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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礁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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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进展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等

首次厘定长白山
3万年前大喷发事件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近日，中
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副
研究员陈宣谕、中国科学院院士徐
义刚联合国内外科学家，首次厘定
长白山 3万年前大喷发事件并揭示
其精确年代。相关成果发表于《地
球物理研究杂志：固体地球》。

长白山是我国最具潜在喷发
危险的一座大型复合式活火山，尽
管此前研究使人们对该火山有了
较多了解，但至今仍未可靠地建立
其完整的爆炸式喷发序列。

中外科学家利用显微火山灰
方法，首次在日本海沉积物中鉴
定出长白山 3 万年前一次大型喷
发事件的产物。根据海洋火山灰
独特的化学成分，研究人员判定
其与长白山天池火山口边缘巨厚
的火山浮岩（天文峰黄色浮岩）是
同期喷发活动的产物。天文峰黄
色浮岩的喷发时代一直存在较大
争议，过往各种定年方法给出的

结果大相径庭，从 1000年到 5 万
年都有。

该研究综合利用海洋沉积物放
射性碳（14C）测年、火山灰年代学、
贝叶斯年龄建模等方法，为黄色浮
岩喷发提供了可靠的年龄制约，揭
示了这一事件发生在距今 29948年
至 29625年。

该研究识别出长白山一次先前
未知的重要喷发事件，发生在约 3
万年前，火山灰传播超 600千米，揭
示了天文峰黄色浮岩的喷发时代，
完善了长白山 10万年以来爆炸式
喷发历史。鉴于黄色浮岩喷发事件
与区域乃至半球尺度的剧烈气候突
变事件（海因里希事件 3，即 H3）在
时间上耦合，此次喷发的火山灰为
气候突变事件的精确定年、阐明
H3事件东亚环境响应的区域差异
提供了关键的时间标志层。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

提出OLED蓝光材料设计新策略
本报讯（记者王敏）近日，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崔林松团队与英
国剑桥大学 Alexander J. Gillett 博
士以及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教授柳渊
合作，提出一种高色纯度深蓝色有
机发光材料设计新策略，开发了一
系列色纯度接近 BT.2020蓝光标准
的高效深蓝色发光材料，有望突破
未来 4K/8K 超高清显示技术领域
的蓝光瓶颈。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
《先进材料》。

作为新一代显示技术，OLED
具有自发光、高分辨率和超轻薄等
优势，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智能穿
戴设备以及 VR等产品。设计和开
发高性能有机发光材料一直是
OLED领域的关键挑战，尤其是蓝
光材料的研发。

研究团队创新性提出了深蓝光

OLED分子设计新策略，即将多个
咔唑电子给体基团引入多重共振型
电子受体单元中，形成杂化的长程
和短程电荷转移激发态。基于该策
略，研究团队设计了一系列深蓝色
发光分子。其中，以 5Cz-BO分子
作为发光材料制备的 OLED器件，
最大外量子效率达到 22.8%，色坐
标非常接近 BT.2020蓝光标准，为
提高深蓝光 OLED 器件的效率和
色纯度带来了新突破。此外，以
5Cz-BO作为敏化剂制备的超荧光
器件，最大外量子效率高达 33.1%。

审稿人评价道：“这一创新成果
为深蓝光 OLED 性能的提升开辟
了新道路，标志着深蓝光 OLED技
术领域取得了令人振奋的突破。”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大连理工大学

研发阻燃又抗冻的准固态电解质
本报讯（见习记者孙丹宁）近

日，大连理工大学教授董旭峰与黄
昊合作，在先进宽温域、高安全性
复合准固态电解质研究方面取得
新进展。相关成果发表于《能源存
储材料》。

传统液体电解质面临诸多挑
战，如易燃、泄漏以及有限的工作温
度范围等，阻碍了电化学储能装置
的发展。准固态电解质（QSE）有望
克服这些局限性。水凝胶电解质具
有优异的离子传导性、灵活性、功能
性以及低成本和环境兼容性，是理
想的 QSE材料，但也存在较窄的电
化学窗口、较低的机械强度以及易
冻性等问题。

研究人员展示了一种新型“叶
脉叶肉”结构准固态凝胶电解质

的创新设计与制备。灵感源于天
然材料———树叶，静电纺丝纳米
纤维网络充当“叶脉”，提供有力
的支撑与抗穿刺性；利用紫外线
固化技术，在纳米纤维的外层原
位生成 CG-PAM 双组分凝胶涂
层，形成“叶肉”结构。研究获得的
QSE 具备稳定的电化学性能以及
独特的功能性，特别是阻燃性与
抗冻性显著提高。

这种 QSE 材料展示出优异的
阻燃性、宽电化学窗口、高抗拉强
度、优良的抗冻性、稳定的电化学性
能，可确保电化学储能器件在极端
环境如深空、极地探险等方面的安
全应用。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一路播撒蓝色种子的他
■本报记者廖洋实习生王冰笛

“同学们，你们知道生物的身体是由
什么组成的吗？”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以下简称海洋所）研究员李新正至今仍
清晰地记得高中第一堂生物课。少年李
新正听得入迷，思维的轮毂随生物老师
的讲解不停转动。

从 1981年考入南开大学生物系，40
余年间，李新正始终在生物世界里不懈探
索。近日，李新正荣获“典赞科普中国 2023
年度十大科普人物”，这是该奖项第一次颁
给海洋生物学领域的科学家。

科普之路缘起何处

李新正的左手大拇指缺了一小截，突
兀的伤口记录着他与标本馆的深厚情缘。

1996年 4月，海洋所成立海洋生物
分类与系统演化研究室（以下简称分类
室），委任李新正为研究室主任。
“那个时候，搞生物分类学研究的人

越来越少，全国都处于青黄不接的阶
段。”李新正介绍，“分类学是整个生物学
的基础，重要性不言而喻。海洋生物分类
学面临着同样的局面，曾呈奎和刘瑞玉
两位院士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后，极力抢
救这个学科。”

于是，海洋所最年轻的分类学“后
生”李新正担起重任，与 17位同事从“垒
地基”干起，成立分类室。几年后，新标本
馆的建设又挂在了李新正心间。2002年
的一天，他在协助标本馆搬家时发生意
外，拇指被标本柜锋利的一角削去，鲜血
喷涌而出。

十指连心的剧痛至今难忘，但他无
悔为标本馆的付出。“标本馆就是分类学
工作者的家当，搞分类学必须以标本为
依据，保存好标本、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对科学负责。”

海洋所各个楼里，李新正来回行走的
无数步，记录着这份执着和责任心。“那时，
大脑里有两个空间，一个考虑海量标本的
存放位置与种类，一个构思新的存放设
计。”那一年，在海洋所一向是高产作者的
李新正，只发表了一篇论文。他的全部心思
和精力，都放在了至今馆藏量已是亚洲第
一的标本馆上。

作为首任分类室主任兼标本馆馆长，
李新正介绍这些海洋“宝贝”时如数家珍。

他总是想着法子，生动形象、不厌其烦地向
前来研学的青少年作介绍。
“大家看这个像扇贝一样的大家伙，

叫砗磲。”李新正两只手的手心相对，模
拟贝壳合拢的形态。
“在海南岛采样时听渔民说，以前在

海边的珊瑚礁上碰到很大的砗磲，他们
把它拿回家，把周围的这些棱打磨光
滑。”他再把两只手摊开，当作砗磲打开
后的两半，一只手微蜷着手背隆起，另一
只手比画着道，“它里面有个弯槽，可以
装水，有的人家会用一半当作小孩的洗
澡盆，另一半当猪的食槽。”
“去海洋所参观标本馆，一定要找李教

授，他的讲解可有意思啦！”渐渐地，李新正
有趣的讲解方式吸引了许多慕名上门“听
课”的人，而他的科普之路也由此铺开。

用亲身经历作科普讲座

“1994年，我开始接触深海样品。我
想，有朝一日要去深海看看，它们为什么
会长这样。”2013年，经过五轮选拔，李新
正成功入选我国第一艘载人深潜器“蛟
龙”号首航的第一个科学家团队，成为出
海的 6位科学家之一。“去深海看看”的
梦想果真照进了现实。

作为第一个乘“蛟龙”号下潜到 3700
米处开展深海科考工作的科学家，在海
底的 9个多小时里，李新正看入了迷。记
录下来的图片和视频，被他放进了“乘着
蛟龙探深海”主题科普讲座中。

李新正屡次被各地邀请专门讲述这

段历程。这一讲就是 200多场。从“神秘
的海洋世界”到“乘蛟龙探险深海”等 10
余个科普主题，每次的内容都会根据听
众的组成和新收集的问题做修改，甚至
讲课的语气也在不停变化。

讲解“蛟龙”号的时候，李新正会停
下来指着屏幕上的图片问：“大家猜猜，
这些水手为什么到‘蛟龙’号顶上去？他
们要干什么？”

几个活跃的同学大胆猜测，李新正笑
着连连说不对，后排几个原本无精打采低
着头的同学抬起了头，不由自主地加入了
这场猜谜游戏。你一言我一语，每个人的注
意力悄悄被李新正凝聚、吸引。
“大家看，‘蛟龙’号上是挂着缆绳

的，水手坐皮划艇到深潜器上把缆绳解
开，‘蛟龙’号自由了才可以下潜。等下潜
结束、浮到海面上后，水手需要再爬上来
系上缆绳，将它回收到母船上。”台下，眨
着眼睛好奇地注视屏幕的同学们，被带
入了新世界。

在李新正的科普课堂上，科考的亲
身经历，通过每次讲座中语言和图片的
变化，被他“玩出了花”。

乘着科研和科普的“两翼”

“科研追求的是更高更强，攀登高
峰；科普追求的是更广更宽，面向更多受
众，打好群众基础，提高全民整体科学素
养。”李新正说，“全民认识的自然现象越
多、掌握的科学理论越多，科学研究的群
众基础就越好，科研的起点和成果水平

也就更高，能更好地将研究成果应用于
国家建设。”

在李新正看来，科研和科普是“两翼”。
科学家做科普，能将一些前沿研究和理论
知识传递给民众，这是独有的优势。

科普讲座中展示的图片都是自己在
采样时拍摄的，每句话都是自己的亲身
经历和实打实的研究，这种让人更有身
临其境之感的讲座，帮李新正收获了一
众“粉丝”。

他在为《神奇图书馆———海洋 X计
划》作科学顾问时，在专家问答环节屡屡
给出有趣易懂的答案，云南的小“粉丝”
吴子承为此专门让父母带他从云南到青
岛拜访李新正。听完李新正的科普讲座，
中国海洋大学本科毕业的曲寒雪主动报
考李新正的研究生，并在他的指导下完
成了硕博连读。

不过，即使了解李新正如何走上科普
道路，有人还是会问：作为一位科研任务繁
重、面向国际前沿的科学家，为什么要花那
么多时间和精力坚持开展科普讲座？

最初开展科普讲座时，李新正收到
的质疑声不绝于耳。有人说他“不务正
业”，也有人觉得“大材小用”，还有人说
他“为了挣钱”。事实上，讲课费远远抵不
上他的路费。

在李新正看来，我国是海洋大国，却不
是海洋强国，与其他领域相比，海洋科学的
研究水平还不高，在科研领域只是“小学
科”。“越是小学科越需要宣传，通过讲解它
的自然规律、运作方式，才能让更多人认识
到海洋的趣味性和重要性，提高对海洋科
学的认识水平，从而热爱海洋、自觉地保护
海洋。”说这话时，李新正神色十分郑重，支
撑他坚持下去的是一份纯粹的对海洋及海
洋科学的责任感。

用扎实的科研基础滋养科普讲座，在
李新正的努力下，“阳春白雪”的海洋科研
越发“平易近人”。谈起未来对这两条道路
的规划，李新正希望在科研方面提高对大
型底栖生物生态学的研究水平；在科普方
面他则想多写科普书，“因为受众面比单纯
的讲座更广，可以让更多人感受到海洋的
真正魅力”。

怀着一颗热爱海洋的心，李新正盼
望来时路上播撒的蓝色种子，能开出更
多的花。

赶上春耕！国产犁铲尖飞速“落地”
■本报记者沈春蕾

“我们希望成果能尽快落地，让更多
农户早日用上国产高性能农机耐磨入土
部件。”去年 4月，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
所（以下简称金属所）研究员姜海昌在接
受采访时发出这样的感叹。随后记者采
写的一篇题为《“国产犁铲尖一点不比洋
货差！”》的文章发表于《中国科学报》。

春和景明，万象“耕”新。今年北方春耕
如期而至，姜海昌的心愿终于实现了。
“我们研发的产品从 4月 10日开始

陆续应用，其中整地机用耙片首批应用
于新疆北屯地区，免耕播种系列盘片主
要应用于辽宁新民、辽中、铁岭等地区。”
姜海昌告诉《中国科学报》，“这些农机部
件刚好赶上今年春耕下地。”

材料已准备就绪

2013年 1月，中国科学院现代农业
示范与区域创新集群计划启动，金属所
承担了高性能耐磨犁铧的研制任务。

高性能耐磨犁铧研制关键在于材
料。为此，金属所研究团队研制出一种合
金钢，该材料在硬度提高的同时，还能保
持较高的冲击韧性。
“利用合金钢材料和耐磨涂层，我们

在实验室研制出 20多种关键农机部件，

产品性能和使用寿命均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姜海昌说，“过去这些年，我们累计
制造出 3000多个农机耐磨入土部件，先
后在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有限公司、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和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
司等进行大面积作业考核。”

2021年 4月，中国科学院与辽宁省
人民政府共同签署“黑土粮仓”科技会战
框架协议，提出要提升农机装备能力，推
进研发创新，重点突破播种机切盘的金
属材料和加工工艺。
“我们研制出的国产农机部件成本

约为进口产品的一半，可以帮助国产农
机耐磨部件实现升级换代。”姜海昌告诉
《中国科学报》，“实验室的生产能力终归
有限，要实现大批量生产就需要更大的
生产线。”

去年，姜海昌向记者表示，希望可以早
日实现农机耐磨入土部件的批量生产。

合作主动找上门

2023年 5月，姜海昌的办公室来了
几位客人，陈锋就是其中之一。他们通过
多方打听获知，金属所可能有他们需要
的零部件材料。
“这是一家从事汽车零部件生产的

企业，他们需要的材料和工艺我们确实
可以做，就是周期比较长，原理跟我们此
前做农机耐磨部件是相似的。”姜海昌向
他们提出了一个建议，“反正要等，不如
试试做农机部件，见效还快。”

尽管已经了解并看到姜海昌团队研
制的产品，但陈锋等人还是有点犹豫，并
没有立刻答应，而是要回去商量商量。两
个月后，陈锋给姜海昌回复：“尽快签订
合作意向。”

为什么他们“去而复返”？姜海昌后
来才知道，“6月底，这家公司去国外参加
了一个钢材展会，他们看到有一款样品
跟我们开发的产品很相似，生产成本却
是我们产品的几倍，所以立即决定跟我
们合作”。

从 2023年 7月开始，双方商量了一
个合作方案，姜海昌团队将专利作价 500
万元转让给这家公司。双方还签订了 500
万元的技术开发合同，由姜海昌团队负
责生产线搭建。

经历几轮选址后，2023年 9月，菲迅
（沈阳）农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菲
迅农机科技）落户辽宁省沈抚新区，陈锋
任公司总经理。

按照合作计划，菲迅农机科技将与
金属所合作建设一条年产 20 万片高端

耐磨圆盘切刀的生产线，共同致力于农
用机械入土耐磨件的研发与智能化生产
制造。

赶在春耕前“下地”

今年 3月，《中国科学报》记者在金
属所沈抚园区看到了这条全自动生产线
的雏形。激光下料、激光切割、热旋压、加
热、淬火……一片耐磨圆盘只需两三分
钟就可以下线。
“这款圆盘耙片在新疆做了 10组对

比试验，经过 1600 亩耕地作业后，普通
耙片磨损率为 10.31%，我们的耙片仅为
1.86%。”4月 13日，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
治县 300亩保护性耕作乡级应用基地人
头攒动，陈锋带着采用自动化生产线制造
的圆盘耙片在田间地头做介绍。

据悉，菲迅农机科技已经签订了
5000片圆盘耙片订单，目前 1800片整地
机用耙片已经运抵新疆等地，正陆续装
机应用于春耕。
“紧赶慢赶终于赶上今年春耕下地。”

姜海昌告诉《中国科学报》，“除了传统的圆
盘外，我们今年还将主推最新研发的轴承
防尘罩一体式新型圆盘，样品已经装机，应
用于春耕田间试验。”

本报讯（记者刁雯蕙）深圳理
工大学（筹）教授、中国科学院深圳
先进技术研究院研究员丁峰团队
联合韩国蔚山科技大学教授 Shin
Hyung-jun团队开发了一种“单离
子控制技术”。研究团队成功在原
子级别观察到食盐溶解过程，并实
现了在原子级别控制氯化钠的溶
解过程。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
《自然 -通讯》。

盐，作为最常见的物质之一，
其溶解过程背后的带电离子行为
极为复杂。传统研究方法只能测量
溶液中离子的平均特性，而无法精
确观察到单个离子的行为。为了解
决这一难题，研究团队在零下 268.8
摄氏度下，将单个水分子沉积在仅
有 2到 3个原子厚度的薄盐膜上，
利用具有原子级分辨率的扫描隧
道显微镜精确控制水分子移动，观

察到了食盐中单个氯离子的溶解
过程。

丁峰介绍，理论计算与模拟
对于了解发生在材料表面的动力
学过程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精
确控制水分子的位置和移动，可
以在钠离子和氯离子之间产生显
著的相互作用差异。氯离子由于
极化率较高，相较于钠离子更容
易与水分子发生反应，从而导致
选择性溶解。这一发现不仅揭示
了离子溶解的微观机制，也为新
型材料设计带来了可能性。

据悉，这一突破性发现不仅在
理论意义上为理解溶液中带电原子
的行为提供了新视角，还可能对电
池、半导体等诸多应用领域新材料
的开发产生重要影响。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深圳理工大学（筹）等

揭示食盐原子级别溶解机制

4月 27日，全球首个纯电驱拟人奔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
“天工”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亮相，并做行走和跑步演示。

人形机器人身高 163厘米，能以 6公里 /小时的速度稳定奔
跑，每秒可完成 550万亿次操作算力。当天，北京人形机器人创
新中心发布自主研发的通用人形机器人母平台“天工”，可开放给
行业使用。“天工”采用了全新人形机器人运动技能学习方法———
“基于状态记忆的预测型强化模仿学习”，达到更稳健、更拟人、更
泛化的效果。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6公里 /小时
人形机器人向你稳步跑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