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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12月7日电（记者罗晖 张梦然）英

国《自然·通讯》杂志 6 日发表的一项能源研究称，科学

家通过建模表明，太阳能电池板产业很可能已经“还

清”了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中的“欠债”——即

便没有完全“结清债务”，其距离“收支相抵”也已十

分接近。

研究显示，从当下到 2018 年间，太阳能电池板产

业避免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超过这一产业在过去 40

年的发展中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产出的能源也将超

过其消耗量。这项研究认为，太阳能电池板带来了生

产清洁能源的净收益。

吸收太阳光，再将太阳辐射能通过光电效应或

者光化学效应，直接或间接地转换成电能，就是太

阳 能 电 池 板 的 主 要 原 理 。 太 阳 能 电 池 板 产 业 旨 在

实现更为清洁的能源生产，能耗和碳减排能力均比

火 力 发 电 有 较 大 的 优 势 。 但 其 在 生 产 和 铺 设 过 程

中，仍不可避免会消耗能源、排放温室气体。不过，

随着这一产业的发展，太阳能电池板的生产效率正

有所提高。

此 次 ，荷 兰 乌 得 勒 支 大 学 研 究 人 员 威 尔 弗 里

德·范·萨克及其同事，研究了全球太阳能电池板产

业 在 1976 年 至 2014 年 间 的 发 展 情 况 后 发 现 ，每 当

光伏发电装机容量翻倍，生产和部署太阳能电池板

的能源消耗就会下降 12%至 13%左右，温室气体排

放则会下降 17%至 24%（具体取决于电池板使用的

材料）。

研究团队对太阳能电池板产业进行了全生命周期

评估，并将他们的模型与联合国和国际能源署的数据

库进行了比较，同时分析了模型中的不确定因素，最终

得出结论：即使在模型中的最坏情况下，这一产业也将

在 2017 年追平能源消耗，并在 2018 年彻底“还清”温室

气体排放“债务”。

太阳能电池板产业碳排放有望“收支相抵”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霞）
据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日前报道，美国科学家在《天

文学》杂志撰文指出，对迄今

发现的最小但最亮的小行星

2015 TC25进行深入研究，不

仅有助于找到预防其他行星

撞击地球的方法，或许还能更

好地了解太阳系早期的情况。

科学家们于 2015年 10月

首次观察到 2015 TC25 这一

小型近地天体（NEO），直径

仅 6英尺（2米左右）。虽然这

么大的小行星并不罕见，但

2015 TC25有点与众不同：尽

管块头小，却是有史以来发现

的最明亮的 NEO 之一，距离

地球仅 8 万英里，因此研究人

员能更好地研究其细节。

研究人员希望与这颗小

行星有关的发现能向我们提

供更多与其他危险 NEO 有

关的信息。在过去数年，小

行星已慢慢成为科学研究的

“香饽饽”，一方面是为了更

好地保护人类免受其他天体

的袭击；另一方面也能向科

学家提供有关太阳系早期情

况的线索。

研究人员称，2015 TC25

拥有高浓度的反射能力超强

的硅酸盐，因此能反射照在

其 表 面 上 的 60% 的 太 阳 光

——月球反射的太阳光仅为

12%，使其亮度远超同样大小

的流星体；它与众不同的另

一点在于，可能没有类似在

更大的小行星以及月球上发

现的土壤“毯”。

尽管 2015 TC25 不太可能撞击地球，但过去很多

与其大小相当的流星曾袭击过地球。尽管科学家们已

对其中的很多进行了研究，但这是他们首次近距离研究

一颗仍然在轨的此类小行星。他们希望，通过研究并理

解更小的小行星，能更好地对小行星撞击地球做出反

应，比如制定早期预警系统、疏散计划甚至让朝着地球

飞来的小行星转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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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烯的发现者之一、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

得者安德烈·海姆这样描述石墨烯：可被无限拉伸，弯

曲到很大角度不断裂，可抵抗很大压力，同时有非同

寻常的导热性和导电性。由此，石墨烯被公认为“彻

底改变 21 世纪的新材料”，世界各国的科研人员竭尽

所能尝试将其应用于微电子、能源材料、生物医药、航

空航天和环保等领域。石墨烯正在全球掀起一波又

一波颠覆性深层震荡。

震荡一：撼动传统行业标准

石墨烯的一个神奇之处是，虽然理论厚度约 0.3

纳米，却可以达到“零渗透”，几乎可以隔绝水、氧气、

钠离子。再加上石墨烯本身具有憎水憎油性，其片层

结构具有“迷宫”效应，可阻碍水、腐蚀性离子等向金

属基材渗透，进而起到长效防腐作用。

2015年1月3日，涂有石墨烯防腐涂料的第一台海

上风电塔筒在中国如东海域下海，成为世界海洋重防腐

领域的里程碑。底漆重防腐试验时间突破2500小时，超

过美国标准约3倍。可以说，撼动了传统防腐涂料的标

准，以往重防腐体系中的关键指标须含锌粉70%-80%，

而在石墨烯重防腐涂料中，可以用20%的锌（甚至是零）+

1%石墨烯代替。从实际效果来看，添加约5%的石墨烯

粉，可减少使用锌粉50%，省料又环保。后续的石墨烯重

防涂料系列产品将延伸到海洋平台、海洋船舶、油田井下

管柱和输油管线及容器等领域，形成数十亿元的产业链。

不仅如此，石墨烯还在数字电路中展露锋芒。

2014年，IBM 测试世界上第一个多频石墨烯射频接收

器和石墨烯整合电路，性能比上一代提升近万倍。今

年 12 月 ，石 墨 烯 旗 舰 计 划 的 意 大 利 合 作 伙 伴

CNR-ISOF研究表明，可以使用石墨烯生产完全柔性

的近距离无线通讯技术（NFC）天线。

由此可见，石墨烯在撼动着一个个传统行业的标

准，打开崭新而充满希望的应用领域。下一个会是

谁？或许是散热材料、锂电池、超级电容……

震荡二：促制造业转型升级

20世纪 90年代，发达国家纷纷以信息化带动制造

业升级，以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随着被注入传统材

料，以及制备工艺发展，石墨烯也为发展中国家制造

业带来转型升级的机遇。

单层石墨烯具有独特的电子结构和电学、热学、

力学性能，有望成为未来精密信息器件的理想材料。

而在单层氧化石墨烯上直写、裁剪或制备出各种纳米

图形和功能器件，被认为是石墨烯研究领域最具挑战

性的课题之一。

因为这需要采用特殊的操控台，并具有精准工

艺，即便实验室可以做到，要实现大规模制备，则需要

批量纳米级精密设备，如用现有制造业基准下制备的

操作仪器，就如同戴着拳击手套去拿小螺钉，会十分

吃力且低效。这就需要大大升级制造业的精密等级。

石墨烯在复合材料领域可谓大显身手，需求量巨

大。将石墨烯应用于复材可以提高材料的导电率和

强度，同时具有灵活性。将石墨烯复材用于各种工程

材料之中，可促进整体制造业的转型。

北美地区已促使许多石墨烯制造商和大学、研究

机构合作，以扩大和满足石墨烯复材的需求，力求用

石墨烯的发展带动美国制造业，使之成为当地经济增

长的主要推动力。

有中国专家表示，石墨烯产品乃至整个产业的发展，

符合中国当前工业发展的新趋势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

略。石墨烯产品实现工业化量产，一定能推动中国制造业

转型升级，由国际产业分工链条中的中低端迈向中高端。

震荡三：提升政策融合机制

目前，世界很多国家已将石墨烯定为一种战略性

新兴材料，都想在石墨烯发展潮流中跻身前列，而从

国家政策上助力产业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这取决于

政策机制的融通，以及灵活接纳新事物、新理念、新技

术的更替能力。

从国际经验来看，加速提升政策融合机制主要应

在以下几方面发力：首先，顶层设计国家级产业发展

规划，尽早确定石墨烯产业技术路线和产业化路线，

明确产业发展的阶段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资金

来源及政策措施等。

其次，打造健全的上中下游链条，促进产业发展。石

墨烯产业最大瓶颈在于没有形成完整成熟的产业链，研

发制备企业和下游应用企业脱节，市场需求尚未全面打

开。因此，在机制上要确定合理的组织框架，推动材料、

设备、工艺和应用并行发展，协调整个链条发展。

第三，统筹国家层面的资金用在“刀刃”（重点项

目）上，而不是撒胡椒面，什么都投，正如欧盟石墨烯

旗舰计划，先后将上千亿专款投到导电油墨、薄膜技

术、压力传感器等最具潜力的技术研发上。

有“石墨烯之父”之称的安德烈·海姆近期指出，

在学术研究和产业化之间有很大的空缺，政府可在其

中“造桥”，空隙过大时，桥就要足够长。政府投入资

金建起中间的立柱支撑起一座桥，桥的一端是学术研

究，彼岸则是真正的石墨烯产业化。

石墨烯：颠覆性震荡一波又一波
本报记者 华 凌

■中外石墨烯动态

12月7日，希伯莱大学孔子学院举办了“中国人的健康之道”活动，从中医、茶、气功等方面展示中国文化，受到当地人们的欢迎。图为当地学生切磋中国象棋。
本报驻以色列记者 毛黎摄

石墨烯石墨烯（（资料图资料图））

科技日报讯 （记者房琳琳）日前在瑞士卢塞恩举

行的欧洲政府部长级会议上，欧空局成员国同意为

“ExoMars（火星太空生物）”项目提供额外的 3.39 亿欧

元资助，该机构内部也将配套资金 9700 万欧元，总计

4.36亿欧元助其完成第一个火星登陆计划。

尽管欧洲火星试验登陆器“斯基亚帕雷利”10月折

戟，但“ExoMars”项目仍要继续完成第二阶段即 2020年

的发射任务。该阶段任务由欧空局与俄罗斯太空机构

共同执行，原计划 2018年将火星车发射升空，但由于不

断升高的成本，加之测试着陆器的失败，该计划的未来

前景因此摇摆不定。

欧空局局长扬·沃纳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此

次增资“不会损害”欧空局的总体科学预算。

上周，该机构确认，传感器系统错误导致计算失

误，让登陆器过早抛掉降落伞，从距离火星 3.7 公里处

坠毁于其地面。欧空局希望从“斯基亚帕雷利”试验登

陆器的坠毁事故中吸取经验。

欧空局人类空间探索与机器人探索部部长大卫·帕

克说，第二阶段任务将向火星发射俄制着陆平台和欧空

局研制的火星车，核心任务是利用火星车携带的钻探工

具和仪器对火星土壤进行钻孔分析。科学家们相信，在

数米厚的火星土壤层下可能会发现有机生命体存在的

痕迹。

早在 2003年 6月 2日，欧空局就发射了其火星探测

历史上第一个探测器“火星快车”。“火星快车”由俄罗

斯“联盟-FG”号运载火箭在哈萨克斯坦拜克努尔卫星

发射场发射升空，携带一个轨道器和一辆由英国制造

的“猎兔犬 2”号火星车。最终轨道器获得成功，但遗憾

的是，“猎兔犬 2”号着陆后第 6 天就不知去向，直到

2015年 1月才被找到。

如果 2020 年第二阶段任务成功，将是欧洲或俄罗

斯的火星着陆器第一次在火星表面运行。

“火星太空生物”项目获增资
据新华社华盛顿12月 6日电 （记者林小春）在许

多年轻人喜欢的“跑酷”运动中，跳起来后蹬墙从而跳得

更高是一个很潇洒的动作。现在一种新型机器人也会

这个“跑酷”动作，由于跳跃敏捷，它有望用于执行地震

或建筑倒塌等情况下的救援任务。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邓肯·霍尔丹等

人在美国《科学》杂志子刊《科学－机器人》刚刚出版的创

刊号上报告说，这款名为“萨尔托”的小型机器人重 100

克，身体全部展开高26厘米，垂直起跳高度超过1米。

霍尔丹等人在电话记者会上介绍说，他们从生

活 在 非 洲 的 一 种 叫 夜 猴 的 小 型 灵 长 类 动 物 获 得 灵

感，夜猴能跳到 1.74 米的高度，用时 0.74 秒，是已知

垂直起跳敏捷性最强的动物。夜猴在起跳前采取蹲

伏姿态，把能量储存在腿腱里，所以能跳到仅靠肌肉

所达不到的高度。

研究人员模仿夜猴的起跳方式，设计出采用起跳开

始时部分能量存储于弹簧以供后半程释放的单腿起跳

机制，并由马达驱动的“萨尔托”机器人。

测试显示，“萨尔托”能垂直起跳至 1 米的高度，用

时 0.58秒。霍尔丹说，虽然“萨尔托”的弹跳能力还不能

与夜猴相媲美，但比其他任何一款机器人的垂直起跳敏

捷性都要高。

新型机器人也会蹬墙“跑酷”

据新华社伦敦12月 6日电 （记者张家伟）英国癌

症研究会 6日发布了一款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应用，可帮

助医生快速判断肺结节是不是肺癌，从而制定进一步的

检查和治疗方案。

肺结节是肺内发生的圆形或类圆形的异常病变组

织，可以是疤痕、炎症、良性肿瘤或恶性肿瘤。目前，医生

主要依靠电脑断层扫描以及患者的过往医疗记录来判断

肺结节的严重程度，但这个过程相对花费时间较长，并且

容易让病情不重的患者接受不必要的额外检测。

英国癌症研究会为此与英国胸科医学会合作开发了

这款能够在苹果移动操作系统 iOS上运行的专业应用，

包括在苹果手机和苹果平板电脑上运行。其中含有相关

专业指引数据，以及一个疾病风险和发展评估计算器。

据英国癌症研究会介绍，这款应用能使医生的决策

更加直观，帮助他们快速判断肺结节患者的情况是否严

重，是否需要进一步检测来确认肺部有无发生癌变。下

一步他们还会开发适配谷歌移动操作系统安卓的相关

应用。

新应用可快速分析肺癌风险

图片来自网络图片来自网络

（上接第一版）
“对中医药种植和加工来说，门槛并不太高，这就意

味着只要有利可图，道地药材便可以异地‘开花’。更关

键的是，异地种植的药材，虽然药效差别很大，但表面上

差不多。这就给‘劣币’提供了驱逐‘良币’的空间。”

田景振认为，“只要条件合适，我们不反对异地种

植，但一定要有规划，不能盲目跟风。”他建议，药材作为

一种特殊商品，可以尝试专营、专管的方式来种植。

GAP有规范无配套，老实人吃了亏

中医诊病的基本方法望、闻、问、切是战国时期济南

名医扁鹊发明的，但最近他的故乡——济南市马山镇却

遭遇了烦恼。

得益于山东中医药大学的技术和环球医药集团的

财力支持，马山镇建立了中药材种植科技示范园，并应

用现代农业知识，科学规范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直至

成为中药材 GAP种植基地。（在中药领域，GAP指代“中

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但这个镇的烦恼是：中药材 GAP种植成本高，而国

家却并没有给予优质优价的政策，这也意味着自己会因

为成本高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这一点，和中药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南方中医药从业

者李明焱感同身受：比如“浙八味”中的麦冬，浙江的品

种只能三年一采，产量低，价格高，临床疗效好。但在湖

北、四川等地种植的麦冬，产量高、价格低。浙江的麦冬

效果最好，在市场上却不具有竞争力，这直接导致浙江

种植麦冬的药农越来越少。

田景振认为，GAP种植没有相应的配套政策，优质不

能优价，这导致虽然一些中药公司建有中药材GAP生产

基地，但部分基地流于形式，采购的仍是基地周边的药材。

“不能让中药材的质量变差，毁了中医药事业。”尽管

中药材质量遭遇质疑，田景振相信这是发展中的问题。

最近，他所在的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和“中药”两

个学科刚刚被纳入国家一流学科，“五年内，每个学科将

得到 1 亿元支持”；该校的中医专业群和中药专业群也

得到山东省 2000 万的支持。而利用这些帮助，他们正

在山东省布局八个基地，试图改变“GAP 有规范无配

套，老实人吃亏的现实。”

“《中医药法》有望出台，将从制度上促进这些问题

的解决。”田景振说。 （科技日报济南12月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