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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关注科技日报

科技日报上海8月7日电（刘禹 记者王
春）上海交大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王浩

伟领衔的科研团队研制出超强纳米陶瓷铝合

金 ，让 铝 里“ 长 ”出 陶 瓷 ，不 仅 可 以 减 重 约

60％，其强度和刚度甚至超过了“太空金属”

钛合金，有望带动航空、汽车、高铁领域步入

更轻、更节能的新材料时代。

发布会现场，专家手里拿着一块闪着金

属光泽的银白色汽车转向件，是一种超强纳

米陶瓷铝合金，是陶瓷和金属铝的合金。

铝和陶瓷，一柔一刚，性能各有优劣。能

否将两者结合，制作出质量轻、硬度大，有韧

性又不易断裂变形的铝基复合材料？国际上

传统方法是先把陶瓷制成颗粒或纤维，然后

用搅拌铸造或粉末冶金的方法混入铝合金中

获得铝基复合材料。但是这种方法由于陶瓷

颗粒过大，加工成形困难，而且陶瓷的尖角会

造成强度及塑性差、性能不稳定等一系列问

题，严重阻碍了工程应用。

此路不通，那就逆向思维——让陶瓷自

己从铝里“长”出来。经过近 30 年的探索，研

究人员采用“原位自生技术”，通过熔体控制

自生，陶瓷颗粒的尺寸由外加法的几十微米

降低到纳米级，突破了外加陶瓷铝基复合材

料塑性低、加工难等应用瓶颈。

纳米陶瓷铝合金重量轻，且具有高刚度、

高强度、抗疲劳、低膨胀、高阻尼、耐高温等特

点，即使外来作用力“泰山压顶”也能做到“岿

然不动”，可以称得上是四两“扛”千斤。

纳米陶瓷铝合金有望成为下一代航空

新材料。王浩伟说：“目前纳米陶瓷铝合金

型材试验已通过，下一步将进行板材和锻件

试验。”

据悉，纳米陶瓷铝合金此前已经用于天

宫一号、天宫二号、量子卫星、气象卫星等关

键部件。

铝里“长”出陶瓷 性能超钛合金

科技日报北京8月7日电（记者房琳琳）
德国制药巨头默克集团的子公司密理博西格

玛，日前成为基因编辑工具 CRISPR 欧洲专

利战的最新参与者。据《科学》杂志 6日报道，

欧洲专利局表示，计划授予该公司专利，允许

其在美国和加拿大使用这一“基因魔剪”技术

将遗传信息编进真核细胞。

近几年，作为生命科学领域炙手可热的

基因编辑工具，这项技术的专利战日益激

烈。最受关注的是美国加州大学领导的国际

团队与哈佛—麻省理工大学博德研究所之间

的争夺战。在提交给美国专利与商标局的专

利 争 议 中 ，加 州 大 学 声 称 ，其 专 利 涵 盖 了

CRISPR 在所有类型细胞中的应用；而博德

研究所表示，CRISPR 应用于真核生物的专

利仅归自己所有，而这正是开发新型人类药

物市场的关键技术。

专利代理人凯瑟琳·库姆比斯曾处理过

与 CRISPR 相关的诉讼。她表示：“很多人认

为专利纠纷只存在于两个团队之间，但实际

上，问题要复杂得多。”

业内人士指出，欧洲不可能存在“获胜

者独占”的情况。密理博西格玛公司虽然

是最早向欧洲专利局提交 CRISPR 专利申

请的六方之一，但这六方“玩家”可能拥有

大量重叠的专利权。对密理博西格玛公司

有利的地方是，它可以获取很多基础的专

利 技 术 用 于 商 业 化 ，并 创 造 可 观 的 利 益 。

除了加州大学、博德研究所和密理博西格

玛，另外 3 家专利竞争者分别是韩国生物科

技公司（ToolGen）、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大学

以及哈佛大学。

纽约法学院专利专家雅各布·舍尔科一

直密切跟踪 CRISPR 专利诉讼案，他对欧洲

专利局的决定表示非常震惊。他指出，密理

博西格玛提交的专利内容，与博德研究所在

2013 年 1 月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内容非常

接近，且提交时间只比博德研究所早 6天。他

表示：“这很疯狂，我不知道结果如何，但欧洲

专利战现在开始有热闹可看了。”

基因编辑的专利纷争，真是一出跌宕

起 伏 亮 点 频 现 的 国 际 大 戏 ，而 且 请 放 心 ，

它 离 大 结 局 貌 似 还 远 着 呢 。 最 富 盛 名 的

专 利 争 夺 方 是 加 州 大 学 和 哈 佛 — 麻 省 理

工大学博德研究所，他们在美国和欧洲两

个战场暂时战成了平手。但显然，真实情

况 比 人 们 惯 常 印 象 中 的 要 复 杂 得 多 。 研

究团队、企业、投资者……面对 CRISPR 这

把“基因魔剪”剪出的巨大市场，各方玩家

都无法淡定。专利在手，钱景无忧。蛋糕

是 个 好 东 西 ，但 要 姿 态 优 雅 地 吃 下 去 ，可

真不容易。

基因编辑欧洲专利战再添“劲敌”
德国默克集团子公司或被授予专利

等了 25 年，美国水丰技术公司研发的转

基因三文鱼终于摆上餐桌。该公司 8 月 4 日

宣布，他们已向加拿大顾客售出一万磅（约合

4535 公斤）的转基因三文鱼，每磅（约合 0.45

公斤）5.30美元。

“这是首个供食用的转基因动物产品上

市，是里程碑式的事件。”中科院水生生物研

究所研究员胡炜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这是转

基因动物育种研究与开发应用的典范，对其

他转基因食用动物上市有重要借鉴意义。

转基因三文鱼营养、
风味无差别

三文鱼，学名叫大西洋鲑鱼，肉质鲜美、

营养丰富，颇受食客欢迎。野生三文鱼曾一

度濒临灭绝。2007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出通

告，呼吁人工水产养殖，此后大规模人工养殖

开始。“目前食品消费的 99％来自养殖。”中科

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生物学研究中心高级工

程师姜韬说。

姜韬说，此次上市的转基因三文鱼，营养

成分、风味没有区别。“从生长周期短的特点

看，转基因三文鱼口感应该更细嫩。”他说。

据了解，此次上市的转基因三文鱼生长

周期从 36 个月缩短至 18 个月，而体型则是

野生同类的两倍。2015 年 11 月 19 日，美国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针对转基因三

文鱼的声明指出，除生长速度快之外，其外

观、质感，营养都没有变化，可以进行商业化

生产和销售。

审核上市历经25年

胡炜介绍说，1989 年，在加拿大政府财

政资金资助下，加拿大学者 Hew 等人将绵

鳚的抗冻蛋白（AFP）基因的启动子和终止

子与大鳞大马哈鱼的生长激素基因 cDNA，

重组后构成的全鱼生长激素基因导入大西

洋鲑中，获得转全鱼 gh 大西洋鲑。由于生

长期缩短，降低了因寒冷低温而造成的养

殖风险，转 gh 大西洋鲑显现出很高的商业

化应用价值。

“随后，研发转 gh 大西洋鲑的 3 名学者

与产业界合作成立了美国水丰技术公司，从

此，由水丰技术公司而不是研发者自身开始

了漫长的转 gh 大西洋鲑产业化历程。”胡炜

说。由于缺乏可参照的转基因动物产业化

安全评估管理程序与法规条例，也无转基因

动物产业化的先例可循，美国 FDA 与美国水

丰技术公司进行了长达 25 年的审慎评估与

沟通，包括技术磋商、规则制定、开放公众评

议等科学评估和法律程序。美国水丰技术

公司的 CEO Ron Stotish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首次销售对我们而言是非常积极的

一件事，令人振奋。”

转基因鱼育种技术诞
生在中国

胡炜介绍说，转基因鱼育种是一项诞生

在中国的高新技术，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于 1985 年培育出世界首批转基因鱼，建立了

转基因鱼理论模型，为世界所公认。随后培

育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全鱼 gh基因

鲤（冠鲤），并于 2000 年首次系统完成冠鲤的

中间试验。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还与湖南师范大

学合作，通过倍间杂交研制出 100％不育的三

倍体吉鲤，具有完全的生态安全性。胡炜说，

从技术角度而言，食用安全、生态安全、品质

优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吉鲤产业化

条件已经成熟。 （下转第三版）

审核25年，转基因三文鱼北美上市

科技日报北京8月7日电（记者谢宏）
记者 7日从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

心获悉，该中心新引进的 AMC5100倾斜数

字航摄仪在三峡库区成功首飞，获取了三

峡大宁河河口地区数字影像1500余张。

倾斜航空摄影是利用倾斜航空相机获

取地物信息的一种新型航空摄影方式。倾

斜航空摄影区别于传统的竖直航空摄影，

采用 5 个镜头同时获取下、前、后、左、右 5

个方向影像数据的方式，用户可在线从多

个角度对数据进行浏览和量测。

AMC5100 倾斜数字航摄仪是国内首

套集成 5 台 1 亿像素的大幅面相机和高精

度 POS 的航空摄影系统，可从 1 个垂直、4

个倾斜等多个角度获取测区数字影像，同

时采集地物顶部和侧面纹理信息，通过后

期数据处理，生成地物三维实景模型，为精

细化地质调查提供一种新的技术方法。

倾斜数字航摄仪在三峡库区首飞成功

“治理农田残膜污染是我们亟待攻克的

难题，又是个系统工程，涉及法律法规、补贴

政策、地膜减量化应用、可降解地膜应用、PE

地膜机械化回收、高强度地膜推广应用以及

回收残膜资源化利用等一系列问题，必须综

合施策、常抓不懈。”8 月 5 日，在新疆石河子

市出席第十一次全国微灌大会暨中国塑协塑

料节水器材专委会 2017年年会的中国工程院

院士陈学庚表示。

陈学庚在上世纪 80年代曾和兵团众多科

技工作者研发出棉花铺膜播种机系列产品，

填补我国地膜植棉机械化应用领域空白。然

而近年来，环境治理和残膜回收成了他的心

头之痛：“我余生就是要和国内众多科技工作

者一起奋斗，攻克农田残膜污染治理瓶颈，一

定不把农田残膜污染治理这个难题留给子孙

后代。”

“新疆大面积应用地膜种植已有 30余年，

带来了巨大经济效益。目前覆膜种植的农作

物已由棉花扩展到番茄、玉米、甜菜、辣椒、瓜

类等，总面积 5000余万亩。”陈学庚介绍。

与此同时，地膜残留污染也呈现日趋严

重态势，成为“白色污染”，破坏了环境，也影

响了新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治理农田残膜污染，要针对残膜治理制

定相应政策和法规。”陈学庚认为，“首先，要

在全民中树立土地保护意识，给我们的子孙

后代留下一片净土。明确规定农用地膜的强

度，凡不可降解的农用地膜强度应达到规定

标准，为秋后机械化回收创造基本条件；其

次，要确立‘谁使用谁回收’的原则，严格规定

当年新铺地膜的残膜回收率，达不到回收标

准的，应用经济手段予以处罚，达到回收标准

的，应明确给予奖励。经济杠杆的撬动是最

具有实际效果的，要尽快制定当年新铺地膜

的回收率标准；再次，要把残膜污染治理的意

识变成全民的自觉行动。”

陈学庚认为，农田残膜污染治理是个系

统工程，含盖地膜减量化应用、可降解地膜应

用等众多问题。目前要做好普通 PE 地膜的

回收工作，现在的目标应是“不欠新账，逐步

还老账”，“当年新铺地膜回收率应达到 85%

以上，秋后残膜回收率达不到标准的，应禁止

对土地进行耕翻，因为残膜翻入土壤中，再将

残膜从土壤中回收，花费的人力物力将增加

4—5倍”。

陈学庚还建议，加大对可降解膜的研究

开发和试验力度，要在不同土壤、气候条件下

进行降解研究和试验；加大对新型残膜回收

机械的研究开发力度，新型残膜回收机械应

达到容易操作，作业效率高、使用可靠性高，

回收率能达到 90%以上、作业费中残膜回收

成本不超 20元等标准，此外，残膜回收机械还

要具备自动卷膜功能，回收的残膜卷可方便

集中堆放，而回收后的残膜含杂率要偏低，要

为资源化利用创造基本条件。

此外，他还建议做好不同作物使用不同

特性地膜覆盖的评估工作。“膜覆种植产生的

效益不是很明显，而且生长期能满足作物成

熟要求的，可以不使用地膜。比如在石河子

垦区种植玉米、奎屯垦区种植甜菜就可以不

用地膜。在地膜应用方面，要根据不同作物

的残膜回收难度、适应性、增产效果等综合因

素，确定使用降解膜或者 PE 地膜，比如种植

番茄，残膜回收难度太大，应使用可降解膜。”

陈学庚表示。

院士呼吁——

别把农田残膜污染治理难题留给子孙后代

要不要建巨型对撞机的科学争论还没

尘埃落定，12 米口径望远镜又在天文界引

发激烈分歧。只是此次争论的焦点不在于

要不要建，而是应该怎么建。

8 月 4 日开始，中科院院士、国家天文

台研究员陈建生撰写的一封 4000 多字的

长信在天文圈迅速流传。此信用 16 条内

容，分析了与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南京天文

光学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崔向群围绕 12 米

口径望远镜产生的分歧。

12 米口径望远镜是“十三五”时期优

先布局的 10 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之一。建设 12 米口径望远镜几乎是板

上钉钉的事，分歧主要在于对 12米口径望

远镜采取国际上普遍采用的 3 镜系统，还

是全新的 4镜系统。

据报道，去年年底大型光学红外望远

镜前期工作组曾邀请国内外 8家单位对 12

米口径望远镜进行设计。最终只有华中科

技大学和中科院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

提交了设计方案，两家单位分别提出了 3

镜和 4镜方案。

中科院天文大科学中心曾在今年 4 月

组织国际专家组评估两种设计方案，3 镜

方案被认为在多个指标上优于 4 镜方案。

但 7 月 10 日，中科院重新组织由国内专家

组成的评审会，结果 4 镜系统赢得了更多

投票数。

“我们的技术路线是要尽可能采用国

际上最成熟的技术。”陈建生在信中写道，

12 米望远镜是一项极其困难、极具挑战的

项目，国际上已建成的超过 10台 10米级望

远镜无一不是采用 3镜系统。“吸收和消化

国际上的正反面经验，可以最大可能保证

成功建成 12米口径望远镜。”信中说。

陈建生认为，3 镜系统更能满足科学

需求，光效率高，使用方便。而崔向群与中

科院院士、中科院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

所研究员苏定强提出的 4 镜方案，最大优

点是可以获取好的像质，但在地面观测受

大气抖动影响的条件下，优势难以体现，且

造价更高。

记者从天文界人士手中获得一封署名

为崔向群和苏定强的信，此信对陈建生提

出的问题进行了一一反驳，落款时间为 8

月 6 日。信中指出，与当年建造郭守敬望

远镜（LAMOST）不同，中国建造 12米口径

望远镜并没有特别不成熟的技术，无论采

用 4镜系统还是 3镜系统，风险和难度是一

样的。

“要坚持在 30 米望远镜时代，建造一

架在科学上仍然有优势的、适合新技术快

速发展的、寿命长的 12 米望远镜，而不主

张简单复制一架 30年前的 10米级望远镜，

这就是我们与陈建生最根本的分歧。”后者

在信中说。

不过，陈建生在信中指出，双方分歧的

本质是以技术为导向还是以科学需求为导

向。也就是由望远镜技术专家决定该怎么

建，还是由天文工作者决定该怎么建。

这场争论吸引了更多天文界人士加

入，甚至身在海外的华裔天文工作者。密

苏里大学物理与天文学系副教授严皞璟向

相关部门写信认为，新评审组并未如国际

专家组那般形成共同的详细意见，而只是

按投票多寡作出了 4 镜系统优于 3 镜系统

的结论。“在我看来，这不是严肃的科学态

度。”严皞璟在信中写道。一封写给“国家

天文台大科学中心领导”，署名为亚利桑那

州立大学天文学教授樊晓晖的信也指出，

“希望决策层充分尊重评审的科学性，权威

性”。

“有分歧、有争论是正常的事情，因为

不同科学家的出发点不一样。”中国科学院

紫金山天文台赵海斌研究员认为，不同设

计各有优缺点，不能以一个系统完全否定

另外一个系统，“希望争论双方在相互了解

之后，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

（科技日报北京8月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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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7 日，记者在北京景山公园首届
“智·趣”嘉年华暑期文化展上看到，展览作
品由 30 万块拼插玩具组成，分为城市、知
名建筑、侏罗纪、科幻等不同主题，精彩的
拼插展品吸引了众多游客，活动将持续到
8月 30日。

图为孩子们观看用积木拼插而成的航
天系列作品。 本报记者 洪星摄

夏日感受

“智·趣”嘉年华

近日，2017首届消夏
灯光节在河北省固安县永
定河自行车运动公园开
幕。在4万平方米的花海
灯光区，数千万个 LED 灯
珠，结合公园原有地形地
貌，在各条公路赛道、山地
赛道、技巧赛道周边组成
经典景观。图为游客们在
观看用 LED灯组成的玫瑰
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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