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觉得我们女性科技工作者，有着坚
韧的毅力和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

在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
下简称兰州化物所）的实验室里，研究员乔
旦度过了无数个日夜，专注于摩擦化学与润
滑材料的研究。每一次实验的失败与成功，
都是她前进的基石。正是这种对细节的执着
和对自我的严格要求，让她在科研道路上不
断突破自我，收获了丰硕的成果。

夯实基础，展现科研能力

乔旦出生在山东定陶的一个农村家庭，
自幼受从医的父亲熏陶和影响，深知知识改
变命运的道理。基于对材料化学的热爱和天
赋，她本科毕业后决定继续深造。对中国科
学院的向往，让乔旦报考了以化学类研究为
主的兰州化物所。

到兰州化物所的第二年，她作为学生第
一次参加了全国摩擦学大会。虽然当时她
的课题研究时间不长，成果也不充分，但
导师鼓励她出去交流。导师的这种包容心
态，让她下定决心做高端装备能用的润滑
材料研究。

润滑材料在飞机的诸多部件中发挥着
关键作用，如发动机、起落架、舱门、尾翼，以
及液压系统等部位都离不开高性能润滑材
料的支持。

2012年，作为学生的她参加了一项重
要任务———为国产大飞机 C919 做全方位
润滑材料性能测试评价。
“这些材料的性能直接关系到飞机的安

全性、可靠性和使用寿命。”乔旦解释说。因
此，对润滑材料进行严格的性能测试评价，
是确保国产大飞机质量的关键环节之一。

对于乔旦来说这是一次新的挑战。当时
她从事科研工作的时间不长，在成品润滑脂
的全分析方面可谓从“零”开始。面对十几种
材料近百余项的性能测试评价工作，她决定
从最基础的学起，一步步破解难题。
“通过这次科研任务，我几乎全面掌握

了润滑脂方面关键性能测试评价的技术。这
为我后续研制新的润滑优质材料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乔旦说。这个过程不仅考验了她
的专业能力，更是对她毅力和责任心的极大
挑战。

攻坚克难，为大国重器护航

2014年，乔旦的身份发生了转变。博士毕
业后，她决定留所继续从事科研工作，从学生
成长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正式开启了空天特种
润滑脂的创制和工程化应用研究工作。

为我国一款重要飞行器研制高性能润
滑剂是乔旦接到的第一个重要任务，而她也
因此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丝杠的润滑可靠性对飞行器的飞行平
稳和操控性至关重要，但其工作环境异常复
杂。尽管晕车严重，乔旦还是前后奔赴现场
近 20次，进行方案的讨论交流、材料的研制
和性能的验证。

最终，乔旦所在团队攻克低温高承载的
关键技术，成功研制出满足需求的润滑剂，
并将该高性能润滑材料推广应用到其他高

端装备中。乔旦感受到这份沉甸甸且光荣的
工作带给她的喜悦，也明白了继续为空天领
域润滑事业作贡献应承担的责任。

坚定信心，打破国外垄断

2017年，乔旦等人遇到了新的难题。“我
们自己研制的空间润滑脂装在轴承上，时间一
长就结块，空间部件运转会很吃力。但是，国外
的润滑脂没有这个问题，长时间运转后依然很
丝滑。由于国外技术封锁，当时团队就下决心
要破解这一难题。”乔旦回忆道。

在分析进口润滑脂时，乔旦敏锐捕捉到
溶剂中漂浮着一层极少的类似薄膜的物质。
凭借已有经验和科研敏感性，她判断这可能
是一种特殊的添加剂。

乔旦对这一极少量的“杂质”进行了准
确分析，结果让团队出乎意料，因为此类添
加剂在国内润滑脂研究领域并不常用。

通过查阅大量国内外资料，乔旦与团队
负责人进行了深入讨论和交流，推测其可能
具有防腐、抗氧化及防止润滑脂结块等作用。
“这一重要发现为我们同类型润滑材料

的研制工作指明了方向。”乔旦说。
基于此，团队开始了此类添加剂在空间

润滑脂中的性能研究工作，经过多次实验，
优化出润滑脂的最佳结构组成和黄金比例，
最终成功研制出适用于我国空间润滑领域
的高性能润滑材料。这一突破不仅解决了润
滑脂在轴承中的结块问题，同时润滑材料整
体性能较进口材料提升数倍，摆脱了相关应
用对国外润滑技术的依赖，实现了此类润滑

材料与技术的自主可控，为航天、航空等领
域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今年年初，2024 年度中国科学院青年
科学家奖颁发，乔旦榜上有名。怀着对材料
化学的热爱与执着，她扎根祖国西部，在高
端装备润滑材料创制领域默默耕耘，在团队
负责人指导下研制了多种润滑脂材料并成
功应用，为我国空天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高效
的润滑保障技术。

乔旦深知自己的成长离不开老一辈科
学家的指导和研究所的培养，因此她更加珍
惜这份来之不易的机遇。“兰州已经成为我
的第二故乡。我将继续扎根西部，因为这里
有我的梦想。我将继续为国家科研事业贡献
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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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进展

乔旦：扎根西部，这里有我的梦想
■本报记者 叶满山

受访者供图

想让减肥更简单？找 AI管家！
■本报实习生 葛家诺 记者 倪思洁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
科诊室，副主任医师郑雪瑛的电脑屏幕上弹出
一份人工智能（AI）生成的餐单———“皖北风味
减重食谱”：杂粮馒头替换精面主食、牛肉汤去
浮油、搭配半碗凉拌马齿苋。患者王先生接过餐
单，惊讶道：“这比我自己折腾强多了！”
“过去，这样的个性化饮食方案需要医生

和营养师查询食材成分表，逐一手动计算卡
路里，耗费至少 1小时。而现在，借助 AI只需
要 30秒即可完成。”郑雪瑛说。

这份餐单背后，是全球首个专注于体重
管理的 AI 大模型“减单”的临床应用。从 20
多年前预见肥胖危机，到如今用 AI 破解传
统减重难题，这场“化繁为简”的医疗变革是
如何实现的？

跨越 20余年的“数据长跑”

“减单”的诞生，源于一场提前 20余年的
“预判”。

2000年，在肥胖尚未成为全国性难题时，
现为安徽医科大学校长的翁建平团队便开始
收集肥胖相关临床数据。2008年，团队参与的
一项全国糖尿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国糖
尿病患病率从 3%骤增至近 10%。这一数据拐
点使团队意识到，肥胖问题将成为未来公共
卫生的重大挑战。

事实也印证了这一判断。2025 年 3 月，
《柳叶刀》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中国

2021年 25岁及以上成年超重和肥胖患者达
4.02亿，肥胖率 28.7%，肥胖人数位居全球第
一。国家卫生健康委也在全国两会期间提出，
要持续推进“体重管理年”计划，将全民健身
和减肥推向新的高度。
“我们在 20多年前就有预感，中国居民健

康将面临一场巨变。”郑雪瑛说。从那时起，郑
雪瑛所在的翁建平团队便开始聚焦体重管理
的临床数据，至今已积淀 20余年。

2025年 3月，借助 DeepSeek、OpenAI、豆
包等大模型技术，团队积累的 40多万名患者
的临床数据被激活，全球首个专注于体重管
理的 AI大模型“减单”应运而生。
“让减重变得简单，是我们推出‘减单’的

初衷和愿景。”郑雪瑛说。

临床治疗的两大“痛点”

“减单”是一款“治疗型”体重管理 AI 大
模型。
“可能很多人觉得体重管理是为了漂亮

和美貌，但对患者来说，减重是为了治病和救
命。”郑雪瑛说，“例如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
吃再多药，也不如减重治本。”

然而，传统体重管理长期面临两大难题：
专业建议“不接地气”与执行依赖“人力瓶
颈”。临床中，医生常需手动计算患者的饮食
热量，耗时费力；而患者面对“多吃蛋白质”
“控制碳水”等抽象建议，往往一头雾水。

“最大的痛点在于饮食指导‘不说人话’。”
郑雪瑛举了个例子，如果患者中午吃了一碗牛
肉面，过去医生会问“蛋白质多少克？脂肪占比
多少”，这对普通人而言如同“天书”。
“减单”的目标正是将专业术语转化为通

俗易懂的语言。患者只需拍照上传饮食照片，
AI 即可以超过 90%的准确率识别宏量营养
素，并给出改进建议，例如“把红烧肉换成清
蒸鱼”，“米饭减半，加半碗杂粮粥”。

减重的另一个痛点在于执行困难。与外
科手术有赖于医生不同，减重的成功 90%以上
取决于患者的执行效果。
“我可以给患者很多意见，但无法 24小时

监督他们每一餐。患者有 95%以上的时间是在
医院外与自己的身体相处。”郑雪瑛表示，面
对这一点，医生也感到无助。

AI技术有效破解了这一难题。“‘减单’能
够将我们的经验以最快捷、最便利、最真实的
方式传递给患者，实现 24小时全天候服务。”
郑雪瑛说。

从“经验复制”到“人机共生”

AI是否会替代医生和专业营养师的工作？
郑雪瑛的回答是，“中国的专业营养师仅

3000人，而超重人群高达 4亿。AI不是替代医
生和营养师，而是‘复制’无数个专业团队”。
“减单”的诞生，是临床经验与 AI技术的

深度结合。团队 20多年形成的临床管理路径

被转化为 AI的决策逻辑。“例如遇到一名肥
胖患者，他是否需要手术？如何与普外科协
作？饮食怎样配合？这些经验都被我们‘喂’给
AI。”郑雪瑛说。

模型研发的主要挑战不在技术层面，而
在于数据积累。翁建平团队凭借超过 20年的
临床经验积累，使得这一最大的研发难题迎
刃而解。

值得一提的是，由安徽医科大学、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附属医院与诺特健康构建的
“科研 - 临床 - 公共卫生”三元协同体系，
形成了产学研融合闭环，保障了模型既专业
又“接地气”。

尽管 AI表现亮眼，但团队始终恪守一条
铁律———涉及医疗决策，AI绝不越界。
“与大多数疾病相比，减重的容错率相对

较高，这也是我们率先推出体重管理大模型
的原因。”郑雪瑛解释道，“但我们在设计程序
时就明确了严格的界限，AI不会进行临床诊
断，也不会提供手术或用药建议。”

截至目前，“减单”已在医院内分泌科和
减重门诊投入使用，并推出了公众可使用的
网页版。团队计划在未来开发患者端 App，进
一步提升用户体验。
“我期待看到更高维度的动态管理。不是

简单的餐单，而是更深层的人机交互。例如，
加强与可穿戴设备的连接，读取患者的运动
信息、睡眠状态等，为患者提供更全面、动态、
及时的服务。”郑雪瑛说。

简讯

国家卓越工程师
开讲“科学家精神百场讲坛”

本报讯（记者高雅丽）由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
建设宣讲教育领导小组主办的“科学家精神百场
讲坛”国家卓越工程师专场宣讲报告会，近日走进
燕山石化。国家卓越工程师奖获得者、中国化工学
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方向晨作宣讲报告，并与科
技工作者代表深度对话。会上，方向晨获颁“科学
家精神百场讲坛”主讲嘉宾证书和“剪钢”纪念牌。

宣讲中，方向晨结合自身经历分享了他对科
技与工程创新的感悟。他表示，深入企业是创新过
程必不可少的学习环节。

施普林格·自然 2024年
开放获取出版量达 50%
本报讯（记者冯丽妃）记者近日从施普林格·自

然了解到，该学术出版机构日前发布了 2024年度报
告，显示其出版的研究内容具有更高可获取率。

报告显示，其出版的开放获取（OA）内容增势
强劲———2024 年出版的原创研究文章有 50%为
OA。同时，90多项人工智能举措为改善出版体验提
供了支持，2024年共支持了 230多万篇投稿和超过
48.2万篇文章的出版。单篇文章可见度提升，研究内
容被更多人使用———实现 37亿次内容下载，较 2023
年增加了 18%。

苦苣苔科植物添新种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中国科学院华南

植物园科研团队在粤北石灰岩地区发现并
命名了一个苦苣苔科植物新种———南岭报
春苣苔（ ）。该发现为
南岭山地植物多样性宝库再添珍稀成员。
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植物钥匙》。

报春苣苔属是苦苣苔科植物，目前在
中国超过 220种，全球超过 240种。我国南
部至西南部的喀斯特地貌是报春苣苔属植
物的多样性热点地区，其物种多为局限分布
于孤立生境的特有种。其中，南岭山地复杂
的地形与土壤异质性孕育了报春苣苔属高
度的物种多样性和特有性。传统植物分类研
究依赖形态学特征，使得部分近缘种难以区
分和发现，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和应
用，为厘清该属复杂类群提供了新视角。

2024年 1月，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研究员陈红锋团队与广东石门台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高级工程师李远球等人开展
调查时，发现一疑似报春苣苔属新种，随
即采集标本和分子材料并引种回华南植
物园开展进一步的形态学及物候学观察。
他们通过对植物的形态解剖、标本比对和
分子系统发育分析，确认其为新物种，并以
发现地处于南岭山地核心位置而命名为南
岭报春苣苔。
研究发现，南岭报春苣苔与多色报春

苣苔（ ）和彭氏报春苣苔（
）较为相似。与多色报春苣苔相比，

其叶片较大且边缘具较密的圆齿，单花
序花量及总花序数较少，苞片卵状披针
形并具浅锯齿，萼片每侧具 1~3 枚齿，花
丝基部与顶端密被腺毛，雌蕊密被腺毛
与短柔毛等；与彭氏报春苣苔相比，其花
冠更长、花色呈淡黄色且苞片形态显著
不同。分子系统学证据进一步支持其独

立物种的系统发育位置。
南岭报春苣苔目前仅分布于广东石门

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两处石灰岩山体，
种群规模较小。研究团队按照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标准评估其为近危，并建议加强栖
息地保护。

相关论文信息：

南岭报春苣苔形态。 研究团队供图

太原理工大学等

新型催化剂
提升低温催化性能

本报讯（记者李晨）太原理工大学教授张国杰团队
与合作者在烟气净化领域取得突破，成功开发出一种
新型锰掺杂铜铁基催化剂。该催化剂在低温环境下
能高效协同去除氮氧化物和一氧化碳，并展现出优
异的抗硫抗水性能，为钢铁行业实现超低排放提供
了创新解决方案。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美
国化学会 -催化》。

钢铁生产是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其烧结过
程中产生的烟气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
化碳等污染物，对环境造成严重影响。为了应对这一挑
战，当前普遍采用氨选择性催化还原技术和传统的矾
钨钛催化剂。然而，传统催化剂在低温下活性不足，并
且存在高温操作的能量消耗问题。

研究人员通过掺杂 Mn 元素，成功改善了
Cu3Fe1-LDHs催化剂的性能，在低温和富氧条件下表
现出氮氧化物和一氧化碳转化率的双重提升，尤其是
在低温下展现出优异的催化活性。

通过理论计算和一系列表征技术，研究团队进一
步揭示了Mn掺杂对催化剂化学结构的影响。研究结
果表明，Mn掺杂显著增强了催化剂的电子转移能力，
促进了 Cu离子和 Fe离子之间的相互作用，进一步提
高了催化剂的吸附能力和反应性。

该研究还发现，Mn掺杂增强了催化剂的表面酸
性，从而减少了二氧化硫的吸附以及硫酸盐的生成，提
升了催化剂在含硫废气中的稳定性和长期使用性能。
该成果不仅为低温催化技术提供了新思路，也为高硫
烟气环境下的污染治理开辟了路径，具有重要的环保
与经济价值。

相关论文信息：

湖北大学等

孤独症犬“不爱看脸”
本报讯（记者冯丽妃）湖北大学教授张永清团队和

北京大学教授韩世辉课题组合作发现，携带 基
因突变的比格犬，表现出类似孤独症患者的面孔识别
加工异常，为研究面孔加工的神经机制和干预方案提
供了新的宝贵动物模型。相关研究近日在线发表于《科
学进展》。

孤独症，又称自闭症，是一类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
性疾病。“以往 20多年的孤独症动物模型研究中，小鼠
等实验动物由于缺乏类似人类对面部情绪情感关注的
生物学功能，无法深入探究社交障碍与面部情绪感知
问题之间的关联。而家犬天性善于辨别人类情绪，并能
据此与人交流。”论文通讯作者张永清说，这使其成为
理想的研究模型之一。

研究团队通过构建孤独症模型犬，对其进行多维
度测试，包括行为学、眼动追踪和皮层脑电记录等测
试，结果表明孤独症模型犬存在面孔认知功能异常。
“以行为学测试为例，我们采用‘二选一’的实验范式，
给正常野生型犬和孤独症模型犬呈现面孔和房子的图
像让其选择。野生型犬倾向于选择面孔，而孤独症模型
犬则表现出对面孔的回避，更倾向于选择房子。当让它
们在房子和车子间进行选择时，孤独症模型犬则随机
选择，表明其对面孔存在排斥感。”张永清说。

眼动实验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果。正常野生型犬
在面对面孔时会表现出明显的注视偏好，而孤独症模
型犬则不爱看脸，更倾向于关注房子。皮层脑电实验显
示，正常犬在看到面孔时，会出现一个面孔特异的负
波，而孤独症模型犬的该负波强度较弱且潜伏期延迟，
表明其大脑对面孔的反应不敏感。

该研究首次揭示了孤独症模型犬存在面孔加工异
常，为 基因突变导致孤独症样面孔认知缺陷，
继而导致社交障碍的假设提供了实验证据。

相关论文信息：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潮汐力显著影响
地震波速变化

本报讯（记者王敏）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
姚华建团队通过对青藏高原东南缘安宁河断裂带区域
的地震波速时间变化进行监测，发现潮汐力对断层破
碎带的地震波速变化有显著影响。相关研究成果近日
发表于《国家科学评论》。

通过监测断裂带的应力状态，科学家们希望揭示
潜在的地震前兆，为防震减灾提供观测和理论依据。目
前直接测量断裂带内的实际应力具有挑战性，而地震
波速变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地震学参数，能够反映断裂
带应力状态的变化，因此波速时变监测成为一种重要
的介质变化监测手段。

研究团队利用布设于青藏高原东南缘安宁河断裂
带的密集地震台阵采集的连续噪声数据，通过地震干
涉技术计算了安宁河断裂带区域地下介质的地震波速
度变化。结果显示，波速变化具有明显的日周期和半日
周期特征，且在断层破碎带内这种周期性变化更为显
著。此外，在去除环境因素后，断层破碎带内还呈现显著
的月周期变化。研究人员将波速变化结果与理论潮汐应
变进行比较，发现二者在日周期、半日周期和月周期成分
上均表现出良好的相关性，这表明这种周期性变化主要
受潮汐力影响。潮汐力通过引起地下介质中微小裂隙的
周期性张开与闭合，进而影响地震波速变化。

该研究成功捕捉到潮汐力对断层破碎带结构的显
著影响，为构建活动断裂带时变地球物理综合观测系
统提供了重要手段。
相关论文信息：

乔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