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4 2014年 1月 30日 星期四 Tel押（010）62580620 主编：肖洁 编辑：张双虎 校对：么辰 E-mail押news＠stimes.cn

姻本报见习记者 倪思洁

近日，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建工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刘志国表示，北京
每年建筑垃圾产生量高达 4000 万吨，资源
利用率不足 30%。

“北京垃圾处理设施超负荷运行、处理能
力接近饱和是不争的事实。由于新的处理设
施迟迟不能建成，两三年后北京主城区的垃
圾将面临无处可去的窘境。”清华大学固体废
物污染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教授刘建国在接
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而面临“垃圾围城”窘境的，又何止北
京。

填埋 见效却不完美

“国际上主流的垃圾处理技术包括填埋、
焚烧、堆肥和资源回收四类。”刘建国说。

北京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刘阳生告诉
记者，目前的垃圾处理技术中，只有填埋和
焚烧能满足“日产日清”“快速有效消纳”的
要求，而北京市以填埋为主。

不只是北京，“发展中国家的垃圾处理
一般都以填埋为主，见效快，效率高。”中科
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付申在接受

《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无论采用何种处理方式，填埋都必不

可少。”刘阳生说，填埋技术也在不断发展
完善，垃圾快速稳定、空间可循环使用的可
持续填埋技术会成为未来填埋技术的发展
方向。

但填埋处理并不完美。“因为垃圾填埋
场寿命有限，一旦超负荷运作，会使没有来
得及或没有能力处理的有毒渗沥液逸散，
污染土壤和地下水。”张付申说，“现存的填
埋场总有一天会饱和，而因为用地紧张，开
辟新填埋场的困难会很大。”

焚烧“救星”也难自全

面对即将无处安放的垃圾，北京也有
“对策”。《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三
年实施方案（2013-2015 年）》提出，“十二
五”时期将建成 35 项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餐厨垃圾处理厂和渗沥液处理设施，5 项建
筑垃圾处理设施。

“如果能顺利落实，北京市垃圾焚烧比
例将明显上升，填埋比例将降低至 30%以
下，垃圾处理压力会明显缓解。”刘阳生说。

垃圾焚烧成了“救星”，截至去年 4 月，
我国已有 122 座垃圾焚烧厂。

“焚烧是发达国家广泛采用的成熟技
术，具有减容减量效果显著、无害化彻底、
可回收其中蕴涵的能源、商业模式成熟等
优点。”刘建国说。

刘阳生表示，我国垃圾焚烧技术历经
了 20 多年的本土化，已经能解决焚烧技
术、二次污染控制问题，且 2005 年后建立
的焚烧厂基本都采用欧盟排放控制标准，
有些焚烧厂还高于该标准。

然而，“救星”也并非万能。在刘建国看
来，目前国内垃圾焚烧厂的运行尚未很好
地解决垃圾焚烧飞灰的安全处置，而飞灰
中富集了绝大部分的二恶英和重金属。

“我国垃圾焚烧厂目前还多采用流化
床之类的小型焚烧设备，在温度控制、尾气
处理能力方面远不如大型焚烧设备。”张付
申说。

此外，“垃圾焚烧厂选址也成问题。”刘
阳生说，“居民的质疑使污染物排放标准越
来越严，尾气控制措施越来越复杂，建设运
营成本越来越高，而这种‘自我绞杀’式的
发展不可持续。”

对此，刘阳生建议，要确保焚烧遵守操
作规程、技术规范、排放标准，保证垃圾焚
烧厂的安全稳定运行，需要配合严格的运
营监管和执法监督。

利用 尚须下大力气

除了填埋、焚烧，垃圾处理还有一条
路———资源化利用。

“在我国，垃圾产生后会经过家庭回

收、拾荒者回收、环卫系统中转站回收等回
收过程，剩余的进入填埋场、焚烧厂或堆肥
场的垃圾才称为‘垃圾’。而欧美国家将产
生后的垃圾都称为‘垃圾’。”刘阳生说，如
果从欧美角度看，我国城市垃圾资源回收
利用水平并不低。

如果根据我国对“垃圾”的理解，“垃圾
资源化利用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生物法，
例如堆肥、制沼气；二是化学法，如炭化处
理、裂解制油等。”张付申说。

“垃圾堆肥在我国曾轰轰烈烈发展过
一阵，但最后以失败告终，因为混合垃圾堆
肥的二次污染重、运营成本高、堆肥品质
差，而这些问题至今仍未解决。”刘建国说。

刘建国认为，如果实现了厨余垃圾单
独收集，且在实践中不断提升技术，完善相
关标准，出台配套政策，厌氧发酵生产生物
质燃气、沼渣沼液肥料化利用会是更先进
的技术选择。

而在张付申看来，资源化利用难点不在
生物利用，而在化学利用。“处理速度慢、规模
小，使得化学利用的规模化应用不多。”

刘阳生则建议，要解决垃圾处理压力，
必须建立完整的垃圾分类回收、资源化利
用体系，包括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资
源化。同时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如对
资源化产品的税收奖励，政府对资源化产
品销售渠道的支持。

北京正面临着难以回避的垃圾危机：8座大型垃圾处理设施超负荷运行，7 座垃
圾卫生填埋场两三年内将填满封场。而每天新产生的生活垃圾就有 1.7 万吨。

河南省一批
科技特派员创业平台“升格”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河南省科技厅获
悉，一批河南本地科技特派员创业平台被
评为国家级科技特派员创业链。与此同
时，河南郑州国家科技特派员创业培训基
地通过评审。截至目前，河南省共有 12 个
国家级科技特派员创业链、创业基地和创
业培训基地。

在科技特派员科技创业过程中，创业
链是引导科技特派员进入各行业关键技
术环节开展创新创业的产业载体，创业基
地是集聚科技特派员施展创业才华的重
要平台。 （谭永江）

云压缩技术项目实现产业化

本报讯 日前，北京黔龙泰达科技有限
公司历时 6 年研发的“零”损耗超低压缩
图像视频技术被评为中关村示范区前沿、
重点及战略储备项目。

据了解，该项技术打破了图形图像、
视频领域相关标准格式被国外长期垄断
的局面，图形图像在国际压缩标准的基础
上再压缩 100 倍左右，视频再压缩 10 倍
左右，有效地节省存储空间，极大提高了
传输效率。 （郑金武）

北斗导航应用技术
协同创新中心落户郑州

本报讯 近日，“北斗导航应用技术协
同创新中心”合作项目在位于河南郑州的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启动。

启动仪式后，该中心首个合作项目
“北斗（河南）综合服务平台”相关实验系
统项目正式展开建设。同时，中心与中电
集团 27 所、北京北斗天汇公司等单位的
合作将陆续启动，项目经费近 3000 万元。

（史俊庭 崔鸿雁 杨克功）

吉林召开
2014 年科技工作会议

本报讯 近日，2014 年吉林省科技工
作会议在长春召开。

吉林省科技厅厅长李建华说，2014 年
吉林省将继续支持“两校两所”14 个项目
的成果转化；推进企业难题向科技攻关课
题转化、科技攻关成果向中试成果转化、
中试成果向产业化转化，围绕光电子、精
细化工、化工新材料、生物化工组织重大
专项；同时加快建设吉林省技术创新大厦
和吉林省技术交易市场。 （郑原驰 封帆）

河南省农科院
作物间作套种技术获成功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河南省农业科学
院获悉，该院研究员梁慧珍在河南永城市
示范推广的作物间作套种高效立体栽培
种植技术获得成功。

在该示范推广中，玉米和大豆、红薯
和芝麻间作套种，在玉米和红薯不减产的
情况下，分别增产 200 多斤大豆和 80 多斤
芝麻，一亩地增加产值 500 多元。

梁慧珍说，间作套种实现了同步施
肥、播种，同时收获，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
率。同时，间作套种的两种作物一高一低，
可以充分利用空间、光照、地力，提高土地
的产出率和收益。 （史俊庭）

河北省涿州市保定叶子农业科技公司经理王晔（中）在温室里采摘草莓。
因连续雾霾导致大棚蔬菜光照差，温度低，湿度大。近日，河北各地农业、科技部门正在采取

人工补光、电热线、热风炉等手段，提高棚内温度，增强棚内光照度保障作物正常生长。
本报记者高长安摄影报道

简讯

发现·进展

如何处置你，无所不在的垃圾

本报讯（记者彭科峰）近日，
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研究员王永栋与合作者一起，在
白垩纪古大气中二氧化碳变化
趋势与温室气候的研究方面获
得进展，相关成果发布在《地球
科学评论》上。

白垩纪是地质时期的典型
温室气候时期，同时也发生了若
干重大生物和地质事件。二氧化
碳是显生宙气候变化的主要驱
动力，白垩纪古大气二氧化碳浓
度变化的探究是国际地学领域
关注的热点和前沿科学问题之
一。

研究人员采用古植物气孔
指数、古土壤同位素等数据，与
地球化学模型等方法相互补充
印证，首次综合分析了早白垩世
和晚白垩世各阶段古大气二氧
化碳浓度变化特征。根据分析结
果提出，白垩纪在整体上二氧化

碳水平相对较高，但并非均一不
变，而是呈现出白垩纪早期较
低、中期达到最高、到白垩纪晚
期逐渐降低的变化趋势。这一结
果支持地球化学模型指示的整
体二氧化碳变化趋势。

研究显示，大气二氧化碳长
期变化趋势和短期波动表明，白
垩纪温室气候状态表现出短暂
的不持续性，古气候并非之前所
想象的那么稳定，而是发生了几
次大规模快速气候扰动事件，并
伴随着二氧化碳浓度的短期波
动变化。这些变化与白垩纪中期
发生的三次大洋缺氧事件、赛诺
曼—土伦期极热事件、白垩纪—
古近纪界限事件、超静磁带以及
大型火成岩喷发等重大事件存
在密切的耦合与因果关系。这项
成果质疑了整个白垩纪期间气
候温度均匀分布且呈现单一稳
定温室状态的观点。

白垩纪温室气候
存在短暂不持续性

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所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所

“973”启动高温高密核物质形态研究
本报讯（记者黄辛）近日，由中科院上海

应用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清华
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
所、山东大学等 6 家单位共同承担的国家重
大基础研究计划（“973”）项目———“高温高
密核物质形态研究”正式启动。上海应用物
理研究所研究员马余刚任首席科学家。

相对论重离子碰撞是研究物质在极端
高温度和极端高密度极限时结构和形态的
科学，它与粒子物理、核天体物理和宇观物
理等紧密相关，是重大基础科学前沿与高
技术相结合的制高点。

在相对论能区原子核的对撞实验中，
形成了一个类似宇宙大爆炸初期的极端高
温、高密的物质环境，是研究物质起源、夸
克—胶子新物质形态、强相互作用相变、核
子深层次的结构、寻找反物质和奇特粒子
态的理想场所。

马余刚表示，该项目将围绕研究和探
索 QCD 相图的相结构和相边界；研究夸克
物质的能量损失机制和强耦合特征；寻找
奇异夸克物质、奇特粒子态、反物质共振态
等稀有新物质形态和深入理解核子的内部
结构特征等关键科学问题开展研究。

据悉，该研究团队目前将依靠美国
RHIC-STAR 装 置 和 兰 州 冷 却 储 存 环

（CSR）大科学工程的综合束流条件以及
多年来以 STAR 中国合作组为主研发建
设的 STAR- 大型飞行时间探测器、缪子
望远镜等有特色的实验探测设备，开展若
干有重要科学价值的研究内容，如寻找
QCD 相变的临界点，对夸克—胶子等离
子体新物质形态的性质进行定量研究，完
善喷注层析理论和强耦合理论描述，寻找
若干理论上预言的奇特粒子态等前沿科
学问题。

中科院金属所中科院金属所

本报讯（记者周峰）近日，
中科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杨柯
领导的生物材料研究团队在前
期研究基础上，首次在国际上
提出金属材料生物功能化思
想,相关论文发表在《材料科学
与技术（英文版）》上。

据介绍，人体中存在不同
种类的金属元素，金属元素的
缺失，可能会引发疾病；如果在
人体中适量补充某种金属元
素，可能会有助于治愈一些疾
病。医用金属材料目前已大量
应用于骨科、齿科、介入治疗等
领域。金属材料的生物功能化
核心思路就是在发挥医用金属
材料自身力学性能的同时，针
对临床应用目标，在金属材料
中添加某种具有生物医学功能
的特定金属元素，利用金属在
体内发生腐蚀而造成的持续释

放现象，发挥特定金属元素的
生物医学功能。

杨柯团队研制的含铜抗菌
不锈钢、含铜抗菌钛合金等系
列含铜抗菌金属，具有非常明
显的广谱抑杀菌功能。目前已
申报数项国家发明专利。

由于现有金属植入材料表
面涂层通常是陶瓷、高分子等非
金属材料，涂层与金属基体的结
合力较差。如果能够赋予金属植
入材料表面一定的生物活性，将
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该研究团队发现，镁基金
属植入材料具有明显恢复甚至
提高骨质疏松动物骨组织密
度、明显抑制细菌的繁殖等多
种生物医学功能，具有较好的
防治局部骨质疏松、治疗骨髓
炎和防止肿瘤切除后的原位复
发等诸多潜在应用前景。

提出医用金属材料
生物功能化创新思路

本报上海 1月 29 日讯（记
者黄辛、王庆见习记者赵广立
通讯员孙国根）记者从复旦大学
基础医学院获悉，该院教授姜世
勃课题组在一项研究中，发现一
种抗“中东呼吸系统综合征

（MERS，简称玛斯）冠状病毒”
的高效多肽抑制剂，对进一步研
究该病毒的入侵机制和研发防
治药物具有重大意义。相关成
果北京时间 1 月 29 日凌晨发表
在《自然—通讯》。

中东呼吸系统综合征死亡
率高达 43%，但迄今全世界尚无
针对该病毒的特效药物和疫苗。

姜世勃课题组与中科院生
物物理所、香港大学合作，对玛
斯冠状病毒的融合和进入宿主
细胞的机制进行了研究，依据他
们多年来成功研发治疗艾滋病
的多肽药物所积累的经验，将目
标“锁定”在该病毒重要的 S2 蛋
白核心功能区，以结晶技术获得

了该核心功能区的三维空间结
构图，并据此设计和合成了一系
列病毒融合抑制多肽，发现其中
一个多肽可有效地抑制玛斯冠
状病毒融合和进入宿主细胞，并
将其命名为“HR2P”。

姜世勃说，HR2P 多肽的作
用机制为：玛斯病毒在感染人体
细胞时，其关键蛋白———S 蛋白
2 的“HR2 功能区”必须与 S2 蛋
白的“HR1功能区”相互作用，才
能“获准”进入人体细胞进行繁
衍。而他们发现的多肽 HR2P 能
提 前与 玛 斯 病 毒 S2 蛋 白 的
HR1 功能区结合，从而阻断通
道，使病毒无法感染人体细胞。

研究人员还对HR2P多肽进
行了改造，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其
抗病毒的活性和开发安全、有特
异性药物的潜力，使该药物既可
用于玛斯病毒的治疗，也可用于
高危人群暴露前后的预防，从而
阻止玛斯冠状病毒蔓延。

发现抗玛斯冠状病毒
高效多肽抑制剂

复旦大学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等复旦大学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等

数据分析短板让中国“漏掉”近地超新星
我国天文学家正在汇集力量开展后续研究

本报讯（记者冯丽妃）1 月 22 日，伦敦大学天
文学院发现大熊星座 M82 星系一颗超新星爆发，
这颗超新星距离地球约有 1200 万光年，是距地球
最近、最亮的超新星之一，对研究宇宙暗能量具有
重要意义。然而遗憾的是我国研究人员却没能及
时辨认出来，错过了研究其光谱的最佳时机。

目前，这颗超新星已经由国际天文学联合会
给出正式编号 SN 2014J。

事实上，伦敦大学的研究人员并非这颗超新
星的最早发现者。1 月 15 日凌晨三点多，正在黑
龙江漠河北极村进行试验观测的我国南极巡天望
远镜 AST3-2 就已经捕捉到其爆发信号。

“我们最早观测到的数据显示，这颗星为 14.3

等星，而 7 天后，英国观测到的已成为 10.5 等
星。”正在漠河进行数据分析的天津师范大学教
授、国家天文台南极组负责人商朝晖对《中国科学
报》记者说。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观测到 2014J 的国家之
一，仅有日本的一个观测点比我国早两小时。

“尽管现在每年发现的超新星很多，但距地球
如此近的仍十分少见。”清华大学天文学教授王晓
锋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发现时间越早就越有利于观测和研究超新
星爆发的基本物理问题。事实上，Ia 型超新星已
被天文学家普遍认为是研究宇宙膨胀的一杆重
要标尺，2011 年的诺奖就与该类超新星有关。

在正常的情况下，如果只有引力，宇宙最终命运
肯定是收缩。正是借助于对这类超新星的观测，
天文学家们发现宇宙在膨胀，并由此推断出暗
能量的存在。

2014J 属于 Ia 型超新星。据介绍，当前关于
Ia 型超新星的爆发机制仍有许多未解之谜。目
前，天文学界对于其爆发机制至少有三种可能
的理论推理，且每一种类型都与白矮星———“中
小质量的恒星燃烧到最后留下的致密残核”有
关。

“它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爆炸比
较均匀，爆发亮度基本相同，因此被天文学家作
为研究宇宙暗能量的‘标准烛光’，但天文学家对

这类恒星爆炸的原理仍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
王晓锋说。

这次近距离 Ia 型超新星的出现，无疑给天文
学家认识暗能量提供了一次绝佳的机会。

遗憾的是，由于当前我国尚未建成天文学大
数据实时分析系统，导致没有在第一时间发现星
空异常，错失了最佳研究时机。

对此，王晓锋表示，这颗超新星的爆发过程仍
在进行，最亮时可能达到 8~9 等星。目前，我国天
文学家已经调用了河北、云南等望远镜阵列，对这
颗超新星展开后续研究工作。同时，我国也正在筹
划建设新一代实时数据分析系统，将来可以在第
一时间发现星空异常，捕捉最佳研究时机。

填埋

焚烧“

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