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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老旧小区改造关系城市发展，牵

动民生福祉，既是民生工程，更是幸福

工程。此前青岛莱西市累计投入约

9.5 亿元完成了 140 个老旧小区改造，

剩余 56 个老旧小区已全部纳入改造

计划。今年，莱西市启动其中 40 个老

旧小区改造，共涉及 192 栋楼 6432 户，

建筑面积约 62.8 万平方米。工程于今

年 4 月开工建设，目前，项目已全部完

工。

改造前，莱西市深入排查被列入

2023 年改造范围的 40 个老旧小区的

违建线索。先行对宏东花苑、文化人

家、九龙苑、粮贸家属楼、庆顺楼、文西

花园、黄海花苑、黄金嘉园、怡景园、奥

特花苑等 28 个老旧小区的违建进行

拆除，共计拆除违法建设 100 余处，面

积 6000 余平方米，清理乱堆乱放、圈

占绿地 500 余处，为改造工程顺利开

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莱西市通过单独招投标的方式确

定设计方案的设计单位，同时依托街

道向居民发放调查问卷，收集改造意

愿。设计师在每个小区进行实地调

研，广泛运用群众会议、户外广告、张

贴通告等形式，持续开展集中统一宣

传，居民知晓率达 98%以上。设计师

合理确定小区的设计方案，并将设计

方案上报市有关部门进行专题研讨，

经市有关部门研究通过后方可实施，

切实保障了设计方案落地的可行性。

改造过程中，莱西市为打造精品

民心工程，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了 10

名住房和城乡建设社会监督员，对文

明城市创建、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等

工作进行全面监督，小区物业投诉数

量下降 30%以上。

此外，莱西市通过公开招投标的

方式，选择荣华集团、德才集团等行业

领军企业参与老旧小区改造。同时由

市有关部门对项目进行全流程监管，

杜绝层层分包，确保工程安全和质量，

切实将老旧小区改造这项民生实事办

好、办实。莱西市深入论证本地企业

供应材料的可行性并达成了采购意

向，既解决了施工企业的材料供应问

题，也为本地材料供应企业找到了订

单，优化了营商环境，更有力保障了工

程进度，实现了多赢。

（文字及数据来源：莱西市城市更
新和城市建设总指挥部办公室）

青 岛 莱 西 ：办 好 老 旧 小 区 改 造 民 生 实 事
走进青岛莱西市月湖嘉园小区，可

以看到道路干净整洁，墙壁外立面加装

保温层，楼顶铺设了防水层，空中飞线

消失了，新建的停车场整齐划一……

建于 2004 年的月湖嘉园小区已投

入使用近20年，设施老化、功能不全、环

境较差、管理滞后等问题突出，给居民生

活带来诸多不便。随着城市发展步伐加

快，月湖嘉园小区像是“被遗忘的角落”，

不少居民选择将房子出租、搬家。

随着莱西市老旧小区高标准改造

提升，月湖嘉园小区颜值“逆向生长”，

居民生活品质“原地升级”。居民们看

在眼里、喜在心里，直呼老旧小区改造

改到老百姓的心坎里。

在莱西，今年像月湖嘉园小区一样

“华丽转身”的老旧小区有40个之多，惠

及居民6432户。近年来，莱西市加快城

市更新建设步伐，将老旧小区改造作为

重中之重，全力破解民生堵点痛点。

老旧小区改造牵涉范围广、涉及

群众多，如何把这项民生工程办实办

好？莱西市通过多方联动、问计于民、

共治共享，实现老旧小区改造得民心、

汇民意、惠民生。

莱西市推出全流程沟通监督机制。

改造前，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入户走访，深

入调查研究，发放调查问卷 5200余份，

收集道路维修、防水改造等基础类改造

意愿2万余条。莱西市聘请的20余名设

计师经过实地调研后，从小区“颜值”和

功能两方面入手，制订“一区一案”设计

方案。施工过程中则在小区内制作样板

墙，公示投诉电话，面向社会招募监督

员，全程接受居民监督。

据介绍，莱西市老旧小区改造全过

程的居民知晓率达98%以上，既充分发挥

群众主体作用，又保证改造的科学性和实

用性，让城市“焕新”，居民更“安心”。

（图文及数据来源：莱西市城市更
新和城市建设总指挥部办公室）

青岛莱西：老旧小区改造让群众幸福感“原地升级”

改造后的莱西市月湖嘉园小区改造后的莱西市月湖嘉园小区。。

通 过 对 两 种 分 子 实 施“ 麻 醉 ”和

“手术”，同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院许维教授团队首次成功合成了分别

由 10 个或 14 个碳原子组成的环型纯

碳分子材料，碳材料家族再添两位新

成员。近日，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在

线发表了这一科研成果。这项研究首

次成功精准合成了两种全新的碳分子

材料（碳同素异形体），即芳香性环型

碳 C10和 C14，并精细表征了它们的化学

结构。这两种合成的新颖碳结构有望

应用于未来的分子电子器件中。

碳是一种常见的非金属元素，碳

材料在自然界中有多种存在形式，其

具体外在表现形式取决于每个碳原子

周围与之成键的原子数目。当每个碳

原子只和周围两个原子成键时，会形

成环型纯碳分子（即环型碳，Cn）。环

型碳在自然界中并不是天然存在的，

而人工合成又极具挑战性。此外，在

环型碳中每个碳原子和周围两个原子

的成键方式一直存在争议。许多团队

尝试合成环型碳但并未获得成功，一

些气相的实验虽然显示存在环型碳的

迹象，但是难以分离提纯环型碳并进

一步表征它们的结构。

直到 2019 年，IBM 实验室与牛津

大学研究团队制备出单个的环型碳

C18，首次从实验上验证了 C18为单键和

三键交替的聚炔型结构。然而，环型

碳是一个大家族，想合成尺寸更小的

环型碳也更具挑战。此外，它们的结

构和稳定性仍然让人难以捉摸。有理

论预测，C10 是环型（Cn，n≥10）碳结构

和线型（Cn，n<10）碳结构的分界点，同

时也是最大的芳香性累积烯烃型环型

碳。C14 则被预测是从累积烯烃型 C10

到 聚 炔 型 C18 的 佩 尔 斯 相 变 过 渡 态 。

因此，研究 C10 和 C14 的结构和稳定性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只有将这两种

全新的碳材料家族成员精准合成出

来，方能精细表征它们的结构。

在这项研究中，团队采用了不同

于 C18 的将环状碳氧化合物作为前驱

体的合成路线，创新性地设计了全卤

化萘（C10Cl8）和蒽（C14Cl10）两种前驱体

分子。团队将这两种分子放在“手术

台”氯化钠薄膜上并将其“麻醉”——

用液氦冻住。之后利用 STM 针尖作

为“手术刀”对其进行“手术”（原子操

纵），进而诱导两种分子完全脱卤并伴

随发生反伯格曼开环反应，最终成功

地在氯化钠薄膜表面上合成了两种芳

香性环型碳 C10和 C14。研究发现，不同

于此前 C18 的聚炔型结构，C10 和 C14 均

具有累积烯烃型的结构。

团队进一步通过理论计算发现，

这两位碳材料家族的新成员并非拥

有完全一致的特性。C10 完全没有键

长交替，而 C14 作为从累积烯烃型 C10

到 聚 炔 型 C18 的 过 渡 态 ，存 在 一 个 非

常小的键长交替，但在实验上无法分

辨出来。

许维表示，这项工作推动了环型

碳领域的研究，提出的表面合成策略

有望成为一种合成一系列环型碳的普

适性方法。同时，合成的环型碳有望

发展成为新型半导体材料，并在分子

电子器件中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碳材料家族再添两位新成员
芳香性环型碳 C10和 C14未来有望应用于分子电子器件

“先进化工材料代表着未来化学工业的发展方

向，是支撑航空航天、电子信息、新型能源、生命健康

等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要持续加大要

素投入力度，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

平。”在近日举行的先进化工材料产业链共链行动大

会上，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党委书记、执行副会长兼

秘书长熊梦呼吁。

此次大会在国务院国资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指

导下，由中国化学工程集团（以下简称中国化学）和中

国工业经济联合会联合主办。大会以“共建产业新生

态，链筑发展新未来”为主题，旨在进一步完善大中小

企业融通创新的先进化工材料产业链生态体系，在化

工新材料领域打造规模带动能力强、跨链协同效应明

显的重点产业链。

结构性短缺成市场供
需主要矛盾

“化工新材料和高性能化学品是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物资基础之一，是建设石化强国的主攻方向。必须

加快发展，抢占行业制高点。”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

原副院长白颐在大会上表示。她分析，我国石化产品

“整体数量短缺”的年代已经结束，结构性短缺成为市

场供需主要矛盾，尤其是部分高技术含量的高性能石

化产品国内供应明显偏低。

以尼龙为例，记者了解到，在聚酰胺材料家族

中，尼龙 6 和尼龙 66 是最主要的两大品种，尼龙 66

比 尼 龙 6 有 着 更 加 优 越 的 性 能 。 凭 借 着 抗 震 、耐

热、耐磨、耐腐蚀等优异的综合性能，尼龙 66 被广

泛应用于民用丝、工业丝、工程塑料、航空航天等

领域。它是实现汽车轻量化的重要材料，在汽车

发动机、电器、车体、高铁车体部件，以及大型船舶

上的涡轮、螺旋桨轴、螺旋推进器和滑动轴承等部

件上都有着广泛应用。同时，尼龙 66 也是高端瑜

伽服、速干服、弹力锦纶外衣、冲锋衣等民用服装

的理想材料。

据统计，欧美等发达工业化国家尼龙 66 与尼龙 6

的产品用量比大约为 1∶1，而我国尼龙 66 与尼龙 6 的

产品用量比仅为 1∶10。国内尼龙 66 严重供给不足，

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尼龙 66 的关键原料——己二腈

的生产技术一直被国外垄断，限制了我国高端聚酰

胺产业的发展。“相较于海外市场，国内尼龙 66 市场

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中国昆仑工程有限公司高级

工程师陈久波表示。

高端化工新材料市场
需求将快速增长

白颐预判，“十五五”期间，我国高端化工新材料

及特种高性能产品需求将快速增长，形成新的发展空

间和盈利增长极。她建议，化工新材料产业要提升现

有品种质量水平，加快空白品种产业化进程，突破上

游关键配套原料供应瓶颈，延伸发展下游高端制品并

进行应用推广。

例如，在高性能树脂方面，重点发展聚烯烃专用

料和高端牌号、特种工程塑料、生物可降解树脂及复

配料、塑料合金及各种改性和复配材料等。在电子化

学品方面，优化升级高纯化学试剂、电子特种气体、锂

电池负极材料等。

“未来，我国高端化工新材料的行业发展趋势主

要包括三个方面。”白颐说，一是追赶世界一流水平，

重点加快国内空白和短板品种的产业化，提高国内已

有品种的质量水平；二是突破关键配套原料的供应瓶

颈，做强化工新材料产业基础；三是发展下游高性能

和特种材料的改性和复配产品，在更高和更新的应用

领域加大研发力度。

共链行动进一步推动
产业链协同发展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在先进化工材料领域正逐步

取得一些新突破。仍以尼龙材料为例，去年，我国首个

丁二烯法己二腈工业化生产项目——中国化学天辰齐

翔尼龙新材料产业基地一期关键装置顺利投产。

“我国能生产尼龙66，但我们一直不能生产它的原材

料己二腈。就像我们能够做面包，但是我们没有自己的

面粉一样。中国化学经过10年研发，终于突破了国内高

端尼龙产业链中这个‘卡脖子’难题，补齐了产业链短板。

这个项目将带动形成总产值千亿级的新材料产业集群。”

谈及这个项目，中国化学党委书记、董事长戴和根说。

白颐分析，未来我国尼龙 66关键原材料己二腈的

新建、拟建产能较多。若全部顺利投产，预计可基本

保证国内尼龙 66生产的原料需求。

先进化工材料产业链共链行动大会也将为推动

我国先进化工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助力。中国

化学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文岗表示，作为高端化学品

和先进材料供应商，中国化学将以本次共链行动为契

机，带动先进化工材料产业链融通共链，努力当好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领跑者。

破解先进化工材料产业结构性矛盾

以共链行动追赶世界一流水平以共链行动追赶世界一流水平

科技日报讯（洪恒飞 柯溢能 吴
雅兰 记者江耘）12月 18日记者获悉，

浙江大学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

杭州国际科创中心邢华斌教授和杨立

峰研究员团队，研发出一种超快吸附

动力学分子筛材料 ZU-609。通过调

控该材料的孔口大小和孔腔尺寸，可

实现丙烯和丙烷精准筛分以及提升丙

烯扩散速率。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国

际期刊《科学》上。

丙烯与丙烷均通过石油提炼而

成，两者容易共存且分子尺寸差异极

小。作为重要的基础化工原料，丙烯

全球年产能超 1 亿吨，但将其与丙烷

分离所产生的能耗非常高。如何开发

低碳高效的丙烯分离方案？

近年来，围绕分子筛材料展开的

丙烯纯化研究成果渐增。由于狭窄的

孔道会限制分子在内部的扩散，因此

用于筛分丙烯和丙烷的分子筛材料需

要克服扩散传质差、吸附容量低、脱附

难度大等问题。

此项研究中，研究人员通过精准

调 控 研 发 出 新 型 分 子 筛 材 料

ZU-609。其内部采用“两头小中间

大”的筛分孔道，在孔道的进口和出口

分别有“隔离墩”来阻挡丙烷分子。丙

烯进入之后，能在“中间宽”的孔道中

快速通过。ZU-609 分子筛材料可从

等摩尔丙烯丙烷混合气中分离得到

99.97%纯度的丙烯。

“这款材料内部结构设计巧妙，还

表现出优异的脱附再生能力，常温下

通过氮气吹扫或者抽真空减压，就可

以实现完全再生利用。”邢华斌介绍，

变压吸附计算结果表明，相较于此前

问世的分子筛材料，ZU-609 分离丙

烯的能耗也显著降低。

邢华斌表示，目前，ZU-609 离真

正实现应用还有一段路要走。下一

步，团队将从分离工艺及成本控制等

方面，对 ZU-609开展深层次研究。

新型分子筛材料

能分离得到99.97%纯度丙烯

科技日报讯 （记者陈曦）记者 12

月 18 日从中国民航大学获悉，该校本

科生团队研发了一种适用于氧化锆与

钛合金的专用耐高温胶黏剂。该胶黏

剂 最 高 耐 温 可 达 1200℃ ，在 室 温 至

1100℃范围内的胶接强度均高于 5 兆

帕，很好地解决了陶瓷与合金之间的

高温胶接技术难题，在航空航天领域

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该成果日前发

表在国际期刊《今日材料通讯》上，并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随着航空航天科技的发展，众多高

超音速飞行器应运而生。其中高超音

速飞机在机身前缘与发动机周围舱壁

部位存在的热防护问题，一直是制约飞

机速度与安全的重要因素。

陶瓷基复合材料可用于制备实现

热防护的重要部件，其与金属部件组

合起来，对飞行器具有更好的防护效

果。然而，机械连接、焊接、钎焊、传统

胶接等常规方式，难以保障陶瓷与合

金大型部件在极端高温环境的有效连

接，而极具潜力的耐高温胶接技术在

陶瓷与合金的连接方面存在空白。

中国民航大学本科生团队负责

人、材料物理专业学生陈兆立介绍，耐

高温胶接是实现高温部件制备、热防

护系统安装和修补的重要途径，而目

前耐高温胶多适用于陶瓷，无法适用

于合金。针对陶瓷与合金之间无法键

合、理化性质尤其是热膨胀差异大而

难以实现高温连接这一技术瓶颈，陈

兆立带领团队，利用溶胶凝胶包覆高

活性多元金属粉预制技术，改进了硅

树脂基胶黏剂制备工艺，实现了合金

化对耐高温胶陶瓷化进程的可控调

控。团队通过让胶层共价键与金属键

共存，解决了陶瓷与合金无法化学相

容的瓶颈。同时，通过热膨胀系数可

控调节，研究团队最终突破了陶瓷与

合金之间热膨胀系数差异大的壁垒，

实现了热应力的有效缓和。

最终，团队成功研发出新型耐高

温胶产品，可为氧化锆陶瓷与钛/镍合

金在室温至 1100℃范围内提供 5 兆帕

及以上胶接强度。该产品显示出良好

的高温机械性能，具有良好的热稳定

性与抗氧化性。该产品还适用于钛/

镍合金与氧化铝纤维布/毡、气凝胶、

高温玻璃之间的连接。

据了解，目前研发产品已应用于

航天材料与工艺研究所、天津大学材

料学院等多家单位的预研项目中，包

括柔性传感器的搭建、隔热毡的安装

等。陈兆立说，未来该产品有望在空

天飞机、高超音速民机、核电站热防

护、锂电池热失控防护等多领域进行

应用。

专用耐高温胶黏剂

可牢牢粘住陶瓷与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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