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 新 2014年5月26日2014年5月26日 星期一 15

探寻“转化”的过程之美
本报记者 刘松柏

一条约 1.5米长，1米宽的“大鱼”，敏捷
地游向水面漂浮的垃圾，张开大嘴一口将
垃圾吞进肚里，水面立现洁净，看得人心生
痛快。

这一幕在 4 年前还只是“80 后”张云飞
脑中的一个构想。可现在，这条大鱼般的智
能无人船已是他创立的珠海云洲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新近推出的创新产品，正在苏州
投入使用。

4 年时间里，张云飞团队研制出了多款
式全自动采样、应急监测、海洋探测等功能
的无人船和测量遥控船，云洲公司也成了世
界首家水质监测无人船的研发厂商及我国
目前唯一的无人船产品研发生产的供应商。

4 年前，香港科技大学里，当了多年模
型迷，曾获深圳航模大赛冠军的在读博士

张云飞按捺不住了。他极其渴望让这些独
具趣味的模型走入市场发挥更大用处。他
将目光首先锁定在了水质监测。象牙塔里
的判断究竟能否跟实际对位呢？于是，北
京、云南、福建、四川⋯⋯张云飞带着创业
伙伴，也是他的同窗们，马不停蹄奔赴多地
的水质监测站一探究竟。

不问不知道，原来大部分的水质监测
站都采用传统的人工划船打水方式，效率
低且耗费人力。此外，在线监测用的浮筒价
格高达上百万，还需要在水面不同位置放
置，成本之高显而易见。而无人船的特性恰
能一举解决这两个问题。

设想和实际的吻合让张云飞热血澎
湃。他带着创业团队来到了珠海高新区南
方软件园，决定让他们的无人船在此起航。

3 年多时间里，几个年轻小伙专注地在园区
内小湖边测试无人船的身影常常引来路人
好奇的目光。

张云飞深知，创新创业绝不能单打独
斗使蛮力。云洲需要借助一个平台进一步
积蓄创新能量，需要得到更多的认可和机
遇。就在此时，第二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的
举办消息传来了。用张云飞自己的话说就
是，“有一种找到组织的感觉”。

在近半年的比赛中，张云飞团队一边
过关斩将，一边从大赛提供的全程创业培
训中汲取营养。成功不会辜负挥汗如雨的
人们。云洲团队终于在决赛以 94.6 分的最
高分，赢得了“企业初创组第一名”。

“这不仅仅是比赛，而是一个很大的平
台和桥梁，囊括了政府和地方主管部门、孵

化器、投资机构、银行、媒体等科技型企业
在创业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全方位要素。”
张云飞感慨地说。借助这一目前我国最高
规格的创新创业赛事，云洲顺利完成了一
轮融资，引入投资 1800万元。

这个活力四射的创业团队在短短 4 年
时间里制订了我国第一个无人船相关企业
技术标准，手握 23 项专利。他们的无人船
在昆明滇池蓝藻突发、广西贺江镉铊污染
等事件中，通过快速准确地采集一手信息，
为应急处理立下汗马功劳。

“目前，珠海市高新区批了一块靠近海
的地给我们，7000 多平方米，我们就能更
好地做研发了。”张云飞满心欢喜。

做无人船行业领航者——云洲无人船
承载着这样一个巨人般的梦想，再次起航了。

与大多数人印象中的实验室差

不多，生化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里

也布满着形形色色的瓶瓶罐罐和实

验仪器。尽管看起来和别的实验室

没什么两样，但当你真正走进这个

实验室时，一股新风扑面而来。

这里开展的研究领域是新的。

随着石油和其他矿产资源的枯竭和

环境污染的加剧，传统的石油、化

工、冶金等行业面临巨大的压力。

人们对于以可再生资源为原料，生

产能源、材料、化学品给予了很大

关注和支持，用生物方法取代高耗

能、高污染的传统工业工程成为发

展趋势，也是实验室的追求。

这里面临的挑战也是新的。生

物过程不同于传统的化工过程，细

胞、蛋白质或酶的活性制约着生物

过程的效率、稳定性和成本，需要

研究工业环境下细胞、蛋白质或酶

的失活规律和抗失活的对策，发展

新型过程工程。

在新的领域和挑战面前，一批

中青年科研工作者奋发昂扬，冲刺

在科研第一线。他们的执着和进取

让来访者为之动容。齐峰博士是

2010 级硕博连读生，4 年来把大部

分时间留在了实验室。“科研并没

有一般人想象得枯燥乏味，实验成

功带来的乐趣是没有这种经历的人

难以体味的。”正是有如此孜孜以

求的科研工作者，实验室才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近五年实验室共发表

学术论文 450 余篇，获得专利授权

219 项，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

15项。

追求的脚步从未停止。生化工

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马光辉表

示，实验室将继续开拓新的过程放

大和产业化技术，解决现有生物技

术产业化面临的科学和工程技术难

题，开发生物技术新产品、新工

艺，实现优质、高产、低耗和环境

友好过程，为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作出更多贡献。

无人船上的巨人梦
本报记者 董碧娟

在大卖场或者建材城，各式各

样的商品琳琅满目，吃的食品药

品，穿的衣服鞋帽，用的日用化妆

品以及出行用的车辆燃油⋯⋯只

要支付相应的价钱，就能得到物质

丰裕带来的享受。消费者往往视

一切理所当然，却很少去考虑，生

产这些商品的原料是什么，又是如

何生产的，中间要经历怎样的转化

过程？中科院生化工程国家重点

实验室就是研究“转化”的国字号

科研机构。近日记者走访了这家

国家重点实验室，探寻其“转化”的

过程之美。

实验室速写

生化工程

国家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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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秸秆到燃料乙醇，从矿石到各种制
品，从原油到汽油及化工产品，当我们随心
所欲地购买使用这些产品时，切身体验到了
从原料到产品转化的神奇和美妙。

马光辉说，实验室就是研究以各种可利
用资源，特别是生物质类可再生资源为原
料，经过生化反应、分离和剂型三个过程，最
终转化成为燃料、化学品、材料、药品、食品
和其他日用品。

但转化的过程其实非常复杂。以生化反
应为例，以生物酶为催化剂的生物加工过程
具有反应条件温和、选择性高、效率高和能耗
低的特点和突出优势，被认为是解决日益严

重的环境污染、资源、能源短缺等问题的最佳
策略。“但必须突破一些关键难点。”专门从事
酶工程研究的生化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助理、副研究员张松平说。这些难点表现在，
一是酶的价格比较昂贵，通常几毫克需要几
千元钱，同时这些酶在体外应用环境中，非常
容易失去活性，而且不便重复回收使用。二是
生物催化过程应用中需要多个步骤才能完
成，如何把催化每一个步骤的酶有效组合起
来使其协同发挥作用？“实验室通过大量研
究，设计和制备出了一些纳米尺度的材料，例
如纳米颗粒、纳米纤维作为固定化酶的载体，
并对其结构和表面性质进行调控，为酶提供

了更加适宜的微环境。”张松平说。
反应完成之后，杂质与产物的分离也是

一个很大难点。“膜特别是适合生物分离，可
以在常温下操作，而且容易放大，但高性能
膜还是靠国外进口。”生化工程国家重点实
验室副主任万印华说。

在万印华主持下，实验室开发了一系
列高性能分离膜，应用于生物、医药、海水
淡化等行业。特别是氟材料加工过程中的
废水处理已经产业化，有效降低了持久性
污染物，形成效益达 1 个亿。

如何在分离过程中保持蛋白质和疫苗的
活性，这是我国生物医药发展的一个瓶颈。实
验室在苏志国研究员的主持下，通过研究层
析介质和微环境，成功解决了这一难题。技术
在多种生物大分子生产中获得应用。

实验室在反应、分离、剂型等三大基础
研究领域的一系列突破，奠定了生化转化的
技术基础，推动了生化产业的不断发展。

生化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所在的生化工
程科研楼楼高六层，每层楼道两侧的墙壁上
都挂有展板，展板上写着各课题组、各团队承
担的科研项目，如生物制药工程、酶工程、生
物能源工程、新型膜分离装备研制等等。

生物质炼制课题组组长是生化工程国家
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陈洪章，他领衔的团队在
关键共性技术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取得了系列
成果。其中，与山东泽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合作建成的秸秆燃料乙醇清洁示范工程实现
年产乙醇 3000吨，联产木糖醇 200吨以及有
机肥 3000 吨，大大提升了我国生物质能源
的工程技术水平。

从农业废弃物到燃料乙醇，是实验室在
“转化”之路上写下的精彩一笔。精彩的背后
是课题组全体科研人员的不懈追求。

其实，秸秆转化为燃料乙醇，并不容易，
既要过技术关，还要过经济关。陈洪章说，
纤维燃料乙醇生产迟迟不能走出低谷，主要
在于传统方法只强调单一纤维素组分的利
用，既造成环境污染，又造成资源浪费；套用
传统技术导致原料预处理费用高，纤维素酶
用量大、转化效率低，大大提高了乙醇生产
成本。

“发展新一代生物质产业，需要考虑到生
物质原料多组分、多功能、结构复杂的特点，

不能单纯地进行化学、生物分解。”基于这样
的认识，陈洪章领衔的课题组首次针对生物
质原料在化学成分、结构组成、酶解及发酵性
能上的不均一性，提出了选择性组分拆分—
分层多级炼制的理论和技术体系。2010 年，
30 万吨/年秸秆炼制线投产，成功实现了秸
秆组分高值化、全利用的目标。

我国是农业大国，每年有农作物秸秆约
7 亿吨，甘蔗渣 400 多万吨，森林采伐加工纤
维类剩余物 1000 多万吨，这都可以成为生
物基产品的主要原料。陈洪章称：“鉴于我国
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和世界性能源危机的严
峻形势，发展纤维素资源转化利用技术，开发
生物基能源、化学品和材料将对我国的资源
安全问题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面向国家能源、资源、医药等重大需求，
从实际应用中提炼生化工程科学问题，突破产
业化过程的技术瓶颈，这是实验室的根本定
位。”生化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马光辉说。

满足国家重大需求

在实验室楼道展板上，一系列科研成果
豁然入目。

2009 年，由马光辉主持完成的尺寸均
一、可控的乳液、微球和微囊的制备技术获国
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同一年，由陈洪章主持
完成的真菌杀虫剂产业化及森林害虫持续控
制技术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012 年，由陈洪章、李佐虎研究员发明
的气相双动态固态发酵技术及其发酵装置获
得第十四届中国专利金奖。

是什么造就了实验室的成就斐然，答案
是源于团队和合作的力量。

2013 年，实验室的王岚博士从候选者中
脱颖而出，荣获首届“闵恩泽能源化工奖”青
年进步奖。翻看青年进步奖提名书不难发现，
王岚自 2004 年攻读硕士学位以来一直从事
生物质半纤维素降解与发酵丁醇的研究，是
团队合作让她逐渐成长为该领域青年科研人
员中的佼佼者。王岚自己也说：“我取得的成
绩离不开团队其他成员的无私帮助，离不开
实验室为青年职工搭建的成长成才平台。”

张松平对此深有感触地说，通过团队合
作，成长得更快一些。“我一直是做酶的，生物
催化工程在国内发展比较慢，通过与苏志国

主持的疫苗大分子项目合作，共同承担一些
课题，对我更好地与企业接触，了解企业想法
和合作方的想法，大有裨益。”

同时，实验室注重青年科研骨干和研究
生的综合素质的培养，尤其注重创新精神和
创新能力培养，通过青年基金、科技创新专项
等方式充分发挥他们在科技创新和实验室建
设中的生力军作用；通过学术沙龙、科研论坛
和与国外科研机构合作等多种方式不断提高
青年人才的创新能力。近 5 年来，实验室接待
进行短期培训和客座研究的人员超过 1000
人，出国参与科研项目的研究生和青年人才
共计 160 余人次。同时，在实验室的支持下，
研究生在多个创业大赛和国际学术会议上获
得了优异成绩。

人才兴，则科技兴。如今，实验室建设起
了一支年轻、高水平的学术队伍，这支队伍让
实验室在生化转化的道路上奋马扬鞭。

源于合作的力量

突破产业化瓶颈

本报讯 记者董碧娟报道：湖北追日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日前推出国际领先的新一代光伏逆变
器——RB系列逆阻型三电平光伏逆变器，可有效
提高光伏电站收益，降低光伏电站运行风险，将我
国光伏逆变技术再次推向新高度。

据介绍，追日电气的 RB 系列逆阻型三电平
光伏逆变器充分利用其低开关电压、多电平的特
点，获得高达 98.9%转换效率，从而有效提高光伏
电站收益，降低光伏电站运行的风险。同时，该新
型产品采用多路 MPPT 技术（＞99.9%），可最大
化输出功率；多机之间载波自动同步，抑制高频环
流；支持多机直接并联；模块化设计，维护更便利；
温升低，使用寿命更长。光伏逆变器是光伏电站
的关键设备，具有提高光伏组件和光伏发电系统
效率的最大潜力，因而也是全世界光伏企业争相
研发的高端技术。目前市场上应用的光伏逆变器
基本均采用二电平拓扑结构。

新动态

美开造新的无人火星着陆探测器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妙趣剪纸”项目组负责人

王琳和她的小伙伴们开发了一款剪纸的手机应用

程序，让用户通过手机体验剪纸的乐趣。图为王琳

展示手机应用程序。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摄

新应用

手机应用程序让用户体验剪纸

走进国家重点实验室走进国家重点实验室 ⑤

新技术

新一代光伏逆变器国际领先

左图为生化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研究领域。

上图为齐峰博士正在做关于生物剂型的实验。

本报讯 记者佘惠敏报道：中国科学院和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近日联合举办新闻通气会，发
布公共资助科研项目发表的论文实行开放获取的
政策声明。有关人士认为，公共财政资金资助产
生的科研论文是全社会的知识资源，对创新创造
非常重要，其开放获取将提升知识传播和转移转
化的速度和范围。

按此声明的规定，中科院承担的各类公共资
助科研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部或部分资助
的科研项目，其论文都需在发表时存储到相关知
识库，并于发表后 12个月内开放获取。

我国重要科研成果的论文大都发在国际期刊
上，中国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高水平论文已经超过
全世界的15%。开放获取政策的推行，将满足那些
买不起国际期刊的读者对高水平论文的需求。

新政策

中科院和国家基金委实行论文开放获取

在近日举办的第八届国际太阳能产业及光伏

工程展览会上，追日电气逆变器引起业内高度关

注。 本报记者 董碧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