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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9 日，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
所白鱀豚馆，长江江豚幼豚“F9C22”与母亲

“福久”在水中游动，如影随形，其乐融融。6
月 27日，在科研人员的监护下，“福久”于 21
时 35分左右顺利分娩，幼豚编号为“F9C22”，
这是人工繁养长江江豚取得的新成果。

长江江豚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关
于长江江豚的科学考察结果显示，长江江豚
种群数量仅1000余头。

图为江豚妈妈“福久”和小江豚“F9C22”
在水中游动。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江豚“福久”产下幼豚

科技日报讯 （实 习 记 者 宋迎迎 通

讯 员孙竹媛）记 者 近 日 从 青 岛 大 学 获 悉 ，

该 校 环 境 科 学 与 工 程 学 院 杨 东 江 教 授 团

队 的 朱 玉 坤 副 教 授 在 前 期 光 催 化 剂 的 研

究 基 础 上 ，成 功 研 发 用 于 分 解 甲 醛 等 气

体 污 染 物 的 可 见 光 催 化 剂 ，并 实 现 成 果

转化。

传统光催化剂主要是以纳米二氧化钛

为代表的半导体材料，在光的照射下，半导

体材料发生光催化反应，产生出强氧化能

力的空穴、羟基和超氧自由基等活性物质，

可氧化分解有机化合物等，因而具有抗菌、

除臭、自清洁和净化空气等功能。

朱玉坤此前长期对光催化剂开展了研

究，相关研究成果相继刊登在《德国应用化

学国际版》《应用催化剂 B：环境》和《材料科

学与技术（英文版）》等期刊上。

基于前期光催化剂的研究成果，朱玉

坤又研发出用于分解甲醛等气体污染物的

可见光催化剂。该光催化剂突破了传统氧

化钛光催化剂仅在紫外光条件下响应的限

制，在室内自然光和日光灯的照射下，即可

实现甲醛的高效去除，有效改善室内空气

质量。此外，该技术在实现分解甲醛的同

时兼具抗菌功效，这对夏季高湿环境带来

的霉菌滋生起到良好的抑制作用。同时，

该催化剂具有绿色环保的优势，不会对人

体和环境带来伤害和次生污染，可用于对

建筑、汽车、船舶等领域的空气污染进行净

化处理。

新催化剂能在可见光下高效去除甲醛

科技日报海南文昌7月6日电 （记者

王祝华）6 日，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项目举

行开工仪式，这是我国首个开工建设的商

业航天发射场，由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

有限公司投建，将成为海南服务和融入航

天强国战略、主动拥抱航天产业变革新浪

潮的又一重大标志性项目。海南省委书记

沈晓明宣布项目开工，省长冯飞致辞。

冯飞在致辞时表示，海南将充分发挥商

业航天发射场主场优势与自贸港政策优势的

叠加效应，瞄准世界商业航天发展前沿，加快

构建火箭链、卫星链、数据链产业生态体系，

支持文昌建设世界一流的国际航天城。

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股东

代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邓红兵表示，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开工

建设一定会成为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新起

点。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由海

南省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航天科工

集团、中国卫星网络集团共同出资成立，将

成为央企地方合作的新典范，四方股东将

全力推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如期建成投

产，尽快具备密集发射能力，成为航天强国

建设的新力量。

项目承建单位中国航天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高峰表示，中国航天

建设集团将全力以赴，运用数字化、智慧

化、信息化高技术管理手段，秉承航天精

神，保质保量完成这一光荣任务，将该项目

打造成精品工程、模范工程。

据介绍，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是我国

目前唯一的商业航天发射场，致力于打造

国际一流、市场化运营的航天发射场系统，

进一步提升我国民商运载火箭发射能力。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项目开工

建筑物夏季空调制冷能耗约占全球总能

耗的 15%。直到 2014 年，斯坦福大学的研究

人员利用昂贵复杂的纳米光子镀银辐射制冷

器，从实验层面成功实现了阳光直射下表面

温度低于环境气温的零能耗被动辐射制冷，

为人类科学史上首次。

如何将这种实验层面的技术应用于工业

实践，并简化为易于生产和应用的材料，使大

量建筑物减少夏季巨量空调制冷用电？2021

年，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建

筑）研发出的环保涂料实现了这个目标。

“近年来，中国建筑纵深推进新一轮科技

体制改革，加强科技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研

发投入年增速保持 30%。”中国建筑科技与设

计管理部总经理江建端 7 月 5 日在接受科技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新科技体制环境下，

青年科技团队快速研发出这款世界首创环保

涂料，并持续将这一技术迭代升级。

建立国内一流实验室
和科研团队

位于成都的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

内，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建筑新技术新

材料创新孵化中心总工程师张卫东带领团队

6名成员，正在实验室监测着环保新涂料的各

项试验数据。

为贯彻落实国家“双碳”发展战略，中国

建筑于“十四五”期间提出“绿色建筑”的企业

发展理念。

“我们特地引进张卫东博士，授权其自主

组建研发团队，以绿色产业化为主旨，根据市

场需求自行确定研究方向，并以前所未有的

资金力度，支持其建立起国内一流的实验室

和科研团队。”江建端说，为加快科研成果的

产业化进程，充分利用设计院的前端优势，集

团同意张卫东研发团队意见，将实验室整体

前移至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并持续予

以雄厚的资金和政策支持。

2018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下，张

卫东团队在实验室启动了零能耗自清洁日间

被动辐射制冷涂料的科研攻关。

宽松而良好的科研环境，极大地激发起

张卫东团队的创新热情。

基于扎实的专业知识，研究团队大胆

尝试，经历无数次失败后，仅用 3 年时间，

于 2021 年成功研发出“零能耗自清洁被动

辐射制冷涂层”，可反射 98.6%太阳热，还能

自清洁，为世界首创。“根据不同基材和气

候带，新涂料在夏季可为建筑物节约空调

制冷能耗 40%—71%。”张卫东说，与采用辐

射功能的制冷镀银材料相比，每平方米成

本下降 63%。

原创性研制彩色日间
被动辐射制冷涂料
“迄今为止，所有的日间辐射制冷材料均

为炫目的白色，给人带来不同程度的光污

染。”张卫东说，如果仅有单一的白色涂层，应

用前景极其有限。 （下转第二版）

打 造 原 创 技 术 策 源 地 ——

中国建筑：创新环境孵化绿色节能新材料
说到锂元素，现代人并不陌生，无论是

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还是无人机、电动汽

车，都在使用锂电池供电。但这个现代感

十足的元素其实几乎和宇宙一样古老，是

宇宙中最早产生的元素之一。

《天体物理学杂志快报》近日发表了一

项关于超富锂矮星的重要研究成果。基于

郭守敬望远镜（LAMOST）中分辨率光谱

数据，我国天文学家一次性发现了九颗锂

元素含量极高的尚未演化的恒星，即超富

锂矮星。其中一颗超富锂矮星的锂元素含

量达到太阳的 31倍，刷新了此类恒星的锂

元素含量纪录。

“这项研究成果在揭示超富锂矮星中

锂元素的起源与演化机制等方面具有重要

的科学意义，同时也是 LAMOST 在前沿基

础研究中取得的一项重要发现。”7月 6日，

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中科院国家

天文台研究员施建荣强调。

伴随着 138 亿年前的大爆炸，锂元素

在宇宙诞生后的 20 分钟内就出现了。作

为构成宇宙的基本元素之一，锂元素可以

说是连接宇宙大爆炸、星际物质和恒星的

关键元素。

一直以来，锂元素在宇宙和恒星中演

化的研究都是天文领域的重要课题。“然

而，当代天文学对锂元素的理解还具有很

大局限性。”施建荣坦言。

以往，天文学家发现，在极少数已经演

化过的恒星中存在锂元素含量异常高的现

象。这些恒星被称为富锂巨星。

过去几年，LAMOST 在富锂巨星研究

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发现了一

万余颗富锂巨星，加深了人类对此类稀有

天体以及巨星中锂元素演化的认识。富锂

巨星的存在表明，恒星演化过程中存在未

知的机制，该机制可以显著改变恒星表面

的锂含量。

然而，新发现的九颗奇特的超富锂矮

星表明，不仅是巨星，极少数尚未演化的矮

星也表现出了锂含量异常高的现象。“这九

颗超富锂矮星的锂元素含量都要比太阳中

的锂含量至少高三倍，这意味着这些恒星

可能形成于比太阳附近锂含量更高的环境

中，或者某种特殊机制增加了这些恒星表

面的锂含量。”施建荣解释道。

事实上，这种还没有演化到巨星阶段

的超富锂矮星十分罕见。过去，天文学家

仅发现了四颗，因此对它们的形成机制也

知之甚少。

超富锂矮星的形成机制一直存在很大

争议。“原子扩散、恒星吸积周围的富锂物

质、处于双星系统中的恒星与伴星之间的

相互作用，天文学家认为，这些因素都可能

导致超富锂矮星的锂元素含量异常高的现

象。”施建荣说。

通过对新发现的九颗超富锂矮星深入

分析，研究人员发现，对多数超富锂矮星来

说，吸积周围富锂物质可能是它们锂元素

含量异常增高的主要机制，但也不排除少

数超富锂矮星是双星相互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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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强调，“要推动国有企业

完善创新体系、增强创新能力、激发创新活

力，促进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提升国有企

业原创技术需求牵引、源头供给、资源配置、

转化应用能力，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

作为建筑领域央企，中国建筑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建集团）一直紧跟国家政策

指引，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批示指示

精神，把准战略方向，围绕事关国家安全、产

业核心竞争力、民生改善的重大战略任务，加

强原创技术布局研究，不断在集聚创新要素、

深化创新协同、促进成果转化、加强人才培

育、优化创新生态上下功夫。近年来，涌现了

空中造楼机、万吨压力机、智能造桥机、高原

零海拔屋等一大批重大科技成果，2020 年荣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5 项，其中一等奖 2 项，居

同类型央企前列。成功培养、引进 5名全国勘

察设计领军人才，高端人才队伍不断完善。

中建集团不断用科技实力推动建筑行业发

展，扛起“中国建造”旗帜。

加强战略引领，做好
科技创新顶层设计，持续
提升企业创新驱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不能‘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算哪儿’，

要抓好顶层设计和任务落实。顶层设计要有

世界眼光，找准世界科技发展趋势，找准我国

科技发展现状和应走的路径”。中建集团不

断强化科技战略引领，把发展需要和现实能

力、长远目标和近期工作统筹起来考虑，完善

科技创新顶层设计。

2020 年，中建集团成立了以集团党组书

记为组长的科技创新工作领导小组，各级子

企业建立了科技工作的决策、指挥、专家咨询

机制，进一步加强科技工作领导。出台了《关

于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的三十条举措》，在

完善科技创新体系、人才激励机制、产业技术

能力、开放合作创新等方面提出新目标、给予

新指引。瞄准“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争创世

界一流企业”工作目标，以战略引领、成果导

向、机制创新、开放协同为基本原则，制定《中

建集团科技创新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坚决落

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推进集团科

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

发布了《中国建筑“十四五”科学与技术

专项规划》，明确以国家、行业和企业的发展

需求为导向，以构建原创技术“策源地”为抓

手，重点在绿色建造、智能建造两个方向开展

研究、推广和产业化布局。同时，注重研发体

系建设，在创新链末端强化“最后一公里”的

政策导向，加强成果转化和资本投入。规划

为“十四五”时期集团科学与技术发展起到引

领带动作用，从而强化传统产业不断塑强、促

进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推动集团成为行业技

术发展的标杆和引领者。

聚焦重大需求，大力
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实现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矢志不移自主

创新，坚定创新信心，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

力”。长期以来，中建集团聚焦制约经济社会

发展、企业发展的问题瓶颈，加快核心技术攻

关，把科技资源集中投入到国家急需领域和

行业前沿领域。不断做建筑领域创新技术的

需求提出者、创新组织者、技术提供者、技术

应用者。 （下转第三版）

把科技资源集中投入到国家急需和行业前沿领域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6日电 （记者何亮）
6 日，记者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据公安

部统计，截至 2022 年 6 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

量达 4.06 亿辆，其中汽车 3.10 亿辆，新能源汽

车 1001万辆。

据了解，截至 6 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

有量占汽车总量的 3.23%。其中，纯电动汽车

保 有 量 810.4 万 辆 ，占 新 能 源 汽 车 总 量 的

80.93%。2022 年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

汽车 220.9万辆，与去年上半年新注册登记量

相比增加 110.6万辆，增长 100.26%，创历史新

高。新能源汽车新注册登记量占汽车新注册

登记量的 19.90%。

实际上，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已经连

续 7 年位居全球首位。2021 年，即使在新冠

肺炎疫情以及相关补贴退坡的背景下，我国

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也同比增长了 1.6倍，双

双超过 350 万辆。新能源汽车已经进入市场

化发展的新阶段。

我国在推进新能源汽车发展二十余年过

程中，始终坚持将科技创新作为行业发展的

核心动力，走出了一条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

新路子。在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之初，

科技部系统性构建了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

汽车、燃料电池汽车“三纵”，能源动力总成控

制系统、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电池及其管理系

统“三横”的总体研发布局，为我国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搭建了强有力的技术底座。科技

部鼓励企业牵头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

务，支持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推动

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需求为导向、产学研

相结合的产业创新体系。

当前，企业已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产业

技术创新呈现需求导向和场景驱动的特点，

资本大量涌入也加速了技术商业化应用。在

此基础上，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速度和产业

成熟度一直呈现加速趋势。新体系半固态电

池单体能量密度达到 360Wh/kg；燃料电池系

统寿命超过 1 万小时，成本大大降低；第三代

半导体电机控制器和多合一集成等先进技术

不断提升驱动系统的经济性；车用固态激光

雷达、4D 毫米波雷达、高算力自动驾驶芯片、

智能座舱等技术提升了安全性能；网联通信

技术实现了车辆对道路状态的超视距感知与

动态更新，满足更安全、更高效的出行场景需

求。可以说科技创新在加速新能源汽车发展

的同时也在重塑汽车产业的形态和格局。

2022年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将进一步大

幅降低，新能源汽车将与燃油汽车基本站在

同一起跑线。新能源汽车还需进一步加大科

技创新力度，前瞻布局全固态电池、基于新材

料和新器件的新一代电驱系统等关键核心技

术，塑造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不断提

升产品性能、降低成本、提高使用便利性，向

市场和用户提供更智能、更绿色、更安全的新

能源汽车产品。

“三纵三横”研发布局搭建强有力技术底座——

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突破1000万辆

7月 6日，良渚古城遗址外围水利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老虎岭遗址公园正式面向公众
开放。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影响范围约100平方公里，由11条人工坝体和天然山体、
溢洪道构成，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统。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扫描二维码，了解
我国科研人员研发“零
能耗自清洁被动辐射制
冷涂层”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