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副研
究员杨斌与山东大学研究员刘锋等合
作，开发出了具有高效白光发射的新型
双钙钛矿材料，并制备了基于该材料的
单组分暖白光发光二极管（LED）。相关
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德国应用化学》。

电气照明占全球电力消耗的
15%，释放了全球 5%的温室气体。
采用更加高效、低成本的照明技术
可缓解能源、环境危机，助力实现

“双碳”目标。目前，绝大多数白光
LED技术主要依靠蓝光 LED激发多
组分荧光叠加的方式产生白光，因
此很容易出现显色性差、发光效率
低、有害蓝光成分高、白光光谱不连
续等问题。开发高效单组分白光材

料被认为是解决以上问题的关键。
在此次研究中，科研人员发现

非铅金属卤化物双钙钛矿材料可用
低温溶液法制备，且生产成本较低。

此外，由于自身结构的限域以
及强烈的电-声子耦合效应，双钙钛
矿材料具有独特的自陷激子特性，
其复合发光表现出较大的斯托克斯
位移及宽带光发射，从而表现出白
光发射的特点。

由于该研究所制备的低维双钙钛
矿材料具有高光电性能和优异的溶液
可加工性，可以通过简单的溶液法制
备基于该材料的单组分暖白光 LED。
因此，该工作为下一代照明器件的设
计提供了新思路。（据《中国科学报》）

科研人员研制出单组分暖白光LED

目前，新的蛋白纤维及其生产
技术也正不断取得新进展。

比如文章开头提到的苏娟
娟团队研发的耐冻蛋白纤维，是
将两种类型的抗冻蛋白，即来自
海嘴鱼的Ⅲ型抗冻蛋白和来自
雪蚤的富含甘氨酸的抗冻蛋白，
嵌合在高度有序的蛋白结构中
得到的。

就像是“防冻剂”，抗冻蛋白能
够结合小冰晶，并抑制大冰晶生
长，进而保护细胞和血液在冰点下
不结冰，并进行正常代谢，保证海
嘴鱼在极地环境、雪蚤在厚厚的积
雪下能正常生存。在新研发的耐
冻蛋白纤维中，抗冻蛋白能捕获水

分子或冰晶等，进而为蛋白质纤维
提供“保护层”，提高了纤维的抗冻
性。据测试，在零下 40摄氏度的低
温下，耐冻蛋白纤维中的冰结晶受
到抑制，纤维更光滑、截面上的皱
纹更少，因此也保持了较高的低温
刚度和韧性，以及良好的机械稳定
性，这使得用蛋白纤维制造具有出
色抗冻性能的纺织品成为可能，比
如在南极洲使用的绳索或北极极
地服装、航空服等。

又如，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
司等研发的一种新型多功能动物
蛋白再生纤维素纤维，其原料来
自动物的毛。上海帕兰朵纺织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教授

级高级工程师方国平说，由于纤
维的横截面呈 C 形中空，形状的
饱满率和圆滑度好，从而使纤维
具有了独特的截面形态。这种截
面形态使得多功能动物蛋白再生
纤维素纤维在微观结构上，实现
了纤维素和蛋白质共存共融，使
这款动物蛋白再生纤维素纤维具
有了其他纤维不具备的多功能特
性，比如良好的透气性和抗静电
性，以及优异的吸湿发热性等。
再配合独特的纺纱技术、织造技
术和定型技术等，使该纤维技术
成本和生产成本大幅下降，由此
生产的纱线和针织面料与同类产
品相比，性价比更高。

1废弃物变身纺织新材料
2 蛋白纤维研发不断取得新进展

3 生物基化学纤维发展势头强劲

随着石油资源的日益枯竭和棉
花种植面积的不断减少，包括蛋白
纤维在内的生物基化学纤维，显现
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原料的可再
生、廉价、低污染、资源丰富等属性，
使生物基化学纤维具备极大的可持
续发展性，也成为棉纤维和涤纶、腈
纶、锦纶等化学纤维强有力的伙伴。

国家发改委产业协调司原巡
视员贺燕丽说，生物基化学纤维与
人体亲和，具有抑菌、阻燃、生物降
解等特性，发展生物基化学纤维具
有重要意义。

“十三五”以来，我国生物基化
学纤维产业快速发展，关键技术不

断取得突破，产业规模较快增长，
一批具有产业实力和技术开发能
力的企业进入了生物基化学纤维
及原料领域。我国初步形成了生
物基纤维素纤维、生物基合成纤
维、海洋生物基纤维及蛋白纤维的
产业体系。工信部、国家发改委联
合印发的《关于化纤工业高质量发
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5年，我
国生物基化学纤维和可降解纤维
材料产量年均增长 20%以上。

贺燕丽认为，当前生物基化学
纤维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多数品
种的产能规模偏小、产品成本偏高
竞争力不强等。

不过，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
总经济师、生物基化学纤维及原料
分会秘书长李增俊说，随着技术不
断发展，公众对生物基化学纤维产
品的功能和价值认识不断深入，其
产能规模偏小、产品成本偏高等问
题将会逐步得到解决。

贺燕丽表示，“十四五”期间，
我国应努力提高生物基化学纤维
原料的自给率和多元化水平，提高
重点生物基化学纤维品种的规模
化和工艺装备的自动化水平，大力
降低生产成本。在开拓下游纺织
品的应用领域取得实际成效。

（据《科技日报》）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吴曼青
院士团队陈彦教授、孙启彬研究员等
在无线人体感知研究中取得重要进
展，实现了基于毫米波雷达的非接触
人体心电图实时监测，突破了百余年
来心电图仅能通过接触式传感器获
取的局限。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
于《IEEE移动计算汇刊》。

心血管疾病是全球第一大致死
疾病，每年约有 1860 万人因此失去
生命。心电图监测一直被视为临床
诊断心血管疾病的“金标准”之一，
在疾病早期诊断发现以及后续治疗

过程中均有极高的临床价值。然
而，自发明一百多年来至今，心电图
监测一直需要将电极连接到人的皮
肤上，来捕捉反映心脏状态的电活
动变化，导致不适的用户体验。因
此，日常生活中的长时间连续心电
图监测往往难以实施，造成转瞬即
逝的异常心电状态记录丢失，延误
疾病的诊断。

“新方法中，被测者不需要佩戴
电极，也不需要去除衣物，以无感的
方式完成心电图监测。”陈彦介绍。
陈彦等人利用心脏电活动与机械活

动是心脏活动同源不同表征的特性，
使用毫米波雷达以非接触形式测量
体表的心脏机械活动，提取四维心脏
机械活动信号。随后利用深度神经
网络模型建模心脏机械活动与电活
动之间的非线性映射关系，通过数据
驱动的方式求解该域转换问题，并最
终还原出心电波形。

在研究中，研究人员在 0.5米非
接触感知距离、不同生理状态和人
体相对静止躺姿约束的实验设计
下，对 35 个实验对象实现了非接触
心电图监测。与传统心电图相比，

非接触式心电图实现了时间中位数
精度小于 14 毫秒、形态中位数精度
大于 90%的监测性能。此外，该方
法的监测结果支持对心血管疾病诊
断中的关键指标——心跳间期的稳
定监测，其误差在 9毫秒以内。该指
标对心肌梗死等疾病具有重要的诊
断价值。

“目前我们正在与相关医院进行
合作，一旦获得临床认可，本技术将
对心律失常、心肌梗死等疾病的日常
监测与诊断提供重要的帮助。”陈彦
表示。 （据《光明日报》）

我国科学家实现非接触心电图实时监测

根据原料来源不同，化学纤维可
分为石油基化学纤维和生物基化学纤
维两大类。蛋白纤维属于生物基化学
纤维，由蛋白质和纺丝的边角料混合，
或接枝到其他高分子纺丝或复合纺丝
上制成。目前，蛋白纤维的品种主要有
大豆蛋白纤维、牛奶蛋白纤维、蝉蛹蛋
白纤维、皮革胶原蛋白纤维、羊毛蛋白
纤维、桑蚕丝蛋白纤维等。

我国是蛋白纤维生产品种覆盖面
较广的国家之一。大豆蛋白纤维、牛奶
蛋白纤维、羊毛蛋白纤维、桑蚕丝蛋白
纤维等都已经应用在高档服装、家居服
饰、家纺用品等领域。比如蚕蛹蛋白纤
维，是以抽丝后的蚕蛹为原料，提取蚕
蛹蛋白，对其进行化学改性，制成蛋白
质纺丝液，并与粘胶纺丝液共混纺丝制
成的。又如羊毛蛋白纤维，以皮毛下脚
料为原料，制备出蛋白质含量约 3%的
蛋白液，然后加入粘胶纤维等纤维素材
料中制成。用羊毛蛋白纤维生产的面
料手感柔软、具有真丝般的光泽、透气
性好、抗静电。

蚕蛹蛋白纤维、羊毛蛋白纤维等原
料均来自生产的下脚料。可再生资源
的综合利用与现代纤维加工技术的融
合实现了蛋白纤维生产的“变废为宝”。

无污染 原料来源广泛 可生物降解

蛋白纤维：用边角料做出绿色好面料
我国蛋白纤维产业稳步发展，品种齐全，在新技术研发及产业化方面

不断取得突破。功能化、绿色化已经成为蛋白纤维发展的重要方向。近
日，中国科学院大学材料科学与光电技术学院研究员苏娟娟团队制备出一
类具有良好的抗冰能力和低温机械性能的耐冻蛋白纤维。与传统纤维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该蛋白纤维即使在零下 20摄氏度至零下 40摄氏度，也能保
持高刚度和韧性。

苏娟娟等人的研究只是我国蛋白纤维创新发展的冰山一角，由于蛋白
纤维具有绿色无污染、原料来源广泛、可生物降解等优点，并能有效解决石
油基化学纤维对石油类化学品的过度依赖，因此这些年在我国发展迅速。

蛋白纤维属于生物基化学纤维，由蛋白质和纺丝的边
角料混合，或接枝到其他高分子纺丝或复合纺丝上制成，
具有绿色无污染、原料来源广泛、可生物降解等优点，并能
有效解决石油基化学纤维对石油类化学品的过度依赖。
目前，蛋白纤维已经应用在高档服装、家居服饰、家纺用品
等领域。

近日，中联重科在长沙发布行
业首个绿色智慧工地，11款纯电动
智能工程机械在此汇聚成行业最先
进、齐全的智能工程机械集群，能协
同实现“挖掘-浇筑-吊装-装饰”全
流程建造的自主、无人化施工。

让机器“说话”、自主协同施
工，这是中联重科自主研发，由 iCES
智能调度系统、MAS多智能体协同
系统、4DT 数字孪生系统构成的智
慧施工大脑核心，赋予工程机械的

“超能力”。其中，iCES智能调度系
统可实现 BIM 任务毫秒解析，准确
率 100%；施工任务一键下发，全数

字化任务交底，相对人工交底时间
减少 90%；施工紧凑快捷，等待时间
减少 28%；人员精简高效，施工更安
全。MAS多智能体协同系统能预测
协作智能体作业轨迹、决策空间协
同姿态，实现动作精准协同、全域主
动防碰撞。4DT数字孪生系统可实
现“信息一张网，管理一张表，监控
一张图”掌上工地，随时随地监控孪
生工地，通过智能辅助决策，施工周
期缩短 30%，人工能效提高 300%。

当天，中联重科还发布了14款绿
色零部件、32款新能源主机产品。

（据《中国科学报》）

全程自主无人施工的绿色智慧工地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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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耶路撒冷12月 20日电
以色列海法大学日前发表公报说，
该校研究人员领衔的国际团队在以
色列东北部发现了距今约 7000年的
棉纤维，这是迄今发现的近东地区
使用棉纤维的最早证据。

公报说，这些棉纤维发现于以
色列东北部贝特谢安谷地的考古遗
址泰勒察夫。海法大学与美国斯坦
福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合作对这些
棉纤维进行的研究显示，这些棉纤维
可追溯至铜石并用的红铜时代，是近
东地区使用棉纤维的最早证据。此
前，在该地区发现棉纤维的最早证据
来自几个世纪后的青铜时代早期。

公报介绍说，人类可能在数万
年前就已使用亚麻等天然植物纤维
作为材料生产织物。由于织物等有

机物在干燥条件下容易降解，因此
在夏季炎热的地中海气候区域遗址
中较罕见。长期以来，该地区对织
物的主要考证来自文本、绘画以及
用于生产纤维和织物的工具。近
期，研究人员开始使用化学手段研
究考古发现的有机物，不仅能够找
到织物证据，还能确定其中的植物
成分。

研究人员判断，在泰勒察夫发
现的棉纤维源自印度河流域，那里
是棉花的重要起源地。此前有证据
表明，在红铜时代泰勒察夫附近的
村民与如今的埃及、伊拉克和土耳
其的安纳托利亚地区存在贸易往
来。最新发现的棉纤维或可证明当
时的贸易活动已延伸至数千公里外
的印度河流域。

以色列东北部发现
距今约7000年的棉纤维

近日，山东大学海洋研究院海
洋碳汇团队等在海洋微生物多样性
研究领域取得新进展。研究成果发
表于《自然通讯》。

微生物被认为是驱动海洋元素
循环的主要幕后推手，是解析海洋
碳汇这一复杂过程的关键。因此，
探索海洋环境中微生物多样性及其
生态功能，对于解析海洋中复杂的
生物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该研究对加利福尼亚海湾、渤
海、南海等地进行沉积物取样，通过
宏基因组高通量测序技术，得到 5个
新的细菌门类。通过数据库比对发
现，这些类群在世界各地不同环境
中广泛存在。

据介绍，这些门类具有许多新

型蛋白家族，即在数据库中从未被
记载的蛋白家族。新型蛋白家族的
发现让这些细菌门类的新颖性更加
独特。这些蛋白家族同时具有序列
及种群分布保守性，还与许多具有
重要代谢功能的基因紧密相连，表
明其潜在的重要生理功能。

这些广泛分布的细菌门类在海
洋沉积物的碳、氮、硫等循环过程中
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许多细菌可以
降解复杂有机物，如海带多糖、果胶
等复杂多糖及蛋白质的胞外酶；有
些细菌具有硫酸盐还原或硫氧化的
功能；有些细菌具有反硝化基因，可
消除一氧化二氮这种温室气体，从
而缓解海洋中温室气体的排放。

（据《中国科学报》）

新发现5个海洋微生物类群

据新华社东京 12 月 21 日电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京都大
学、九州大学等组成的研究团队20日
发布新闻公报说，他们通过分析“隼
鸟 2”号探测器从小行星“龙宫”带回
的样本发现，“龙宫”表层的水几乎都
消散于宇宙空间，证明了“龙宫”的表
面物质正经历着太空风化。

没有大气层的天体会因为微流
星体的高速撞击、太阳风粒子轰击、
宇宙射线照射等原因表面慢慢发生
变化，这一过程称为太空风化。

公报说，研究团队分析了“隼鸟
2”号探测器从“龙宫”小行星带回地
球的 800多颗平均直径几十微米的
砂粒，发现“龙宫”小行星表面因微
流星体冲击产生的热量导致星体表

层数微米变成熔融状态，熔融层下
方至少 1至 2微米的黏土显著脱水，
小行星仿佛整体遭受了强加热一样
反射着太阳光。

研究还发现，“龙宫”的太空风
化和月球以及“丝川”小行星的太空
风化都不同，显示出独特的个性。
这是由于“龙宫”小行星含有大量含
水硅酸盐矿物，而月球和“丝川”小
行星没有水。

公报说，“龙宫”属于 C型小行
星（碳质小行星），这种小行星数量
在小行星集中的主带中是最多的。
通过这项研究，科学家们首次弄清
了 C 型小行星太空风化的真实状
态，有望推动对含水小行星反射光
谱的解释。

日本科学家在小行星“龙宫”
表面发现太空风化的痕迹

记者 12 月 20 日从中山大学了
解到，“天琴一号”技术试验卫星已
于近日通过国家航天局的验收，评
定等次为“优秀”。

“项目依据民用航天科研工程
各项管理办法开展研制工作，完成
了各项研制内容。卫星在轨稳定运
行 13 个月（超过 6 个月的设计寿
命），圆满完成了 6项关键技术验证
任务，各项功能、性能技术指标达到
或优于任务要求。”国家航天局近日
召开了项目验收会，给予了“天琴一
号”技术试验卫星高度评价。

经验收专家组评审，“天琴一

号”技术试验卫星在轨验证的高精
度惯性传感技术、无拖曳控制技术、
一体化粘接集成的空间激光干涉技
术、卫星的高精度质心控制和测量
技术及对核心载荷的高稳定度温度
控制技术指标均达到国内最高水
平；连续可调的冷气微推进器噪声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惯性传感核心
指标较国内原有水平提高约 2个量
级；并获得全球重力场数据，这是我
国首次使用国产自主卫星测得这一
数据，为我国后续重力卫星的数据
处理奠定了基础。

（据《科技日报》）

天琴一号”技术试验卫星
通 过 国 家 航 天 局 验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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