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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神面面观

最新发现与创新

科技日报南京 7月 29日电 （通讯员周
伟 记者张晔）过去，人们需用多种不同材料

才能发射出不同波长的荧光，现在只需一种

结构单一、便宜易得的“小分子”荧光染料，就

能实现从绿光到近红外光的多重荧光发射。

记者 29 日从南京工业大学获悉，该校先进材

料研究院黄岭教授和刘志鹏副教授与南京大

学沈珍教授合作完成的这一成果，颠覆了人

们对传统发光理论的认知，相关论文日前发

表在《自然·通讯》上。

过去，想要得到红光到近红外光，只有

靠结构复杂的“大分子”材料才能发出。课

题组利用一种经过芳基修饰的氟硼荧光染

料，首次实现了从绿光到近红外光的多重

荧光发射。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多重发射

峰不仅可以被不同的激光光源照射产生，

而且多重发射峰之间存在“多米诺”式的能

量转移过程，这使它将来的应用前景更为

广阔。

课题组研究发现，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

是，光照条件下，这种芳基修饰的氟硼荧光染

料分子，在聚集状态能够产生多种具有不同

能量的聚集体（如二聚体、三聚体等），而这些

不同能量的聚集体的产生，可能是染料能够

实现多重荧光发射的主要原因。

这一发现，改变了人们对于“小分子”

只 能 发 出 蓝 光 或 绿 光 ，只 有 结 构 复 杂 的

“ 大 分 子 ”才 能 发 出 红 光 或 者 近 红 外 光 的

看法。这种小分子荧光染料，有望在新一

代 照 明 显 示 、生 物 成 像 、疾 病 诊 疗 等 领 域

得到广泛应用。将来若用于电视屏幕上，

只 用 这 一 种 材 料 就 可 使 屏 幕 色 彩 更 鲜 艳

明 快 、更 多 姿 多 彩 ；若 将 这 一 小 分 子 染 料

放进血管，就可以让医生透过血管中荧光

信号的变化，更准确清晰地看到机体中病

变的部分。

单一小分子材料能发出多重荧光

7 月 29 日 9 时 48 分，北斗三号第 9、第 10

颗卫星从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这是

北斗导航全球组网从最简系统迈向基本系统

的首组卫星。

根据计划，年底前我国将建成由 18 颗

北 斗 三 号 卫 星 组 成 的 基 本 系 统 ，为“ 一 带

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服务。从此次发射开

始，北斗卫星组网发射进入前所未有的高

密度期。

北斗的建设，像一场马拉松比赛，既考

验耐力又比拼速度。作为“北斗大本营”的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此刻正面临着严峻

挑战——迎战批产新高峰。自去年 11 月发

射北斗三号首发双星开始，9 个月发射 10 颗

星，五院再次提高“配速”，在太空书写着新

的“北斗速度”。

在稳扎稳打中修炼提
速之道

发射场数星待发、总装厂房十余星在研、

正在论证的多星已跃然纸上……不论在哪

里，北斗三号研制队伍都呈现着热火朝天、只

争朝夕的奋斗场景，战斗气息浓郁。

然而，一支队伍多个阵地同步作战，却不

是依靠人海战术。记者了解到，在发射场的

北斗三号卫星试验人员较以往减少了近一

半，发射场全流程时间缩短了近 1/3；北京的

在研情况如此，研制人员和研制周期都大为

缩减。

“以科学的管理，加强卫星地面试验验

证。”北斗三号卫星总指挥迟军道出了秘籍。

以本次发射的双星为例，五院首次在北斗三

号卫星测试中采用远程测试方法，前后方实

时联动，极大发挥了后方判读专家的保障作

用，提高了发射场测试效率，大幅减少了发射

场人员数量。此外，通过谨慎评估并科学优

化发射场测试项目，以及开展无线测试等多

种尝试，五院不断提升科学保成功的软实力，

在稳扎稳打中修炼提速之道。

积累和创新让提速步
伐更从容

流程的优化、新方法的采用，体现了北

斗团队的自信。这种自信，源于 20 多年来

在北斗导航卫星领域批产研制积累的宝贵

经验。

立足系统工程管理理念，五院开创了导

航组网卫星研发管理新模式，实现了“一支队

伍，多个任务，协调统一”的项目群管理技术、

方法全面创新。 （下转第三版）

北斗三号第9第10颗卫星成功发射
北斗导航全球组网从最简系统迈向基本系统

重庆涪陵白鹤梁，被誉为“世界第一古代

水文站”和世界罕见的“水下碑林”。白鹤梁

水下博物馆是世界首座水下博物馆，也是迄

今为止水下文物保护涉及技术学科最多、难

度最大的项目。近日，科技日报记者来到白

鹤梁水下博物馆，探寻它背后的科技奥秘。

乘坐 91米长的电梯来到位于长江水面 30

多米下的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在长 68米、外径

约 3.8米的钢质环形参观走廊里，通过观景窗

清晰地看到保护罩内静卧水中的白鹤梁，贴近

窗边，梁上的石鱼和部分题刻清晰可见。

“白鹤梁坚持了原址原貌保护，仅制订保

护方案就耗时9年。”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副馆长

黄德建说，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最大的难点在于

解决水底压力带来的技术问题，经过 7个方案

比较，最终付诸实施的是由中国工程院院士葛

修润2001年参会提出的“无压容器”方案。

“无压容器”将白鹤梁中段罩住；容器内

注满水，使内外水压大致平衡；容器顶部采取

特殊钢架结构，可承受 4000吨轮船的冲击力，

迎水方向的防撞墩能经受万吨级轮船撞击；

博物馆还能通过光纤安保系统收集分析馆内

的温度、压力和硬度等指标，以判断水下保护

体安全状况。

这一方案既未破坏文物本体，又能使游

客安全、清楚地观赏题刻，而且符合文化遗产

保护“不改变原状、也不改变其与自然环境依

赖关系”的原则。

现在博物馆经过近 10 年的探索和研究，

已经建立起一整套长江水位、流量、流速与补

水量的动态平衡数据库，消除了最高水位 40

米的强压和 32米落差对保护体结构及文物本

体安全的威胁，用科技手段保障了文物安全。

从 2015年开始对博物馆的照明装置进行

了更换，现在白鹤梁题刻保护体内装备了国

内文博界唯一深水照明系统。提升了题刻展

示效果，能耗下降、温升减小、光照强度减弱，

能够阻滞藻类生长，有利于保持石质题刻状

态稳定和改善保护体内水质。

“观景窗是双层 8 厘米厚的玻璃，但是却

能让人看得清楚。”黄德建说，他们与合作单

位优化创新了航空有机玻璃工艺，有效解决

了白鹤梁特殊环境下观察窗的抗高压、抗冲

击、抗衰老、透光性、稳定性等问题，突破了玻

璃观察窗清洗、更换等重大技术难题。保证

了白鹤梁石刻的清晰可见。

同时，该馆开展了水环境现状研究、空气

质量监测研究与调控、水下建筑体安全监测、

抑制藻类生物膜等工作，确保建筑体、文物本

体及游览安全，提升了参观效果和舒适度。

黄德建感慨地说：“所以白鹤梁题刻原址

水下保护工程的定位，不是‘纪念碑’式的。

而是以人类进步的哲学思想和先进的科技手

段，来延长石刻的‘生命’历程。”

科技让千年瑰宝白鹤梁重现往日风采

7 月 16 日，站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

技术奖励大会领奖台上，中国科学院沙坡

头沙漠研究试验站（简称沙坡头站）研究员

刘立超紧张得手心直冒汗，代表团队发言

时连连“卡壳”。“这么多年，我们习惯了在

沙漠里、在实验室里，面对沙漠、微生物‘说

话’，当着这么多人说话真有点不习惯。”

面对广袤无垠、杳无人烟的沙漠，寂寞

是沙坡头站科研人员绕不开的困难，然而

半个多世纪，正是这群耐得住寂寞的科研

工作者一次又一次创造出我国治沙历史上

的奇迹，60 多年保障包兰铁路腾格里大沙

漠风沙最猛烈的沙坡头段畅通无阻。

当天，刘立超所在的沙坡头站的科研

成果“生物土壤结皮形成机理、生态作用及

在防沙治沙中的应用”项目获得宁夏科学

技术进步一等奖。

沧海桑田 63 年，“不为名利、勇于创

新、忍耐寂寞、宽容失败、勇战沙魔”的“沙

坡头精神”一代代传承，这是一种心灵碰撞

的传承，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传承。

寂寞得如同“草根”

“ 沙 河 中 有 恶 鬼 、热 风 ，遇 者 皆

死。”——《佛国记》中这样说。

沙坡头站的科研成果却成为一个样

板，启示人们改变对沙漠的看法：沙漠的规

律虽然深奥，却是可知的；沙漠的防治和利

用虽然艰难，却是可能的；掌握了沙漠科

学，可怕的沙漠很可能转化为潜在的财富。

41年前，1977年 8月，全球沙漠化会议

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中国代表从容

地走上讲坛，向世界各国介绍中国沙漠和

沙漠化问题的现状及其治理的成就。

来自沙坡头站的科研人员在实践中创

造出了“麦草方格”固沙法，成功地解决了

沙坡头铁路两侧流动沙丘的固定问题，使

包兰铁路自 1958 年 8 月 1 日正式通车以来

畅通无阻，有效地制止了腾格里沙漠的南

移，出现了人进沙退的局面。

会场上响起了热烈而持久的掌声。

但是，这并不容易，这建立在无边的寂

寞之上。

沙坡头站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宁

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境内。茫茫戈壁，一

望无际的腾格里沙漠单调而乏味。

刘立超在沙坡头站工作了 26年，这 26

年来，与之打交道最多的，就是沙漠的漫漫

黄沙。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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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昆明 7月 29日电 （记者赵汉
斌）飞机草为菊科多年生半灌木，原产于拉美

等地，是热带及亚热带地区的恶性入侵杂

草。29日来自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

园的消息，该园在入侵植物飞机草群落的可

入侵性研究上取得重要进展，相关成果发表

在生态学国际期刊《生态学快报》上。

众所周知，外来物种入侵已对全球生态

多样性造成严重影响，威胁着生态系统健康，

给社会经济带来了极大损失，已成为生态与

环境领域的研究热点。早在 1934 年，研究人

员首次在我国云南南部发现飞机草，目前，在

台湾、广东、香港、澳门、海南、广西、云南等地

均有分布。

此前的众多研究证实，外来植物入侵过

程中，本地植物群落中的许多生物和非生物

因子会抵御外来植物入侵，抵抗力越强，则群

落的可入侵性越低。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生物

入侵研究组的郑玉龙副研究员等人采集了

12 种我国入侵地和 8 种原产地为墨西哥的

常见本地植物，分别构建由 1 种、2 种和 4 种

植物组成的群落，并施以活性炭和杀菌剂，

以探讨物种组成、物种丰富度、功能特征、植

物和土壤微生物间的相互作用、化感物质、

系统发生距离以及刈割干扰对飞机草入侵

的影响。

研究发现，原产地为墨西哥物种构成

的 群 落 比 中 国 物 种 构 成 的 群 落 可 入 侵 性

低，并且刈割等干扰对中国物种构成的群

落可入侵性影响更大；随着物种丰富度升

高，群落可入侵性降低；与飞机草系统发生

距离远而功能特征距离近的群落，其入侵

性也越低。随着群落内本地植物生物量增

加，群落的可入侵性越低。同时还指出，植

物和土壤微生物的相互作用，以及植物间

相生相克、异株克生的作用，对群落可入侵

性的影响具有物种专一性。此项研究为飞

机草等入侵外来物种的深入研究与防治提

供了新的思路。

飞机草入侵，本地植物群落越丰富抵抗力越强

科技日报讯 （记者史俊斌）一种具有血

液触发形状记忆恢复的可注射纳米复合晶

胶止血材料，近日由西安交通大学前沿科学

技术研究院郭保林研究员课题组研制成功，

其成果发表在最新出版的国际期刊《自然·
通讯》上。

控制出血是全世界军事和民用创伤中心面

对的一个重要问题，不可控的出血导致了超过

30%的创伤死亡，其中超过一半是发生在紧急护

理到来之前。虽然目前常用的止血剂在肢体表

面创伤止血方面表现出优秀的性能，但它们通

常对战场或日常生活中由枪支弹片或爆炸装置

引起的深度创伤出血的止血效果较差。

西安交大科研人员以具有良好生物相容

性和止血性能的天然产物壳聚糖为原料，通

过一锅法反应在其主链上同时修饰双键和季

铵盐基团。季铵盐化修饰既可以提高壳聚糖

的水溶性又可提高其抗菌作用。将该聚合物

溶液在冰冻状态下进行自由基聚合，制备成

了具有贯穿多孔结构的晶胶。还引入了碳纳

米管，其可以提高晶胶的力学性能、赋予晶胶

良好的导电性以及出色的近红外触发响应性

（例如止痛药物缓释、光热杀菌等）。研究证

明，该止血材料在接触血液时快速吸收血液，

其可以浓缩血液，加快凝血过程，同时膨胀后

的晶胶可以作为物理屏障堵塞伤口，从而对

不可压缩的深部创伤流血表现出很好的止血

效果。

可注射纳米复合晶胶快速止血材料问世

潘 晨 本报记者 付毅飞

本报记者 雍 黎

暑假期间，小朋友们走进科技馆、体
育场、文化课堂，在多彩活动中度过一个
有意义的暑假。

图为7月29日，一名小朋友在江苏扬
州科技馆体验“天文望远镜”。

新华社发（孟德龙摄）

科技馆里

看“宇宙大片”

“沙坡头精神”不是简

单 的 吃 苦 耐 劳 、甘 于 奉 献

的 骆 驼 式 的 劳 模 精 神 ，是

刘 慎 谔 、李 鸣 冈 等 老 一 代

科学家精神的代代传承。国家需求铸就

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那代知识分子的爱国

奉献和精益求精的人生追求，成为激发

他们原创研究和技术创新的动力。这让

一 代 代 沙 坡 头 站 的 科 研 工 作 者 热 爱 事

业、淡薄名利、忍耐寂寞，克服种种常人

难以忍受的困难，长期坚守在严酷环境

的沙漠科研第一线，为国家建设和科研

事业无私奉献、奋斗终生。

一盘散沙不能凝聚起磅礴的力量，只

有忍耐寂寞、团结协作、团体作战，才能克

服沙坡头站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再创佳

绩。甘于寂寞、能坐住冷板凳、乐观向上、

善于跟踪前沿和勇于创新已成为新时期

“沙坡头精神”的核心内涵。这种精神的宝

贵之处还在于为国家凝聚和稳定了一批大

智若愚、敢于担当的年青科技才俊，他们不

忘初心、扎根沙漠，赶超和引领国际沙漠研

究前沿，为全球荒漠化防治不断贡献着中

国智慧和中国模式。

（点评人：中科院沙坡头沙漠研究试验
站站长、研究员 李新荣）

中国第九次北极科学考察队开展气象观测 7月 28日，“雪龙”号上的中国第九次北极
科学考察队成员在白令海公海区域释放探空气球，用于观测北极地区气象要素变化特征。

新华社记者 申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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