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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楠潘希）由中国力学学会策划主办的“2012中国力
学年”系列活动日前在中国科技馆展开。清华大学教授朱克勤应邀作科
普讲座，给 200余名大中小学生和社会公众讲述“我们身边的力学”。

飞机的升力从何而来？为什么风吹垮了一座大桥？如何才能吹出
更大的肥皂泡？洗碗盆里蕴涵着哪些科学原理？这些日常生活中都能
接触到的事例蕴涵着丰富的力学原理，观察研究这些现象的成果竟
然登上了《自然》和《科学》等世界顶尖杂志的封面……朱克勤科普报
告的内容激起了听众的好奇心。

报告结束后，由中国力学学会秘书长冯西桥主持的互动环节将

此次科普讲座推向了高潮，不同年龄层次和知识水平的观众都抢着
提问：“用蜂蜜冲勺也能看见水钟吗？”“我把手中的瓶子横放过来就
看见涡了，您能解释一下这个现象吗？”“F1赛道上高速行驶的赛车
如果太靠近的话，后面车头掉的东西为什么非常容易被前车给卷过
去？”“在分子层面上的微观研究是不是能更好地揭示宏观的力学现
象？”而朱克勤的解答也赢得了听众的阵阵掌声。

据悉，“2012中国力学年”是中国力学学会结合 8月 19日～24日在
北京举办的“第 23届世界力学家大会”而进行的系列主题活动，旨在向
社会公众进行力学知识的传播和普及。

“2012中国力学年”系列活动展开

姻本报记者 陆琦
在装修自家的厨房时，如何将中式烹饪

产生的大量油烟顺利排走？这无疑是很多中
国家庭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但很多人没有想
到，当大量厨房油烟被直接转移到室外后，也
给地球大气带来了污染隐患。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
跃思等人在对北京冬季大气细粒子中有机

组分的来源及贡献进行研究后发现，烹饪源
排放的有机气溶胶是一次有机气溶胶中最
重要的组分，控制这类排放源对降低北京大
气细粒子 PM1污染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相关论文发表在《科学通报》2012年第 5
期上。

PM1比 PM2.5更不利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PM10和 PM2.5这两
个环境专业名词迅速“走红”。而同为大气细
粒子的 PM1，对于大部分非专业人士来说还
很陌生。
“相对于 PM2.5和 PM10，PM1由于在大

气中的停留时间更长，并更容易进入人体肺
部深处，对气候、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的不利
影响更为突出。”王跃思说。

PM1是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 1微米
的颗粒物。它包含在 PM2.5中，其质量浓度约
占 PM2.5的 60%～80%。有机气溶胶是 PM1
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全球来看，PM1中
20%～80%都是有机物。
王跃思所在的课题组自 2010年冬季开始

对北京 PM1的理化特征进行了连续观测，其
初衷是想识别北京采暖期细粒子中有机组分
的来源及贡献，为制定控制北京冬季亚微米
气溶胶污染水平的策略提供参考。
从健康角度看，有机气溶胶的很多成分

被证明是对人体十分不利的诱变剂或致癌物
质，例如：多环芳烃、多氯联苯以及不饱和的
醛类物质；从环境角度看，粒径小于 1微米的
粒子消光系数更大，PM1对能见度的影响相

对于 PM2.5和 PM10更为明显；从气候影响
分析，PM1在大气中停留的时间更长，气候效
应更加显著，但到底对大气加温还是降温，则
取决于其化学成分和混合形态。

不过，王跃思同时介绍，现阶段针对
PM2.5的常规监测更为必要。

他指出，对 PM1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大气
细粒子的理化特征、来源及过程机理方面，其
科学意义重大。但 PM2.5对人体健康和环境
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更适合作为我国环保
监测的指标之一。
“科学研究与环保部门日常监测的出发

点一致，但立足点不同，应当有所区别，环保
监测为科学研究提供了重点区域，而科学研
究为环保政策提供了有力依据。”王跃思说。

控制烹饪源降低 PM1

大气颗粒物已成为破坏北京空气质量的
“元凶”之一。北京大气细粒子 PM2.5中有机
物所占比例为 30%～50%，控制有机气溶胶的
排放对减轻北京细粒子污染现状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

由于有机气溶胶的化学组成和来源十分
复杂，既可由各种源直接排放一次有机气溶
胶进入大气，也可由大气中的挥发性有机物
通过均相或非均相反应形成二次有机气溶
胶，其相关研究成为目前进一步认识气溶胶
理化特征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要想深入了解气溶胶的化学特征、来源

以及形成过程，在线进行高时间分辨率测量
十分重要。”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博士

刘全介绍，他们首次使用了世界先进水平的
高分辨率气溶胶质谱仪，对北京冬季采暖期
进行高时间分辨率（5分钟）的在线观测。
观测结果表明，北京冬季有机气溶胶有

三类主要来源，分别为代表了燃烧源一次排
放的烃类有机气溶胶、烹饪源排放的有机气
溶胶和二次生成的氧化性有机气溶胶，分别
占 PM1的 27%、35%和 23%。在中午和晚上的
居民用餐时段，烹饪源排放对有机气溶胶总
量的贡献甚至超过了 50%。
其实，我国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和《饮食

业油烟排放标准》对烹饪源排放都有明确规
定：排放油烟的炊食业单位必须安装油烟净
化设施，并保证操作期间按要求运行；油烟经
净化处理后必须达到浓度标准，油烟无组织
排放视同超标。
近年来，不少地方政府也将控制油烟污

染列为改善大气环境的一项重要内容。比如：
规定所有饮食服务业和烧烤必须使用液化
气、焦炭等清洁能源，不得燃用散煤；烹饪灶
口必须安装油烟净化装置，确保油烟排放达
到国家标准；城区内禁止露天烧烤，禁止在沿
街两侧人行道设置烹饪摊点；利用“电子眼”
盯梢餐饮企业油烟排放等。
但这还远远不够。
国外城市中烹饪源在有机气溶胶中的含

量一般为 5%～20%，而王跃思通过北京夏季
和冬季有机气溶胶的源解析发现，由于中国
特色的饮食烹饪习惯，烹饪源在我国大城市
中的贡献十分明显，平均约占 20%～40%。“只
有人人参与，从根源上控制这类排放源，才能
有效降低 PM1污染水平。”

别低估你家的厨房油烟
在北京居民用餐时段，烹饪源排放对有机气溶胶总量的贡献甚至超过 50%

本报讯（记者刘晓倩 通讯员令叶莹 李远广）为切实改
善兰州城区交通拥堵现状，兰州市日前邀请了两院院士周
干峙、同济大学教授杨晓光、国际交通与政策发展研究所
（ITDP）执行副总裁卡尔·费、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原交通
局长佐尔坦等专家学者展开座谈，为兰州交通把脉支招。

在周干峙看来，交通的发展从侧面反映出城市的发展
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交通拥堵在当今社会是普遍存在
的“城市病”。卡尔·费则表示：“兰州的交通发展还有很大
的空间，若能更好地吸取其他城市的成功经验，一定能得
到改善。”

兰州市市长袁占亭指出：“兰州交通改造的目的就是
围绕快速交通、轨道交通，3年实现同区单程 30分钟，跨区
单程 50分钟；5年实现同区单程 25分钟，跨区单程 40分
钟。”

目前，兰州市推出了一系列治堵措施，其中提升城市
交通智能化水平最值得期待。袁占亭表示，兰州将在今年 6
月前全面实现交通智能化管理。据他介绍，该市将充分运
用物联网技术，加快建设先进的交通控制系统、感知交通
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智能交通非现场执法系统、车辆停放
诱导系统和交通疏导快速反应体系，积极构建城市智能交
通系统，不断提高交通管理的科学化、智能化水平。

兰州将全面实现
交通智能化管理

简讯

国内最大燃气蒸汽
联合循环机组合同签订

本报讯 哈尔滨锅炉厂（哈锅）日前与大唐国
际北京高井热电厂签订北京高井燃气热电联产
工程 3×350 兆瓦级燃气供热机组余热锅炉合
同。该项目是国内首台 GE 9FB型燃机的联合循
环机组，也是国内最大的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机
组。

大唐国际北京高井热电厂地处北京市石景山
区，现有工程总装机容量为 600兆瓦，是保证北京
安全供热的重要支撑点。该项目的投产，不仅提升
了哈锅在余热节能锅炉设计和开发领域的地位，同
时对缓解北京市供热需求紧张的压力以及节能减
排、改善大气环境等都有着重要意义。

（张好成邱慧玲）

军队人防工程报废处理有据可依

本报讯由总参工程兵某设计研究所具体承担
编制的《军队人防工程报废技术标准》，近日获得军
队科技进步奖。该标准已于 2007年在全军实施，是
人防“十一五”计划内重点项目。

近年来，部分早期军队人防工程已无法发挥战
时与平时功能，但每年还要耗费大量资金进行维
护。对其进行分类处理，实行加固改造完善，提高这
些工程的使用功能，成为紧迫任务。该标准的实施，
使军队早期工程的维护管理、加固改造等有了科学
的依据，避免了维护经费不恰当的投入。

项目负责人陈培友介绍说，标准分为自然报废
和政策性拆除报废两类。自然报废是指上世纪 70
年代前后修建的非等级人防工程，抗力等级达不到
等级工程的最低要求；政策性拆除报废，则是由于
城市建设、市政建设、城市旧城改造等原因，确需将
军队人防工程拆除报废。 （赵杰潘希）

科技部铁道部赴陇南调研扶贫

本报讯科技部和铁道部联合调研队就秦巴山
区（甘肃片）农村扶贫进行专题调研，调研座谈会日
前在兰州举行。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确

定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等 11个连片特困
地区为新十年扶贫攻坚主战场。其中，甘肃省陇南
市 9县区整体纳入秦巴山区连片特困地区。

甘肃省副省长郝远在座谈会上说，如果不深入
走访，就看不到陇南的贫困面。像县城到市里没有
通路这样的情况，基础设施之差在全国也很少见。
同时，陇南地区由于没有燃料，植被遭到砍伐，自然
环境逐渐破坏，成了泥石流的重灾区。如果能整村
推广天然能、沼气一体化技术，减少植被破坏，陇南
地区的植被会逐渐恢复。

据了解，科技部、铁道部此次联合调研结束后，
将最终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

（刘晓倩李远广令叶莹）

中美共造煤矿救生舱

本报讯记者从山西太重煤机公司获悉，该公
司与美国青松湾电子公司近日签署生产制造煤矿
救生舱合作协议。

据了解，国家安监总局明确要求，到 2013年 6
月底前全国矿山都要建立井下紧急避险系统，其中
避险系统包括移动式救生舱、永久避难硐室和临时
避难硐室三种类型。

美国青松湾电子公司是美国创业设计服务公
司中国区的商业发展商，闻名全球的智利矿难救
援，所用避险系统全部由该公司提供。

太重煤机公司是山西省煤机制造业的龙头企
业。此次合作将引进美国创业公司救生舱核心技术
和设备，包括空气监测系统、有害气体洗涤器、冷却
除湿系统和无线通信系统等。 （程春生）

本报讯（记者黄明明）记者近日从中国林业科学院木材工业
研究所获悉，由该所研究员于文吉等完成的“高性能竹基纤维复
合材料的制造技术”研究，突破了竹材传统加工技术中竹青、竹黄
难以有效胶合的难题，可使毛竹等大径级竹材一次利用率从 20%
～50%提高至 90%以上，小径竹、丛生竹等我国优势竹材资源得以
高效利用。

据介绍，我国的竹材产业近年来发展迅猛，每年保持着 30%
左右的复合增长率。然而，“由于竹材薄壁内空的筒形结构形态，
内外表面存在难以胶合的竹黄和竹青。竹青和竹黄的含量约占竹
材总量的 15%～20%，简单去掉竹青和竹黄的传统加工办法造成
大量竹材被浪费，竹材利用率仅为 45%～48%。”于文吉表示。

经多年研究和实践，于文吉团队以我国南方地区生长的竹子
资源为原材料，通过竹材纤维可控分离技术、竹材单板化展平技
术、竹基纤维复合材料制造单元的优化技术、竹青竹黄胶合技术、

竹材增强单元导入技术等多项技术集成，研制出了全新的竹材原
材料处理技术———高强度竹基纤维复合材料制造技术。

该技术实现了竹基纤维复合材料的高性能和可调控，不用除
去竹青竹黄，最终制造成高性能、多用途的竹基纤维复合材料。该
材料可用于风电叶片、集装箱底板和户外地板等高耐候性材料及
家具、水泥模板等高消耗材料领域。

据介绍，该技术自 2009年以来，开始了以企业为应用主体的
推广示范模式。先后在安徽金泰竹业、浙江均泰科技、铁道部眉山
车辆厂、成都达江装饰材料公司等进行多次中试和生产试验，建
成了年产量 8000立方米的风电桨叶用竹基纤维复合材料、年产
200套风电桨叶用竹层积材、年产 8万立方米的全竹集装箱底板
用竹基纤维复合材料生产示范线各 1条，形成了成熟的成套生产
工艺技术与装备。其中，在山东德州应用该技术制造的风电桨叶，
叶片长 40.3米，重 5.9吨，可满足 1.5兆瓦级风电桨叶片的强度要

求。与传统的玻璃钢纤维复合材料相比，重量降低 30%以上，成本
降低 10%以上。
“在我国，小径竹、丛生竹占据了我国竹材资源的近 50%,优势

却远未发挥出来。11个产竹大省中，重组竹产业总体上呈现一种
不均衡的发展状态。希望这项技术能积极促进竹产业的升级换
代。”于文吉对《中国科学报》表示。

竹青竹黄不再分家
新技术使竹材一次利用率增至九成多

本报讯（记者张行勇）中科院
地球环境所常宏课题组通过阿尔
金索尔库里山间盆地晚新生代（距
今 240万年 ~1万年前）沉积相分
析、磁性地层和岩石磁学研究发
现：阿尔金山间盆地的沉积物在晚
上新世由湖相变为冲洪积堆积。尽
管气候变化可能影响了盆地沉积
物的变化，但是沉积剖面的地貌特
征、上新统与更新统之间的接触关
系、沉积速率变化及前人对青藏高
原北部构造运动特征的研究均显
示，构造运动是造成该盆地沉积环
境变化的主要原因。相关成果近日
发表于《亚洲地球科学杂志》。

阿尔金左行走滑断裂带是青
藏高原北部的边界断裂，是高原北
部应力消耗与传递和地貌形态变
化的重要场所。阿尔金断裂带的构
造运动是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
撞应力传递到高原北部的表现。该
断裂带直到现在都非常活跃，但对
于其上新世到第四纪构造运动的
时代和特征报道较少，导致对于青
藏高原生长过程和动力学机制的
认识存在众多争议。

近年来，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
所在阿尔金山脉和柴达木盆地北
缘进行了大量的地质调查和研究。
常宏等人得到的地质记录显示，青
藏高原北缘的阿尔金断裂上新世
晚期（距今 360万～258.8万年前）
存在一个构造活动加强的时期。此

次构造运动可能造成阿尔金山现今地貌形态的形成及青
藏高原东北缘的再次扩张。该结果与大气粉尘模拟揭示的
青藏高原生长事件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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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6日，广东省微生物所组织年轻科研人员，到广州白云山举行“学雷锋行动日—春季慎防毒蘑菇”科普知识公
益宣传活动。利用已有的食用菌和毒蘑菇研究成果，就如何识别多在春季生长的毒蘑菇及其危害，科研人员向市民进行
了科普宣传。他们现场展示了毒蘑菇标本和食用菌鲜品样品等，并向市民讲解如何选购正规、安全、美味的食用菌，同时
对“一荤一素一菇”的健康膳食观念进行宣传推广。据了解，共有千余名市民参与了此次活动。 （李洁尉 李诚斌）

基于竹材生产的风电桨叶。

本报讯（记者潘锋）“目前国内的处方药几乎全部为进
口药，只有一两个品种是国产的，国内的新药研发刻不容
缓。”近日，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所长肖瑞平在无锡举
行的国家“973”计划、中国 GPCR新药创制联盟项目（G联
盟）联合启动仪式上表示，目前国内新药研发领域已形成
一部分具有潜力的研发项目，但这些项目还未形成产业规
模化，中国需要产生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新药研发转化
集群，将优秀的项目聚集起来，成为一家国际型的大型制
药集团企业。

GPCR是 G蛋白偶联受体的简称，它是细胞信号传导
中的重要蛋白质，同时也是一类极其重要的药物靶点。在
人体中有 1000多个 GPCR靶点，但目前用于药物研发的
GPCR靶点还不到 60个。基于 GPCR的药物研发，已成为
国际各大制药公司和药物研发机构竞争的制高点。

由科技部、教育部、北京大学、国际干细胞联合研究中
心等主导的“G联盟”的成立，将以打造全球领先的新药研
发和产业化中心为目标，整合顶尖科学家、国家重点实验
室、多个国家级科研项目及投融资平台，依靠整个社会的
力量共同推进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G联盟”打造
医药产业国家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