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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热烈庆祝中国科学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成立 40周年！

他们给大气环境拍 CT

中国科学院安徽光机所所长刘文清向德国科学记者团介绍自主研制的环境光学设备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题词

（上接 A1版）
1998年 5月，区区 20万元作为科

研启动经费，以刘文清为主任的环境光
学监测研究室成立，不但标志着环境光
学新的学科方向诞生，安徽光机所从此
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00年换届
后，时任安光所所长王英俭、副所长刘
文清等班子成员，抓住进入知识创新工
程的机遇，坚定进行大气环境光学创
新，新的格局有效展开。

2003年 5月 27日，路甬祥院长到
安徽光机所视察，看到环境光学明显的
发展态势，以战略科学家的敏锐眼光给
予了充分肯定。路甬祥说：“现在看来，
安徽光机所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所，比
如把激光、光谱及大气技术基础相结
合，开拓环境光学与技术新领域，已成
为国内这方面走在前头的研究所。这样
的方向和定位，完全符合面向国家战略
需求、面向世界科学前沿的要求。”“安
徽光机所找到了非常丰富的应用发展
方向，结合原有学科基础，在中科院知
识创新体系、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都
得到了基本确认。”

2007年 2月 5日，路甬祥院长再次
来到安徽光机所，这时，中科院环境光
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已于 2005 年成
立，环境光学与技术研究实验系统也已
建立，一个充满朝气的研发团队已初步
形成，环境光学监测技术还纳入了科技
部“十一五”资源环境科技规划。
路甬祥听取刘文清所长的汇报后，

不由心生感慨：“3年多前我来到安徽光
机所，许多当时还是设想的东西，现在
已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成果，并且不少已
经产业化了，环境监测对象也由点到
面、由大气向水体、土壤延伸，监测手段
由实时定点到移动车载、机载，发展之
快令人赞叹。”路甬祥动情地说：“对你
们取得的这些了不起的成就，我不仅感
到振奋，而且感到震撼！”

大气光学的一脉相承

今年 11月 10日，安光所研制的
“AML-3大气环境激光雷达监测系统”
在北京顺利通过验收，并交付中国环境
科学研究院使用。
“AML-3大气环境激光雷达监测

系统”是台可移动大气环境质量监测系
统，能够监测大气边界层气溶胶，二氧
化硫等的时空变化。验收专家认为：该
监测系统结构先进，具备多种大气成分
和气象参数观测功能，系统控制和数据
处理软件可靠，反演结果合理；达到当
代国际先进水平。
“2009年 6月份我们本来已经采用

的车辆，执行的是欧Ⅲ标准，但 2009年
10月改装结束后，我们就不断听到风
声，从 2011年 1月 1日开始，北京要执
行欧Ⅳ标准。所以，我们又买了欧Ⅳ标
准的车辆来进行改装。”研究员胡顺星
对本报记者说，“因为本身就是做环保
的监测车，我们希望研制出来的监测
车，在环保标准不要留下永远的遗憾！”
而安徽光机所激光雷达的“老前

辈”———L625多波长激光雷达，曾作为
美国宇航局（NASA）在全球选择的 10
个激光雷达站之一，对菲律宾 Pinatubo
火山云进行了联合监测。1991年 6月 15
日，菲律宾 Pinatubo火山在沉睡了 600
多年以后再度爆发，周军、胡欢陵、龚知
本等科学家闻讯而动，利用自行研制的
L625激光雷达，在合肥的“科学岛”上对
其进行了成功的监测。

L625多波长激光雷达自建成之后，
对菲律宾 Pinatubo火山云，及高空臭氧
层的连续监测，已实现近 20年的成功
记录。随着该雷达技术改进的完成，
L625激光雷达现已能够实现水汽、温
度，气溶胶、臭氧等参数的测量。
如今，安徽光机所在大气光学方

面，已初步建成了激光技术集成实验基
地，以及激光大气传输的实验平台。激
光雷达大气探测技术瞄准气象领域等
国家需求，在激光大气传输的湍流和热
晕效应及补偿、大气气体分子吸收光
谱、气溶胶光学特性等，作出了诸多创
新性贡献，并获得多项国家和部省级的
科技奖励。

2003年，龚知本当选为中国工程院
院士，表明以龚知本院士为带头人的大
气光学学科在我国的作用、地位和贡献
得到进一步认可。
龚知本院士是安徽光机所桥牌队

的主力队员，曾和队友作为安徽省的省
队，在省级大赛中取得了很好战绩。一
脉相承，他带领的科研团队密切合作，
容易理解“桥”字在桥牌中的重要性：打
好桥牌必须靠搭档间的齐心协力，才能
实现目标。

环境光学的独树一帜

“咖啡”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力
量与热情”。或许是在希腊克里特岛上

获得博士学位的原因，人们若是去合
肥的“科学岛”访问，刘文清会让客人
品尝浓香的咖啡，客人也会从中感受
他的“力量与热情”。
刘文清带领安徽光机所的科技人

员，不仅在学科特色建设、实验室建
设、人才队伍建设上取得了重大进展，
而且在自主创新成果产品化、重大应
用上也取得显著成绩，为研究所的发
展起到重要支撑，为我国环境监测技
术现代化起到了引领作用。
安徽光机所由于早年的成功“定

位”，积极开展环境监测技术新原理、
新方法和环境监测仪器技术集成等环
境高新技术研究，如今的环境监测技
术与设备，由单项技术与设备研发到
多项技术与系列设备研发；由点式监
测设备到区域监测设备；由地面监测
技术到立体监测技术，都取得了较为
全面的发展，在国内外已经独树一帜。
安徽光机所先后自主研发“机动

车尾气遥测车”、“城市空气质量连续
自动监测系统”、“烟气排放连续自动
监测系统”、“臭氧和颗粒物监测激光
雷达”等系列环境光学监测仪器，已在
激烈市场竞争中崭露头角，某些技术
和仪器达到和超过了国际水平，大有
逐步替代同类进口仪器之趋势。截至
目前，“城市空气质量连续自动监测系
统”，累计在全国 25个省市区安装了
400余套，占据全国同类产品约 2/3的
市场份额。
安徽光机所研制的环境光学仪

器，大大推动了仪器设备的产业化和
国产化。以前常规污染物在线自动监
测仪器几乎是空白，现在，无论是污染
源烟气自动监测系统，还是常规空气
质量自动监测子站系统，都基本上可
以满足国内需求。先进环境监测技术
的发展，还很大程度上支持了我国的
城市环境管理。
安徽光机所的自主创新研究，也

促进了自身环境光学的学科特色形
成，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横空问世，
其中，“空气质量和污染源环境光学监
测技术系统与应用”如水到渠成，获得
2007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
奖、2006 年、2008 年和 2010 年安徽省
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三大盛会力显身手

早在“好运北京”奥运测试赛期
间，在中科院的部署下，安徽光机所就
以奥运主场馆、北京市区空气污染为
主要内容，建立了以北京市为中心、覆
盖三大污染源地区及周边污染输送通
道的大气环境立体综合监测系统，弥
补北京市大气环境例行业务监测在手
段、内容和范围等方面的不足，评价了
机动车辆限行措施对大气环境改善的
影响，为奥运空气质量保障方案作出
了检验与修订。
北京奥运会的环境监测，主要针

对首都机场、首钢、燕山石化三个重点
污染源。在紧挨着奥运村边上的超级
监测站、永乐镇（东南）、京石高速出口
（西南），以及在北京和河北的交界，总
共布下了十多个立体监测设备，“每个
站的设备配置都不一样，奥运村边上
的超级站配置的设备最多。”刘建国介
绍，“把我们知识创新和‘863’成熟的
科研成果用于奥运，结合北京的地形、
地貌特征进行监测设备的布点，一共
70～80套仪器装备，拉了好几个大卡
车到北京。设备大部分是研究所的，

95%是我们自主研发制造。”
2007年 8月，时任北京市市长的

王岐山，在中科院副院长江绵恒陪同
下，视察安徽光机所在北京建立的大
气环境立体综合监测系统，并实地考
察了奥运主场馆环境监测超级站和交
通污染监测站，为中科院与北京市在
环保领域的战略合作打下了基础。
安徽光机所奥运大气环境监测和

预警项目组在此期间，荣获了科技部
颁发的“科技奥运先进集体”称号，同
时，有 4位同志获得了“科技奥运先进
个人”称号。

2009年 4月以来，安徽光机所与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合作，开展了上
海世博会环境空气质量保障措施研究
工作，利用自主研发的大气环境综合
立体监测系统，开展了上海重点工业
区及周边区域污染综合观测研究，为
制定科学有效的世博会环境质量保障
方案提供了重要支撑。谢品华研究员
介绍说：“在上海世博会上，我们的环
境光学监测技术手段有所提高，特别
是对污染物空间立体分布、探索颗粒
物空间分布精度的提高，通过激光雷
达可以清晰地看到颗粒物沉降的过
程。”
在此基础上，相关工业区采取减

排控制的措施、以及加强周边重点污
染源监测、世博场馆环境空气质量监
测的三项建议，由安徽光机所团队提
出，均被上海市环保局所采纳，并在世
博会期间予以实施。为此，上海市环保
局在感谢信中，特别感谢安光所的科
技人员“在 200多天的世博会空气质
量保障联合观测科研工作中付出了辛
勤劳动，作出了杰出贡献，为空气污染
预警和制定减排措施发挥了重要的决
策支持作用，为世博空气质量保障提
供了强有力的科学数据”。
在广州亚运会中，安徽光机所与

广州市环保局合作，双方的目的性和
互补性都很强。亚运会的环境监测重
点，是广州市的交通污染排放和周边
地区的区域污染输送，安徽光机所不
但进行了布点监测，项目结束后部分
监测设备将长期布点在广州市区，服
务于长期的空气质量改善目标。
奥运、世博、亚运三大盛会的主动

参与，安徽光机所作为科研国家队，再
次彰显了应尽的责任和雄劲的实力。

产业应用获得“准入券”

2001年 3月 11日，由中科院副院
长江绵恒出面并带领，安徽光机所领
导去国家环保总局洽谈长期合作，使
安徽光机所得到最初的一张“入场
券”，其自主研发的城市空气质量监测
子站系统得到了解，获得了在国家城
市空气质量监测网中试用的机会。

DOAS系统积极参与国家空气质
量监测预报，犹如小荷才露尖尖角。
2001年 7月，江绵恒副院长看到报道
后，做出了“请安光所抓住机遇，充分
争取国家支持，结合社会资源把这一
项目做大，从而成为安光所的一个重
大发展方向，为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
环保事业作出有显示度的成绩”的批
示，推动了环境光学监测技术及其产
品的应用。
除了官方“入场券”，安徽光机所

放眼祖国的蓝天碧水，在为大气环境
拍 CT的同时，也促进国家环境科学
仪器产业的发展，获得了市场的“准入
证”。其中，“大气能见度仪”已普遍推

广，如用于安徽 2700多公里高速公路
的能见度监测，平均 15公里就设置有
一个检测仪，为安全出行提供了保障。
不断探索与企业合作的新模式，2001
年以来，先后与“安徽蓝盾光电子”、
“河北先河”、“杭州聚光”、“武汉天
虹”、“湖南力合”、“安徽宝龙”等企业
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关系。
多年致力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安

徽光机所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进一
步探索环境监测仪器产业化的成功道
路，刘文清对记者强调，走产学研结合
的产业化道路，一定要注重双方的优
势互补，“通过与企业的长期战略合
作，才能实现我们的技术转移和转化。
在技术研发的过程中，我们不需要什
么都做，而要与有实力的企业合作，比
如说我们的光学力量比较强，与电子、
机械方面强的企业合作比较合适。实
现进一步的技术转移和转化中，还需
要继续与企业联手，进行不断的科研
创新”。
刘建国副所长说：经过深入调研，

安徽省铜陵市和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
研究院协商，加快推进在铜陵合作共
建研究机构工作，要启动共建中科院
安徽光机所的分支机构，进一步探索
技术转移、产业化，为区域经济服务的
新路子。

人才凝聚的“热岛效应”

毛庆和念念不忘这样一件小事：
他刚回国到安徽光机所工作时，刘文
清所长带着一辆小型三轮车，载了一
张单人席梦思床，来到毛庆和临时住
宿的地方，打电话叫自己的儿子一起
来搬床铺，然后再打电话告诉他，已经
给他找了一张席梦思床。
毛庆和在加拿大Wilfrid Laurier大

学时，作为 Research Scientist，从事加拿
大“光纤光栅及应用”等课题的研究。
受到安徽光机所引进人才的精神感
召，2004年入选“百人计划”，来到了
“科学岛”。

毛庆和被任命为激光中心主任，
筹建了安徽光子器件与材料省级实验
室。近年来，激光中心在国内率先研制
成功了红宝石和大尺寸 GGG 等数十
种激光晶体，解决了我国在全固态激
光应用上的急需；是国内最早开展红
外非线性晶体材料研究的单位之一，
生长的红外非线性晶体品种最齐全、
实用化程度最高；作为迄今国内唯一
能提供准分子激光器产品的科研机
构，承担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极大规
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及成套工艺”中
的重要任务；在新型光子材料、全固态
激光器等方面正在形成新的研究特
色。
本报记者日前采访黄伟时，他虽

然已入选“百人计划”，但还没拿到回
国工作的首月工资，黄伟说：“我不知
道今后的工资是多少，也没打听能拿
到多少，工资多少对我来说是次要的，
主要还是看科研发展的前景。”
黄伟刚应邀访问美国太平洋西北

国家实验室不久，并接受其颁发的
MT Thomas杰出博士后奖。黄伟的“金
原子团簇的光电子谱实验和理论研
究”报告深受欢迎，正是这项杰出的团
簇研究成果，为他在大洋彼岸赢得了
荣誉。
黄伟想把原来在国外做的团簇研

究，延伸到大气环境中的气溶胶研究，
“做团簇我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安徽

光机所有很好的仪器和相关技术支
撑，我刚好可以把团簇和气溶胶之间
的空白点填补起来”。
安徽光机所副所长张为俊对记者

介绍：未来事业的发展舞台，比起我和
黄伟间的师生情谊，显然更吸引他回
国。黄伟的思维很活跃，经常迸发灵感
的火花。他现正处于打拼之时，很注重
团簇的进一步研究方向。恰恰是像他
这样做过团簇研究的人，才有可能把
气溶胶形成的机理说清楚。
方晓东原来在日本日立公司半导

体开发部任主任研究员，从事半导体
薄膜器件的研究开发，2004年入选“百
人计划”，现在是安徽光机所激光应用
研究中心副主任，他从事功能薄膜材
料及器件，已得到了业界的好评；董凤
忠之前在英国 Strathclyde 大学工作，
2003年后入选“百人计划”来到“科学
岛”，其从事的可调谐半导体激光吸收
光谱技术，属于在国内首次系统性的
开展，目前已蓓蕾初绽。
城市大量锅炉等耗能装置的使

用，以及机动车辆的排放，会产生热岛
效应，但安徽光机所的“热岛效应”，却
是一件优化环境的好事，似可用人才
凝聚的结果来形容。

“炮筒”扬威 蜚声海外

2010年 9月 25日，由德国科学记
者协会发起组织，一批资深记者来到
安徽光机所采访考察。记者团由在德
国新闻社、德国第二电视台、德国广播
电台、《世界报》等多家德国主流媒体
的 19名科技记者组成。
此事始于 2008 年北京奥运的环

境监测。 Science 杂志亚洲区主编
Rechard Stone 常驻北京，对安徽光机
所的环境监测设备产生了关注，刘文
清为了让外国友人眼见为实，在北京
的超级监测站接待了一批来访的外国
记者，记者们听完他的介绍心服口服，
随即发表了诸多奥运环境的客观报
道。
曾几何时，安徽光机所的环境监

测设备，将外国的同等监测设备挤出
了国门，不得不将“炮筒”掉转朝向。这
次德国记者携带着“长枪短炮”，却是
追踪对准刘文清所长采访。刘文清向
记者团进行实物介绍，无论研究所在
环境监测方面的科研成果，还是该领
域成果为改善区域环境作出的努力，
都让他们对光学环境监测的中国“炮
筒”大开眼界。
德国记者打破沙锅问到底，环境

光学中心主任谢品华也娓娓道来，介
绍了环境监测技术及设备在北京奥运
会、上海世博会上的应用，让德国记者
兴致盎然。

2010年 7月，在“大气成分演化对
生态环境的影响”考察项目支持下，刘
文清作为中国北极科考队成员，奔赴
北极新奥尔松地区，进行了为期半个
月的科考工作，在新奥尔松地区的大
气观测平台上，他安装了多轴差分吸
收光谱仪，对大气痕量气体柱浓度进
行了连续监测，并通过网络实现远程
数据传输及监控。
迄今为止，安徽光机所研制的多

轴差分吸收光谱仪，已在北极地区连
续运行近 5个月，成功获取了极地大
气成分中氧化溴、臭氧、二氧化氮等气
体浓度的实时监测数据。

2010年 10月，国际光学工程学会
主席、世界著名光纤传感专家 Brain

Culshaw博士造访科学岛，并正式接
受安徽光机所的聘任，成为中科院
“外国专家特聘研究员”。

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需要对等，
而对等必须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上，安
徽光机所正是凭借多年科研实力的
不断提升，才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
角，赢得了属于自己的声誉。

将光学遥感“冷板凳”坐热

回眸建所 40年来的辉煌，无论是
广袤的戈壁滩上，头顶着炎炎的烈
日，为国家卫星定标小试牛刀；无论
是我国的东海岸，激光雷达组成的一
个个网阵，如炯炯目光探索着大气层
的奥秘；也无论是国际顶尖的望远
镜，那通光孔径 4 米的镜头，在我国
镀膜行业又一次大显身手……都能
看到安徽光机所科技人员的矫健身
影。

安徽光机所的中科院大气成分
与光学重点实验室，于 2008年 12月
正式成立，对气候变化研究及相关的
学科形成技术上的支撑，形成了富有
特色的激光雷达系列产品，安徽光机
所党委书记饶瑞中如数家珍，对本报
记者自豪地说：“我国最大、最全、最
系统的激光雷达都在我们这里！”

作为国内外知名的光学专家，王
大珩先生早年来到安徽光机所，听到
关于重新定位的汇报后十分兴奋，当
场就给予了充分肯定。王大珩先生提
出了“三个特别重视”：要特别重视国
家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战略需求，特
别重视学科的前沿性，特别重视发挥
自己的特点。王大珩先生还语重心长
地说，一定要做到在国家碰到环境问
题时，就会想到安光所。

如今，“在国家碰到环境问题时就
会想到安光所”，王大珩先生的殷切期
望，已经变成了众所周知的现实。

王大珩先生早年还说过：我国要
发展自己的光学遥感，一定要将这块
“冷板凳”坐热。安徽光机所经过多年
科研努力积累，2009年，成立了中科院
通用光学定标与表征技术重点实验
室。乔延利副所长追昔抚今，欣慰地对
记者说：“现在国内的同行都已充分认
识到，光学遥感在大气环境研究领域
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我们这块‘冷板
凳’总算是坐热了！”

这也验证了刘文清那条著名的语
录：“我看搞科研和喝咖啡有点类似，
总是先苦后甜，而不合适于坐科研‘冷
板凳’的人，就像不喜欢喝咖啡的人一
样，怎么都觉得它是苦的。”

世上没有比足迹更长的路

庆贺中科院安徽光机所创建 40
周年，2010年 10月，中科院院长路甬
祥欣然题词：“创新大气环境光学，服
务国家造福人民。”

刘文清对本报记者说：大气环境
光学仪器的研制，从无到有虽已不易，
但从有到精、做大做强更难。目前我们
在每一个科研布局上，都有自己突出
的亮点，但组成系统还不够。过去的布
局只是一个背景，今后我们要让这个
背景更加和谐、更加鲜亮。

安徽光机所副所长张为俊介绍
说：“知识创新工程的前 10年，我们主
要是为生存而战，以技术带动学科，比
较容易和国家需求相结合，争取到一
些科研课题，和一些与环境光学相关
的企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我们以技
术为入手，也带动环境光学、大气光
学、光学遥感、激光技术的发展。但我
们要有危机意识，‘创新 2020’，我们要
更好、更快地引领学科的发展，争取尽
快成立大气环境光学遥感方面的国家
重点实验室。”

信念告诉人们，世上没有比足迹更
长的路；理想告诉人们，世上没有比眼
界更高的山；执著告诉人们，世上没有
比胸怀更宽的海。
刘文清所长深有感触地说：“安徽

光机所创建 40年，进入知识创新工程
后，发展大加速。现在‘创新 2020’，再次
迎来发展的大好机遇和崭新的挑战，我
们创新不能停顿。在发挥‘火车头’的作
用中要有新的更大作为。当前我和所领
导班子的任务，就是要按照路甬祥院长
题词指明的方向，进行战略谋划，选中
方向，做几件大事。”

X线摄片、CT、磁共振成像可称为
“三驾马车”，三者有机地结合，既能扩
大体检范围，又提高了诊断水平。安徽
光机所创新大气环境光学，今后加强基
础研究的力量凝聚，拟建立的重点实验
室如同磁共振成像，想必可以发挥资源
组合的优势，更好地为大气环境作出检
测与诊断。
在创新中穿云破雾，安徽光机所也

必将迎来绚丽的朝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