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 18 日，全球首个“石墨烯众创空间”在北

京 启 动 ，这 意 味 着 未 来 两 年 国 内 外 将 会 涌 现 百 家

集石墨烯产品展示、体验、销售、合作于一体的众

创空间，提速石墨烯产业的发展。然而，冷静观察

尚处于“婴儿期”的石墨烯产业，不难发现在产业

链 条 中 滋 生 的 各 种 乱 象 ，亟 待 行 业 尽 快 推 出 标 准

以正本清源。

上游：头脑发热忽视技术门槛

都说石墨烯行业是“蓝海”，谁不想瓢舀一大勺

呢？

在传统的思维定式下，一些投资人马上会想到占

据产业上游，圈石墨产地作为“产业园”，搭建厂房大

批量生产石墨烯。然而，他们忽视了一个极其关键的

要素——技术门槛，因为，尽管石墨烯存在于自然界，

却是难以剥离出的单层结构。

全国纳米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纳米材料分会

秘书长戴石锋介绍说，国际标准化组织定义石墨烯是

一个碳原子单层的结构单元。那么，部分科研人员做

的是结构吗？显然不是，做的是材料。由此，中国《石

墨烯材料的术语、定义及代号》国家标准提出，定义中

还应引入“石墨烯材料”的概念，即石墨烯不仅是石墨

的构建，同时也是石墨烯材料的构建，这就有了多种

形态：一层或多层、氧化或搀杂态，以及片、膜和纳米

带形态。这个提议已得到国际上一定程度的认同。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国际纳米材料领域著名学者

古月文志教授指出：“实际上，研究人员仅得到片状的

石墨烯，几乎什么都做不了，需将这种二维结构的单

层石墨烯片连成网络。这是很有难度的，因为将它们

连在一起超过两层必会再石墨化，失去其独特的性

能。”显然，这需要通过技术手段实现。

由此可见，那些头脑发热“一猛子”扎进石墨烯产

业链上游的人，需持谨慎学习的态度，从石墨烯标准

上弄清它是怎么回事，掂量一下企业自身的综合技术

实力再做定夺。

中游：“皇帝的新装”迟早被拆穿

石墨烯 2010年因诺贝尔物理学奖而一夜成名，很

多人想跟它沾沾边。然而，在行业标准尚未统一之

前，在生产使用产业链中游产品如石墨烯粉体和石墨

烯薄膜方面，出现各种以石墨烯为名的产品，可谓赚

足了眼球。

不久前，不断有企业称生产出“石墨烯电池”成

品，着实令人震惊。然而，剖析其关键技术点，发现所

谓的“石墨烯电池”，有的是掺了石墨烯粉的锂离子电

池或铅酸电池；有的电池正极材料是石墨烯粉浆包覆

的磷酸铁锂，确切应称为“石墨烯基锂离子电池”；有

的在媒体报道中称“秒杀市场大部分锂电池”的石墨

烯电池性能，实际上是让石墨烯在高温电池中起到高

效散热的作用，而非作电池的正负极材料。

更有甚者，个别企业的产品披上“石墨烯”的外

衣，把石墨当作石墨烯来卖；在纺织品中掺入一点所

谓的石墨烯粉制成衣服，对消费者说具有美容养颜的

作用。这给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伤害，然而，因

有石墨烯噱头，不明真相的投资市场关注热度却不降

反增。

早在两年前，英国金融监管机构就发出警告：“无

良的经纪商似乎利用了与石墨烯有关的炒作，拿石墨

烯未来的不确定性引诱消费者投资。”有专家指出，在

行业标准即将出台规范的形势下，“皇帝的新装”迟早

会被拆穿。

下游：抱急功近利心态“活”不长

找到石墨烯大规模应用的“杀手锏”，是投身于石

墨烯行业开拓者梦寐以求的目标。

截至目前，全球 30 多个国家有超过 500 家企业涉

足石墨烯及其应用研究，几乎每周都有关于研发石墨

烯的实验室传出新成果的消息，其中有些成果可能会

在未来惠及世界，但有些恐怕明知是在做无用功，却

以成果之名“讲故事”以套取更多研发资金，让不知情

者将这些“成果”当作现实应用，忽略其距离产业化还

有相当长的距离。

目前，受制于技术瓶颈，石墨烯产业尚未形成完

整成熟的产业链，研发制备企业和下游应用企业脱

节，产品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市场发展不是很健康，甚

至出现造假侵权、鱼目混珠的现象。

对石墨烯专利颇有研究的中科院宁波材料技术

与工程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刘兆平指出，预计未来三到

五年很可能会暴发涉及石墨烯技术的专利诉讼。据

了解，下周深圳烯旺公司将提出石墨烯首个诉讼案。

这是对石墨烯产品中混乱的商标品牌敲响警钟。

戴石锋强调，为了规范这些不良现象，中国石墨

烯产业界提出四个标准化目标：一是做有意义的标

准，以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二是促进典型应用，

围绕表征测量做一些标准，为产业进一步应用提供技

术支撑；三是促进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让产业有

一定集中度，形成有序竞争；四是促进产业标准深度

融合各行各业。

显然，抱以急功近利的心态做产业是“活”不长

的。而制定国家行业标准，并与国际标准接轨融合，

将有助于石墨烯产业正本清源。

（科技日报北京12月21日电）

石墨烯产业须以标准“正本清源”
本报记者 华 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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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12月21日电（记者聂翠蓉）硅纳米

线和人类细胞同处一“室”，竟被细胞“吞噬”！据美国

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光谱》杂志网站近日报道，美

国芝加哥大学研究人员将人体内皮细胞与硅纳米线放

在同一个培养皿中，利用电子显微镜和特制光学成像

工具，首次视频呈现“吞噬”细节。这项发表在《科学进

展》杂志上的新研究，能帮助开发出突破人体屏障的给

药机制，以及对细胞内特定细胞器实施精准电刺激的

生物电疗法。

硅纳米线具有生物兼容性、高导电性以及超细特

性，能绕过人体天然屏障，携带小分子药物直接“喂”给

细胞，且不会造成损伤。但之前一直无法弄清“吞噬”

现象的具体细节，现在芝加哥大学材料科学家田博志

（音译）带领团队首次拍摄到“吞噬”过程，向开发出基

于这一现象的工具迈出了重要一步。

研究团队设计出一种特殊的散射增强相位对比

成像仪（SEPC），结合相位对比和暗场成像技术，能同

时对细胞成分和非生命物质纳米线进行观察。他们

观察了数千次内皮细胞与纳米线的相互作用后发现，

细胞膜能自我折叠后抓取纳米线，再将纳米线包裹在

泡状细胞膜内，整个过程与免疫细胞吞噬细菌的“噬

菌作用”完全相似。纳米线进入细胞后，会在细胞机

器的作用下突然增速，冲破障碍到达细胞核附近储存

起来。

他们还发现，之前能在血管壁形成天然生物屏障

而阻止药物吸收的内皮细胞，这次能吸收 96%的纳米

线，这意味着硅纳米线有望成为潜力巨大的药物载

体。他们准备改造纳米线，让其具有光敏感性，用光来

控制细胞行为。另外，现有电刺激疗法只能对神经系

统等人体较大部位进行治疗，而基于细胞吞噬纳米线

的机制，有望开发出对特定细胞器进行精准电刺激的

生物电疗法。

田博志团队还将对平滑肌、神经和心血管等细胞

进行表面修饰，让这些曾将纳米线“拒之门外”的细胞

也能“吞噬”纳米线。

人类细胞竟能“吞噬”纳米线
有 助 开 发 全 新 给 药 机 制 与 生 物 电 疗 法

人类细胞“吞噬”硅纳米线示意图
研究团队供图

科技日报北京 12 月 21 日
电 （记者房琳琳）提升轻量级自

行车和网球拍强度的碳纤维增

强聚合物（CFRP）材料，因其超

轻超强特性在航空航天工业中

颇受欢迎。现在，英国科研人员

开发了一种碳纳米管功能材料，

能取代传统碳纤维表面被称作

“聚合物浆料”的涂层。

据美国电气与电子工程师

协会《光谱》杂志 21日报道，英国

萨里大学高级技术研究所、布里

斯托尔大学创新与科学高级复

合中心与航空航天公司庞巴迪

公司研究人员合作，开发出的

这种新型聚合物能增强电导率

和热导率，还能将传感器和能

量采集器等小工具直接嵌入到

材料中。

发表在《科学报告》杂志上

的相关文章称，研究人员用化学

气相沉积工艺，在敏感温度的碳

纤维基板上生长出大面积、高质

量的碳纳米管，且不容易降解。

虽然这项工作并非第一次将碳

纳米管纳入聚合物复合材料，但

却是第一次声称能直接取代聚

合物浆料。

领导此项研究的拉维·席尔

瓦说，碳纳米管与碳纤维材料的

结合，不会导致高孔隙率，即使

没有用聚合物浆料，这些碳纳米

管也能确保并改善碳纤维材料

的机械完整性。“这非常了不起，

因为此前认为，没有涂层的碳纤

维很难操作，也很难将之与复合

材料结合。”

据报道，这种碳纳米管改性碳纤维复合材料可

以将小型电子配件纳入其中，它还具有一定的自我

修复能力。

此项研究的知识产权合作方认为，研究团队面临的

下一个挑战是如何将技术扩展到更大规模的生产。席

尔瓦表示，正在考虑这种技术的规模扩大优化方案，希

望在众多不同领域中推进该技术的应用，并与相关领域

的潜在合作伙伴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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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12月 21日电 （记者张梦然）英国

《自然·通讯》杂志 20 日在线发表的两篇神经科学论文

提出，人们能借助听觉皮层的快速动态变化，在嘈杂的

环境中辨认出语句。其中一组人员发现，当词语中的

某些部分被噪音掩盖时，听觉中枢的一个区域能实时

补充缺失的音节。另一项研究表明，在先前接触过这

些语句的情况下，听觉中枢的快速变化能让人们理解

噪音环境下原本完全无法听清的词语和句子。

在嘈杂的房间中专注倾听一场对话的能力，被称

为“鸡尾酒会效应”。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

人员设计了一组只在关键字母或音节有区别的单词

（例如 faster 和 factor），并把关键音节替换成噪音，向 5

位参与者播放。参与者在每次试验后报告听到了什么

词，而他们皮层神经元在听到这些词时的直接活动被

记录下来。结果发现，在颞上听觉皮层，对被噪音打断

单词的神经反应与对原语句的反应非常接近，表明听

觉皮层会实时补充缺失的音节。团队还发现，大脑中

更高级的认知区域的神经活动能在噪音开始前预测被

试者报告的单词。这一结果表明，内部神经状态会对

随后的语言感知造成巨大的影响。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则探究了对语

句的经验是如何快速改变大脑处理语言信号的方式

的。他们让 7 位植入了电极（用于癫痫治疗）的病人

聆听录好的句子，其中一些句子是在噪音环境下录

的，起初无法听清，另一些是清楚的。听嘈杂的句子

时，人们无法理解这些句子，他们的大脑以处理噪音

的方式“对待”这些信号；然而，当他们首先听到清楚

的句子时，听觉皮层会改变活动方式，以增强语言信

号。这种变化又改变了处理噪音刺激的方式，大大增

强了语言信号，使人们得以轻松理解先前无法听清的

句子。

这些新发现表明，人类听觉皮层会针对经验做出

快速变化，并解释了这些过程是如何增强语言感知的。

身 处 嘈 杂 环 境 如 何 谈 笑 风 生

大脑听觉皮层可助增强语言感知
据新华社东京12月20日电（记者华义）北京时

间 20日 19时（东京时间 20时），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

发机构从鹿儿岛县的内之浦宇宙空间观测所成功发

射小型运载火箭“埃普西隆”，将一颗宇宙射线观测卫

星（ERG）送入预定轨道。

这是日本半个月内第 2次发射运载火箭，也是小

型固然燃料火箭“埃普西隆”第 2次发射，这一火箭在

2013年 9月首发。

重约 350 千克的 ERG 卫星是宇宙航空研究开发

机构研发的一颗地球周边宇宙射线观测卫星，用于观

测环绕地球的高能粒子辐射带“范艾伦辐射带”的高

能电子产生原因和过程等。

“埃普西隆”火箭长约 26 米，直径约 2.6 米，总重

约 95 吨，近地轨道和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分别为

1.2吨和 0.59吨。它成本低、发射机动性强，被认为具

有发展成弹道导弹的潜力。

日本发射宇宙射线观测卫星

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 圣诞将至，驯鹿又要拉

着圣诞老人和他载满礼物的雪橇来给人们送上节日的

祝福了。不过，圣诞老人可能要有麻烦了。一个国际

研究团队日前指出，作为气候变化的“副作用”之一，近

年来冬季食物减少导致北极驯鹿的体重“缩水”严重。

英国和挪威研究人员在英国生态学学会的一次

会议上报告说，全球气温上升给北极生物带来广泛影

响，生活在挪威北部斯瓦尔巴群岛的成年驯鹿的平均

体重已从 20 世纪 90 年代的 55 千克下降到 2010 年的

48千克。斯瓦尔巴群岛距离北极点大约 1300公里。

研究人员指出，夏季变暖对驯鹿来说是好事，植物

茂盛，食物来源有充分保证。但是，冬季变暖，雨雪增

加，地面容易结冰，驯鹿的主要食物——地衣往往被埋

在冰下，令驯鹿觅食难度大大增加。由于食物不足，驯

鹿忍饥挨饿，雌性驯鹿产下的幼崽也较为矮小瘦弱。

研究人员还发现，由于夏季食物充足，健康成年雌

性驯鹿更易在秋天受孕。以接受研究的驯鹿群体为

例，其数量就从20世纪90年代的800只增至1400只左

右。驯鹿数量增加，则意味着在食物贫乏的冬季，觅食

竞争将更加激烈，这也间接造成驯鹿体重下降。

气候变化导致北极驯鹿瘦身

据新华社伦敦12月20日电（记者张家伟）英国

爱丁堡大学 20 日发布的研究显示，医生有望通过血

检来预测心脏病风险，从而及早采取预防措施。

心肌损伤后，心肌肌钙蛋白复合物会释放到血液

中，这种物质在血液中含量随后会逐步升高，并保持

较长时间。因此，当一名病患出现心脏病症状时，往

往需要接受相关血检以观察其中肌钙蛋白水平，医生

再根据检测结果诊断患者是否患心脏病。

英国爱丁堡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的研究人员招

募 3000多名胆固醇较高但是没有心脏病史的人接受

血检，观察他们的肌钙蛋白水平变化与心脏病风险的

关系。这些人被随机分为两组，一组每天服用一次降

血脂药普伐他汀，另一组则服用安慰剂。他们发现，

服用普伐他汀可以降低血液中肌钙蛋白水平。而且，

5 年后，被测试者中血液肌钙蛋白水平下降最多的那

些人与肌钙蛋白水平上升最多的那些人相比，患心脏

病几率要低 5倍。

研究人员表示，在推广血检预测心脏病前，医学

界仍需要不同类型患者参与更大规模临床试验来确

认其有效性。

血 检 可 预 测 心 脏 病 风 险

近日，德国首都柏林的波茨坦广场关闭了以往的圣诞集市。在柏林圣诞集市袭击案发生后，柏林多处圣诞集市出于安全考虑被关闭。
新华社记者 单宇琦摄

柏林多处圣诞集市关闭柏林多处圣诞集市关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