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药方剂现代研究关键技术

助科研走出!深闺"

让中药!知其所以然"

为新能源加足!马力"

! ! ! ! !""#年，东方医院院长刘中民带领上海第
二批医疗队赴汶川抗震救灾，萌生了写一本指
导人们灾难逃生书籍的念头。“中国是个多灾
的国家，但许多人对灾难的认识太匮乏了，地
震后他们赤手空拳就来到灾区，不但帮不上
忙，自己反而成了等待救助的灾民。”他开始牵
头组织国内灾难救援领域的专家和具有医学
背景漫画专家，编写科普读物。!"$%年，该书问
世，全书包括地震、水灾、海啸、火灾、风灾、交
通事故等 $& 本分册。!"'( 年，此书的姐妹
版———中小学生版又上线，小朋友们也有了自
救和逃生的参考读物。

无独有偶，同样是在十年前，我国电视荧
屏上播出的科普影视片多数由国外机构摄制，
上海科技馆馆长王小明提出，以中国特有、在
进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濒危物种为拍摄对
象，拍摄 '""集“中国珍稀物种”。从中国大鲵
开始，扬子鳄、震旦鸦雀、岩羊、文昌鱼、川金丝
猴……一个个难得一见的中国珍稀物种被搬
上了银幕，叫好又叫座。如今，这些鲜活的作品
又走上国家科技奖励大会的领奖台。
题材不同、领域各异，两个获奖科普作品有

一个共同点———以科学家为主导。“以科学家为
主导，才能保证科普作品的科学性，科普才能走
得更远。”刘中民说。而对于科学家，有时候“把
科普做好了，其价值一点也不亚于科研突破”。

上海科技馆馆长原来是动物学家，深感许
多科研成果长期“养在深闺人未识”。“如果中
国人不拍，人们永远只能看外国团队拍摄的科
教片，他们不会告诉你‘鲵’字由‘鱼’和‘儿’构
成，对应着它的小名‘娃娃鱼’，扬子鳄酷似‘龙
生九子’传说中的狴犴……”

目前，中国珍稀物种系列科普片已经拍到
第 ')部，先后在国内外十余个公共电视频道
和国内外上百家科普场馆播放，覆盖 )"多个
国家上亿人次观众，其中就包括美国探索频
道。而《图说灾难逃生自救丛书》，从 !"'%年单
行本完成，到 !"'*年第二次印刷，已在全国范
围内发行一万余套、'&万本。全国 !+多个省市
的医务人员、专业医学救援队、社区医生、红十
字救援队等一万多人，有了靠得住的教材。

本报记者 马亚宁

! ! ! !对不少心脏病患者来说，直径仅为 !,#&

毫米的麝香保心丸淡雅的香气再熟悉不过
了，服用后，%+秒就可起效。这颗源于宋代名
方苏合香丸的小小药丸不仅是中药行业产、
学、研、医合作研究的典范，也是中药现代化
国际化的典范。第二军医大学张卫东团队多
年来致力于复方中药的现代化研究。“基于
整体观的中药方剂现代研究关键技术的建
立及其应用”围绕麝香保心丸，从分子水平
阐明了其多成分、多靶点、多途径作用机制，
让中药“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有了科学的
依据。今天上午，该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
奖二等奖。

一个麝香保心丸有 ( 味药，上千个成

分，发挥药效的成分是一个整体，不是单一
成分。研究人员建立了基于整体观的中药化
学成分的表征技术。基于此，可以快速到一
个 $+++多种中药成分的方剂，一个月就可
以把它的成分全部搞清楚。据介绍，成果经
由上海和黄药业、二军大、华山医院紧密结
合后落地转化。
如今，麝香保心丸年销售收入已由 !++)

年的 )+++万提升到 !+$(年的 $-亿，成为知
名的独家中药大品种、国家基本药物、国家秘
密技术品种。据悉，和黄药业的另一个独家中
药品种———胆宁片，已经获得加拿大天然药
品上市许可证，中药国际化再进一步。

本报记者 马亚宁

! ! ! !科技成果带动产业创新，一块电池有话
说———上海交大马紫峰教授团队的磷酸铁锂
动力电池相关制造和应用过程关键技术，通
过转移与孵化，带动了比亚迪、江苏乐能、上
海凌翼动力等动力锂电池生产企业发展与壮
大，推动了我国新能源汽车和储能产业快速
发展，成为科技成果在长三角成功转化的鲜
活示范。今天上午，该项目获得 !+$#年度国
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我们这个成果从材料到电池的制造，都

是以产学研的模式在做。这个模式好在研究
成果很快就得到用户的技术反馈，能够让我
们的改进有方向。”马紫峰教授团队是国内具
有重要影响的电化学能源技术创新团队，提
出了基于 ./01)的 23./01)（简称 2.0）合成
新反应。
通过战略合作，组建上海中聚佳华电池

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交大把 !项核心发明专
利权转让给上海中聚，并授权给江苏乐能等
公司实施。通过技术转移与孵化，推动比亚
迪、江苏乐能、上海凌翼动力等动力锂电池生
产企业发展与壮大。!+'&年 2.0电池进入快
速发展阶段，占当年我国动力锂电池市场的
*-4，有力推动了我国新能源汽车和储能产
业快速发展。
据介绍，现在磷酸铁锂在整个动力电池

占比 &"4以上，大街小巷看到的新能源汽车，
都使用磷酸铁锂电池作为主要动力电源。以
比亚迪为代表的磷酸铁锂生产企业已经成为
全世界最大的磷酸铁锂材料生产商以及应用
企业，这充分得益于“磷酸铁锂动力电池制造
及其应用过程关键技术”项目，是通过紧密产
学研合作所形成的产业突破。

本报记者 马亚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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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化学教科书和字典中，都附有一张“元
素周期表”，这张表揭示了物质世界的秘密。
站在前人伟大化学家的肩膀上，近 '""年来
人们通过不断挖掘并扩展对于化学元素的认
识和应用，推动了化学、化工、新材料、生物医
药等众多学科的飞速发展。有关于化学元素
周期表的基础理论认知，每前进一小步，都弥
足珍贵。今天上午揭晓的一项 !"'#年度国家
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来自复旦大学周鸣飞教
授!见右图"团队的“瞬态新奇分子的光谱、成
键和反应研究”，就是这般珍贵。

理论前进!一小步"

氧化态是化学中常用的基本概念之一，
亦是门捷列夫发现元素周期律的重要基础。
它是元素的固有性质，能够反映元素在化合
物及反应过程中得失电子的能力。'"" 多年
来，实验已知所有化学元素最高氧化态
为5!价。“一二铜，二三铁，亚铜亚铁为低
价……”这是此前初中生们喃喃背诵的化合
价口诀表。可如今，四氧化铱正离子很可能将
之改写。

尽管具有 -个价电子的过渡金属元素铱

（67）曾被推测最有可能存在高于5!价的氧化
态，一直以来，实验已知含铱化合物中铱的最
高价态却仅为5"价。确认铱元素亦可以如
钌、锇和氙一般形成稳定的5!价态化合物，
是周鸣飞等项目研究者的探索起点。

采用脉冲激光溅射方法产生金属铱原子
并和氧气分子反应8研究者们在实验中获得了
中性四氧化铱分子，看到铱处于5!氧化态。
在此基础上，项目组利用自主发展建立的高
灵敏红外光解离光谱实验装置，证实了气相

四氧化铱正离子具有正四面体构型，其中铱
处于5#价态。从5!价态到5#价态，化学元
素最高氧化态被刷新，令该项研究在 !+$)年
$+月顺利发表于《自然》（9:;<7/）杂志。美国
化学会《化学与工程新闻》杂志亦将之评为
!"')年度十大化学研究。
“这一发现为许多工业化学反应开辟了

新的可能性，更新了成键规则，改变了教科书
的内容。”《科学新闻》杂志曾如此评论该项目
中发现铱元素5#氧化态的研究工作。据周鸣
飞介绍，稳定的高氧化态化合物时常被用作
工业反应中的氧化剂和催化剂。若能够找到5

#价铱化合物离子的宏观合成方法，一些重
要的氧化和催化反应应用或有望得到开发。

基础研究不再!冷"

!"')年的科研发现，今天才获奖？其实，
科学研究的每一项成果就是要经历五年、十
年甚至几十年的淬炼。而有关于化学元素价
态突破的基础研究，周鸣飞从 !"""年就已经
开始。漫长的科研时光中，他发表的论文并不
很多，申请的奖项也有限，主要精力都用在坐
好基础化学研究的“冷板凳”上，就连实验仪
器都是团队自己动手搭建。

从大学开始学化学，到硕士、博士、博士

后一路研究化学，后来成为大学教授至今，周
鸣飞从没离开过“基础”二字，实验室一直是
他最喜欢的地方。别人眼中，寝室、食堂、实验
室是枯燥无聊的“三点一线”，在他心中却成
了快乐的源泉。
“国家近几年对于基础科研的持续投入，

让我们这些科研人员更可以心无旁骛搞研
究，不用操心跑项目，拉经费。”周鸣飞坦言，
国内的科研环境越来越好，基础科研投入越
来越大且持续稳定，甚至优于美国或者西方
发达国家，让基础研究的板凳不再“冷”。!"'(
年，他的研究团队加入了由中科院大连化物
所杨学明院士领衔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
学中心项目，在未来十年范围内，将会获得稳
定的科研支持。

去年，复旦大学化学系教授周鸣飞课题
组又传出好消息，实验发现主族的碱土金属
元素钙、锶和钡可以形成稳定的 '#电子八羰
基化合物，表现出了典型的过渡金属成键特
性。该发现表明碱土金属元素或具有与一般
认知相比更为丰富的化学性质，而主族元素
与过渡金属元素之间的界限，亦较元素周期
表的简晰划分更为暧昧。这一发现很可能再
次突破人们对化学周期表的传统认知。

本报记者 马亚宁

“元素周期表”认知再进一步

科普影视!丛书作品

瞬态新奇分子的光谱!成键和反应研究

! ! ! !科普土壤肥沃丰厚# 科技创新之

花更加绚丽$ 今天上午揭晓的 !"#$年

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共评出三个科普

获奖项目#上海占得两席$ 它们分别是

上海科技馆拍摄的!中国珍稀物种"系

列科普片和由上海市东方医院院长刘

中民教授牵头申报的 %图说灾难逃生

自救丛书&#两个项目均获得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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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铁锂动力电池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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