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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最新报告，2020年，尽管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全球巨大的人员和经济损失，但国际
专利申请量仍继续增长，并创历史新高。其中，中国申
请量同比增长16.1%，继续保持国际专利申请量最多国
家的好成绩。

●日前，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世界听力报告》。该报
告显示，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 15亿人，其中4.3亿人
有中度或以上程度的听力损失。到2050年，预计四分
之一的人有听力问题，近25亿人将患有某种程度的听
力损失，其中至少7亿人将需要康复服务。

●英国《自然·地球科学》杂志近日发表的一项最新
研究首度表明，大气氧含量在宜居星球并非永远不变。
该研究指出，地球的富氧大气将在约十亿年后回到一种
贫氧、富甲烷的状态。这一结论对人类在其他类地行星
上寻找生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2020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量子信息科学、柔性电子学、
密码科学与技术等37个新专业被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目录。

●不久前开幕的 2021世界移动通信大会（MWC）
上，5G毫米波的应用成为焦点。据了解，5G新基建下
半场的“主角”——毫米波将全面赋能2022年北京冬奥
会，观众头戴5G+VR眼镜，宅在家里就能身临其境地体
验冰雪世界的神奇魅力。 （本报综合媒体报道）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寒武纪大爆发研究团队，最近在山东潍
坊发现一种约5亿年前的奇特虫子。这
种远古虫子头部轮廓形似一对兔耳朵，
科学家将其命名为“耳形范特西虫”。

据介绍，此次发现的耳形范特西虫
是远古节肢动物三叶虫的一种。在 5
亿年前的寒武纪，三叶虫是当之无愧
的“海洋霸主”，它们的身体表面长着

坚固的甲壳，好像身穿盔甲的武士。
从5.2亿年前出现，到2.5亿年前灭绝，
三叶虫在地球上生存了约2.7亿年，可
见生命力之顽强。

新发现的耳形范特西虫体长约4厘
米，长相奇特。它的头部狭长，长度接近
身体总长的一半。头壳前端两侧向前延
伸，中间则有一个明显的凹口，这使得它
的头壳形状，特别像一对兔子耳朵。

“这样怪长相的虫，我们还是第一
次见到。它们长出这样奇特的头部，
有可能是为了迷惑天敌，也有可能是
出于捕食需要。”领导此项研究的中科
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赵方
臣说。

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古生物学
国际期刊《波兰古生物学报》上。

（据新华社电）

微型菇房

河北省滦平县付营子镇“微型菇房”的工作人员忙着采收、分拣双孢菇，供应各地
市场。近年来，滦平县立足食用菌产业基础，通过与当地农业企业合作研发，打造具有
占地面积小、可智能化管控等特点的“微型菇房”，采取统一提供培养基料、技术培训指
导、收购产品、加工销售的企业农户联营模式，发展食用菌产业，让农户实现家门口就
近就业，增收致富。 据新华社电

智能装备

参观者在观看一款智慧实验室教学设备。不久前，宁夏“互联网+教育”装备
博览会在银川市开幕，来自全国的 163家智慧教育企业带来各类智慧教育展品，
展示内容涵盖智慧教育装备、智慧校园建设领域最新科技成果及产品，吸引众多
教育界人士前来观摩、采购。 据新华社电

3月 4日，国家航天局发布3幅由我国首次火星探
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拍摄的高清火星影像图，包括2
幅全色图像和1幅彩色图像。

全色图像由高分辨率相机在距离火星表面约330
千米-350千米高度拍摄，分辨率约0.7米，成像区域内
火星表面小型环形坑、山脊、沙丘等地貌清晰可见，据测
算，图中最大撞击坑的直径约620米。彩色图像由中分
辨率相机拍摄，画面为火星北极区域。

2月26日起，天问一号在停泊轨道开展科学探测，
环绕器高分辨率相机、中分辨率相机、矿物光谱仪等科
学载荷陆续开机，获取科学数据。环绕器上的高分辨率
相机配置两种成像探测器，能够实现线阵推扫和面阵成
像，对重点区域地形地貌开展精细观测。中分辨率相机
具备自动曝光和遥控调节曝光功能，能够绘制火星全球
遥感影像图，进行火星地形地貌及其变化的探测。

（本报综合媒体报道）

酷！天问一号拍回
火星高清照

医用材料是一种高附加值材料，目前市场上的高端
医用材料大多还依赖进口。近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俞
书宏院士团队基于“藕断丝连”这一自然现象，深入探究
了莲丝纤维的微观结构与力学性能，并受此启发研制出
一种可用于手术缝线的新材料。

以细菌纤维素水凝胶为原料，俞书宏院士团队加工
出一种具有仿莲丝微米螺旋结构的水凝胶纤维。经检
验，这种新材料兼具较高的强度和韧性，同时具有优异
的亲水性和生物相容性。此外，仿生螺旋结构还赋予了
该材料与人体皮肤相近的弹性模量，在伤口处受力变形
时可有效缓冲并吸收能量，与人体组织实现同步形变，
从而避免割伤伤口造成二次伤害。

相对于传统的棉线或聚合物线，这种水凝胶纤维缝
线具有高生物相容性、高含水量、低刺激性和低摩擦阻
力等特点，在保护受损组织、促进伤口愈合以及减少不
良反应方面都有优势，有望成为下一代新型高端手术缝
线。

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纳米快报》近日发表了这项研
究成果。 （据新华社电）

“藕断丝连”启发出的
手术缝线材料

走向深空

5亿年前的怪虫子长着“兔耳朵”

□本报记者 白莲

在含有血清等液体的容器中加入肿
瘤标记物，稀土金属有机框架（Ln-
MOFs）制成的荧光材料逐渐由红色变成
淡蓝色，刘志亮教授研究团队正在做一项
基于荧光信号变化的化学传感材料开发
的科学实验，该实验有望对肿瘤临床检测
应用提供参考辅助。

“我们聚焦稀土元素在医学领域中的
应用，开展创新性研究工作。课题组经过
十多年的艰苦攻关，设计合成了系列稀土
配合物及配位聚合物，开发出用于医学磁
共振成像、靶向载药、生物标志物荧光传
感等极具应用价值的新型稀土功能材料，
在肿瘤治疗、多种疾病快速诊断等方面展
示了广泛的应用前景。”刘志亮教授说。

这是自治区稀土材料化学与物理重
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在稀土材料
领域不断创新的缩影。实验室成立20年
来，紧密结合自治区经济建设发展的需
要，瞄准学科发展前沿，在长期的科研实
践中形成了稀土催化材料、环境材料、配
合物功能材料、发光材料四个研究方向，
以科技创新助力稀土产业向绿色化、智能
化和高端化发展。

白手起家，始于一台设备的自主研发

寻找稀土新材料，拓宽稀土新应用，
是实验室成立的初衷。

稀土是自治区的重要战略资源，有
“工业维生素”的美誉。然而，一直以来，
轻稀土产能过剩、产品档次不高成为瓶
颈，高端产品的研发，成为我区资源优势
转变成经济优势发展的重点领域。

轻稀土在能源催化领域中的应用，是
自治区稀土产业发展亟需解决的重大科
学问题之一。由于缺乏稀土催化理论及
高效、价廉的稀土催化剂的系统研究，稀
土催化材料在自治区能源催化优势领域
的工业化应用为空白。

“实验室成立初期，正值我区煤化工
领域起步时期，当时煤化工催化剂及工艺
基本由国外控制，转让成本高且全部技术
受制于人，从国家安全的战略角度考虑，
必须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催化剂及
工艺。”稀土催化材料研究与开发领军人
才、实验室主任苏海全教授说。

2003年，苏海全教授从国外学成归
来，来到内蒙古大学化工学院，开启了将
稀土催化材料用于煤化工领域的新征程。

实验室成立初期，一切摸着石头过
河，困难接踵而来：缺人手，少经费，首要
的是要攻克设备难关。

做催化剂科研实验，相关的评价设备
必不可少，然而当时国内仅有的1家科研
院所相关设备并不对外开放，这让苏海全
犯了难。

苏教授决心自主研发，他带领几位师
生翻阅大量相关书籍，认真向同行和前辈
请教。1年半后，实验室也是内蒙古第一
台“合成气制液体燃料单通道反应系统”
成功研发并开始运行。

随着实验室规模逐渐扩大，苏教授又
升级研发了12通道反应系统。“这套设备
仅开关就差不多有200个，构造非常精细，
能同时满足不同催化剂的评价。可以说，
我们是一边研究探索，一边根据需求自主
设计设备，苦和累都有，但更多的是乐在其
中的成就感。”苏教授乐呵呵地对记者说。

接下来是学科领域的难关。苏教授
学的是稀土发光专业，然而，在煤化工领
域开展稀土催化研究，对他而言是一个全
新的领域，充满未知和挑战。作为化学专
业出身的学者，苏海全始终强调基础研究
的重要性，他常常教育学生们做科研要沉
下心来，坐得住冷板凳，只有基础研究取
得突破，才能解决实际应用难题。

经过数年探索，苏海全带领科研团队
解决了催化剂设计中稀土与过渡金属双
活性位的构筑及对原料转化率和产品选
择性的调控问题，设计出合成气制低碳醇
高效稀土催化剂及其运行工艺，进一步提

升了催化剂的转化率、选择性和运行稳定
性，形成成熟工艺包，为稀土催化剂在能
源催化领域的应用与产业化奠定了基础。

2019年，基础科学研究成果开始走
出实验室，目前正在向中试推进。把实验
室的绿色工艺和技术转移到工业生产，将
引领自治区煤化工产业的发展，开拓轻稀
土的应用领域。

创新为魂，寻找稀土应用的更多可能

废水、废气、有毒物质，让人闻之色
变，现在，科研工作者开发的先进稀土环
境材料，魔法般地为环境治理铺就一碧千
里的新底色。

王晓晶教授带领的稀土环境材料团
队以动物废弃羽毛为原始材料，添加稀土
氧化物及稀土共生矿物铌钽化合物等助
剂，研发出可太阳光再生的光催化剂/羽
毛活性炭复合材料，将制备的材料应用于
高浓度药物残留的制药废水的净化处理，
在成本、可见光响应、净化处理能力、再循
环利用等综合性能提升方面均取得突破。

团队在稀土环境材料基础理论研究
领域不断取得突破性成绩，在国内外形成
了一定的影响力。王晓晶教授认为，科学
研究绝不应止步于“发论文”，更重要的是
迈出从科学到应用这一步，将这些理论发
展成共性技术，应用到环境治理中。

致力于内蒙古稀土生产企业生态保
护以及环境风险防范，基于非周期化学、
有序结构、表面缺陷调控等催化剂设计的
新方法和新思路，团队已研制开发了多种
稳定性好、易于回收、不会造成二次污染
的稀土环境材料，可推广应用于清除工业
废水、地下水、饮用水等水体环境中低浓
度、高毒性的重金属离子、无机及有机污
染物，而且还可应用于甲醛、苯等大气有
机污染物的净化处理。这些研究，对内蒙
古稀土资源高值化利用以及有效应对水、
大气环境污染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最丰富的稀土
资源，呼唤最高效的产业应用。

“培育内蒙古稀土产业新优势，为稀土
产业提供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知识储备
和科技支撑，让优势特色资源高值化利用，
为提高自治区在稀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
话语权夯实基础……”实验室发展宏图已
绘制——用绿色铺就化工新底色，让“稀
土+”成为自治区生态发展的亮丽特色。

在苏海全的眼里，凝聚、稳定人才队
伍，培养学术带头人，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和水平，是实验室的重要职责。实验室利
用有限的资金，合理调度和安排，努力创
造良好的科学环境和实验条件，不断培养
和吸引青年博士，壮大科研队伍。经过建
设，人才汇聚效应逐渐显现，高水平创新
团队逐渐涌现。

目前，实验室从事科研的固定人员共
有16人，全部具有博士学位，其中国务院
特殊津贴获得者2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
人才支持计划人选1人，自治区草原英才
5人，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青年科技英
才支持计划入选1人。

“做实验尤其是精细的化工实验，要
的是严谨和认真的学术态度。实验室历
来有‘帮扶带’的传统，对于刚刚起步的年
轻人，在关键时刻会给予支持，帮助他们
坚定献身科研的决心。”苏海全教授期待，
实验室提供的平台，能够让学生们在稀土
材料领域开创一片新天地。

（配图均由胡红波摄）

自治区稀土材料化学与物理重点实验室——

探寻“稀土+”的百变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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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正在操作催化剂评价
实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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