性能射线跟踪

仿真技术，实现了高精度的铁路场景无线覆
盖预测，提升了无线网络优化的效率和质
量。”官科表示，这套技术还将替代测试车辆
及人工调试，实现“准确高效、一键完成”的高
铁智能网络优化。

铁路轨道的平顺安全

路基、桥梁和隧道作为铁路轨道的基础
支撑结构，一旦变形将直接影响到上部无砟
轨道结构的平顺性。京雄城际铁路在修建过
程中面临着沿线水文地质复杂、区域地面变
形明显的问题。

北京交通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教授
沈宇鹏团队此前参与了崇礼铁路、青藏铁路
相关技术研究项目，有着丰富的经验，2018
年 7月，他们加入京雄城际铁路项目全生命
周期形位监控关键技术的攻关。

地下水位下降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什么？

又将造成什么危害？为此，沈宇鹏团队先后
调研并收集了京雄城际铁路沿线资料，结合
当地的气候条件和人为因素，建立三维水文
地质动态等模型，预测了沿线水位如何降低
诱发区域沉降变形，并提出沉降预警值及抽
降水阈值，实现智能管控的效果。

团队的研究工作持续到 2020年 10月，
历时 28个月。在此过程中，沈宇鹏发现，团
队开发的这套智能管控系统不仅可节省大
量的人力物力，主动补偿措施还能够节省
后期大量的养护维修成本，保障京雄城际铁
路通车后轨道结构的平顺性及列车运行安
全性。沈宇鹏表示，希望相关系统能进一步
推广应用。

此外，北京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教授
和敬涵团队还承担了雄安车站的智慧供能
任务。通过多次到雄安以及施工现场进行调
研，了解当地的资源禀赋、能源概况，该团队
反复模拟车站各种用能需求和建筑参数，利
用不同能源之间的互补特性，实现冷—热—
电多能联合优化，有效降低了系统的全生命
周期成本。

近日，“海洋地质七号”科考船在威海石岛黄海造船厂交付使用。
“海洋地质七号”是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投资建造的专

业海洋地质科学考察船，由该所原“业治铮”号坞修升级改造而成，总吨位 620吨，长 57
米，宽 8.8米，定员 36人。船上配备多种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学考察仪器设备，可承担
近海基础地质、海岸带环境地质调查等工作。图为工作人员调试船载海洋调查设备。

本报记者廖洋报道

潘毅出任中科院深理工
计算机学院院长

本报讯近日，中国科学院深圳理工大学
（以下简称中科院深理工）再迎一位新院长，
该校计算机科学与控制工程学院院长将由
潘毅出任。

潘毅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已深耕 40 余
年，是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院士、英国
皇家公共卫生学院院士，已发表 SCI 期刊
论文 250 余篇，其中 100 余篇发表在顶尖
期刊。
“新的 5 年，我的目标是在中科院深理

工打造几门特色学科，比如生物信息，使
其跻身全国前列。”潘毅表示。

（刁雯蕙袁斯茹）

北京城市副中心
设计小镇创新中心开园

本报讯 日前，北京城市副中心设计小
镇创新中心举行开园仪式。该创新中心是
中关村管委会和城市副中心联合打造的首
个创新设计和城市科技特色产业园，将在
应用场景搭建、产业联盟生态建设等方面
不断探索创新。

设计小镇位于张家湾工业区，是城市副
中心产业发展的重要承载区。设计小镇创新
中心位于设计小镇西北角，是设计小镇首个
以城市科技和创新设计为产业定位的特色
园区，占地面积 15万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
积 24 万平方米，包括 26 栋办公及配套用
房。截至 11月底，创新中心注册企业已累计
实现税收近 2800万元。 （郑金武）

广州天河区发明专利
申请和授权居全市首位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广州市天河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获悉，截至 2020
年 11月，天河区专利申请量 45036件，同比
增长 53.6%，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 13263
件，同比增长 26.1%，占全市发明专利申请
总量 29.4%。专利授权量 24030 件，同比增
长 54.1%，其中发明专利授权量 4104件，同比
增长 20.4%，占全市发明专利授权量 17.1%。
该区发明专利申请总量、授权总量均位居
广州市各区之首。

据了解，自 2019年 7月天河区被列入
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试点县（区）以来，该
区全面实施知识产权强区战略，各项指标均
居全市前列，为全区加快自主创新、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和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核心功能
区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朱汉斌）

神秘喙鲸现身南海
本报讯（记者张晴丹）近日，中国科学

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以下简称深海
所）研究员李松海团队在《整合动物学》上
在线发表研究论文称，该团队于 2019 年
4~5月在南海北部海域开展深潜及远海鲸
类科考任务，目击到 3 头神秘喙鲸，初步
判断可能是银杏齿中喙鲸或德氏中喙鲸。
此次发现是全世界对海上银杏齿中喙鲸
或德氏中喙鲸活体个体的首次清晰目击。
该研究论文在国际上首次对这些神秘喙
鲸的体色模式、疤痕图案及其水面行为进
行了描述。

喙鲸是鲸目齿鲸亚目喙鲸科动物的统
称，目前认为共计 6属 22种，约占已知现
存鲸类物种的 25%，是所有海洋哺乳动物
中最鲜为人知的动物。喙鲸主要生活在深
海水域以进行长时间的深潜觅食，它的神
秘除了可能还有潜在的新物种未被发现，
还体现在其活体在野外难以被观察到。

深海所研究团队在南海目击到的 3头
喙鲸体形相似，视觉上估计体长有 4.5至 5
米。其中有两头获得了高清质量照片。研究
人员将本次拍摄到的照片与以往搁浅的银
杏齿中喙鲸和德氏中喙鲸的照片进行了比
对，获得了如下认识。

第一，由于头部和张口形状以及体色
存在差异，银杏齿中喙鲸或德氏中喙鲸个
体可以很容易地与其他喙鲸种类区分，从
外形和肤色来看，目击到的喙鲸应该是银

杏齿中喙鲸或德氏中喙鲸；第二，尽管在本
次研究中收集到的照片数据质量相对较
高，但由于物种之间体色模式和疤痕模式
的高度相似性，因此无法对活体银杏齿中
喙鲸或德氏中喙鲸进行准确分类；第三，初
步收集到的潜水和浮出水面行为的数据与
在其他喙鲸中观察到的数据相似，这表明
银杏齿中喙鲸或德氏中喙鲸的遇见概率和
可接近性可能与其他喙鲸类似；第四，未来
的研究应该证实在银杏齿中喙鲸或德氏中
喙鲸标本中的唇线凹痕是否正常存在，事
实上，唇线凹痕有可能是渔具或海洋垃圾
造成的。

由于南海—东南亚海域是全球海洋塑
料垃圾污染的主要区域之一，喙鲸非常容易
受到海洋垃圾的危害。据国际捕鲸委员会科
学委员会观察，与其他喙鲸相似，银杏齿中喙

鲸 /德氏中喙鲸可能很容易受声呐和地震研
究的声音影响。因此，迫切需要进一步了解在
南海及整个东南亚海域鲜为人知的喙鲸种
群的分布、数量和结构，以便科学评估各种潜
在威胁对这些动物的影响。

无独有偶，2020年 11月 17日，在墨西
哥圣贝尼托群岛以北 100英里（约 160公
里）处，国外科学家也目击到 3头神秘喙鲸
出现在附近海域。研究人员认为拍摄的照
片和记录的声音证据表明该神秘喙鲸很有
可能是新种。科研人员还针对目击动物进
行了环境 DNA取样，相关数据正在分析
中。国外专家表示，在墨西哥发现的神秘喙
鲸与深海所科研人员在南海发现的喙鲸从
外形上看起来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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