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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佘惠敏、通讯员杨保国从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吴恒安教授和王奉超博
士，与诺奖得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安德烈·海姆教
授课题组合作，在石墨烯功能材料研究方面取得
突破性进展，发现氧化石墨烯薄膜具有精密快速
筛选离子的性能。研究成果发表在近日出版的

《科学》上。
研究表明，水环境中的氧化石墨烯薄膜与水

相互作用后，形成约 0.9 纳米宽的毛细通道，允许
直径小于 0.9 纳米的离子或分子快速通过，而直
径大于 0.9 纳米的离子被完全阻隔。这一发现合
理解释了实验结果，也被称为“离子海绵效应”。专
家称，如果通过机械手段进一步压缩薄膜中的毛
细通道尺寸，将能高效率地过滤海水中的盐分。这
意味着制造一个在几分钟内即可将一杯海水淡化
成饮用水的过滤装置已不再是科幻小说场景。

新发现

石墨烯薄膜具有“离子海绵效应”

新应用

旧建筑可望接受被动式节能改造

在清华大学化工系金涌院士、国家化工
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主任胡迁林研究员等专
家给二烷汽油的建议中，有这么几个关键词：
示范工程、工业化、行业标准。这每一个词，都
为爱生泽尔指明了新方向。

其中，“行业标准”更是让刘锦超感慨连
连：“没有标准，良莠不齐统统上，往往会把
一项新技术做成夹生饭，甚至毁了。”

为此，爱生泽尔加快了“标准”步伐。今
年 3 月 4 日，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正式同意协助爱生泽尔开展二烷

汽油相关标准的预研究工作，为后续编制和
出台相关技术标准提供技术依据和工作基
础。从企业标准成为国家标准，再冲刺国际
标准，成为爱生泽尔新的奋斗目标。

更让人鼓舞的是，爱生泽尔还在不断完
善由秸秆生物质合成二甲氧基甲烷的技术路
线——通过秸秆制粒、颗粒气化、合成甲醇，
再高效合成或者一步氧化法将甲醇氧化成二
甲氧基甲烷。这就意味着，草可以直接变汽
油！目前，爱生泽尔主导的我国乃至全世界第
一条工业化“秸秆生物质车用新配方清洁汽

油”产业链基地正在四川彭州市筹建中。
“我们探索的规模化生产秸秆生物质的

产业方式，能够将农村变成能源基地，农
业变成能源产业，农民变成能源工人。”刘
锦超说。

然而，激情澎湃的同时，刘锦超也有一
丝黯然。四川省蓝天工程产业行动中应用二
烷汽油的加油站均为民营。“可能正因为成
都示范加油站既不属于中石油，也不属于中
石化，才有机会进行首批试点。”刘锦超说，

“几大国有石油企业几乎垄断了市场上的加
油站，他们不点头，清洁燃油很难推广。”

一关又一关，创新道路艰难且漫长。今
年年初，爱生泽尔正式更名为深圳涤牌能源

（集团）有限公司。一个“涤”字，包含了更大
的雄心——为城市“洗肺”。崭新的开始，就
此起航。

“ 牛 ”奶 奶 的“ 国 宝 牛 ”
本报记者 佘惠敏

“醚”宫探寻绿色汽油
本报记者 董碧娟

让创新的

民企“出彩”
董碧娟

雾霾，让人们愈发清醒地认识到：能源结构调整刻不容缓。人们也因此对创
新给予了更多期待。能否找到一种可替代石油，可再生的，对空气质量没有太多
破坏的能源？20多年前，在成都的一家化工厂里，早就痴迷于这个挑战的利胜强
挽起了袖筒。直到3年前冬日的一天，他领到了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发明专利证
书。今年初，他的成果通过了科技部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的产业化论证。利

胜强所在的成都爱生泽尔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也从幕后走上了前台。
他们发明的这个能源界新秀名叫二甲氧基甲烷，能有效替代30%的成品汽

油，不但质量等同甚至优于汽油，还能将有毒有害气体排放量下降30%以上，直
接减少PM2.5排放。这个为能源短缺和空气污染难题作出“中国解答”的成果，被
人形象地称为能给城市“洗肺”的汽油。

上世纪 90 年代初，现任爱生泽尔能源
研究所所长的利胜强，被分配到成都的一家
化工厂。受两位高级工程师的熏陶和指导，
利胜强燃烧起了寻找石油替代能源的浓厚
热情。与当时很多人的路子一样，利胜强也
是从甲醇汽油、乙醇汽油做起。可随着研究
和应用的深入，这二者吸水和有毒缺陷，以
及 可 再 生 成 本 高 等 ，让 研 究 一 度 陷 入 了
困局。

“当人们指定甲醇是化石能源时，忘掉
了甲醇原名木醇，首先来源于生物质，它可
以是生物质资源；当人们指责甲醇作为汽油
掺入能源的毒性和水容性时，忘掉了它可以
合成二甲醚之类的醚类物质；当人们在甲
醚、乙醚路线上开发时，忘掉了还有一种完

全以碳氧键醚类异构体。它们有着非常显
著的汽油掺入能源优势。”

在科技部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的
产业化咨询论证会上，爱生泽尔代表在
PPT 上展示的这段话，让许多低头看材料
的院士不由抬起了头。只有利胜强最清
楚，这个清晰的科研脉络是怎样在无数次
失败的煎熬中，在不断摔倒不断重来下厘
清的。

“那时大家都说，你是不是疯了。”2000
年，走出化工厂的利胜强，自己办公司，找研
发基地，一门心思开始他的“醚”宫探险。“这
个过程就像寻找钨丝一样。不断试，不断
找，一年亏个几百万很正常。”利胜强说。直
到 2004 年，他终于走出了这个将很多人困
住的“醚”宫，找到了二甲氧基甲烷。

接下来的 4 年里，利胜强团队马不停蹄
在 57 辆高中低各型车上进行了数十万公里
的使用测试，从原理性、实验性、应用性等方
面进行研究。

测 试 结 果 表 明 ，二 甲 氧 基 甲 烷 可 以
30%的比例混配汽油，在使车辆的平均动力
性增加 3%左右的基础上，燃料消耗率下降
11%(以热值计量)，一氧化碳排放下降 30%
左右，氮氧化物下降 20%左右。这让他们
信心满满地在 2008 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3 年后拿到了发明专利证书。市场更不会
辜负创新，利胜强说，2013 年二烷汽油已有
了 4 亿元的销售额。国外客户壳牌石油如
此评价：油好，动力感好，跑车喜欢加。

20 年 探 索
就像寻找钨丝一样，不断试，不断找，一年亏个几百万很正常

八 方 支 持

事实上，在创新的闯关路上，利胜强
和爱生泽尔并不是独自在战斗。

刘锦超，四川大学教授，四川省新能
源产业促进会会长。与利胜强一样，这位
留洋教授也是石油替代能源的痴迷者，曾
在甲醇汽油、乙醇汽油路上跋涉已久。碰
壁彷徨之际，他闻讯：成都一家民企研制
出了新型清洁汽油。刘锦超第一反应是：
这又是假借旗号胡编乱造吧。可他还是决
定和朋友驱车一探。

到底如何试试便知。他们往汽车里注
了一桶二烷汽油。“动力挺足啊。”朋友惊
喜地说。刘锦超却不作评价。一来二去试
了多次，最后一趟“试验”完成后，刘锦
超确信，自己要有一个新的科研伙伴了。
就这样，四川大学、西华大学科研团队纷
纷加入爱生泽尔。学院派与民企联合所迸
发的力量加速了二甲氧基甲烷的诞生，推
动其研究和试验更趋系统和严谨。

科技部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常

务副秘书长张志勇初来爱生泽尔厂房调
研时，有点惊讶，明明正在生产，却鲜
有黑烟异味。一问得知，二烷汽油生产
是在常温常压下罐体中循环进行，不产
生废液废水废渣。这一点，让常年为我
国新技术产业化四处奔波，曾把多项成
果送上国际标准舞台的张志勇更有了信
心。有了政府机构的牵线搭台，利胜强
和刘锦超团队得以与众多院士专家面对
面交流，获取更多新思路，开展更加清
晰的科学原理研究。

不仅如此，早在多年前，四川省经贸
委就将二烷汽油项目纳入省节约和替代燃
料油研究开发计划。就在去年底，四川省
蓝天工程产业行动又将二烷汽油签约其
中，计划在 10个加油站推广应用。

学院派与民企联合所迸发的力量加速了二甲氧基甲烷的诞生

崭 新 开 始
从企业标准成为国家标准，再冲刺国际标准，成为爱生泽尔新的目标

采访感言

本报讯 爱尔兰近期宣布建成国家大数据分
析研究中心——Insight，旨在开发下一代数据分
析和大数据的技术，具体研究领域包括机器学习、
数据挖掘、数据优化和决策分析以及媒体分析等。

这个中心是爱尔兰科学基金会投入 3800 万
欧元，企业投入 3000 万欧元，由爱尔兰 4 家主要
数据研究机构以及 40 多家世界知名企业共同参
与组建。都柏林城市大学、戈尔韦大学、科克大学、
微软、IBM、惠普、思科等都参与其中。爱尔兰希望
将其建成具有“国际航标”性质的大数据分析研究
中心。 （柯 娟）

本报讯 记者陈力 宋昉报道：呼和浩特铁
路局自主研制的机车防逆电手柄近日获国家实用
新型专利。该项专利可适用于韶山 3 型、4 型、9
型电力机车和东风 8B内燃机车。

该手柄采用机械联锁方式，挂后退挡时需要
将手柄上方的按钮同时按下，方可转到退挡，可有
效避免逆电事故。同时价格低廉，较市面防逆电
装置节省 39200 余元。目前呼铁局共有适用机
车 385台。

新动态

爱尔兰启动大数据计划

新发明

机车防逆电手柄获国家专利

由中航工业航宇救生装备有限公司研制的新

型柔翼无人机人工消雾试验近日在湖北沙市机场

成功完成。这款无人机是一种以冲压翼伞为机翼

提供升力的低速无人机，可以自主起飞、巡航和精

确着陆。图为柔翼无人机在空中喷洒催化剂进行

消雾试验。 新华社记者 郝同前摄

本版编辑 陈建辉

新成果.

新型无人机消雾试验成功

本报讯 “冬免供暖，夏免空调”的节能建筑
和与此相关的技术正在为大家所熟知。目前这类
技术的关键之处在于:一是气密性绝好的外围护，
犹如陕北的土窑洞般冬暖夏凉；二是超级隔热的
门窗系统；三是真正做到了太阳能供暖；四是独具
特色的新风系统，有效地阻止 PM2.5 雾霾及污浊
空气的侵袭。苏州星泽公司在汇总了世界上先进
的被动式节能建筑技术的基础上，自主研发出一
种更加适合我国国情的全新技术，可以对旧建筑
进行被动式节能改造。 （苏 兰）

二烷汽油，这个民企造就的新

事物还算是个幸运儿。它凭借自身

创新优势，借助多方合力，迅速发

展壮大。可在当下，尤其是与传统

行业相关的领域，民营企业这些充

满活力的技术创新主体仍处于相对

弱势地位，很难“出彩”。

这种弱势主要表现在竞争中难

以单靠创新实力说话，市场空间常

被垄断企业挤占。当然，这既与民

营企业本身实力有关，更与创新环

境紧密相连。

要“出彩”首先要修好内功。

二烷汽油的成功正是源于企业自身

执著不懈的创新努力。民企创新，

一定要不怕投入，敢想敢干，耐得

住寂寞、下得了苦功；还要充分发

挥机制活、效率高的优势，勇于借

助各方支持发展壮大自己。最终依

靠创造出的经得起市场考验的产品

和技术，在竞争中挺起脊梁。

要“出彩”还需要完善环境。

这就需要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

境，让辛苦创新的民企能够得到更

多“出彩”的机会，得到更大的彰

显实力的空间；需要通过政策激励

和引导，通过公共创新平台设置，

让民企获得更多稳定支持，获得更

“体贴”的创新服务，为他们的创

新解忧减负。

创新的民营企业要“出彩”，

这是企业自身健康发展的呼唤，是

市场参与主体多元化的要求，更是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一环。只有

让创新的民企“出彩”，中国创新

才能如虎添翼。

董雅娟并不老，却被人尊称为“牛”奶
奶。1964年出生的她有双重身份，是青岛农
业大学教授，又是山东布莱凯特黑牛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她有两头宝贝牛，康康
和双双，分别诞生于 2001 年 11 月 3 日和 6
日，今年 13岁了，体重都在 1600多斤，是我
国首例和第二例健康成活的体细胞克隆牛。

“牛”奶奶董雅娟的创业故事，就从这
两头“国宝牛”开始。

上世纪 80 年代，董雅娟大学毕业后分
配到黑龙江畜牧研究所胚胎生物技术工程
中心做技术员，研究牛的胚胎生物技术。
1996 年后，她赴日本留学，成为山口大学
兽医学博士。学成归来，董雅娟选择了青岛
农业大学的前身莱阳农学院。

在学校新建的动物胚胎工程实验室里，

她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体细胞克隆牛研究上，
获得多项世界领先成果：2001年，康康和双
双降生；2003年，世界首例玻璃化超快速冷
冻保存的体细胞克隆牛超数排卵胚胎移植
犊牛降生；2003年，康康和双双的自体繁殖
后代成功降生，进一步确立了我国体细胞克
隆技术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

“我觉得科研的成功只是第一步，要转
化到老百姓手里，才是真正的成功。”董雅
娟说，“种子改变世界。山东有很多养牛农
户，如果改养高品质肉牛，就能更赚钱。我
希望为我国培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
档肉牛品种，把国产高档牛肉端到老百姓
的餐桌上。这就是我的中国梦！”

为实现这个梦想，2004 年她注册了山
东布莱凯特黑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办企

业和做研究完全不同，创业初期非常艰
难。”董雅娟说，好在艰难的创业路得到家
人的陪伴和支持，丈夫支持她将家里多年
的共同积蓄投入进去。

她在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创建了产学
研一体的基地，主要进行高档肉牛繁育与
产业开发。

黑牛繁育首先要有农民的认可，有人愿
意用自家牛配种养殖。创业初期，资金压力
大，当地农民也不认可。“当时很多人都说我
们俩傻。但是我从来没动摇过，我就说了一
句话，继续干！”董雅娟说，搞创业也需要有
搞科研那样坚持到底不服输的“牛”劲。

董雅娟免费帮农户给牛看病，了解他们
的需求，终于让养殖户愿意尝试为自家黄牛
配种董雅娟推广的克隆牛。2006 年 4 月 7

日，他们培育的我国首例体细胞克隆牛第三
代后代“黑妞”在仁里村农户孙玉俭家中成
功降生。他家降生的这两只小黑牛，被董雅
娟以每头2000元的价格收走。此后，其他农
户纷纷主动上门要求为自家黄牛配种。“让
农民真正享受到科研成果带来的经济效益，
就能获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董雅娟笑道。

2009 年，董雅娟在国内首次培育出高
档优质肉牛新种质——布莱凯特黑牛，通
过国内权威专家的鉴定，其技术达到国内
领先水平，高档牛肉的肉质达到国际 A3
级。之后，“牛”奶奶开始扩大规模和产业化
推进，按照“公司+基地+合作社+养殖户”
的模式，建立了肉牛繁育-育肥-屠宰加
工-销售的产业化链条。

她的科研成果产业化梦想正在实现！
“现在我培育的高档肉牛已经推入市场，直
接带动农户 3 万户，辐射带动 10 万户。这个
当年只有 9 个人和几十头牛的小公司，经
过 10 年努力拼搏，黑牛存栏已达 5.9 万头，
去年销售额达到 1.8 亿元，总资产 6.2 亿
元。”董雅娟说：“如果没有当初的傻劲儿，
就没有今天的牛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