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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进展

中科院金属研究所

新一代液流电池
储能技术研究获进展

本报讯（记者沈春蕾）近期，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材料腐蚀
与防护中心腐蚀电化学课题组在新一代低成本全铁液流电
池储能技术领域取得了一系列进展。

水系液流电池技术以其本质安全、环境友好等优势，成
为长时储能领域首选技术之一。但是，现阶段较高的钒价格，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技术成熟度最高的全钒液流电池技术
规模化发展。全铁液流电池以中性氯化亚铁作为活性物质，
成本低廉、环境友好、能量密度高，但铁负极存在析氢、水解
和铁枝晶团簇问题，严重制约了铁负极和全铁液流电池的长
期循环稳定性。

针对这一问题，研究人员在氯化亚铁水溶液中引入柠檬
酸钠，强配体柠檬酸根通过羧基与 Fe2+（铁离子）结合形成稳
定的配位结构，改变了 Fe2+在水溶液中固有的六水合结构形
式，进而抑制水解及避免还原过程中的析氢反应，有效改善
了 Fe/Fe2+沉积 -溶解反应的可逆性，组装的全铁液流电池
实现了 99.3%的电流效率、70%的能量效率和 300 圈循环
100%的高容量保持率，循环寿命提升了 11倍。

研究结果证明，配位化学设计策略可有效改进铁负极固有
问题，为实现全铁液流电池铁负极高效沉积 -溶解反应提供了
新途径。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材料化学杂志 A辑》。

研究还发现，配位化学设计策略在提升全铁液流电池循
环可逆性方面效果显著，但高结合能下铁配位结构的氧化还
原电位会发生偏移，限制了全铁液流电池高功率输出特性。

针对这一问题，研究人员选取富含极性基团的极性溶剂
DMSO作为负极溶液添加剂，得益于极性溶剂的双功能调
控，组装的全铁液流电池可实现 134 mW/cm2的输出功率密
度、75%的能量效率和 98.6%的容量保持率，循环稳定性提升
了 130%，为低成本长寿命全铁液流电池技术产业化开发提
供了技术支撑。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 。

相关论文信息：

中国水稻研究所

基因编辑技术
调控水稻遗传重组频率

本报讯（记者李晨）中国水稻研究所研究员王克剑团队利
用 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对水稻重组关键基因

的转录调控区域进行编辑。结果表明，通过对单个重组
关键基因转录调控区域的编辑，可以实现遗传重组的正向和
负向调控，为加速新品种培育、缩短育种周期提供了重要理论
基础和技术支撑。相关研究近日在线发表于《植物通讯》。

王克剑介绍，遗传重组是动植物遗传育种过程中遗传多
样性的主要来源之一，特异发生在生殖发育的减数分裂时
期。增加遗传重组频率可提高遗传多样性，促进新组合产生；
而重组频率的减少则能保持已聚合优异性状的稳定性。

研究人员已在不同物种中克隆了众多调控遗传重组的
基因。然而，这些基因的突变植株通常结实率会严重下降，甚
至完全不育，从而限制了相关突变体在遗传育种中的应用。

该研究发现，利用 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对水稻
重组关键基因 的转录调控区域进行编辑，不同等位
突变植株不仅保证了减数分裂期染色体的正常分离，还保留
了较高的结实率。同时，突变植株中遗传重组频率发生了不
同程度的增加或减少。

该研究表明，通过对单个关键基因进行编辑可实现水稻遗
传重组的正向和负向调控。
相关论文信息：

1600℃！在梦天舱安全“玩火”
姻本报记者陈欢欢

一个要在天上“玩火”，一个要在天上
“炼丹”，中国空间站梦天实验舱中这两个科
学实验柜堪称最“火热”的一对———燃烧科
学实验柜和高温材料科学实验柜。

日前，实验柜主任设计师等研制人员向
《中国科学报》揭秘了梦天舱如何点燃太空
中最热的一把火。

1600℃的“炼丹炉”

1600℃！这是梦天舱高温材料科学实验
柜的最高工作温度，也是国际空间站科学实
验舱能够达到的最高温度。

铜的熔点是 1085℃、单晶硅的熔点是
1410℃……实验柜的工作温度越高，能研究
的范围越广，出现变革性成果的可能性就越
大。在太空中做材料科学研究，几乎是每一
位材料学家的梦想。
“空间站的重力只有 0.001～0.000001个

加速度，很可能产生地面无法制备的材料。”中
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研究员、高温材料科学
实验柜科学实验系统主任设计师刘学超表示。

但是，中国科学家要想实现梦想却不
易。国际空间站中，美国命运号实验舱最高
工作温度为 1400℃、欧洲哥伦布号为
1400℃、日本希望号为 1600℃、俄罗斯科学
号为 1200℃。
“过去我们没有资源，现在有了很好的

机会。我们在立项时就确定，所有技术指标
均不低于国际空间站同类装置。”刘学超说。

他们说到做到。目前，高温材料科学实
验柜的一系列指标国际领先———温度稳定
度达到正负 0.2℃、自动化样品数量为 16
支、首次采用 X射线实时观察。

一次性批量处理 16支样品，打破了日
本希望号 GHF材料实验装置 15支的纪录。
这意味着，航天员挂上 16支样品后，几个月
都不需要进行任何操作，实验柜将自主完成
所有实验，大大提高了效率和精度。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副研究员、高

温材料科学实验柜科学实验系统主管设计
师张明辉表示，批次实验有点像左轮手枪的
弹匣，依次轮转进行实验。而对整个实验过
程实时拍照的 CCD相机则像是太上老君的
童子，时刻守护着“炼丹炉”。

据了解，为了提高空间实验成功率，科
学家在地面进行了大量匹配实验，和空间实
验的比例达到 955。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
功。张明辉说：“我们这里是天上一次加热实
验，地面千锤百炼。”

多重手段确保绝对安全

“在空间站‘玩火’是不是太危险了？”从
梦天舱燃烧科学实验柜立项第一天起，这样
的质疑就不绝于耳。

但是，燃烧现象同人类生活息息相关，
更何况空间燃烧实验有望产生重大科学成
果，这也是全球的热点研究方向。

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燃烧
科学实验柜科学实验系统主任设计师郑会

龙表示，太空去除了对流的影响，可以深层
次理解燃烧机理，有助于航空航天发动机研
究、新材料合成、PM2.5产生机理分析等。
“我们的空间实验开展得晚，但也因此

具有了后发优势。”郑会龙表示，梦天舱燃烧
科学实验柜通用性强、功能强大，传感器最
高可测 3000℃高温，高速相机每秒钟可拍摄
3000张照片，将面向全世界科学家开放科研
项目申请。

为了保证燃烧实验的绝对安全，研制团队
采取了多重措施：实验中火苗最大只有 3根生
日蜡烛的燃烧量，而燃烧室能承受 9个大气压
的压力；燃料同氧气隔绝放置，防止意外；燃烧
产物多重过滤回收，保证航天员生命健康。此
外，研究人员还设定了很多预警系统。

高温材料科学实验柜则在国际上首次
将 X射线装置搬到了空间站。

航天科技集团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
所高级工程师、高温材料科学实验柜科学实
验系统副主任设计师孙晋川表示，X射线实
验装置是空间科学实验的“火眼金睛”，可以
通过可视化手段，获得材料样品在制备过程
中的实时图像信息和数据。

为了避免 X 射线对航天员健康产生影
响，研制团队设计了一套屏蔽吸收系统，就
算装置满功率输出，X射线溢出量也远低于
国家标准。

高温材料科学实验柜还通过技术攻关，实
现了内部 1600℃、外部低于 40℃的效果，使实
验柜摸起来不冷不热，跟航天员体温差不多。

交一份完美答卷

10月 31日下午 3点半，梦天舱随着长
征五号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在海南文昌现场
观看发射的刘学超、郑会龙等人激动地在草
坪上飞奔起来。

那一刻，他们百感交集。
所有技术指标均不低于国际同类装置，

还有许多国际首次，意味着从设计到研发必

定要经历艰苦的攻关过程。6年时间，他们已
经数不清失败过多少次。

有一次，加热陶瓷结构件接连三次断裂，
每次都要重新设计、开模、实验。最后一次上力
学台前，同事跟刘学超说，自己昨晚梦见陶瓷
又裂了。刘学超苦笑道：“巧了，我也做了一样
的梦。”还好，那次实验终于通过了。

为了批量放置 16支样品，来自中科院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技术专家前后做了 10
套方案，怎么都放不下。但他们告诉自己，不
行，一定要放下。最终通过不断迭代设计，将
空间用到极致，16支样品放下了。

为了总重量不超标，高温材料科学实验
柜设计方案历经 5轮减重，在保证先进性、
安全性的同时从每个细节抠重量。最后一轮
时孙晋川笑称：“能不能别减柜子了，我自己
体重都减了好几斤。”

多少次觉得“坚持不下去了”，但最终还
是爬起来成为“打不死的小强”。回头再看，
孙晋川自信地说：“这些攻克下来的具体技
术都成为了我们掌握的核心技术。”

在这场全国大协作中，来自各顶尖科研机
构的专家们也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没有
这么多单位的支持，我们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
这么复杂的工程，这体现了我们国家强大的设
计、科研和集成能力。”郑会龙说。

尤其是最近几年，为了保障后墙不倒，
大家没有节假日，冒着疫情的风险一出差就
是一个月。今年春节，来自全国各地的研制
团队齐聚北京，进行正样机交付前最后的调
试，除夕之夜工作到凌晨一两点，大年初一
早上 8点又来到现场工作。
“我们整个团队几乎都拼了老命。”郑会

龙说，“既然承担了国家任务，就要交一份完
美的答卷，这就是航天精神，也是我国航天
事业能够不断超越自我的根本原因。”

研制人员正在检查设备。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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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需要两三天才能完成
的科研审批流程，现在动动鼠
标，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完成。近
日，华中科技大学历时 4年研发
的“一张表”平台正式上线，实现
科研人员近 400项流程网上办，
把流程化的工作量减到最轻。华
中科技大学这一创新举措，受到
使用者普遍好评。这启发我们，
为科研人员减负松绑既需要来
自“上头的压力”，又离不开刀刃
向内的主动作为。

表格多、材料多，报销繁、检
查多，数据难找、手续难办……
广大科研人员苦类似问题久
矣，有的可谓屡受其累、苦不堪
言。近年来“减负松绑”呼声不
可谓不高，社会共识不可谓不
强烈，然而负担过重、手续过
多、流程过长等问题，在一些科
研院所、高校、科技企业中依然
客观存在，与广大科学家和科
研人员的预期还有很大差距。

出现此种情况，既有历史
积弊甚深、改革无法一蹴而就
的原因，也有部分单位畏难不
前，空喊口号不见行动、敷衍塞
责的原因，还有过度依赖“上头
的压力”，缺乏破冰的主动性、
自觉性的原因。为科研人员减
负松绑，既是党中央的明确要
求，是相关部门的改革任务，也
是科研院所、高校和科技企业
“自己的事”，不能眼睛只盯着
上面看，上级咋说就咋喊，上级
不推就不转。认真贯彻落实上
级政策要求的同时，结合自身
实际，打破固有路径依赖，创新
思路举措，探索更多切实可行、
务实管用的办法，把来自“上头

的压力”与来自“下面的努力”结合起来，方
能形成向内改革、创新驱动的合力，尽快达
成减负松绑的目的。
“一张表”平台看起来只是一个“技术上

的小改革”，实际上对应着主动探索“改革方
法路径”、主动求解“怎么落实改革意图”的
不懈努力。以一张表代替几百张表，以线上
一键可查代替到处找数据，以一套程序解决
成百上千个问题，这种“以科技创新手段破
解科研人员负担过重问题”的做法，这种刀
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对于其他科研院所、高
校、科技企业具有借鉴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立让科研人员

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的保障机制，让科技
人员把主要精力投入科技创新和研发活动。

让科研人员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既
需要宏观层面持续优化制度设计，又需要发
挥科研单位的主观能动性。鼓励更多单位立
足实际，从具体操作层面切实简化科研管
理，减少各类评估、检查等活动，这有利于最
大限度降低其对科研活动的干扰。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在为科研人员减

负松绑这件事上，尤须坚持改革思维、问题
导向、实干标准，看效果、看作为、看实绩。

他们想用精准医学掀起“蝴蝶效应”
姻本报记者冯丽妃

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一只蝴
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能在两周后引起美国
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

一项精准医学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会
产生什么样的“蝴蝶效应”呢？

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科院在国内成
立了首个精准医学学科二级学科。这个落地在
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以下简称基因组所）
的学科正在把一批精准医学技术推向临床，酝
酿着未来医学发展的一场新风暴。

验尿可知是否患癌

在基因组所，研究员慈维敏正以尿液为对
象，开展基于基因组学和表观基因组学特征的
泌尿肿瘤无创诊断研究。通俗地讲，就是利用
尿液中尿沉渣里的脱落细胞和游离 DNA，判断
一个人是否患癌、患了什么癌、处于癌症早期还
是晚期、能否治愈。

泌尿系统的解剖学位置，使其更容易通过
尿液将肿瘤变异细胞直接释放出去，特别是膀
胱癌细胞。“我们可以用微量尿液进行全基因
组测序，从而准确判断一个人是否患泌尿系统
肿瘤。”慈维敏告诉《中国科学报》，尿路上皮癌
就是对这一诊断方法十分敏感的癌种之一。

利用该方法，他们可以对尿路上皮癌进行风
险分层，从而对患者进行精准分类治疗。如由马
兜铃酸引起的尿路上皮癌是一类低危类型恶性

肿瘤，可通过早期诊断和监测进行保肾治疗；
DNA甲基化低的尿路上皮癌患者也是低风险类
患者，即使是肌层浸润性的，也可进行保肾治疗。

当前，我国每年新发肿瘤人数逾 450万、死
亡人数超 300万，均列全球之首。慈维敏希望以
泌尿肿瘤研究为核心，使尿液微量样本的基因
组学检测包含更多信息，组合出包含各种癌症
特征的“条形码”，只要一次检测，就能对癌症进
行精准诊断和溯源。

白血病低剂量化疗

除了泌尿系统肿瘤外，目前还有一种常见
的血液肿瘤困扰着中国至少 400万人，它就是
白血病。据统计，每年新增白血病患者约 4万
名，其中 50%是儿童。

目前，高剂量化疗是治疗白血病的主要手
段，为尽可能对肿瘤细胞“赶尽杀绝”，临床上往
往采用最大耐受剂量化疗。而这容易导致血小
板缺乏等严重并发症，产生高额费用，迫使贫困
家庭放弃治疗。

基因组所研究员王前飞曾亲眼目睹患儿的
痛苦和这些家庭的无奈，这极大触动了他。

2014年起，王前飞团队与苏州大学附属儿
童医院合作，在国际上首次将 1/10剂量化疗药
物联合细胞因子 G-CSF方案（低剂量联合方
案）用于治疗初诊儿童急性髓系白血病，并采用
基因组测序技术，全程跟踪检测疗效。

他们评估了 183例患儿的疗效，结果表明
该方案具有与传统常规化疗相似的临床和分
子疗效，并可使人均单疗程治疗费用节省 2万到
3万元。目前，低剂量联合方案已被写入中低收入
国家儿童AML诊疗指南、中国儿童及青少年急
性白血病诊疗指南 2021（III级专家推荐）等。

但王前飞表示，我国 III级专家推荐仅是参
考选用疗法，尚未成为国内白血病治疗一线方
案。“从精准医学的角度看，我们希望只要通过
其分子特征检测，就能判断一名患者是否适合
使用低剂量联合方案。”

实现这一目标面临不少挑战。王前飞和团
队近年来开展了不同剂量化疗药、靶向药等多
种治疗方案的耐药演化机制研究，发现了多种
潜在诊疗新靶点。同时，国内多家医院已联合
启动了低剂量联合方案的多中心临床试验，自
2018年以来，已随机入组了 400余例患儿，为
深入研究低剂量联合方案的分层特征提供了
临床资源和研究基础。

试管中的新一代生殖辅助技术

与致力于攻克肿瘤的慈维敏、王前飞不同，基
因组所研究员刘江试图探寻人类生命早期的秘
密———人类胚胎发育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问题。

10年前，在好奇心的促使下，刘江试图用
斑马鱼回答这个问题。现在，他和合作者在国
际上首创的试管婴儿筛查新技术———胚胎植

入前 DNA甲基化筛查技术，已经帮助 100多
个家庭拥有了健康的宝宝。

当前，我国育龄夫妇不孕不育率达 18%，每
年做试管婴儿的家庭达到 100万。“但现有辅助
生殖技术仍存在三大问题，即出生率较低、出生
缺陷较高、表观遗传引起的出生缺陷不能提前
筛查和避免。”刘江分析道。

据统计，我国临床辅助生殖技术的出生率
仅约 30%，且试管婴儿患印记疾病的概率为
3‰，是自然分娩婴儿患病率的两倍。这些疾病
往往导致婴儿智力发育障碍乃至死亡，而当前
临床无法筛查和避免。

如何筛选高质量的囊胚，提高试管婴儿的出
生率？刘江发现，大量早期胚胎中存在DNA甲基
化图谱的异常，这与胎儿低出生率相关。此外，从
DNA甲基化图谱数据中能获得胚胎的染色体非
整倍性信息，可用于产前遗传学诊断。这为辅助
生殖技术提供了一种新型筛选方法。

在临床试验中，刘江与山东大学陈子江院
士团队合作，发现基于 DNA甲基化图谱的筛
选技术可以使试管婴儿出生率达到 65%以上，
是当前我国试管婴儿整体出生率的两倍。这种
方法在囊胚发育第五六天就能发现其是否优
良，从而将疾病发现时间大幅提前，避免了出生
缺陷，提高了婴儿健康水平。

这项突破行业瓶颈的技术，被称为新一代
辅助生殖技术。目前，刘江团队已与 19家生殖
中心合作。自 2019年该技术进入临床试验以
来，已服务 200多个家庭，接下来将有 1500 个
家庭入组临床试验。

刘江的短期目标是，在 5年或 10年内，能
够让我国试管婴儿出生缺陷比降低一个百分
点。他们还会不断累积数据，让婴儿出生缺陷
探查变得更加精准。

国内首个海上风电与海洋
牧场融合项目并网发电

本报讯（记者王昊昊 通讯员邓婷婷）
11月 25日，由中国电建中南院 EPC总承
包的全国首个海上风电与海洋牧场融合发
展研究试验项目———莱州市海上风电与海
洋牧场融合发展研究试验项目首批机组顺
利并网发电。

莱州市海上风电与海洋牧场融合发展
研究试验项目位于山东省莱州市西侧国家
级海洋牧场示范海域，规划装机容量 304
兆瓦，共建设 38台单机容量 8.0兆瓦风力

发电机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
批复确定的新能源领域增量混合所有制改
革重点项目。

该项目于 2022年 7月正式开工建设，
从开工到发电仅用时 4个月，创下海上风
电行业建设速度新纪录。待其全容量投运

后，年上网电量可达 10.64亿千瓦时，每年
可节约标煤约 30万吨，相应可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 78万吨、二氧化硫排放约 5700吨、
氮氧化物排放约 8500吨。此外，每年还可
减少大量灰渣、烟尘排放，以及相应的废水
排放，节能减排效益显著。

莱州市海上风电与海洋牧场融合发展研究试验项目。中国广核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