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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感言

步入冬季，人们开始换上既轻薄又保暖
的内衣。殊不知，房子也有“保暖衣”穿了。
北京建工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以最早用
于航天和军工领域的气凝胶为主体，研制出
了一种新型墙体保温材料——“太空级”绝
热板。

建工新材公司住宅产业化项目经理陆华
飞告诉记者，气凝胶因重量轻、保温性能好而
成为宇航服的核心材料之一。“太空级”绝热
板的主要材料是加入气凝胶的玻璃纤维板。

“气凝胶和玻璃纤维这两种材料并不新鲜，我
们的技术是让这两种材料融合到一起。”陆华
飞说。原来，气凝胶是一种粉状物，常温下无
法与玻璃纤维板融合，建工新材利用自主研

发的国际领先技术通过高温高压将二者融合
到一起，像串糖葫芦一样用玻璃纤维串起气
凝胶粉末从而制成半成品。

穿上这种新型保暖衣的屋子绝对不会显
得“身材”臃肿。以 240 毫米的实心黏土砖墙
体要求 75%建筑节能标准为例，使用普通保
温材料需要 90 毫米厚度，而使用这种新材料
仅需15毫米厚度，比原来薄了80%多。“因此，
在相同的建筑面积条件下，使用这种新材料
能增加约 5%的出房率。”北京建工新型建材
有限责任公司相关技术人员告诉记者。

“薄”的同时，这件新衣服还很“暖”。因
为它的导热系数可以低至 0.006 瓦每米度，
即便没有供暖设施，这层 1 厘米厚的房屋“保

暖衣”的保温效果相当于一床 10 斤重的棉花
被。这种轻暖的新材料不单能用在房屋上，
也可以用在家电上。“如果把这种材料应用于
一台家庭使用的 200 升的冰箱，不仅能够增
加约 4-6 升的食物储藏容积，同时更可因其
保温性能好而节电约 1/3。”技术人员告诉
记者。

以往，保温效果好的材料往往会让人们
担心不防火，但这种新材料却能实现保温、防
火两不误。因为它自身并不能燃烧。有人幽
默地评价说：“这回住建部门和消防部门再也
不用为此‘打架’了。”

这件“保暖衣”的好处还不止于此。它还
能实现防水、隔音、抗震等。技术人员告诉记

者，就拿防水来说，房屋如果使用普通岩棉作
为保温材料，遇到雨量大的时候，岩棉容易
因为吸水而发霉、保温失效甚至脱落，而穿
上这件“保暖衣”，雨水滴在上面，就像水珠
在荷叶上一样，只会轻轻地滑落下来，不会
浸入到保温材料中去。这样，人们再也不用
担心下大雨时房屋漏水，家里的墙面变成“大
花脸”了。

人们不禁会问，生产这样一件神奇的“保
暖衣”会不会产生污染，破坏环境？对此，技
术人员表示：“这种航天材料是一种环境友好
型产品。它在生产过程中对环境无任何污
染，是无有害气体排放、无固体废弃物、无粉
尘、无噪音、无污水的五‘零’排放。”

房子有了“保暖衣”
本报记者 董碧娟

新技术

中美机器人实现远程合作

本报讯 分布在世界各地、具有不同能
力的机器人如何开展合作，完成更大、更复杂
的任务？这是当今国际机器人研究的一个重
大热点方向——“云机器人”所要解决的问
题。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美国卡内
基—梅隆大学机器人实验室联合进行的首次
云机器人实验取得成功。

据了解，在这次云机器人联合实验中，中
科大的“可佳”（KeJia）机器人与位于卡内基
—梅隆大学的“可宝”（CoBot）机器人，借助云
平台实现了远程合作与资源共享测试。实验
中，云端向双方机器人提供多种知识源和数
据源，“可佳”向“可宝”输送语义理解和自动
规划服务，“可宝”向“可佳”输送大数据分析
服务。借助于这些知识共享和远程合作，“可
佳”与“可宝”分别完成了各自单独工作无法
完成的测试任务。 （舒 云）

新突破

中英科学家解析甲肝病毒结构

本报讯 记者佘惠敏报道：来自中国科学
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牛津大学、中国食品药品
检定研究院以及北京科兴控股生物有限公司
的科研人员经过多年紧密合作，在甲型肝炎全
病毒三维结构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该研究揭示
了甲型肝炎病毒 HAV 的独有的结构特性、极
强的稳定性、特殊的脱衣壳机制等。相关论文
于10月19日在《自然》杂志在线发表。

过去多年的科学研究中，HAV 是否具有
由 23 个氨基酸组成的衣壳蛋白 vp4 一直是
个争议。该研究第一次证明 HAV 成熟病毒
具有衣壳蛋白 vp4。研究成果部分解释了
HAV 病毒具有的极强稳定性，对于进一步解
析 HAV 灭活病毒疫苗的免疫原性和保护机
理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抗肝炎病毒药物的研
发提供理论指导和新方向。

本版编辑 陈建辉 殷立春

根据国家的需求，追寻新的检
测技术，庞国芳院士及其团队的脚
步从未停止。

从 1985 年到现在，他率领团
队 立 足 外 贸 ，服 务 全 国 ，对 接
AOAC，跨越了气相色谱和液相色
谱─无机质谱—有机低分辨质谱
三个发展阶段，研究了农产品中拟
除虫菊酯类农药多残留检测气相
色谱法等3项AOAC方法。现在，
庞国芳团队正在迎接第四个研究
阶段——高分辨质谱的新挑战。

“过去我们研究的一次制备
样品同时检测 400 种至 500 种农
药多残留的高通量检测方法，属
于低分辨一级质谱和二级质谱
检测技术，样品需要多次检测，
比较耗时费力。”庞国芳说。在
他的主持下，近两年，庞国芳团
队研究开发了高 分 辨 质 谱 检 测
技术气相色谱—四级杆—飞行
时间质谱（GC—Q—TOFMS）和
液 相 色 谱—四级杆—飞行时间
质谱（ LC—Q—TOFMS ），其分

辨率提高了千倍，分辨精确度可
达到百万分之五，而且获得的农
药定性点可多达 30 个，远超欧盟
对化合物4个定性点的要求，大大
提高了农药残留的发现能力。庞
国芳团队用上述新开发的两种技
术评价了1200多种农药化学污染
物在不同条件下的质谱特征，建立
了一级和二级精确质量质谱数据
库。在此基础上，研究开发了一次
样 品 制 备 、两 种 技 术 同 时 检 测
1138种农药残留的新方法。

现在利用这项技术，通过市
场采样，庞国芳团队已经对中国
30 多个省会城市、直辖市 100 种
水果蔬菜，从 400 多个采样点采
集了 10000 多批样品进行了监
测，显示出强大的发现能力和广

阔的发展应用前景。
“把化学有害物质监测作为

危险性评估的重要手段，建立食
品污染物监控体系，是食品安全
监管的核心环节。”庞国芳说，

“现在，我们已将这项检测技术
与地理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融
合，开发建立了农药—产品—产
地可视化溯源软件，只要将农药
残留检测结果输入，即可形成农
药残留溯源智慧一张图，为残留
预警、产品召回、问题溯源等食
品安全监督提供现场视频溯源
服务。”

目前，相关数据库和软件系
统已经研究完成，京、沪、鲁、皖、
赣等地的检验检疫系统正在试
用，取得了不错的实验结果。

农药残留检测技术的引领者
本报记者 刘松柏

今年 9月，从第 128届国际
分析化学家协会（AOAC）年会上
传来喜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
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
家、秦皇岛检验检疫局技术中心
荣誉主任庞国芳荣获2014年度
AOAC最高科学荣誉奖——哈维·
威利奖，以表彰他在分析化学领
域作出的杰出贡献。

从1985年开始从事农残检测
研究，到1998年获得合作研究奖
和副仲裁奖，2002年的研究导师
奖，再到2007年获得资深专家奖，
如今，庞国芳已是第7次将自己的
名字写进AOAC的荣誉史册⋯⋯

这位从河北秦皇岛检验检
疫局走出来的中国科技工作者，
凭借着他的睿智、拼搏与团队合
作，一步步成长为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检科院的首席科学家，
并逐步攀登上国际检测科研高
峰。30年来，庞国芳带领他的团
队三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成功开展了三次 AOAC 协同
研究，并建立了三项 AOAC 先进
标准，填补了我国研究AOAC标准
的空白；研究建立了一套检测体
系帮助中国蜂蜜、鸡肉和糙米进
入全球市场⋯⋯

走近庞国芳，不少人都感到惊
诧，一位长期在一个地级市工作的
基层检测工作者，何以成为中国检
验检疫领域的第一位院士？又是如
何摘得AOAC最高科学桂冠？庞
国芳坦然地笑着说：“国家需要是我
们检测事业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

在秦皇岛检验检疫局偌大的
蜂蜜样品室里，储存着上千瓶蜂
蜜。庞国芳指着满架的样品风趣
地说：“我们的检测事业可以说是

‘甜蜜的事业’。”然而，现在看来

的“甜蜜事业”当初却带着苦涩。
我国是世界第一养蜂大国，但

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蜂蜜产
品因掺假、抗生素超标等各种因
素，屡遭退货。国外对蜂蜜产品的
安全、卫生项目要求越来越严格，
涉及的检测技术项目多达 300 多
种。当时，我国检测技术落后，出
口企业不得不将样品“漂洋过海”
送去检测，高额的检验费用，漫长
的检验时间，让商机贻误殆尽。本
该是我国“拳头”产品的蜂蜜，却陷

入出口受制于人的尴尬境地，出口
商忧虑，养蜂人困惑⋯⋯“甜蜜事
业”的甜蜜之路到底在哪？

庞国芳和他的同事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他们主动请缨。从
1998 年到 2001 年，庞国芳带领
团队普查了我国 27 种纯正单花
蜂蜜和来自全国 25 个省 130 多
家蜂蜜企业的 12990个样品的碳
同位素分布规律，并对欧、美、日
三大主销市场需要的 300 多项农
用化学品技术开展系统研究，建
立了 31 项标准，检测技术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蜂蜜质量鉴定终于
有了“利器”。准确可靠检验结
果，快速周到服务，秦皇岛检验检
疫局技术中心名声在外，欧美国

家的一些客户在签订购买中国蜂
蜜的合同中明确规定，将产品送
秦皇岛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

如今，不是养蜂大省、出口量
仅占全国出口总量 0.5％的河北
建立起了国家蜂产品检测重点实
验室，每天检测样品达 100 多批，
从这里检测出口的蜂产品，占据
了全国出口总量的半壁江山，全
国 400多家企业受益。

“解决国家急需就是最大的创
新。”庞国芳说，那时候，秦皇岛局
的实验室很小，连 10 平方米都不
到。在条件艰苦、资金有限、人才
有限的情况下，靠着急国家所急的
奉献精神，庞国芳带领他的团队取
得了一个又一个骄人的成就。

前瞻思维、独辟蹊径。秦皇
岛检验检疫局总检验师曹彦忠打
心眼里佩服庞国芳的战略眼光。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庞国
芳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传统的单残
留检测方法的不足。“以前的技术
大多是单残留检测方法，一种商
品一次只能检测一两种农药残
留，工作量非常大。”庞国芳说。

他检索了拟除虫菊酯类农药
残留限量近20年200多篇文献发
现，当时国际上对此类农药残留分
析研究的重点仍处在单一农药品
种、单一农产品的残留分析方法
上，多残留方法的研究很少。是否
可以建立一个同时测定各种水果、
蔬菜、粮谷等农产品和多品种拟除
虫菊酯类农药的方法？庞国芳琢

磨着，心里隐隐觉得重视多残留方
法研究是解决农药残留检测技术
的一个突破口。

但这样的选择意味着，庞国芳
要做这一科研领域第一个“吃螃蟹”
的人，要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万事开头难。庞国芳意识到，
要走通这条路，首先要解决的技术
难题就是能把这类农药的不同品种
从千差万别的水果、蔬菜、粮谷等各
种农产品中完全提取出来，同时又
能把随农药一起萃取的大量各种各
样的干扰物分离掉的通用方法。

但要解决这个技术难题对拟
除虫菊酯类农药来说难度非常
大。因为这类农药是亲酯性化合
物，与共萃取的酯类分离困难。
此外，拟除虫菊酯虽属同一类农
药，但各品种之间极性相差比较
大，在色谱分离时会造成品种之
间，甚至同一个品种不同异构体
之间产生相互干扰，从而使多残
留萃取分离过程复杂化。

难题一个接一个出现，尽管
如此，庞国芳心里很清楚：“搞科
研想急功近利，一蹴而就，是不能

取得大成功的。”他在参阅众多文
献的基础上，重点对如何把五花
八门的萃取溶剂、吸附剂、洗脱溶
剂排列组合，把最佳的方案优选
出来。着重对吸附剂的活性、洗
脱剂的极性和混合洗脱剂的配
比，以及这三者对净化各种农产
品中多种拟除虫菊酯类农药的效
果进行细致入微的研究。

通过不断大量的对比实验，终
于开发出第五种多残留方法，既能
广泛地适用于千差万别的农产品，
又能适用于极性不同的这类农药多
品种残留的同时测定。1998年，“同
时测定农产品中多种拟除虫菊酯杀
虫剂残留方法的系统研究”被批准
为AOAC标准方法，开创了中国学
者研究AOAC标准的先河。

俗话说，二人同心，其利断

金。意思是说，两个人如果同心

协力，其力量足以把坚硬的金属

掰断。由此可见，团队协作是成

就大事业的重要方法论。

庞国芳院士从一个地级城

市的普通检验检疫员成长为中

国工程院院士，获得 AOAC 最

高科学荣誉奖，不少人想追根

究底。其实答案很明确，庞国

芳把自己今天的成就归功于他

的团队和协作。他说：“一个人

的脑子不够，要扩大；一个人的

手臂不够，要加长，要组建团

队，既要有国内团队，也要有国

际团队。”

也因此，我们看到庞国芳

前行的路上陪伴的身影，好几

个国际机构协同研究、兄弟单

位的献计献策、主管部门的鼎

力支持，出钱、出力、出主意，一

个人的脑子变成几十个人组成

的智库，一个人的双手变成几

十个人双手架起的桥梁，逢山

开路、遇水架桥，借助团队协

作，一个个困难随之化解，一项

项成果光彩夺目。

实际上，我们看到，当前科

技创新上的重大突破和创新，

大多来源于多学科交叉、融合

和汇聚。科技成果的成功转

化，实现商业化，也离不开政产

学研的通力合作，等等。可以

说，在当前情势下，凭借个人的

能力和资源都不足以支撑科技

创新取得成效，甚至会被人远

远地甩在后面。

当前，我国正处于建设创

新型国家的关键期，转变发展

方式，建设生态文明迫切需要

我们快马扬鞭，加快创新的步

伐。在这种情况下，惟有协作，

前面方是坦途。

解决国家急需就是最大的创新

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打造农药残留智慧一张图

▲ GS-MS和 LC-MS/MS方法同时检测的品种居国际领先地位。

▼ 庞国芳正在指导团队

成员做实验。

协作成大事
刘松柏

■ 感言

▲ GC-Q-TOFMS 和 LC-Q-TOFMS 技术达到了绿色发展、环境友好、

清洁高效的技术要求，实现了五个方面的技术创新。

新动态

我首个阻燃材料行业组织成立

本报讯 记者沈慧报道：我国首个阻燃
材料行业组织——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
会阻燃专业委员会近日在京成立。专委会将
协助政府开展阻燃材料产业发展规划、产业
政策、行业发展趋势和热点等重大问题研究。

在易燃材料中加入阻燃剂使其成为难燃
材料，已成为从源头上控制火灾发生的重要
手段。据欧盟委员会评估，过去 10 年中，阻
燃剂的使用使欧洲的火灾死亡人数减少了
20%。美国国家标准局(NIST)对五类产品进
行的火灾测试也表明，与呆在无阻燃材料房
间的人相比，在有阻燃材料房间中的人逃生
时间平均高出 15倍。

上海交大机器人研究所研发的仿人假肢

手，通过创新研制的肌电臂带控制，可复现人

手 90%左右的动作。 新华社 刘 颖摄

新成果

仿人假肢手可复现人手动作

新试验

科技支撑“渤海粮仓”增产

作为“渤海粮仓”项目发源地，中国科学

院南皮生态农业试验站围绕环渤海地区淡水

资源匮乏、土壤瘠薄盐碱和生态环境问题，系

统开展了盐碱地改良利用与中低产田粮食增

产、水资源高效利用与咸水灌溉等创新理论

与技术研究，旨在为“渤海粮仓”2020 年实现

增粮 100亿斤目标“保驾护航”。

图为南皮站工作人员在实验大棚内查看、记

录试验农作物的生长情况。新华社 牟 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