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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科技日报讯 （记者常丽君）据物理学家

组织网 7 月 18 日（北京时间）报道，瑞典乌普

萨拉大学科学家人工合成了一种“不可能”的

材料，是迄今已知表面积最大的材料，达到每

克 800平方米，并具有超强的吸水能力。相关

论文发表在近期出版的《公共科学图书馆·综

合》上。

研究人员预计，新材料可用于降低那些

控制湿度的电子设备的能耗，改善工业药物

配方，控制仓库等地环境，还可用于运输系统

中收集有毒废物、化学品、泄漏的油污，用于

卫生系统设备和火灾中控制气味等。

新材料是一种碳酸镁，研究人员将其命

名为“乌普萨盐”（Upsalite）。含水或不含水的

晶体碳酸镁在自然界中含量丰富，但过去科

学家一直认为，想造出不含水的非晶体碳酸

镁是极为困难的事。而现在，乌普萨拉大学

研究团队却发现，非晶体碳酸镁可以用一种

非常简单的低温程序来制造。

该校纳米技术与功能材料系的约翰·高姆

兹·德拉托尔介绍说，2011年，他们略微改变了

早期方法中的几个合成参数，由于失误把材料

留在了反应器中超过 3天，结果发现生成了一

种坚硬的胶，将这种胶干燥后，得到了令人兴

奋的结果。又经过一年的分析调整，他们终于

合成了以前认为是“不可能”合成的材料。

研究人员发现，在迄今已知的所有碱土

金属碳酸盐中，乌普萨盐的表面积是最大

的。而且它充满了直径小于 10 纳米的小孔，

使其能以独特的方式与环境相互作用，表现

出大量材料应用所需的重要属性。比如在湿

度相对较低的情况下，乌普萨盐能比目前最

好的材料吸收更多的水。

这些性质让乌普萨盐跻身于“特异级”高

表面积透气材料之列，这些材料包括介孔硅

胶、沸石、金属有机骨架和碳纳米管。该校纳

米技术与功能材料系主任马利拉·斯托姆说，

再加上其他方面的独特性质，乌普萨盐为工

业中新型可持续产品的应用铺平了道路。

上述成果再一次证明，科学研究或许真

的没有什么“不可能”，而这些“不可能”往往

就隐藏在“柳暗花明”的“又一村”。一次小小

的失误，最终成就了每克表面积达 800平方米

新材料的诞生。超强吸油性、超强吸水性，这

种“不可能”的新材料带给人类的或许远非如

此，它一定还有着很多的“不可能”等待着科

学家们去发现。而最值得称道的是，这种“不

可能”的新材料，只需要非常简单的低温程序

就能制造出来。

新材料每克表面积达 800平方米创下新纪录

科技日报“向阳红09”船7月18日电（记

者付毅飞 张建琛）7 月 12 日返回厦门停泊的

“向阳红 09”船，目前已完成补给及船舶加油加

水、机器校正等准备工作，7 月 19 日将再次踏

上征程，开始第二、三航段的科学考察。

今天吃过早饭，国家海洋局二所研究员王

春生打开电脑浏览任务计划。“与以往科考任

务不同，”这位参加过十多次大洋科考的海洋

生物学家说，“这次我们可以乘着祖国研制的

潜水器深探海底，那里才是科研的第一线。”

王春生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在第二、三航

段，“蛟龙”将远赴东北太平洋中国多金属结核

勘探合同区和西北太平洋富钴结壳勘探申请

区开展近底生物调查、地质取样、海底摄像和

相关海底试验等作业。

现场总指挥刘峰介绍，本航次的一大特

点，是特别关注海洋生态环境和对生物多样性

的调查。“我们的国际海域科考和资源开发要

努力把对环境生态的影响降到最低。”

“蛟 龙 ”号 预 计 在 出 发 18 天 后 ，抵 达 位

于东北太平洋的中国多金属结核勘探合同

区，执行第二航段作业任务。刘峰介绍说，

该 航 段 初 步 计 划 利 用 大 约 两 周 的 作 业 时

间，进行 5 次固定下潜和 2 次机动下潜，最大

下潜深度超过 5000 米。随船科考的 10 位科

研人员任重道远，除了开展结核试采区沉积

物原位工程力学参数测量外，还将通过近底

航行拍摄海底录像和照片，进行结核小尺度

分布规律研究；采集结核合同区不同生境类

型的巨型底栖生物样品和视像资料，分析比

较海底平原和海山链巨型底栖生物多样性

和群落结构，为深海采矿环境影响评估和生

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开展近底微地

形地貌 调 查 ，为 结 核 试 采 提 供 精 细 的 海 底

地形；采集结核合同区海山链岩石样品，为

研究东太平洋断裂带海山链形成与洋下岩

石圈地幔演化提供第一手资料……通过这

些科考项目，为今后的实际开采、绿色开采

做好准备。 （下转第三版）

“蛟龙”号今天远征太平洋
本报继续奉上“海味”大餐与读者分享

编者按“蛟龙”号首次试验性应用航次第一航段完美收官，在厦门港稍事休息之后，

今天再次起航。第二、三航段，“蛟龙”将分别在东北太平洋的中国多金属结核勘探合同区

和西太平洋海山区作业。本报特派记者付毅飞随船报道科考实况，我们在《紧随“蛟龙”再

探海》专栏、中国科技网《蛟龙闹海》专题、新浪官微“@科技日报”继续为读者奉上精彩“海

味”大餐，敬请分享。

科技日报上海7月18日电（特约记者肖鑫 通讯员

王泽锋 记者唐先武）通过 4 年攻关，第二军医大学基础

部细胞生物学教研室主任胡以平教授课题组，实现了小

鼠成纤维细胞向肝干细胞分化的重编程，并证明了这一

方法所产生的肝干细胞，与活体内自然存在的肝干细胞

具有相似的生物学特性。今天，国际权威学术刊物《细

胞·干细胞》在线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该课题组于兵

博士和何志颖副教授为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

肝干细胞是肝脏中数量极少、但可分化产生肝细胞

和胆管上皮细胞的“种子细胞”。这两种细胞可以参与

肝脏细胞的自然更新和肝脏组织的损伤修复，对肝脏的

正常结构和功能的维持具有重要作用。上世纪 90 年代

初期，胡以平在乙肝转基因小鼠的研究中意识到肝干细

胞的存在并开始研究。随后，他特别关注了肝干细胞与

肝脏疾病、特别是与终末期肝病的关系，并意识到基于

肝干细胞的细胞治疗方法，可能有效治疗终末期肝病。

2009 年，课题组联合内蒙古大学、中科院生化与细

胞生物学研究所、动物研究所和健康科学研究所等，在

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等项目支持下，采用细胞重编程

的研究策略，从参与肝脏器官发生和肝干细胞干性维持

的调控因子中，筛选到了两个可高效将小鼠成纤维细胞

转化为肝干细胞的调控因子，由此建立了在实验室里制

备肝干细胞的技术体系。他们证明了采用这种体系所

产生的肝干细胞可在实验室里大量扩增，并具有参与损

伤肝脏修复的功能。这一研究为人类肝脏疾病的细胞

治疗、新药开发和组织工程等的发展奠定了新基础。

目前，课题组正致力于临床转化研究。何志颖认

为，如果成功，各种肝脏疾病将可能利用患者自身细胞

制备肝干细胞，再将其移植回患者体内，达到理想的治

疗效果。

我国肝干细胞研究取得重大进展
肝干细胞治疗肝脏疾病将成为可能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18日电 （记者瞿剑）
据中国石油最新消息，截至目前，中国石油大

庆油田 3个水驱精细挖潜示范区提高采收率 1

个百分点以上，2 个二类油层聚合物驱示范区

提高采收率8个百分点左右，2个复合驱示范区

提高采收率 20个百分点以上，7个示范区共增

油近250万吨，同时申请并授权专利6项。如此

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使“大庆长垣特高含水

油田提高采收率示范工程”项目在国家科技重

大专项“十二五”中期检查中，以 94.17 分获得

第一名，创出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典范。

“大庆长垣特高含水油田提高采收率示范

工程”是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于 2008

年确立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中 6 个重点示范

工程之一。2011 年以来，从水驱精细挖潜技

术的集成应用和层系井网的优化重组，到二类

油层聚合物驱提高采收率技术的发展完善、复

合驱提高采收率技术的配套完善，大庆在长垣

油田 5 个采油厂 7 个示范区，完成精细地质解

剖 2520口井，编制开发调整方案 35个，单井措

施调整 3186井（次），开展室内实验 6596组，进

行化验及测试 26916井（次）。

业内专家指出，“大庆长垣特高含水油田

提高采收率示范工程”项目成果，对我国陆上

100 多亿吨储量的高含水油田深度挖潜、进一

步提高采收率具有极大的指导作用。

大庆油田提高采收率成效显著

紧随“蛟龙”再探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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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带动中瑞合作全
面发展 （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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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乌鲁木齐 7月 18日电
（刘兵 张琰）继今年 5 月在新疆伊犁

河谷发现一处资源储量达 53 吨的特

大型金矿后，新疆地矿局最近又在与

伊犁河谷相邻的和静县发现一处资源

储量达 50吨的特大型金矿。

据新疆地矿局局长曾小刚介绍，

经过近 6 年的勘查，新疆地矿局第三

地质大队近日在对和静县敦德铁矿评

价过程中发现伴生元素锌和金，目前

共探获铁资源量 1.87 亿吨，锌 150 万

吨，金 50 吨，这使得敦德矿区“身价”

倍增。经进一步勘查后，铁、锌和金的

资源量还有望攀升，资源潜在经济价

值超 1000亿元。

新疆地矿局第三地质大队队长冯

金星表示，在一个矿体内同时找到 3

个矿种，而且每个矿种的资源量均达

到大型以上规模，这种成因类型的矿

在新疆尚属首次发现，也改写了敦德

矿区所在的西天山阿吾拉勒成矿带只

能找到铁矿的历史。

新疆又发现一处特大型金矿

“与总书记面对面，畅谈科技问题，已经是第二次了。”

7 月 18 日，当中科院院士、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李振声

与科技日报记者谈到头一天与习近平总书记座谈时，仍难

掩激动。

“第一次对话是 2011年春节前夕，他到家里看望我，就

坐在这位置。”李振声指着自家的黄皮沙发说道：“总书记

一直关注中国粮食的持续增长问题，昨天，我又汇报了中

科院 50 年盐碱地治理研究成果并提出建议。总书记对科

技创新寄予厚望。”

7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科学院考察工作。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深化科技体制改

革，增强科技创新活力”，“真正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到

实处”……总书记的殷切期盼也引起了科技界的共鸣。

和李振声一样，与习近平交谈的还有当年参与对撞机

建设的叶铭汉、方守贤、陈森玉 3位院士。“总书记来到中科

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北京谱仪控制室，与我们交流、合影，并

对我们 40 年工作的成绩给予了肯定。”82 岁的方守贤回忆

说，“上个世纪我国提出发展高能物理时，有人曾担心，高能

物理会不会成为昆仑上的雪莲，一支独放，但事实证明高能

物理是百花园的牡丹。”

对此，陈森玉也有同感：“早年我们比较注重跟踪，研

制第一代对撞机是快速进步，后来我们进入跨越式发展，

现在国民经济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中微子实验探测

取得的成果充分表明，通过数十年积累，我国科技发展已

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刚才我还和同事研究总书

记提出的‘真正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到实处’，感觉担

子很重。”

“根本问题是创新人才。总书记特别强调，要把人生

理想融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奋斗中，因

此年轻人还要发扬‘两弹一星’的拼搏精神。”方守贤说。

“总书记来中科院考察，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鼓励，

同样也是鞭策，高能所要在几代老科学家奠定的平台上，

再迈几大步。”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所长王贻芳告诉记者，所

里刚刚召开了传达总书记讲话的座谈会。

令王贻芳印象深刻的是，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创

新，提出要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这就意味着科研工作不

能仅仅是简单模仿、跟踪，我们参考、引进国外的技术成

果，很容易落入跟着别人走的老路。在大科学装置建设等

科研过程中如何创新，是科研院所的生命线。我们不能只

做技术输入国，也要成为技术的输出国。总书记同时也强

调，要坚决扫除影响科技创新能力提高的体制障碍，这就

要求我们借鉴国际先进的管理经验和评估方法，改变过去

不适合科学发展和创新的一些做法。” （下转第三版）
左图 7月 17日，习近平到中国科学院考察工作。这

是习近平同当年参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设和应用的3
位院士交谈。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我们生逢其时，责任重大”
—习近平考察中科院引起强烈反响

本报记者 陈 磊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18 日电 （记者李大
庆）7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国科学院

高能物理研究所，考察了我国第一个大科学

装置——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高能物理

所依托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产生了一批世

界级的优秀科研成果，成为世界高能物理研

究中心之一。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是在邓小

平同志亲切关怀下建设的国家大科学装置，

1984 年 10 月动工兴建，1988 年 10 月完成建

设，成功实现正负电子对撞，当时被称为是继

“两弹一星”后，我国在高科技领域又一重大

突破性成就。邓小平在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

撞机时发表了“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

占有一席之地”的著名讲话。

从 2004 年 开 始 ，北 京 正 负 电 子 对 撞 机

进入了重大改造，于 2009 年 7 月 17 日完成

验 收 。 改 造 后 的 北 京 正 负 电 子 对 撞 机

（BEPCⅡ）在 世 界 同 类 型 装 置 中 继 续 保 持

领 先 地 位 ，成 为 国 际 上 最 先 进 的 双 环 对 撞

机之一。利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同步

辐 射 装 置 ，中 国 科 学 家 也 取 得 众 多 国 际 一

流的研究成果。

依托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北京谱仪

Ⅲ是大型通用磁谱仪，大量采用国际先进探

测技术，通过测量正负电子对撞反应产生的

次级粒子来研究物质微观结构的基本组成

单元及其相互作用性质。今年 3 月，由 11 个

国家 300 多名科学家参与的北京谱仪Ⅲ实

验国际合作组在北京宣布，在采集的数据中

发 现 了 一 个 新 的 共 振 结 构 ，暂 时 命 名 为

Zc(3900)。该合作组发言人、中科院高能所

研究员沈肖雁说：“粲能区的粒子一般都含

有粲夸克和反粲夸克，称为粲偶素，是中性

的，不带电荷。而新发现的 Zc(3900)含有粲

夸克和反粲夸克且带有和电子相同或相反

的电荷，这提示其中至少含有 4 个夸克，可

能是科学家长期寻找的一种奇特强子。带

电 Zc(3900)的 发 现 为 寻 找 和 研 究 新 型 强 子

态开启了一扇大门。” （下转第三版）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撞出”众多世界级成果

据新华社西宁7月18日电（记者王大千）由

青海大学医学院和美国犹他州大学的学者组成的

科研团队，成功绘制出世界首部青海蒙古族人的

全基因组序列图谱，并发现青海蒙古族人具有高

原适应的特殊遗传基因。7月18日，这一成果由

国际权威科学杂志《公共科学图书馆遗传学》正式

发布，专家认为，它对防治高原病具有重要意义。

蒙古人是一个中亚族群，公元 1636—1639

年，蒙古人的一支迁移到青藏高原并逐渐适应

了这里高海拔低氧的环境。对蒙古人的基因

组进行完整的测序和分析不仅有助于了解其

进化、与其他民族融合的过程，也可为人类遗

传性疾病研究奠定基因组学基础。

“更重要的是，作为除藏族之外在青藏高原适

应生存的民族，检测青海蒙古族人群的遗传基因，

并和长期生活在这里的藏族人进行比较，对于了

解人体对低氧的反应机制、防治高原病以及其他

与低氧有关的疾病具有重要意义。”这项研究中方

负责人、青海省高原医学研究中心主任格日力说。

这项研究在绘制青海蒙古族人的全基因

组序列图谱的基础上，对 42 名长期生活在海

拔 3000 米的青海蒙古族人进行了高通量全基

因组多态性检测，并把结果和超过 300 名其他

9个来自亚洲以及欧洲的人群进行了比较。研

究小组发现大约 2%的基因组变化，即超过 300

个基因的变化是从未在其他人群中发现过的。

“这一结果对进一步了解亚洲人群的多样性

以及研究和低氧环境适应性有关的遗传因素提

供了重要的指导。”格日力说，相关研究还发现，

青海蒙古族人和藏族人群共享几种异于低海拔

人群的基因，说明历史上跨民族交流帮助了蒙古

族人适应高海拔地区的生活环境，这也对研究人

类在特殊环境条件下的适应性有重要意义。

青海蒙古族人具有高原适应的特殊遗传基因
新发现对防治高原病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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