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地面时常会有昆虫或其他动物，所以露营并非

是所有人理想的假日选择。但有了建筑师亚历克斯·雪

莉·史密斯发明的这种帐篷，那些恐惧爬虫的人现在可以

重新考虑假日露营了。

这些帐篷可被安置在距地面约 1.5 米高的空中，用 3

根绳带固定在树上。它们看上去好像“弱不禁风”，但每

个 3人帐篷可承受近 2吨的重量，所以不必担心它突然从

空中掉到地上。这种帐篷可被压缩进一个只有 4.5 千克

重的小型运输工具内，只需 10分钟就可搭建完成。

悬浮帐篷摆脱爬虫困扰

现在能在二三月份吃到西瓜、葡萄、草莓等

水果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事。随着生产的发展

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水果的反季节消费

大幅增长，而且人们对果蔬的消费由数量消费正

在向质量消费转变，新鲜水果的贮藏变得越来越

重要。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科技周上，北京印刷学院印

刷包装材料与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研制的“智能

型缓释杀菌水果保鲜包装膜”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的

目光，不要小看这薄薄的一层膜，它不仅具有超凡

的保鲜功效，同时也在水果的保鲜方式上开辟了一

条新路。

百天保持水果口感无药剂残留

揭开新型包装膜领“鲜”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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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英国摄

影师史蒂夫·贝克

租了一架飞机，飞

过西澳大利亚州西

部卡尔巴里的赫特

潟湖上空。对这个

世界上最大的水藻

农场进行了航拍。

从 空 中 俯 瞰

赫特潟湖，湖水被

人工围栏隔开，满

眼都是深浅不一的粉红色。这些令人惊叹的色彩，使整

个航拍画面看起来就像是一幅抽象派油画。史蒂夫·贝

克说：“从地面上看过去，这些粉红色并不明显，而且也不

引人注目，但是从空中看下来，效果非常美妙。”

粉红水藻农场航拍似油画

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部境内，在湍急的河流

上方仅数米高的地方，人们用缠绕在一起的发达树木根

系构建成“活的桥梁”。

来自溪流两岸村落的人们将溪流两侧的两棵大树的根

系相互缠绕，随后在长达26年的时间里，这些缠绕在一起的

根系不断生长，变得更加结实，终于达到了可以通行的地步。

虽然这是一项伟大的创举，但是当暴雨如注时，人们

在桥上行走仍然要非常小心，因为这时桥会变得非常湿

滑，而你脚下几米就是湍急的流水。

印尼巨树树根缠绕成桥

近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 25团林园队工人邢

凤英养的一盆仙人球一次性开出了 32朵花。

“除了给仙人球充足的水分和光照，还用洗鱼水和鱼

的内脏做花肥，来保证花期所需的养分，所以今年的花长

得特别旺。”邢凤英道出了自己对仙人球的养护经验。

据了解，这盆仙人球是邢凤英 2003 年栽植的，此前

也开过几次花，每次 3 至 5 朵，今年却开了 32 朵花，引来

了不少邻居赏花。

仙人球一次开花32朵

据国外媒体报道，科学家已用光合作用原理研

发出一个制造氢的新方法，这一重大突破将为缓解

全球能源问题提供一个潜在的解决方案。

研究人员称，这一先进技术可能有助于挖掘氢

作为一种干净、廉价和可靠能源的潜力。与矿物燃

料不同的是，氢燃烧时不会产生排放物。另外，它

还是地球上最丰富的元素——将水分解就可生成

氢和氧。数十年来，科学家一直在不懈地寻找提取

这些元素的新方法。这种方法要求不仅有效，而且

还要能够减少爆炸的危险。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科学家在《自然化学》杂

志近日刊登的一篇论文中概述了他们如何重现在

不同时间和不同物理位置，利用植物光合作用原理

把水分子分解成氢和氧的方法。专家认为这项重

要研究可能使氢成为一个更可行的绿色能源。

洛桑市瑞士联邦理工学院无机合成与催化实

验室负责人胡希乐（Xile Hu音译）教授表示：“这项

研究为用电解分离氢和氧的原理提供了一个重要

示范，很有独创性。当然，还需进行深入研究才能

对这一技术进行系统、能源效率和寿命等方面的改

进。但这项研究让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可能有助

于我们以更低的成本存储绿色能源。”

迄今为止，科学家已能通过电解分离出氢和氧

原子。电解的时候电会通过水，不仅耗能，而且还

有爆炸的危险，因为氢和氧会被同时分离出来。

但在格拉斯哥大学研发的新的电解方法中，通

过研究人员所谓的“电子耦合质子缓冲”，氢和氧在

不同时间从水中分离出来。利用这种方法，在电通

过水时，首先只有氧被释放出来，然后氢在合适的

时间才被释放出来。虽然这个新的电解方法需要

更长时间，但却更安全，每分钟消耗的能源也更少。

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马克·司麦思博士表示：

“我们研发的这个新系统适合于工业规模的氢气制

造，可能比现在的氢气制造法更便宜、更安全。现

在，工业中大部分制造氢的方法依赖于矿物燃料提

供电源，但如果用太阳、风或波浪提供电源，我们就

可以制造一种几乎完全干净的能源。”

参与这项研究的另一位科学家李·克罗宁教

授说：“使用现有的把天然气送到全国各地的天

然气基础设施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把氢运送到指

定地点。如果通过更廉价更有效的解耦过程用

可 再 生 资 源 制 造 氢 ，整 个 国 家 就 能 用 氢 取 代 甲

烷，为家庭制造电源。这还将使我们明显减少国

家的碳足迹。”

绿色能源专家、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化学教授

内森·刘易斯表示：“这好像是一个令人关注的科学

示范，它可能解决一个和水电解有关的难题。现在

的水电解依然是一个相当昂贵的制氢方法。”

科学家利用光合作用研发造氢新法

据北京印刷学院印刷包装材料与技术北京市

重点实验室高级工程师李东立介绍，这款智能型缓

释杀菌水果保鲜包装膜的设计主要是针对葡萄的

保鲜。

他说，葡萄在贮藏过程中存在两大难题，一是

因为失水易发生脱粒、干梗等现象，失去其商品价

值；二是容易受病菌主要是灰霉菌侵染，从而腐烂

变质，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以往为了解决这两大难题，国内葡萄的保鲜方

式是外包装袋内加保鲜片或保鲜垫。保鲜片或保鲜

垫内含有可杀死灰霉菌等病菌的二氧化硫，保鲜垫

或保鲜片在吸收了葡萄呼吸时释放出的水分后，就

会释放出二氧化硫气体，从而起到杀菌保鲜的作用。

“但是这样的保鲜方式存在一种弊端。”李东立

说，由于保鲜垫或保鲜片的设计不够完善，导致水

分吸收较快，释放二氧化硫的浓度较高，释放速度

较快，周期较短，这样的后果就是令保鲜垫或保鲜

片周围的葡萄受到侵蚀变白，虽然其二氧化硫残留

量保持在 6—7毫克/千克，符合国家标准，对人体健

康不会造成影响，但是却会大大损伤葡萄的风味口

感。“我们实验发现经保鲜片或保鲜垫保鲜后的葡

萄会有苦味，口感不好。而且由于有药剂残留，使

得使用该包装方式保鲜的葡萄不能出口国外。”李

东立说。

原有技术存在弊端

药剂残留影响水果风味口感

据国际食品包装协会秘书长董金狮介绍，目前

国内市场的保鲜膜主要起到 3个作用：一是隔离，保

护食物不被外部灰尘、细菌和微生物污染；二是保

湿，阻止食物中的水分挥发；三是保护食物营养不

被破坏。而智能型缓释杀菌水果保鲜包装膜这个

看似和普通塑料袋没什么区别的包装膜除了这些

作用外，还具备杀菌功能，用它包装的葡萄储存期

可以达到 60—100 天，而且据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

中心检测，经该包装膜贮藏 50 天的葡萄，二氧化硫

残留量小于 1.0μg·g-1，符合国家食品卫生标准。

据李东立介绍，智能型缓释杀菌水果保鲜包装

膜共有 3层，包括外层、中间层和内层。外层的主要

功能是防止杀菌剂外溢，中间层主要存放二氧化硫

杀菌剂，内层的主要功能是控制水分扩散。而这款

保鲜包装膜的玄机就在于内层。由于极性大的薄

膜透水多，极性小的薄膜透水少，因此专家通过调

节内层薄膜的极性，来控制其透水量，从而达到控

制薄膜释放杀菌剂的目的。

葡萄呼吸时会放出二氧化碳和水，由于智能型

缓释杀菌水果保鲜包装膜透水透气，因此葡萄呼吸

释放出的水分会透过薄膜，在此过程中，薄膜中层

的吸收剂会将水分吸收，由于该吸收剂中含有有机

酸，水和有机酸产生化学反应，形成酸性体系，促使

薄膜放出杀菌剂。但是由于专家们调节了薄膜内

层的极性，使得内层的透水量很小，因此形成的酸

性体系就较弱，随着葡萄不断地呼吸，杀菌剂就会

非常缓慢并少量的释放出来，浓度较低，周期也较

长，这样就避免了放入保鲜片或保鲜垫导致的二氧

化硫侵害和药剂残留。

从这款保鲜包装膜的名字不难看出它不仅能

缓释杀菌而且还非常“聪明”，以上的功能只是体现

了“缓释杀菌”，其“智能”又体现在哪呢？

李东立指出，在葡萄没有感染灰霉菌等病菌

时，它只呼吸产生水分，水分诱发产生的杀菌剂浓

度较低，而一旦葡萄感染灰霉菌等病菌，果皮就会

腐烂，产生柠檬酸、果酸等有机酸，有机酸会让该保

鲜包装膜释放出更多的杀菌剂，从而抑制和杀死灰

霉菌等，减缓葡萄的腐烂过程。

实现智能缓释杀菌

新型保鲜包装膜“内”有玄机

功能如此强大如此智能的保鲜包装膜，好是

好，但是这么高级的包装膜普通百姓家庭能用得起

吗？李东立随后的一番话打消了记者的疑虑。

“智能型缓释杀菌水果保鲜包装膜不仅可以

用于葡萄等水果的出口保鲜，而且普通家庭也可

以用它来保存水果。”李东立说，这款保鲜包装膜

成本并不高，相对于以往的保鲜模式来说还节省

了一个保鲜片或保鲜垫的价格，300×400 毫米规

格的保鲜包装袋每个售价仅 0.3 元，与超市用食

品袋售价相同。“而且该项目在团队合作，及北京

市科委的支持下实现了产业化生产，目前已形成

年产 2000 万条保鲜包装袋的生产能力，预计每年

的 用 量 将 在 10 万 吨 以 上（1 吨 折 合 5 万 条 保 鲜

袋）。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老百姓就能够用我们研

制的这种保鲜包装膜来贮存葡萄等水果了。”李

东立说。

功能强大成本较低

未来或将进入寻常百姓家

我国蔬菜和水果的产量居世界之最，但果蔬腐

烂损失率（20%—30％）也居世界之最，而发达国家

的果蔬腐烂损失率普遍低于 5%，美国更是低于

2%。李东立指出，我国农产品出口量很低，即使是

出口农产品的竞争力指数也很低，其中保鲜包装技

术落后是关键，果蔬的储存期和货架期短，无法实

现长途运输。

“我们国家除了梨和苹果由于水果本身就易于

保存，保鲜技术相对简单——只需要用纸箱和高透

气性膜保存即可，所以出口的竞争力指数较高外，

其他水果都由于缺乏良好的保鲜工具导致出口竞

争力相对较低。”

面对这一现状北京印刷学院印刷包装材料与

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的专家们立志于开发出更

多更好的保鲜包装膜，打破我国保鲜包装技术落后

的困局。“功能更多、用料更少是未来保鲜包装的发

展趋势。也是我们目前开发保鲜包装的宗旨。”李

东立说，“功能性提高了，保鲜效果自然也就好了。”

目前，他们已经开始了相关的研究工作，并试图使

同一个保鲜袋“面面俱到”。

专家们不仅对智能型缓释杀菌水果保鲜包装

膜进行了改进，使其可以用于荔枝、樱桃、冬枣、芒

果以及根茎类蔬菜等的保鲜，而且还针对不同水果

的特性，为它们量身打造了不同的保鲜“外衣”——开

发了用于桃子、草莓、西红柿、叶类蔬菜的两种保鲜

包装。

“与智能型缓释杀菌水果保鲜包装膜的保鲜原

理不同，这两种保鲜包装我们主要使用的是乙烯吸

收技术。”李东立说，这种技术目前在国内已有使

用。比如海南的香蕉运到北京，在运输时就会放入

吸收乙烯的药包。因为水果呼吸时会放出乙烯气

体，而乙烯气体是水果的催熟剂。水果放在塑料包

装袋里，所放出的乙烯气体挥发不出去，就会加速

其成熟和腐烂，药包中含有的吸附剂会吸收水果放

出的乙烯气体，减缓其成熟腐烂的进程。

“我们设计的保鲜包装不仅将乙烯吸附剂融入

了薄膜里，使得水果保鲜时不再需要单独放入吸收

乙烯的药包，并且还加入了乙烯抑制剂，抑制水果

放出乙烯气体，既使用方便，又节省了成本。”李东

立说，“下一步我们还计划开发不同型号、适合不同

群体的产品。”比如用于蔬果保鲜，可重复使用半

年，适合百姓家庭使用的蔬菜拉链袋；可配合超市

托盘使用，在货架上用于果蔬分包的超市保鲜袋；

以及适合长途运输或出口使用的运输型包装袋等。

扭转保鲜落后局面

为果蔬量身打造保鲜“外衣”

保鲜纸箱
这是日本食品流通系统协会近年来研制的一种新

式纸箱。研究人员用“里斯托瓦尔石”作为纸浆的添加

剂。因这种石粉对各种气体具有良好的吸附作用，且价

格便宜无需配备高成本低温设备，具有较长时间的保鲜

作用，特别适合远距离贮运，因此很多商家都爱用它。

可食用保鲜剂
它由英国一家食品协会研制，是一种采用蔗

糖、淀粉、脂肪酸和聚酯物质配制而成的半透明乳

液，无毒无害可以食用。将其涂抹于西瓜、西红柿、

甜椒、茄子、黄瓜、苹果、香蕉等果蔬的表面，会在果

蔬表面形成一层密封薄膜，完全阻止了氧气、细菌

等进入果蔬内部，从而达到延长果蔬熟化过程，增

强保鲜效果的目的。使用后果蔬的保鲜期可长达

200天以上。

吸湿保鲜膜
这是日本研究人员研制开发的一种一次性吸

湿保鲜塑料包装膜，它由两片具有较强透水性的半

透明尼龙膜组成，并在两片膜之间装有天然塑料和

渗透压高的砂糖糖浆，能缓慢地吸收果蔬表面渗出

的水分，达到保鲜作用。

陶瓷保鲜袋
这是一种具有远红外线效果的果蔬保鲜袋，在

保鲜袋内侧有一层极薄的陶瓷物质，通过陶瓷释放

出的红外线能与果蔬中所含水分发生强烈的“共

振”运动，从而起到果蔬的保鲜作用。

国外果蔬保鲜技术

科技日报讯 （记者姜靖）农田里的秸秆能生产出燃料

油。5 月 25 日，陕西瑛基量生物能源有限公司大荔分公司开

业，秸秆热裂解生物质燃油项目在陕西大荔落户，该项目可用

秸秆、稻壳等农业废弃物生产出液体燃料油及可燃气体，每条

生产线年利用各类秸秆 2.5万吨。

我国每年产生大量农作物秸秆，由于缺少相应的成熟技术，

造成环境严重污染，危害人体健康。为了解决能源紧张及日益

加剧的环境污染等问题，秸秆热裂解生物质燃油项目应运而生。

据了解，该项目采用热裂解技术将木屑、秸秆、稻壳等农

业废弃物以连续的工艺，和工厂化的生产方式进行快速热裂

解，生产出液体燃料油、碳粉及可燃气体，同时，生产出的油品

不含二氧化硫、铅、卤等有害物，燃烧时排出的 HC、CO 等有

害物较石油、柴油大大减少，具有清洁、安全、可持续等特点，

属于新型绿色环保燃料，可以有效替代污染重的化工能源，是

目前替代柴油和重油的最佳产品，精制提炼后可作为车用燃

料应用，进一步深加工还可提取高附加值化工产品。

该项目的企业负责人表示，他们计划用三到五年时间建

成 15 到 20 条万吨级生物质油生产线，全部正式投入生产，每

条生产线可年利用各类秸秆 2.5万吨，生产出万吨以上液体燃

料油。

陕西大荔投建秸秆热裂解生物质燃油项目

科技日报讯 一直以来，流通环节是酒类食品安

全管理中最薄弱的一环，如何在流通销售渠道保证酒

类安全？6月2日，国内大型品牌酒销售企业——国

藏酒庄推出了“酒类保真防伪追溯管理系统”，这意味

着其销售的所有酒品都拥有一张“电子身份证”。

据了解，国务院去年7月印发的《国家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体系“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选择若干

品牌知名度高的酒类商品开展酒类电子追溯系统试

点工作，并逐步推广。“国藏酒庄酒类保真防伪追溯管

理系统”是一个高度集成的信息服务平台，它融合了

网络、云计算、数据管理、业务协同、智能分析等先进

技术，通过为产品赋予电子监管码，每一个产品的最

小销售包装都获得唯一身份证，使产品从出厂、物流、

仓储、配送、销售门店，最终到消费者手中，都能实现

全过程监管。消费者可以利用门店柜机、手机、手持

机、上网等手段，查询电子防伪标记，识别其所购买的

各类酒品的真假，并追溯查询更多该产品信息。

据国藏酒庄有关负责人介绍，其未来3年将在全

国开设3000家直营店，打造相对封闭的酒类产品直营

平台。这样就能使“开放式”电子查询与“封闭式”销售

相结合，为酒品安全提供双保险。 （王娇 显峰）

国藏酒庄推出酒类“电子身份证”

科技日报讯 （记者胡唯元）辽宁兴裕增强剂有限公司日

前在京宣布，在辽宁省建材研究院的科研成果支撑下，该公司

研制开发出新型混凝土增强剂——CZ 混凝土增强剂。该增

强剂从 2012年开始在葫芦岛、朝阳、盘锦等地区使用，受到用

户认可。实际测试表明，使用 CZ 混凝土增强剂的混凝土比

常规混凝土每立方米重 100 千克，120 天无碳化，通过辽宁省

质量中心检验，抗冻性使其强度和质量损失值达到最小。

据介绍，如果全国都使用这种新型科技产品，就可少生产

5.46亿吨水泥，少开采 1/4矿山，减少 1/4的水泥厂，给社会环

保减轻压力。

辽宁开发新型混凝土增强剂推进节能减排
科技日报讯（记者王婷婷）6月 3日，2013（第

31 届）体博会在北京落下帷幕。据统计，本届展

会吸引了 1000多家展商，展览面积达到 11万平方

米，到场的国内外贸易观众、体育爱好者和相关行

业人士突破 11万人次。

据介绍，2013 体博会举办官方活动、高端论

坛、互动体验、表演展示、商贸洽谈、同期会议等六

大类、17 项活动。在继续完善和发布《体育用品

行业发展报告》的基础上，重点打造全新的体育用

品行业高峰论坛，针对当前我国体育用品行业的

发展现状，广泛邀请社会和行业资深人士，为我国

体育用品行业今后发展出谋划策。

展会上，互动体验与表演展示活动更契合普

通观众需求，丰富多彩的体验类活动遍布展馆每

个角落，“户外科技体验区”“绿色低碳体验区”

“KT 足球表演赛”供观众亲自体验，“趣味铁笼乒

乓球挑战秀”邀请观众积极参与，“体育珍藏品的

展拍会”则是目前国内最大规模的体育藏品展拍

会，除了近千件体育文化主题藏品，百余件海外珍

品也是首次亮相。

展会由国家体育总局、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

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中国

体育科学学会主办，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器材装备

中心、华兴体育用品发展中心承办。

2013体博会落幕 参观人数4天突破11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