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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拿试验用的灯泡，将其正负极放到
一件衬衣上，电源接通，灯泡亮了。这表
明，衬衫的布料具有导电性——这是济南
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唐一林向
《经济日报》记者展示的实验成果：这件看
似普通的衬衫，其实是用石墨烯改性纤维
面料做的。

别小看这导电性，加油站、加气站，以
及一些特殊的工作场合，静电火花都可能
带来灾难。穿上这样的服装，静电将不再
为害。

世界领先 绿色环保

与稀土材料让许多金属、非金属材料
具有神奇功能一样，普通纤维添加少量石
墨烯之后，也会产生许多新奇功能——这
就是石墨烯改性纤维。

圣泉集团生产的石墨烯改性纤维，经
专家鉴定，具有远红外、持久抑菌、抗静电、
防紫外线、吸湿透气等复合功能。这些功
能为纺织服装行业开辟了新的发展天地。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化学纤
维工业协会会长端小平表示，“石墨烯市场
前景广阔，不但对化纤纺织行业产生重大

影响，对多个行业都将带来诱人的改变”。
石墨烯是21世纪最具颠覆性的新材

料。据介绍，目前以石墨为原料制备石墨
烯的工艺会产生大量的强酸、强氧化剂废
液，难以规模化绿色生产。黑龙江大学和
圣泉集团联合攻关，独辟蹊径，在全球首
创以玉米芯纤维素为原料，通过热裂解法
制备石墨烯。整个生产过程绿色、环保，
原料来源主要仅为农产品废弃物。以此为
标志，生物基石墨烯新材料在世界上首次
诞生并实现规模化生产。“生物基”三个
字，通俗地讲，就是该新材料来源于植物
秸秆等生物原料。这一创新发现开启了低
成本、大规模、绿色化制造石墨烯材料的
新时代。

产业完整 品质一流

再接再厉，圣泉集团又与东华大学、黑
龙江大学等共同承担起“生物基石墨烯宏
量制备及石墨烯在功能纤维中的产业化应
用”项目，成功研发出石墨烯表面改性及在
聚合物中的分散技术。这一技术解决了石
墨烯在再生纤维素纤维、涤纶短纤维与锦
纶6纺丝过程中易团聚、品质控制难等问

题，开发出石墨烯改性纤维从纺纱到织造
与染整，再到纺织品成型加工等系列技术
体系。

目前，该集团已研发生产出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生物基石墨烯内暖纤维、内暖
绒、内暖烯孔材料3大系列、100余款单品，
成为世界上率先使石墨烯实现工业化生
产、商业化利用的企业。据介绍，该技术已
申报国家专利105项，国际专利12项。

记者在圣泉集团看到，经过石墨烯改
性的纺织产品丰富多彩，琳琅满目。利用
石墨烯改性纤维的特性，能生产出又轻又
薄又保暖的服装；利用其抑菌特性生产袜
子，可以让脚臭的人不再尴尬……

今年6月，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组织
以孙晋良、蒋士成两位院士领导的鉴定验
收委员会，对这一科技成果鉴定验收。鉴
定委员会一致认为：项目工艺合理，装备齐
全，生产运行稳定，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

形成联盟 加快创新

为实现生物基石墨烯项目创新，科技
人员突破了大量技术难关。凭借过硬的技

术优势，圣泉集团成为我国石墨烯改性纤
维产业的领头羊。

8月1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关
于支持筹建石墨烯改性纤维及应用开发产
业发展联盟的函，表示支持济南圣泉集团
牵头，联合产业链上相关单位，协同突破制
约石墨烯改性纤维应用和推广的“瓶颈”，
做大做优做强石墨烯改性纤维及应用开
发。

唐一林表示，我国是农业大国，大量玉
米芯被作为废弃物白白浪费掉。圣泉集团
以玉米芯纤维素为原料制备石墨烯，为玉
米芯高效利用、为农民增收开辟了一条新
路。在石墨烯改性纤维研发领域，我国已
走在国际前沿，前景光明。

然而，这个领域没有前人经验可资借
鉴，每一步都是在拓荒，不确定性很大，困
难很多，仅靠少数企业和研究机构难以形
成强大的推进力量。“通过牵头组建中国石
墨烯改性纤维联盟，我们将以开放的心态，
汇聚产业链的资源优势，加快创新研发，加
强应用推广，尽快把我国打造成石墨烯改
性纤维的全球高地。”谈及未来，唐一林满
怀期待。

圣泉集团研发生产出石墨烯改性纤维——

领头神奇材料 开辟产业高地
本报记者 单保江

本报讯 记者佘惠敏报道：近日，《自然—生
态与进化》发表的一篇论文报道，雌性大杜鹃（也
叫布谷鸟）会模仿鹰叫来糊弄苇莺。研究发现，雌
性布谷鸟在苇莺巢里下蛋后会模仿鹰叫，分散苇
莺的注意力，降低它们发现寄生在巢中的布谷鸟
蛋概率。

只有雄布谷鸟才能发出为人熟知的“布谷”
声，这种叫声主要用于防御领土。雌性布谷鸟叫
声和雄性不同，类似笑声，这种叫声的作用一直不
为人所知。不过，这种声音与雀鹰的叫声相似，而
雀鹰是苇莺的天敌。

为什么雌性布谷鸟在将蛋下在宿主巢里后，
明目张胆地鸣叫，不怕给它们带来恶行暴露的风
险？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团队对此进行了研究。
他们分别将雄性和雌性布谷鸟、雀鹰和不具威胁
性的控制组（灰斑鸠）的叫声录音播放给苇莺听，
并观察苇莺的行为。

他们发现，苇莺对雌性布谷鸟和雀鹰的叫声
做出相同的警戒反应——将注意力从鸟蛋转移到
自己的安危上。但是，它们并未对雄性布谷鸟和
灰斑鸠的叫声做出反应。研究者接着对另一种鸟
——山雀播放这些不同的叫声，山雀是雀鹰的猎
物但并非布谷鸟的寄主。山雀同样对雌性布谷鸟
和雀鹰叫声做出相同反应，这证明了是雌性布谷
鸟与雀鹰叫声的相似性引起警戒行为。

这项研究，以及杜鹃亚种中的寄生鸟类往往
雄鸟雌鸟叫声不同的事实，表明有性别区分的叫
声可能是杜鹃鸟寄生生活方式的重要部分。

布谷鸟会说“鹰语”
寄生也走“技术流”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深圳声光世界投
资有限公司日前发布创新成果，该公司研制的磁
吸充电系列产品，颠覆了手机传统的充电方式，使
手机“一贴充电”“磁吸定位”“快充不热”的梦想变
成现实。

据了解，磁吸充电的原理是：在手机与充电装
置之间设置对应的磁吸模块，通过磁吸对接即可
充电。这种充电方式通过点对点零距离对接，转
换效率高、充电不发热，具有“无线充电”功能却不
会产生电磁波辐射。

据该公司总经理高铸成介绍，目前，已经开发
出磁吸式“随身充”“车充”“座充”等适合各种手机
的系列产品，无论驾车、走路，人们都会感受到“磁
充”带来的便捷与乐趣。

记者对磁吸式“随身充”进行了体验，实测输
出工作电流2.4A，能够满足手机快速充电需求。
并且，手机无论正放、反放，均能与其“一贴充电”；
即使手机位置稍有偏差，磁吸模块也能自动校正
定位，实现正常充电。

磁吸式系列产品触摸不到导电触点，它是如
何实现充电的呢？据相关技术负责人介绍，磁吸
模块平时将若干导电触点自动收入充电装置壳体
内，当手机贴近充电装置时，触点自动弹出对接。
这种特殊结构能够为用户带来更好的使用体验，
并已获得国家专利。

变革手机续航方式，既是消费者的渴求，也是
巨大的市场机会。作为全球首创独家产品，“磁
充”有望引领手机续航新时尚。

我国首创磁吸充电——

变革手机续航方式

据新华社电 睡眠不足容易让人头脑不清，
这应该是多数人的直观感受。英国利兹大学发布
的一项新研究则进一步指出，睡眠不足会影响一
个人的心理健康以及记忆力。

为进一步分析失眠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
人员与一家公司合作开展大型调查，涉及1000
多名英国成年人。研究人员让这些志愿者填写有
关睡眠习惯、记忆力、心理状况以及生活质量的调
查问卷，然后基于这些结果进行分析。

从调查数据看，睡眠不足与心理健康下降以
及日常记忆力变差都有较大联系，尤其对那些晚
上睡眠时间经常少于5小时的人来说，这种联系
更明显。例如，他们会忘记执行任务，想不起来事
情发生的地方，或忘记去做计划好要做的事情。

研究团队表示，在公共卫生中，睡眠应被视为
优先倡导的健康行为，就像保持合适体重、饮食健
康以及多运动一样。这项研究的相关结果已在欧
洲认知心理学协会的一个会议上公布。

研究显示——

睡眠少会影响心理健康

据统计，全球约有三分之一的人睡眠不足，为

此，智能睡眠设备相继诞生。图为睡眠跟踪器

Sense，其由别在枕头上的SleepPill和放在床边的

球状接收器Sense两部分组成。 （资料图片）

今年夏天以来，首要污染物为臭氧的
报道频现，关于臭氧污染的危害更是众说
纷纭，甚至有人将臭氧比作“防不胜防的隐
形杀手”，那么我国臭氧污染状况到底如
何？会不会引发严重的污染事件？公众对
臭氧污染如何防护？《经济日报》记者对此
进行了采访。

臭氧污染状况如何

臭氧污染是一种光化学污染，从

总体上看，今年臭氧浓度总体上升仍

属于正常年际波动

“受经济回暖和气象条件等因素影响，
今年我国不少地区臭氧浓度有较大幅度上
升。预计全年全国平均浓度、超标城市数
量、超标天数比例都将有所上升，但超标天
次仍然以轻度污染为主。”在环保部大气环
境管理司司长刘炳江看来，从总体上看，今
年的变化属于正常的年际波动。

依据我国现行标准规定：臭氧日最大
8小时平均浓度为160微克/立方米，这个
标准接近美国等发达国家水平。根据监测
数据，2016年，我国338个地级以上城市
的臭氧日最大8小时平均浓度在73微克/
立方米至 200微克/立方米之间，平均为

138 微克/立方米；其中，有 71%的城市
（239个）臭氧浓度为120微克/立方米至
180微克/立方米，接近标准值。

从2016年全年来看，全国338个地级
以上城市中有59个超标，主要分布在京津
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区域、辽宁南部、武
汉城市群、成渝地区、陕西关中等地区。

按日评价，去年338个城市的臭氧轻
度、中度、重度污染天次比例分别为4.7%、
0.4%、0.024%。“没有严重污染，更没有出
现爆表，整体处于可控状态。”刘炳江说。

再从发展趋势上看，刘炳江介绍，从
2013年以来 74个城市监测数据和 2015
年以来338个城市监测数据看，我国臭氧
平均浓度有所上升，其中京津冀地区呈上
升趋势，长三角地区基本稳定，珠三角地区
总体达标。从2006年以来15个臭氧监测
试点城市历史数据看，多数处于波动状态，
未形成明显上升或下降趋势。

那么，臭氧超标究竟是怎么造成的
呢？一般认为，石化工业、加油站、汽车尾
气等排放的挥发性有机污染物（VOCs）和
氮氧化物（NOx），在阳光照射的条件下，
发生一系列光化学反应，生成以臭氧为主
的光化学烟雾。与此同时，臭氧的生成增
加大气氧化性，也会加速二次颗粒物的生
成。尤其在每年6月至9月阳光强烈的夏
秋午后，一般是下午1点至4点温度较高、
相对湿度较低时，比较容易发生臭氧超标。

根据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臭氧浓度容
易随VOCs和NOx排放比例变化、气象条
件等因素出现波动，波动周期可长达数年。
“同发达国家一样，我国今年臭氧浓度

总体上升也属于正常的年际波动。”刘炳江
以北京市为例分析，北京市臭氧日最大8
小时平均浓度在2015年前连续4年上涨，
之后的 2016年和 2017年又连续两年下
降，总体稳定。

但刘炳江同时指出，我国多数城市臭
氧浓度总体在缓慢上升，70%左右的城市
在标准线附近徘徊，需高度重视。

能否引发光化学烟雾事件

我国目前不会发生光化学烟雾事

件，将来发生的可能性也极小。我国

臭氧污染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光化学

烟雾事件频发时期的历史水平

伴随我国多地臭氧浓度升高，会不会
发生光化学烟雾事件成为社会公众十分关
心的问题。对此，刘炳江的回答是，“我国
正在加强臭氧监控、采取治理措施。今后，
我国可能出现臭氧浓度波动，但在正常气
象条件下，目前不会发生光化学烟雾事件，
将来发生的可能性也极小”。

当前，我国重点区域臭氧污染水平与
美国加州南海岸地区大致相当，全国平均
污染水平大致相当于美国10多年前的全
国平均水平，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光化学
烟雾事件频发时期的历史水平。

相关研究显示，20世纪50至70年代，
发达国家重点地区夏秋季节臭氧日最高浓
度常超过600微克/立方米；在发生光化学
烟雾事件的时段，臭氧浓度可达1200微
克/立方米以上，最高值甚至超过2000微
克/立方米。

记者了解到，为抑制臭氧浓度上升，我
国目前所采取的核心措施是：减少臭氧前
体污染物NOx和VOCs的排放量。自“十
二五”以来，我国一直把NOx减排列入约
束性指标，其排放量下降了近20%；“十三
五”规划又提出了减少10%的VOCs排放
量要求。

目前，北京、上海、广东等重点地区采
取了一系列VOCs控制措施并取得积极进
展。诸如，北京2015年、2016年大气中的
VOCs浓度较2014年分别下降7%、9%。

据悉，在环保部制订的“十三五”
VOCs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中，进一步明确
了重点地区和重点行业VOCs控制任务，
即将联合相关部委印发实施；此外，一系列
控制VOCs排放的国家环保标准和产品质
量标准也正在抓紧制修订。其中，石油炼
制等14项重点行业排放标准已经出台。

如何防护臭氧污染

臭氧本身有着“两张面孔”。专家

表示，每个人不仅可以被动应对臭氧

污染，进行健康防护，还可以主动参加

到防治工作中来

已有相关研究表明，空气中每立方米
臭氧含量每增加100微克，人的呼吸功能
就会减弱3%。当臭氧达到一定浓度时，可
使人呼吸加速、胸闷；如果浓度进一步提
高，可引起脉搏加速、疲倦、头痛。那么，面

对当下无形无色的臭氧污染，社会公众又
该怎样做好防护呢？

环保专家认为，对于臭氧污染的健康
危害及其防护，需要分几个层次认识。

首先，臭氧分“好的臭氧”和“坏的臭
氧”，近地面环境空气中的臭氧对人体健康
和生态环境有害，是“坏的臭氧”；高空平流
层中的臭氧保护地表生物不受强紫外线辐
射伤害，是“好的臭氧”。此外，人们利用臭
氧具有较强的强氧化性特点，将其用于食
品和饮用水消毒、净化室内空气、洗浴保健
等，这也是“好的臭氧”。

其次，“坏的臭氧”能“坏”到什么程度，
取决于三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臭氧的化
学性质、环境空气中的臭氧浓度、人体或生
物在一定浓度臭氧中的暴露时间。

世界卫生组织现行《空气质量准则
（2005年全球更新版）》提出，有研究表明，
臭氧日最大 8小时平均浓度超过 160微
克/立方米，可对在其中运动的人构成危
害。但是有专家对此表示异议——8小时
臭氧浓度高于240微克/立方米的健康危
害则有更多实验数据支持。世界卫生组织
将臭氧过渡时期目标值设定为160微克/
立方米，对学术界存在的争议不予考虑，这
是一个稍微有些保守的决定。
“臭氧的高值出现在夏季晴朗高温天

气下的室外光照环境，只要这时不在室外
长时间、剧烈运动，就能大幅降低臭氧危
害。”环保部宣教司巡视员刘友宾提示。研
究发现，室外臭氧浓度高达400微克/立方
米时，如果关闭门窗，室内臭氧浓度可迅速
降到60微克/立方米以下；有的室内家具、
物品较多，臭氧浓度甚至能降到个位数。
“对于臭氧污染，我们每个人不仅可以

被动应对、进行健康防护，而且可以积极主
动地参加到防治工作中来。”刘炳江说，当
前，我国大气中的NOx浓度呈下降趋势，
但VOCs排放量仍在不断增加，主要原因
是VOCs来源广泛、分散，控制难度大。

对此，公众需要认识到，日常生活中的
装饰、粉刷、出行等活动都可能排放
VOCs。如果我们每人都优先选择降低
VOCs排放的产品或服务，都为VOCs减排
作出贡献，例如家用油漆选购水性漆，给家
用车加油时选择油气回收设施正常、没有
汽油味道的加油站等，那么，VOCs上升的
势头就有望得到扭转，就会为臭氧污染防
治提供有力支持。

科 学 应 对 臭 氧 污 染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曹红艳

从9月1日起，广东省启动了

为期3个月的臭氧污染防治专项

行动，加强对干洗、露天焚烧、餐饮

油烟、露天烧烤，以及商用和家用

溶剂产品挥发性有机物污染等生

活面源的控制。记者了解到，今年

上半年广东省空气质量污染源中，

臭氧已取代PM2.5，成为全省空气

首要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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