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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7月26日电（记者黄艳）中

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的科学家，

在一项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合作的科研项

目中发现，重度烟瘾者的大脑结构与功能存

在异常，且与烟龄以及尼古丁成瘾程度密切

相关。

据主导这项科研项目的中国科学院武

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研究员雷皓介绍，这项

研究利用磁共振成像技术，研究平均年龄在

50 岁左右、烟龄 25 年以上、每天吸烟 2 包以

上频率的重度吸烟者的大脑结构与功能。

研究结果显示，重度吸烟者胼胝体膝部存在

白质微结构异常，其严重程度与烟龄密切相

关。通俗而言，就是重度吸烟者的前额左右

大脑连接处的神经纤维微结构出现异常。

而人的前额大脑属于高级功能区，主要管理

情绪、判断、选择等功能，如果因微结构异常

出现信息传输不畅，则可能影响人对情绪的

管理能力以及相关执行力。

研究人员还利用图论的手段分析了重

度吸烟者的大脑功能网络，结果也显示出异

常。数据显示：相较于不吸烟者，长期重度

吸烟者的大脑功能网络全局效率降低，但局

部效率增加；全局效率降低部分主要发生在

脑默认网络，而局部效率增加主要出现在视

觉、注意力相关的脑区域。

雷皓介绍说，与脑结构异常一样，研究

所发现的脑功能网络异常也与烟龄以及尼

古丁成瘾程度密切相关，即烟龄越长、烟瘾

越重以及对尼古丁依靠程度越高，异常出现

的频率以及程度就越大。

专家认为，这些研究为深入理解尼古丁

成瘾的神经机制以及吸烟对大脑的危害提

供了基础数据。

重度烟瘾者大脑结构与功能出现异常

陈立泉院士与锂电池结缘是在德国。

1976 年 12 月，物理所的陈立泉登上了前往联邦德

国的航班。作为中科院与德国马普学会的第一批交流

者，他来到马普固体所进修。原本他是研究晶体的，但

在马普他看到德国人正在研究锂电池，并听说这种纽

扣大小的电池，有可能替代大块头的铅酸电池。

陈立泉马上给物理所写信，请求转变方向，研究锂电

池。结果获得批准。自此，陈立泉步入了锂电池研究领

域。回国后，中科院对陈立泉研究锂电池予以支持，从“六

五”到“八五”都拨了经费。国家863计划启动后，陈立泉

成了其中锂电池项目的首席科学家。他在国内首先研制

成功锂电池，并建成我国第一条锂电池中试生产线。

超前研究，超前布局，服务国家战略需求，这正是

中科院人的追求。

多学科优势

如今，物理所的年轻人还在研究锂电池。只不过，

这项研究有了新的名称：A类先导专项。

所谓A类先导专项，都是定位于解决关系国家长远发

展的重大科技问题，是对国家未来发展具有战略性、全局

性影响的项目，是超前布局超前研究的中科院重大项目。

中科院重大任务局局长王越超说，先导专项分为 A

类和 B 类。A 类是前瞻战略科技专项，B 类是基础与交

叉前沿方向布局。A 类先导专项包括干细胞与再生医

学研究、未来先进核能—钍基熔盐堆核能系统、空间科

学、应对气候变化的碳收支认证及相关问题、低阶煤清

洁高效梯级利用等研究。

中科院部署A类先导专项可以说是为自己找到一个

比较准确的定位。中科院有基础研究，不少高校也有；中

科院有高新技术研究，许多企业也有。而中科院的A类先

导专项研究却是高校和企业所没有的。这些研究都是瞄

准未来二三十年的战略需求，高校因力量有限而难以开

展，企业又由于技术太超前、投资太高而望尘莫及。

在 A 类先导专项中，有一个未来先进核裂变能项

目。其中有钍基熔盐堆研究，就是利用钍作燃料进行

核反应发电。它安全性高，核废料极少，还不可能核扩

散。我国是钍的资源大国，若能用钍生产核能，可保我

国能源供应千年无忧。王越超说，我们的目标是“瞄准

核燃料来源、核废料处理两大瓶颈问题，开展系统的关

键技术与集成研究，突破系列核心技术”。

中科院的优势是学科门类齐全。钍基熔盐堆研究

主要是由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所挂帅，包括中科院的12

家单位约900人参与。中科院金属所副所长张健说，金属

所承担的是熔盐堆结构金属材料的研究，“用于制作结构

支撑部件，如反应堆堆芯容器、回路管道、熔盐泵等，既要

耐高温、耐腐蚀，又要防辐照”。像金属所一样，有机所承

担了萃取法锂同位素分离及熔盐制备的研究，上海高研

院进行先进热—功转换关键技术研究，应用化学所从事

核纯级氟化钍制备研究，硅酸盐所开展熔盐腐蚀基础问

题研究，而化学所则研究熔盐在环境中的行为……

多学科优势在这里充分显现。中科院人拧成了一

股绳。 （下转第三版）

承担高校和企业难以承担的研究 面向国家二三十年后的战略需求

中科院：在破解先导专项中“涅槃”
本报记者 李大庆

全世界约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可每年的夏

季却是他们生活中最残酷的体验之一。因此，人们会

年复一年地发问：为什么城市变得越来越热？为什么

看起来相似的两个城市热岛效应大不相同？

湿润的气候、光滑的城市表面、深色的建筑……这

些过去不被人们关注的因素，在科学家眼里却正是城

市“热岛效应”的主要原因。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环

境中心的一项最新研究，首次量化了不同因素对城市

热岛效应的影响，认为城市的当地气候背景对于热岛

效应的影响要大得多，打破了人们此前关于城市热岛

效应的不少“定论”。

该研究成果发表在 2014年 7月 10日的《自然》杂志

上，并被该杂志的“新闻与观点”栏目选为该期的亮点

文章。

对流的改变是白天城市热岛
的主因

19年前的 7月，美国芝加哥经历了其历史上最严重

的热浪。在人口稠密的城市核心，近 500人死于闷热的

气温和湿度的压迫。

美国国家气象局之后确定，芝加哥这座城市的人

造结构和表面创建了一个放大的小气候，从而加剧了

这次致命的热浪。

此后的多年里，科学家们已经认识到城市热岛效

应的危害，但仍难以完全解释它。现在，南京信息工程

大学大气环境中心首席科学家李旭辉教授带领其团

队，已经确定城市的当地气候背景对于热岛效应的影

响巨大。

而在过去几十年里，人们通常认为由于城市植被

覆盖减少，使得蒸发散热减小是导致城市热岛效应的

主要原因，人们也一直认为热岛效应的强度主要受城

市结构控制，比如城市大小、建筑物高度、人口密度等。

李旭辉团队利用地表温度及植被覆被的卫星遥感

数据并结合气候模式对北美地区的 65个城市进行了分

析，首次量化了不同因素对城市热岛效应的影响。

研究表明，主导因素不是蒸发，而是城市的结构和

人造建筑改变了大气对流效应，降低了从地面向大气

的热传输效率。除此之外，包括建筑物、人行道，以及

其他建筑结构要比植被和土壤储存更多的热量；人类

工业活动所产生的热量；以及城市地表反照率的变化

（反照率是指入射的太阳辐射与地表面反射的太阳辐

射的比例，例如，浅色停车场具有较大的反照率）等也

是引起城市热岛的主要原因。

所有的这些因素都在慢慢地改变城市的小气候，

使得热岛效应愈加严重。在美国，热浪已经成为最致

命的一种气象灾害。而气候模型预测表明，随着地球

变暖，城市热浪的增长将更严重、更频繁。

湿润气候条件下局地增温更明显

“传统的想法是，如果两个城市是相同的，他们应

该有相同的城市热岛效应。”李旭辉说。但是他们的研

究结果显示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热岛效应的严重程

度与城市当地的湿润气候条件密切相关。

研究表明，湿润气候区城市热岛强度要大很多。他们

认为，背景气候的影响非常大。在湿润的气候条件下，城

市对流效率明显下降，造成局地增温。 （下转第三版）

谁在为城市热岛“添柴加火”？
—我科学家最新研究找到城市热岛效应“罪魁祸首”

本报记者 张 晔 本报通讯员 贾 冰 徐 珍

世界首创的精锻工艺生产线，将实现全

省汽车关键零部件产品的转型升级；国内首

条精冲全自动生产线，有望在福建形成高端

单缸曲轴生产基地……

7月 29日，福建省海峡技术转移专场——

机科总院百项科技成果对接会，将在三明高新

区金沙园举行，其中机科总院海西分院推出的

众多首台（套）项目尤为引人注目。这是福建

省科技厅、三明市政府等，落实福建省政府、机

科总院等三方共建海西分院的重要举措之一。

近年来一批新引进的大院大所，频频进

入福建省委省政府决策者的视野：省政府、福

州市政府与中科院共建海西研究院；省委书

记尤权、省长苏树林率领省委省政府工作检

查组，赴龙岩紫荆创新研究院检查指导……

人们不禁要问，福建省委省政府“大院大

所”战略如何出台，实施成效几何？

打通源头创新，引领新
兴产业技术变革

在全球电机产业竞争中，福建发出了自

己的声音。

针对全省中小电机产品能耗大、制造能

力不高等现状，中科院海西研究院在国际上

首次成功突破了蚌线发动机和蚌线空压机可

靠性、节能和低振动三项核心关键技术。该

成果将在闽东中小电机创新型产业集群产业

化，预计每年新增产值 50 亿元以上……这是

福建引进、共建大院大所带来放大效应的直

接体现。

由于历史和地理位置原因，福建科研力

量相对不足，高层次和科技领军人才缺乏，产

业自主创新能力偏弱等。如何突破薄弱环

节，补齐发展“短板”？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福建省委、省政府顺

时应势，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相继出

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创新体系建设等

政策举措；省科技部门推动出台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和产业化的若干意见、重大科技创新

平台引进和建设资助办法（暂行）等，对凡符

合条件的引进重大研发机构，在福建落地最

高可获 2000万元资助，力度前所未有，在全国

也不多见。

中科院、机科总院、清华大学、奔驰研发

中心等，一批国家级科研院所、国内一流大

学、世界 500 强企业纷纷在闽“排兵布阵”，从

源头上激发创新的活力。

据中科院福建物构所所长曹荣介绍，省科技

厅连续五年每年安排1000万元支持海西研究院

实施科技重大专项，推动该院相继突破一批制约

产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引领新材料、新能源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下转第三版）

跨越发展的“阿基米德支点”
——福建实施“大院大所”战略新闻观察

谢开飞 林祥聪

科技日报北京7月 26日电 （记者陈瑜）
记者 26日从国家海洋局“蛟龙”号陆基保障中

心了解到，“蛟龙”号 27 日将开展今年试验性

应用航次的第八次下潜。

第八次下潜原定 26 日进行，由于作业海

区海况变差，不适合下潜，改为维护检修设备

以及常规调查。

25 日，“蛟龙”号在位于西北太平洋的中

国大洋协会富钴结壳勘探合同区开展了本航

次第七次下潜作业。完成作业后，潜水器在

返回海面时遭遇 5级海况，最终在科考队员们

协力配合下成功安全回收至母船甲板。

26 日与国家海洋局领导视频会议时，航

次现场总指挥刘峰介绍，在已开展的 7次下潜

中，获取多种生物、大小矿物、岩石、沉积物样

品，同时还获得一大批高质量的视频资料，

“蛟龙”号的性能和配套设备更加完善，新一

批潜航员得到了锻炼。

刘峰说，与去年首个试验性应用航次相

比，这次“蛟龙”号任务更为系统、详实。举例

来说，去年对富钴结壳勘探合同区的海山调

查、资源评价、环境研究还比较少，这次更详

尽，此外下潜人员也更加多样化。

据介绍，2012 年“蛟龙”号完成 7000 米级

海试后，计划用三到五年的时间开展试验性应

用，完成从海试向常态化业务运行的过渡。本

航次计划共三个航段约160天。在西北太平洋

的第一航段科考任务之后，计划年底适宜季节

赴西南印度洋中国大洋协会多金属硫化物资

源勘探区开展第二、第三航段作业。

“蛟龙”号今开展试验性应用航次第八潜

科技日报讯 （通讯员马思宇 记

者付毅飞）记者近日从中国航天科工

集团公司二院获悉，该院 706所近日成

功研发出一款新型实验室管理平台，

填补了目前国内在科研型实验室管理

技术领域中的空白。

这款 ST-LIMS 平台旨在推进科

研 型 实 验 室 管 理 方 式 向 集 约 化 、精

细化转变，缩短科研工作实验周期，

降 低 实 验 开 销 ，将 科 研 人 员 从 效 率

低 下 的 重 复 性 劳 动 中 解 放 出 来 ，以

便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关键问题的

解 决 上 ，进 而 实 现 科 研 管 理 工 作 降

本增效。其核心特点是采用了灵活

可配置的工作流为业务操作提供可

视 的 流 水 工 作 方 法 ，实 现 以 科 研 业

务为核心的流程、数据、技术状态等

全 生 命 周 期 管 理 ，以 牵 引 的 方 式 引

导 完 成 项 目 活 动 ，充 分 体 现 了 科 研

工 作 的 过 程 理 念 以 及 管 理 思 想 ，可

充分满足军工及各民企单位对科研

工作管理过程的要求。

此外，该平台拥有可扩展性强、高

开放性与集成性、统计功能完备等多

项特点。使用者可以灵活进行本地化

功能配置，还能通过系统与 Word、Ex-

cel 等办公软件无缝连接，迅速导入使用者的历史工作

数据，并自动生成相关文档，达到降低管理成本、提高

工作效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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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5日，在由天津市青少年科技中心举办的“创新在我身边”青少年调查体验活动中，来自全市各区县的30多名小学生走进天津市建筑工法展示馆，了解天津桥梁
发展的历史以及现代桥梁建设的创新技术，领略家乡的“桥文化”，丰富暑期生活。 新华社发（游思行摄）

“煤制气生产过程水资源消耗

量较大，约需要7吨水/立方米。目

前我国煤制气项目多在西北干旱、

环境敏感区域，将成为水资源和环

境难以承受之重。”日前在北京举

行的“煤制气产业发展利弊”研讨

会上，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

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说。

我国贫油少气富煤，当前城

市大气污染严重，对天然气等较

清洁能源需求量大增。另一方

面，近年来煤炭价格下滑严重，于

是产煤区纷纷上马煤制气项目。

据统计，目前我国约有 50 个

煤制气项目，其中实际建设项目 5

个（部分已投产），正在做前期工

作的 16 个，计划中的 18 个，2013

年新签约的 11 个；预计产业规模

为 2250 亿立方米/年，其中已投

产的 27.05 亿立方米/年，计划建

设项目规模为已投产和建设中规

模的 12 倍；国家能源局初步确定

2020 年煤制气产量目标为 500 亿

立方米/年，而煤制气产业当前计

划总量规模是其 4.5倍。

从项目分布看，所有统计的50

个已有或在建、计划中煤制气项

目，有46个分布在西北地区，即新

疆25个、内蒙古19个、宁夏和甘肃

各 1个。截至今年 6月，全国煤制

气计划产能 2250亿立方米/年中，

有72.4%来自这些有较高风险甚至

极高风险的水资源紧张地区。

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为例，

目前鄂尔多斯市共承接了总计

436 亿立方米/年煤制气项目，这

些项目预计将消耗年 3 亿立方米

的水资源。

“我认为水安全比能源安全

形势更重要、更紧迫。能源是战

略资源，水是生命之源。”李俊峰

强调，从水安全角度来说，煤制气

必然受到巨大的制约。

据清华大学研究显示，以在

内蒙古建设、供应北京替代燃煤

电厂的 40 亿立方米/年的煤制气

项目为例，北京会因此减少 894

万吨的煤炭消费，而内蒙古将增

加约 1203万吨的煤炭消费。

华南理工大学化工与能源学

院院长钱宇表示，煤制气效率仅

55%，是比较低的，有很多能量损失。从国家层面

来说，煤炭消耗量将会大幅增加。

钱宇说，在城市用煤制气供热比直接燃煤供

热，可减少 98%的雾霾污染物排放，降低雾霾效果

显著，但二氧化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直线上升。

李俊峰强调：“煤制天然气对终端消费地区的

能源结构优化和温室气体减排，其实是以一次能源

消费增加为代价。从全局看，这与能源体系低碳化

发展方向是相悖的。”

李俊峰将煤制气与燃煤大、中型锅炉，电磁炉，

汽油小汽车，柴油公交车等能源使用方式，从全生

命周期进行了技术环境指标分析比较发现，煤制气

全生命周期的能源消耗将增加 20%至 110%，水资

源消耗是其他技术的 4—6 倍，二氧化碳排放量比

其他替代技术分别高出 10%—270%；煤制气的优

势仅存在于替代车用燃料，分别可降低 70%的二氧

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

钱宇对此分析表示认同。他也表示，煤制气仅

在机动车燃料上是较好的替代方案。

“从经济和能源的安全性角度出发，煤改气是

不可承受的。”中德可再生能源合作中心执行主

任陶光远说。他建议，为解燃眉之急可发展少量

煤制气。但从长远看，国家应考虑与国际能源体

系接轨，重点发展常规和非常规天然气生产，而

非煤制气。一拥而上发展煤制气，将对我国能源

供应体系建设、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带来不可估

量的负面影响。 （科技日报北京7月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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