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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陆成宽）记者

11月 7日从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

所获悉 ，基 于 低 成 本 中 精 度 温 室 气

体 传 感 器 ，该 所 研 究 团 队 成功构建

地 基 — 无 人 机 协 同 碳 观 测 网 络

（LUCCN），并利用该观测网络对发

电厂二氧化碳排放进行了定性和定量

研究。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大

气科学进展》杂志。

人为排放的大量二氧化碳留存在

大气中，造成全球气候的显著变化。

为尽快落实《巴黎协定》，降低气候变

化对人类的影响，控制人为碳排放已

成为社会各界的基本认识。

“然而，由于对城市地区、重点行

业的二氧化碳排放情况了解不足，我

们目前掌握的全球碳收支情况仍具有

很大的不确定性。”论文第一作者、中

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杨

东旭说，考虑到人为排放源具有较高

的排放强度和复杂多变性，有必要对

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变化开展密集、高

质量的连续探测。

为此，来自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

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

究院等单位的多个科研团队紧密合

作，在广东省深圳市和广西壮族自治

区南宁市先后开展了针对城市地区和

重点行业的温室气体地基遥感和无人

机综合观测实验。

实验中，杨东旭团队构建了一套

地基便携设备和无人机飞行阵列协同

的碳观测网络，以弥补温室气体探测

卫星时空连续性不足的缺憾，形成了

针对排放源的立体观测网络。

该观测网络由 5 台地基观测设

备和 4 台无人机设备构成，能够实现

空—地协同的温室气体原位探测。杨

东旭说：“这些探测设备均采用低成本、

高精度的非色散红外传感器对大气二

氧化碳浓度进行探测，每台地基观测设

备均配备了高精度微型气象站，辅助后

续的数据定标和量化分析。”

杨东旭表示，新观测网络兼具地

基和无人机的探测能力，在探测的时

间连续性、空间覆盖度、机动性等方面

具有明显优势，极大地提升了探测数

据的有效信息含量。

大 气 二 氧 化 碳 观 测 有 了 立 体 网 络

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8日电 （记

者张佳星）国家疾控局 11 月 7 日发布

消息，第一届国家疾病预防控制标准

委员会日前成立，下设传染病标准专

业委员会、寄生虫病标准专业委员会、

地方病标准专业委员会、环境健康标

准专业委员会、学校卫生标准专业委

员会、消毒标准专业委员会、疾病预防

控制信息标准专业委员会、伤害预防

控制标准专业委员会 8 个标准专业委

员会。本届委员会任期 5年。

成立通知显示，该委员会根据《疾

病预防控制标准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成立，目的是进一步加强

疾病预防控制标准化工作。

管理办法显示，国家疾控局公开

向社会征集标准制修订项目的建议。

相关专业委员会根据标准工作规划、

标准体系及本专业领域需求遴选年度

项目建议。提倡由不同单位组成标准

起草工作组承担标准起草工作。鼓励

科研院所、教育机构、行业学（协）会、

社会团体参与标准起草。

标 准 起 草 工 作 组 通 过 调 查 、研

究、实验、求证起草标准，征求意见充

分研究后完成标准送审材料，在一定

时限内提交相应专业委员会审查。

相关专业委员会负责对标准材料的

合法性、科学性、实用性、可行性进行

审查。

标准发布实施后，国家疾控局、专

业委员会根据实施信息反馈、实施效

果评估情况以及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

发展的需要开展复审，国家疾控局相

关业务司还会会同相关专业委员会提

出标准解释草案。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标准委员会

章程》对标委会和下设专委会的职责

作了明确规定，并对委员提出了明确

的纪律要求。

第一届国家疾病预防控制标准委员会成立

科技日报北京11月8日电（记者陆
成宽）记者8日从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

（以下简称“声学所”）获悉，该所研究人员

利用超材料，成功实现水—气跨介质高效

通信。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应用物理学

著名期刊《应用物理快报》，并被美国物理

学联合会《科学之光》周刊报道。

随着人类对海洋世界的探索与开

发逐渐深入，实现水气间跨介质通信变

得十分重要。声波在水和空气中都能

够远距离传播，因此被认为是实现水—

气跨介质通信的最可行载体。

然而，由于声波在水和空气之中传

播的难易程度存在巨大差异，当声波直

接入射到水—气界面时，仅有 0.1%的声

能量可以透过界面传播，这给基于声波

的水—气通信带来了巨大挑战。同时，

以往针对水—气传输的研究多集中在

基于共振的窄带声音传输方向，这极大

地限制了通信的容量和效率。

为实现基于声波的高效水—气跨介

质通信，声学所杨军团队首次将空气中

的超材料和水中的空心构型声学超材料

结合，设计出宽频水—气阻抗匹配层，通

过仿真和实验验证了匹配层在宽频范围

内的声能量透射增强效果，进而实现了

基于声波的水—气跨介质高效通信。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首先调节匹

配层中的声速和厚度，将每一层的声学

参数调节到一个可实现的范围，并利用

空气中的超材料和水中的空心构型超

材料，构建出指数分布的水—气梯度阻

抗匹配层。”杨军解释道。

更重要的是，研究团队还制作出匹

配层样品，在水槽中分别测试了有无匹

配层下的声能量透射效果。测试结果表

明，在 880—1760赫兹，匹配层的声能量

透射增强效果平均达16.7分贝。研究团

队进一步将声学所的所徽图案编码在匹

配层的透射频带内，在13个通道并行传

输，传输准确率达到了 99.95%，实现了

水和空气间的高容量精确通信。

杨军表示，该成果在海洋勘探、海洋

生物成像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我科学家实现水—气跨介质高效通信

种子是农业高产稳产高效的核心，

种业是国际科技竞争的前沿。

“科技自立自强是攥牢良种的根本

路径。目前，我国正加速构建种业全产

业链创新体系。这需要强化农业战略

科技力量培育，创新机制形成创新链有

效分工，构建企业与科研院校产学研深

度融合的工程化种业创新体系；加大生

物育种与产业化力度，把控种业发展主

动权，为种业装上‘中国芯’，让‘中国粮

仓’更加殷实。”11 月 7 日，在第六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下简称“进博

会”）种业发展合作论坛上，中国工程院

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种业创新总首席

万建民如是强调。

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种业市场，经过

多年发展，我国种业科技水平稳步提

升，种业创新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

今年是《种业振兴行动方案》出台

实施的第三年。“3 年来，种业振兴实施

取得了明显成效。我国开展种质资源

保护行动，打牢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基

础；开展种业创新攻关行动，提升自主

创新水平；开展种业企业扶优行动，做

强做优做大种子企业；开展种业基地提

升行动，建设现代种业基地；开展种业

市场净化行动，营造良好市场环境。”中

国种子协会会长张延秋说。

去年的进博会首次在食品及农产

品展区设立了农作物种业专区，为我国

种业发展搭建了更高规格、更高层次的

国际合作交流平台。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孙成

海表示：“设立农作物种业专区，目的就

是共同交流前沿技术与产业趋势，共同

促进种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推动种

业领域务实合作，让全球种业分享中国

市场发展红利。本届进博会继续设立

农作物种业专区，规模进一步扩大，四

大蔬菜种业企业齐聚参展，为种业创新

成果提供优质展示平台。”

针对中国种业现代产业链发展面

临的挑战，论坛发布的《2023 年农作物

种业现代产业链发展蓝皮书》指出，育

种科研应从市场需求中来，到市场需求

中去，要加快构建企业为创新主体、产

学研相结合的商业化育种体系，推动科

研院所的基础研究与头部种业企业创

制推广品种高效衔接。

如何打通关键技术资源化、市场化

的“最后一公里”？先正达集团中国种

业战略与政府事务总监张晓强建议，通

过推进全产业链良种良法服务，助力粮

食和重要农产品增产增效，结合不同品

种、不同区域农业产业发展难点，持续

强化科技研发能力和推广体系建设，加

快中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让良种良法

真正进村入户，切实帮助农户节本增

效。 （科技日报上海11月8日电）

共 同 促 进 种 业 科 技 创 新
——第六届进博会种业发展合作论坛侧记

◎本报记者 马爱平

K科技赋能科技赋能 相约进博相约进博

“发明的本质是惊喜，科学家的创新和企业家

的创造，曾经给人类带来无数的惊喜。”2011 年诺

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在 11月 6日举

行的第六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世界顶尖科学

家企业家圆桌会议”上如是说。

以科技为引领的发展趋势，为企业和企业家

们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学术与产业如何为创

新和转化搭建桥梁与生态？资源分配下，基础研

究的境遇又将如何？在这样一个知名企业家与顶

尖科学家互动的场合，相关话题激发了一场头脑

风暴。

“为人类健康作出巨大贡献的成果的源头，都

曾是‘无用’的研究，但基础学科是创新之源，是不

可缺少的部分。”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深圳市原

力生命科学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孙勇奎

强调，学术与产业必须密切结合才能实现转化，或

许基础科学中有一部分长时间不会被转化，但是

唯有量的积累才能达到颠覆性创新。

“我每天都在玩 ChatGPT，它像是一种神奇

的酒，让你变得更聪明、具有创造力。作为一个

帮手，它有时候也会犯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但

不妨碍它给科学家带来的新变化。”作为计算化

学的奠基人，2013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世界顶

尖科学家协会副主席、斯坦福大学结构生物学教

授迈克尔·莱维特也在使用最新科技成果。他认

为，不管是企业家，还是经济学家、数学家，就好

像是玩具总动员，只有大家在一起才能产生思维

的碰撞。

颠覆性创新还需要学术科研与行业成为“最

佳拍档”。作为企业家代表，鹏瑞集团董事局主席

徐航曾领导中国第一台彩色 B 型超声诊断仪的研

发工作，并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在

他看来，要坚持研发和产业化两手抓，“初创企业

需要更多地集中于研发方面，而当你是大公司时，

就需要平衡科研与产业化两个领域的资源合理分

配，让企业快速发展。”

企业家与科学家之间的合作有很好的案例。

2002 菲尔兹奖得主、华为技术公司（法国）研究员

洛朗·拉福格分享了他与华为的最初邂逅——华

为三顾茅庐发来分享邀请，并且不设主题。洛朗与华为分享了自己最感兴趣的

研究，没想到现场就有几位工程师获得了启发。

洛朗事后才知道，这场“非正式”的分享是故意为之，工程师需要在轻松聊天

式的分享中邂逅“意外”的知识，并且从零开始自主学习。如今这位对数论和代

数几何作出了突出贡献的数学家正专注研究一个高度抽象的数学命题（拓扑斯

理论），该理论可能作为理论基础为通信、计算、人工智能领域打开新的世界。

科企协同，更需要企业家精神与科学家创新思维深度融合。这样，才能加快

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共同建设全球科技创新网络，推动全球韧性发

展。“学术圈和行业在一起会实现很好的效果。”巴斯夫大中华区董事长兼总裁楼

剑锋介绍，巴斯夫与全球 200家高校合作，将企业 20%的利润投入了研发，校企联

合开发了很多设备，并获得了不少科学和科技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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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 春

11月 8日，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以下简称“进博会”）各场馆内，人

流如潮，商机涌动。在这个“世界会客

厅”的平台上，中国老字号品牌集聚、非

遗技艺星罗棋布。它们生动讲述着中国

故事，绣出了华夏传统文化的生动画卷。

在进博会新闻中心设置的“上海非

遗客厅”，带有水墨质感的墙体将观众

带入烟雨江南的氛围。场内展示了从

上海 16 个区甄选而来的 117 个非遗项

目，包括 34 个国家级非遗项目。其中，

苏绣是上海嘉定区第十一批非物质遗

产名录之一。现场，上海嘉定区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苏绣第四代传人

陈碧娴正在织机上绕着彩色的丝线。

嘉定苏绣受到陆俨少绘画的影响，

形成独有的水墨风格，“不是画作，胜比

画作”是嘉定苏绣的精神内核。一位穿

着阿拉伯服饰的女记者听完介绍，跃跃

欲试也想要体验一番。“我来自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在国内就对苏州刺绣很感

兴趣。今天一定要把它学起来。”这位女

记者拿起针线，开始认真学着绣手帕。

进博会山西展厅里，芮城布艺、平

遥推光漆器、长治八义窑红绿彩瓷器、

晋城晋艺坊铁壶……一件件制作精美

的非遗、文创展品引来众多参观者驻足

欣赏。山西省工美行业产业联盟相关

负责人表示，山西省有 182 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是名副其实的非遗宝

库。一代又一代非遗传承人蓄力接棒，

留住了文化的“根与魂”。

江苏省23家老字号企业带着120余

件“看家产品”欢迎全球朋友。古老但不

陈旧，“饾版拱花”是三四百年前印刷界

的技术高峰。“首先把颜色均匀地刷在色

刷上，再刷到木版上。然后将宣纸轻放

在木版上，用棕榈刷来刷印，可多刷几次

让纹理更细腻。接下来，用胶泥固定另

一块木版，刷印新的颜色。”在江苏馆里，

“90后”匠人赵诗恒边做边介绍“饾版拱

花”印刷方法，曾一度绝迹的技法再次发

扬光大，木版画达到了新高度。

在笺谱互动区，借助人工智能技

术，参观者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将充满

美感的图文元素组合起来，完成一幅幅

自制笺谱，笺谱上的彩蝶翩飞、竹林摇

曳等江南美景，让人身临其境。在这

里，传承创新与现代文化交互、融合，

“江河风物，美好如苏”江苏馆的主题被

演绎得美轮美奂。

“风雅处处是平常”，浙江杭州携 17

家地域特色浓郁的非遗企业登上人文交

流活动的大舞台。书卷画作、花道茶艺、

中药膏方，沉浸式体验宋韵杭式生活吸

引着全球客商。在虹桥国际城市“会客

厅”展示区，两家展商联手设置体验式展

位，全面展示具有传统特色的茶器茶点

茶艺。“这两天我们现场的小伙伴平均每

人每天收到了 50 个全球客商的联系方

式。”展位负责人说，借助进博会展览展

示平台，让世界“看见”中国杭州品牌。

讲好中国故事，进博会奏响了传播

华夏文化的美丽音符。

（科技日报上海11月8日电）

让 世 界“ 看 懂 ”中 国 非 遗 技 艺
◎本报记者 王 春

科技日报昆明11月8日电（记者赵
汉斌）记者8日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

究所获悉，该所研究人员近期在果蔬安

全、高效防腐保鲜方面取得系列进展：他

们利用向日葵等提取物对抗真菌，使蓝莓

等新鲜果蔬得以“续命”。《美国化学会新

闻周刊》报道并评述了这一重要进展。

由于病原微生物的侵蚀以及贮藏

保鲜技术的限制，从农民采收到水果商

的 销 售 链 条 上 ，水 果 损 耗 率 可 高 达

30%，寻找一种安全、高效的采后水果

防腐保鲜途径至关重要。

灰葡萄孢菌是一种常见的真菌，可

导致植物病害和果蔬质量下降，缩短产品

保质期。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罗

晓东研究团队长期致力于绿色农用化学

品的挖掘，近期，该团队的博士研究生赵

芸发现，向日葵花盘中的二萜化合物对灰

葡萄孢菌具有良好的抗菌活性，能通过破

坏细胞膜完整性等抑制病原菌生长，显著

控制灰霉菌在采后蓝莓上的腐烂面积，可

作为绿色天然杀菌剂的候选物，这为果蔬

采后病害的生物防治提供了新思路。

赵芸等研究人员此前已发现丙烯胺

类抗真菌药物“特比奈芬”对灰霉菌孢子

萌发和菌丝生长均有显著的抑制效果，能

维持采后葡萄的贮藏品质，延长商品货架

期。他们还发现两性霉素B和5-氟胞嘧

啶能有效抑制意大利青霉菌的生长，对抗

其对柑橘类水果的采后侵染。

此外，该团队硕士研究生王晓娜还

发现，中药中的异喹啉生物碱对灰葡萄

孢菌和意大利青霉菌有抑制作用，通过

对抗灰葡萄孢菌侵染葡萄，能显著改善

水果的贮藏品质，并可作为低残留的环

境友好植物农药。

向日葵提取物可助果蔬抑菌保鲜

科技日报合肥11月 8日电 （记者

吴长锋）记者 8 日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了解到，该校工程科学学院特任教授谈

鹏团队首次揭示了锂氧气电池多孔电

极中伴随微观结构变化的电化学与传

质耦合机理，将为新一代电极设计提供

指导。研究成果日前以论文形式发表

在《先进能源材料》上。

锂氧气电池因极高的理论能量密

度而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过氧化锂

作为固体放电产物，一方面堵塞电极

孔隙，阻碍低浓度氧气在多孔电极中

扩散；另一方面，钝化电极表面，造成

电子转移受阻。然而，明确电池失效

的根本原因仍具有挑战性。受限于表

征技术和均质模型，目前对于多孔电

极内部电化学和传质耦合机理还缺乏

定量认识。

为排除孔连通和分布不均匀性造

成的干扰，研究团队设计并构建了一种

传输通道阵列排布且定向可控的多孔

电极，允许活性物定向传输。因此，通

道单元的活性物质传输路径、通量，电

化学反应界面和产物储存空间都可以

定量。针对通道单元，团队还构建了非

均质的三维瞬态模型，以反映整个电极

中电势场和浓度场的时空分布细节。

联合实验和仿真结果表明，多孔电

极的传输通道尺寸达到临界值时，将影

响锂氧气电池的工作机制。此外，该项

工作研究首次定量分析了超氧根的分

布和扩散特性。在过氧化锂膜未沉积

到极限厚度时，超氧根遵循氧气分布特

点，从氧气侧扩散到隔膜侧。当氧气侧

的过氧化锂率先达到极限厚度时，超氧

根的浓度分布和扩散方向发生逆转，由

低氧区向高氧区扩散。

研究人员表示，经过实验验证，相

关结论对于无序孔电极具有普适性和

启发性意义。

氧气电池质—电耦合机理揭示

11月5日至10日，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国家会展
中心（上海）举行，超过 3400家企业参展，其中包括连续参展的

“回头客”，也有越来越多的“头回客”，在进博会大舞台上共享发
展机遇。

图为11月7日，在第六届进博会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复星健康展台，工作人员演示操作国产达芬奇手术机器人。

新华社记者 金皓原摄

进博会上的

“头回客”和“回头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