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 合
主编：肖洁 校对：么辰 E-mail押news＠stimes.cn4 2012年 7月 23日 星期一 Tel押（010）82614597

姻本报见习记者孙爱民
未来，人们或许可以体验这样的

体检过程：向医生提供自己的血液样
本，后者利用专业仪器，快速检测出基
因中可能带有的各类遗传性疾病、传
染病等隐患。
若体检者已患病，医生可以判断

出病症的变化趋向，并制定合理的治
疗方案，对症下药；若未得病，医生可
以提醒其针对可能患的疾病进行预
防。
这种基因检测目前在临床已有应

用，然而其尚未成熟的技术与高昂的
费用往往让普通人望而却步。
如何让这一美妙的技术“飞入寻

常百姓家”？38岁的中科院上海应用
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樊春海带领他的团
队，一直在为之努力。

“盲目”的志愿决定一生的事业

1992年，参加完高考的樊春海报
考了南京大学生物化学专业。
“当时选择生物化学很盲目，一点

也不了解。”樊春海回忆说，“高中时喜
欢化学，但觉得单纯学化学会到化工
厂一类的公司工作，因此就选择了和

生物学交叉的生物化学。”
2000年，樊春海在南京大学获得

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后，开始了在美国
近三年的博士后研究工作。在美期间，
他师从 2000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Alan Heeger教授，进行生物传感器方
面的研究。
“与当时国内或美国一般的实验

室相比，在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实验室，
看问题的视野、方式方法以及接触到
的人是非常不同的。”樊春海说。
在美国期间，繁杂的科研工作曾

让樊春海一度应付不来。他主动找到
Heeger教授，向他请教，在很多重要的
事情面前应该怎么做。

Heeger教授说：很简单，你就挑最
重要的事情做。
简单的一句话为樊春海开辟出一

条清晰的道路，“这句话我记忆犹新，
对我的影响也最大”。

操控 DNA分子构筑纳米世界

樊春海的团队将纳米技术与纳米
思维引入生物检测，研发了 DNA纳
米生物传感器。他们希望能大大提高
基因检测的效率，为基因检测的普及
解决技术难题。

DNA纳米技术是近年来新兴的
前沿交叉领域，一经兴起便蓬勃发展。
该技术的宗旨是利用 DNA分子自组
装和识别能力，将其作为一种纳米材
料实现精确的纳米构筑。
“我们希望在纳米的世界，通过一

些先进的物理手段，实现像 DNA这
些生物分子按我们的意愿堆积、编织
起来，构成纳米的器件。”樊春海告诉
《中国科学报》记者，“这个将来可能会
引领新的纳米技术。”

早在 2006年，年仅 32岁的樊春
海就将纳米领域中的重要材料纳米金
应用到生物传感器的改进，使其具有
高灵敏性和高特异性。

改进后的生物传感器可在 1到 2
小时内快速检测到约 2 万多个 DNA
分子，检测灵敏度达到 10飞摩尔 /升，
超出常规荧光 DNA检测方法约 3个
数量级。

当时的《美国化学会志》的审稿人
评论指出：“这种新型生物传感器……
是一个概念上的突破，并可以使 DNA
分析方法变得简单。”

兴趣引导工作

“我是从研究生阶段开始接触到

生物传感器的，奠定下了以后的研究
兴趣。”
“兴趣”是樊春海在接受采访时反

复提到的一个词———自己的兴趣、研
究团队的兴趣、未来科研的兴趣。

正是靠着这份“兴趣”，樊春海在
纳米生物传感器方面的研究越走越
远，并带领研究团队取得一系列突破
性的研究成果。

樊春海先后主持或参与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科技部
重大科学研究计划等项目，发表 SCI
论文 180余篇，完成了多种生物传感
的原理设计和传感元件制作。

此外，樊春海已申请 8 项美国、

国际专利（2项授权）和 20 余项中国
专利，入选了中科院“百人计划”，并
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第十二届中
国青年科技奖、中国科学院杰出青年
科学家奖和第十一届中国科学院杰
出青年、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标兵等
荣誉称号。
“原来我读研究生时，能够看到

的文献都是别人发表半年后的，而现
在互联网这么发达，我们跟美国是同
步的。特别是现在国家对科研的投入
这么大。”樊春海感慨地说，“在这样
的大背景下，青年科技工作者只要有
兴趣、肯努力，都可以尽情实现科研
的梦想。”

7月 22日上午，北
京城郊的街道上仍然
积水成“河”，让人难以
看出原来的路面。

7月 21日，北京遭
遇特大暴雨。一天内，
市气象台连发五个预
警，暴雨级别最高上升
到橙色。截至 22 日 2
时，全市平均降雨量
164 毫米，为 61年以来
最大。（本报记者王卉
摄影报道）

酱油工业下脚料可制备香精

京城街道积水成“河”

本报讯（记者成
舸、李浩鸣）中国南车
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南车株
机”）研发的三种新型
列车转向架技术日前
通过科技成果鉴定，
标志着中国南车在列
车转向架技术上的持
续创新取得丰硕成
果。

这三种转向架均
系中国南车为我国出
口亚欧国家的新型列
车量身研制，具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分
别为时速 80 公里轻
轨车辆铰接式转向
架、时速 120 公里窄
轨城际动车组转向架
和时速 140 公里电机
空心轴准高速客运电
力机车转向架。

列车转向架相当
于汽车底盘，是保障列
车行驶稳定性、舒适性
和安全性的基础部件。

时速 80 公里铰
接式转向架应用于出
口土耳其的轻轨车
辆，这是我国铁路运

输装备整车产品首次出口欧洲市场。南车株机
研究人员首次研制了一种铰接式非动力转向
架，并实现了与传统动力转向架的组合配置。

时速 120 公里窄轨城际动车组转向架运
用于马来西亚城际动车组，首次研制了具有
轮盘制动的窄轨动力转向架，填补了该项技
术的空白。

这两项技术创新成果，不仅保证了车辆正
线运行品质，而且满足了站场最小曲线半径为
30米的特殊要求。

时速 140 公里电机空心轴准高速客运电
力机车转向架系为中东地区国家专门设计，研
究过程历经近 20年。装备该转向架的多种型
号机车已在国外客运线路上通过十余年的商
业运营考核，填补了国内在电机空心轴传动转
向架方面的空白，打破了国外大公司对电力机
车国际市场的垄断。

据悉，这三项列车转向架技术已经通过
了湖南省科学技术厅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
以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友梅为组长的专家组
鉴定认为，时速 80、120 公里转向架技术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时速 140 公里转向架技术达
国际先进水平。来自我国电力牵引、车辆工
程、机电工程、机械设计等领域的九位专家
出席鉴定会，并一致建议将该系列成果在更
多车型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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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所研究员樊春海：

“微小世界”的建造者

本报讯（通讯员张涛 记者高长安）记者日
前从河北省科技厅获悉，近年来，该省利用区
位优势，以院士联谊会的形式吸引中国科学院
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参与河北建设，在推动该省
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促进科技自
主创新能力和科研水平的整体提升、加快高新
技术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的步伐、为该省各级
政府重大问题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据悉，2000年 8月，河北省委、省政府在秦皇
岛市召开“河北省院士联谊会”成立大会暨院士
高科技合作洽谈会，标志着河北省院士联谊会正
式成立。

自院士联谊会成立以来，河北省积极引进
院士智力，加大与院士的科技合作力度，开展
了大量的科研攻关、技术开发、学术交流、学科
建设、人才培养、咨询论证等工作，取得了显著
成效。

统计显示，通过院士联谊会，已有涵盖两院
所有学部的 259 位院士正直接或间接服务河北
发展，全省各类企事业单位设立院士工作站 60
家，与院士及其团队建立合作关系的企业达到 96
家。

其中，石家庄铁道大学与王梦恕等 5位院士
对接后共同完成的国家重点工程———青藏铁路
昆仑山隧道等重大科技工程，获 2008年国家科
技进步奖特等奖。在庞国芳、胡正寰等多位院士

的指导下，燕山大学机构设计及理论、机械制造
及其自动化等 5个学科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在
曹妃甸建设工程中，20多位院士在项目选址、方
案设计优化、环境评价、关键技术研发等方面给
予了有力指导和技术支撑，确保了项目建设的科
学顺利推进。

据了解，截至目前，河北省有关单位与院士
签订合作研发项目 200 多个，涉及各个主导产
业、新兴产业和重点发展领域。

河北大力引入院士智力促发展

本报讯（记者陆琦）7月 21日是“两弹一星”元勋王大珩逝
世一周年的日子，周炳琨、陈佳洱、胡海岩、杜祥琬等院士以及
来自中国科学院、北京理工大学、长春理工大学等单位的专家
学者齐聚一堂，共同缅怀王大珩先生的丰功伟绩和高风亮节。
“大珩老师教导我们，在科学研究中要永远保持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大力协同的优良传统，发扬崇尚科
学、团结协作、追求一流、讲求正气的团队精神。”陈佳洱希
望青年一代科学家牢记王大珩先生的教诲，为将我国建成

国际先进的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
“一代代科学家传承王老的精神和思想，对于我国科技

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杜祥琬说，科技工作者应像王大
珩先生一样站在国家高度上想问题，增强历史使命感，不断
攻克科学技术难关。

此次大会由中国光学学会、中国科协、北京市科协、北
京理工大学等 15 家单位共同发起，由中国光学学会主办，
北京理工大学光电学院承办。

科教界纪念王大珩逝世一周年

青年科学家撷英

樊春海（右）与 2000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Alan Heeger。

本报讯（记者李洁尉 通讯员周飞）近日，中科院华南植
物园科研人员完成的“利用酱渣生物酶解制备热反应香精
的方法及其制备的香精”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据介绍，我国是全球最重要的酱油生产国、出口国和消
费国，酱油生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 60%以上，在国际市场上
的影响力举足轻重。酱渣是酱醅浸淋酱油后的下脚料，含有
丰富的脂肪、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具备良好的精深加工潜
力。但长期以来，由于受到技术的制约，许多地区将酱渣作

为工业垃圾进行处理，资源浪费极为严重。若能对其实现回
收利用，不仅可有效防止资源流失，还能避免环境污染。

华南植物园的研究人员以酱渣为原料，对酱渣进行内
切蛋白酶水解、外切蛋白酶水解和糖苷酶水解，然后将这些
酶失活后，溶液经膜分离，再将透过液浓缩，加入糖和氨基酸
进行热反应，从而制备获得香精。

据悉，该发明所制备的香精酱香、酯香浓郁，色泽光亮，
香气醇正，风味突出。

本报讯（记者廖洋）7 月 20 日，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
中国海洋底栖生物生态学奠基人和甲壳动物学开拓者、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刘瑞玉的遗体在青岛市殡
仪馆火化。

刘瑞玉因病医治无效，于 7月 16日 5时 45分在青岛逝
世，享年 90岁。

刘瑞玉逝世后，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通过不同方式对

他的逝世表示了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亲切慰问。
据了解，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国科学院、科技

部、农业部、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中共青岛市
委、青岛市人民政府、青岛市政协、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海洋
局、中国侨联、中国水产科学院等单位和部门以及 20 余位
两院院士分别发来唁电或敬献花圈。

刘瑞玉遗体告别仪式在青岛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