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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杂谈R

日前，一种新型无氯氟聚氨

酯 化 学 发 泡 剂 在 京 通 过 中 国 石

油 和 化 学 工 业 联 合 会 组 织 的 科

技成果鉴定，由中国科学院段雪

院士、中国工程院苏义脑院士等

领衔的鉴定委员会认为，该技术

成果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将对传

统 发 泡 剂 的 替 代 起 到 巨 大 的 推

动作用。

提起聚氨酯发泡剂，很多人可能并不熟

悉，但是作为世界六大合成材料之一，聚氨

酯 与 我 们 的 生 活 息 息 相 关 —— 冷 藏 、太 阳

能、汽车、沙发、床垫、建筑物外墙保温等都

离 不 开 它 ，而 发 泡 剂 是 其 关 键 的 原 材 料

之一。

面世 80 多年来，研制出一种性能良好且

环保的发泡剂一直是聚氨酯行业面临的严峻

挑战。过去，“臭氧层杀手”氟利昂就一直被

用于聚氨酯发泡，对环境破坏巨大。而作为

氟利昂替代品的氢氟碳化物发泡剂又被证明

会产生强效温室气体，它导致全球变暖的潜

能值比二氧化碳高出了数千倍，其排放量正

以每年 10%的速率增加，成为全球增长最快

的温室气体。

一些国际条约对使用这些发泡剂做出

了明确的限制。1987 年签署的《蒙特利尔议

定书》就规定，氟利昂等消耗臭氧层的物质

需要逐步淘汰；2016 年 10 月，在卢旺达基加

利签署的《基加利修正案》同意将氢氟碳化

物列入限控清单，并拟定了时间表，规定在

2040 年 前 逐 步 减 少 80%—85％ 氢 氟 碳 化 物

的使用。

离开了这些物质，发泡剂该怎么办？这

是山东理工大学的毕玉遂教授一直思考的问

题。2003 年，毕玉遂开始研发新型发泡剂，

当时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通过技术创

新，早日把“臭氧层杀手”和让地球“发低烧”

的发泡剂淘汰掉！

历经 10 余年不断的试验攻关和反复“试

错”，毕玉遂团队终于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种化

学合成的无氯氟聚氨酯化学发泡剂，它完全

不同于传统的物理发泡剂，发泡剂分子本身

不含氟、氯等卤族元素，生产过程也不涉及卤

化反应，又能满足聚氨酯泡沫导热系数等性

能要求，大大减少了对臭氧层的破坏和温室

气体的产生。

在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的 大

力推动下，该项技术成果目前

已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38 件，其

中 2 件获授权，申请 PCT 专利

2 件。 2016 年以来，山东理工

大 学 和 补 天 新 材 料 公 司 合 作

开 展 了 新 结 构 发 泡 剂 应 用 和

产业化技术的研究工作，并建

成年生产规模为 3000 吨的中试装置，下一步

还将建设 10 万吨/年无氯氟聚氨酯化学发泡

剂项目。“我们希望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大

力推动既对臭氧层友好、又对气候友好的替

代技术，引导相关制造业从供给侧实现技术

升级和产品结构优化，提升我国相关行业和

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毕玉

遂说。

新型化学发泡剂能大大减少对臭氧层的破坏和温室气体的产生

不 让 地 球“ 发 低 烧 ”
本报记者 谷业凯

本报电 国家重点研发与产业化项目“微电子加工用高端

超纯化学品”近日在关键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并在江苏宜兴建

成国内首条年产 1000 吨黑色光阻示范生产线，这意味着长期依

赖进口的微电子材料开始走向国产化。北京化工大学理学院院

长聂俊介绍，该校主持承担的这一项目自去年启动以来，通过产

学研合作，与江苏博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联合开发中心，突破了

微电子加工用高端电子化学品超纯化处理技术瓶颈，实现微电

子加工用高感度光引发剂和弱碱显影树脂的结构设计及超纯化

规模制备。项目还将建成超纯三甲基铝（7N 级）、纳米色浆、光

阻材料生产线、光阻材料的性能评价平台，实现从原材料到最终

产品的自主配套。 （冯 华）

微电子用高端化学材料走向国产化

本报电 日前在京举办的 2018 中国农业展望大会发布了

《中国农业展望报告（2018—2027）》，对未来 10 年中国主要农产

品市场供需形势进行了预测和展望。64 位专家围绕乡村振兴、

国际贸易、农业大数据与监测预警等主题进行了研讨。中国农

业科学院院长唐华俊院士表示，中国农业科学院在农业监测预

警理论与方法创新、标准和数据建设、系统研建等方面开展了卓

有成效的工作，取得重要进展，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强有

力的技术支撑和信息保障。今后，将继续加强力量、持续创新，

将农业展望大会打造成信息发布的权威品牌。 （蒋建科）

《中国农业展望报告》发布

本报电 日前，腾讯在京举办主题为“连接你我、赋能办公”

腾讯文档上线发布会。据了解，腾讯已在提升办公效率方面进

行了多年探索，例如 QQ 的在线传输功能已较为成熟，每天有大

量文件在线传输。此次推出的腾讯文档已经在多种产品上进行

了一年的孵化，活跃用户突破 500 万，未来还将把包括邮箱、

TIM、QQ、会议在内的多种腾讯旗下办公相关产品进一步打

通，提升整体的办公效率。腾讯公司副总裁殷宇表示，在线文档

的核心是多端在线协同，腾讯文档打通 QQ、微信，将为国内办

公群体提供高效的办公体验。 （黄舒宁）

腾讯推出在线文档服务

■科技短波R

■创新故事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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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近日举行科普宣传等活动，让青少年“零距离”感受科技的魅力，激发了他

们崇尚科学、勇于探索的精神。

图①：在“中国航天日”到来之际，河北邢台经济开发区思源实验学校学生跟随

科普志愿者学习航天飞行器运行知识。 本报记者 史自强摄

图②：在福州举行的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一位中学生在京东方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BOE）推出的 BOE 数字画屏前驻足观看。 本报记者 赵永新摄

零距离

最近，我国首次出台《科学数

据管理办法》，意在大力推进科学

数 据 资 源 的 开 放 共 享 。 此 举 一

出，得到科技界广泛好评。

之所以要在国家层面来推进

“开放共享”，是因为长期以来一

些科研院所、高校和相关部门等

掌握的科学数据大多实行封闭管

理、不对外开放，导致很多有价值

的数据资源难以让科技界同行共

享。这在很大程度上浪费了科研

资 源 ，不 利 于 科 技 创 新 的 较 快

推进。

科 学 数 据 资 源 的“ 孤 岛 ”现

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科技

界多少存在着“宁愿单打独斗、不

愿开门合作”的现象，科研领域的

合作意识还不够强，合作氛围还

不够浓，团队文化亟待完善。

为什么一些科研人员更青睐

“单打独斗”？首先，在传统的科

研文化中，科研人员往往被要求

追求科研的独立性，要有自己的

研究方向和鲜明的个人标签。笔

者就曾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情：一

个植物学科研团队的项目原本进

展得很顺利，却因为几位骨干人

才中途退出而延后了很多年。这

几位骨干人才“自立门户”的一个

重要原因，是为了能“走自己的

路”，以免让大家觉得自己“只是在执行团队领衔科学家的

想法”。

不够合理的评价机制，也是造成一些科研人员不愿合

作的一个原因。当前在对科研人员的考核上，往往以发表

论文和争取课题项目为导向，比较看重“第一作者”和“项目

牵头人”，署名在后面的往往不太被重视，这在很大程度上

导致一些科研人员愿当“第一”、不愿当“第二”。而在团队

合作特别是多个研究团队的合作中，“第一”只有一个。这

样一来，一些科研人员在面对合作邀约时往往会有“最后只

是挂个名，耽误时间还不少，对我没啥好处”的想法，不愿意

参与合作。

今天，随着现代科学的深度、广度和复杂程度不断增

加，出现了学科间不断交叉融合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

对团队合作攻关提出了更多的需求，“单打独斗”式的科

研 既 难 以 适 应 时 代 要 求 ，也 不 利 于 科 研 人 员 自 身 成 长 。

比如，基因学不再只是研究单个基因，而是发展到了组学

等宏观层面，要求全面系统地看问题，靠单个人的研究力

量几乎难以进行；再如，材料学研究已经涉及化学、物理、

生 物 等 多 个 学 科 ，要 求 各 领 域 的 专 家 相 互 合 作 、优 势 互

补、携手攻关。

量子通信、载人航天等重大成果和突破，都充分证明了

团队合作对于科技创新的重要意义。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

家，科研人员就应打破心中的“科研围墙”，多一些合作共享

的意识，形成开门搞科研的文化；相关部门也应建立健全鼓

励科研人员合作攻关的长效机制。

时

言

打
破
心
中
的
﹃
科
研
围
墙
﹄

“单打独斗”式的科
研既难以适应时代要
求，也不利于科研人员
自身成长，应当多一些
合作共享的意识，形成
开门搞科研的文化

■关注R

在突尼斯新发现 10
处遗址，对于研究古罗马
时期军事防御系统等具
有重要意义

王心源带领的空间考古研究团队是在中

国科学院 A 类先导科技专项“地球大数据科

学工程”第三项目“数字一带一路”的资助支

持下，执行“数字丝路”国际科学计划世界遗

产工作组非洲研究计划过程中取得上述重要

成果的。

据王心源介绍，此次联合考古历经两年

多时间。2016 年 1 月，研究团队在北京进行

室内遥感图像处理以及解译分析，然后分别

于 2017 年 4 月、11 月和 2018 年 4 月与当地考

古专家联合进行实地调研与验证，最后在突

尼 斯 南 部 确 定 新 发 现 10 处 古 罗 马 时 期

遗址。

王心源说：“新发现的这 10 处遗址包括

边墙 3 段、军事堡垒 2 个，以及农业灌溉系统

1 处、水窖 3 处、墓葬 1 处。这些考古遗址形

成的证据链条反映出古罗马时期南部边疆

的军事防御体系等情况。其中，边墙与堡垒

用于防守和保护边界，阻挡来自南部和西部

的游牧民侵扰；农业灌溉系统以及储存淡水

的水窖用于保障边界军民的粮食生产与生

活需要。”

突尼斯位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西端，

是古罗马时期重要的海上贸易港口。专家认

为，此次遥感考古新发现对于研究古罗马时

期军事防御系统、农业灌溉系统、古罗马与游

牧民族关系，以及丝绸之路西端线路走向、古

绿 洲 变 迁 、环 境 变 化 及 其 影 响 等 具 有 重 要

意义。

中国驻突尼斯大使馆文化参赞白光明表

示，此次由中国科学家主导、利用遥感高新技

术所取得的重大考古发现，为共建“一带一

路”，加强不同国家与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有

力的科学支撑。

同时，此次利用遥感观测技术、卫星导航

系统、地理信息分析系统等综合技术，结合文

献分析、实地调研开展的空间考古技术与方

法，是中国科学家走出国门并首次主导联合

亚、欧、非相关国家开展空间考古遗存发现与

系统研究。这对于提升中国科学家开展国际

合作的研究水平，形成一套新的空间考古学

科 研 究 技 术 与 方 法 范 式 也 都 具 有 标 志 性

意义。

遥感考古可对目标
进行无损探测，并能节省
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

兴 起 于 上 世 纪 60 年 代 的 遥 感 技 术 ，是

指 从 远 距 离 感 知 目 标 反 射 、辐 射 或 散 射 的

可 见 光 、红 外 、微 波 电 磁 波 ，对 目 标 进 行 探

测 和 识 别 。 人 类 目 力 有 限 ，遥 感 技 术 的 出

现 ，让 人 类 拥 有 了 一 双 感 知 地 球 的“ 千 里

慧眼”。

人们往往很少将考古与遥感技术联系

起来。实际上，随着研究的深入，考古学越

来越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特征，尤其和诸多

自然科学关系密切。现代考古学大量利用

地球表面的卫星照片、航空照片、地形图和

其他专业地图获取文物遗址信息，并不断拓

展新的地理信息技术的应用，遥感技术就是

其中之一。

“ 历 史 遗 迹 大 多 在 地 表 以 一 定 形 式 呈

现”，王心源说，“我们利用当代先进空间信息

技术对人类过去活动遗迹与遗物进行探测、

识别与发现，这是一种新的无损考古探测技

术与方法。”

地面不同植被、土壤、地貌特征等与遗

址 产 生 的 电 磁 波 波 谱 特 征 不 同 ，这 些 差 异

通 过 肉 眼 看 不 出 来 ，但 在 航 天 飞 机 、卫 星 、

无 人 机 等 遥 感 平 台 上 ，观 测 设 备 可 以 获 取

它们的电磁波数据。这些信息经过计算机

处理，就能帮助科学家了解观测地的植被、

土 壤 、地 形 等 状 况 ，进 而 提 取 考 古 目 标

信息。

王 心 源 介 绍 说 ，遥 感 考 古 具 有 诸 多 优

势，比如覆盖范围广，可以获得探测区全局

信息；光谱范围大，突破可见光范围，能获得

其他波段的地物信息；时间—空间—光谱分

辨率高，可以获得每月乃至每天，以及亚米

乃至厘米分辨率、多光谱乃至包含数百个波

段高光谱的遥感图像，增强了对探测区地物

的识别能力；具有一定的穿透能力，合成孔

径成像雷达能穿透次地表，激光雷达能穿透

森林覆盖获得地面信息，探地雷达可获取地

下埋藏的文物信息。“遥感考古可对目标进

行无损探测，并节省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

这些是其优点。”

遥感考古绝非仅仅发现考古目标就大功

告成了。作为一种现代科学技术与方法，遥

感技术正与其他技术、方法与理论（如地理信

息系统技术、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定位技术、环

境考古等）相结合，扩大其发现的价值，形成

一套新的研究技术与方法范式，进而建立空

间考古新学科。

应用遥感技术，我国
科学家曾发现阿拉善高
原干沙覆盖下的古河湖
串联系统和隋、明古长城

遥感考古发端于 1906 年在军用热气球

上拍摄到英国史前巨石阵遗址。20 世纪 20
年代，航空考古勘察和航片分析成为遥感考

古发展的里程碑。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卫星

遥感考古的大量应用，遥感考古逐渐成为考

古研究领域必备且常用的探测技术与方法。

国家文物局文保司司长关强说，一批又

一批深埋地下数千年的文物古迹被科学家发

现和发掘，一些损坏的珍贵文化遗产得到了

修复和数字化保存。这其中，遥感技术发挥

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应用遥感技术，美国考古学家发现了沉

没海底数千年的古埃及名城亚历山大；希腊

考古学家用红外像片在科林斯湾发现了公元

前 373 年毁于地震的古城“Hekike”；我国中

科院遥感地球所郭华东课题组发现了阿拉善

高原干沙覆盖下的古河湖串联系统和隋、明

古长城……在文化遗址的发现上，遥感技术

具有独特的优势。

遥感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也

不可小觑。“激光雷达是遥感中的一项新兴

技 术 ，它 的 优 势 在 于 能 获 得 物 体 的 三 维 图

像，十分适用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中科院遥

感地球所研究员王成说，“比如，龙门石窟的

风化侵蚀一直是个难题，但若能及早运用激

光雷达对其进行三维扫描，以后就可按照计

算机模型对其进行复原。更重要的是，科学

家还能依据这些数据分析破坏发生的原因，

如温度、风力、湿度等，指导文物部门进行更

加精细的修复。”

在自然遗产特别是面积较大的自然遗产

保护中，遥感技术也有着其他技术无法比拟

的优势。

近日，我国科学家利用遥感技术首次在境外发现考古遗址

千里慧眼发现千年古迹
本报记者 吴月辉

近日，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

球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遥感地球

所）王心源研究员带领的空间考古研

究团队，联合突尼斯、意大利、巴基斯

坦的科学家利用空间考古技术与方

法，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西端突尼斯

发现 10 处古罗马时期考古遗址。这

是我国科学家利用遥感技术首次在境

外发现考古遗址，所发现的遗址揭示

了古罗马时期南线军事防御系统的布

局与农业灌溉系统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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