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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科学家发明基于SERS 的新技术 

3 月 18 日出版的《自然》杂志刊登了厦门大学田中群小组和佐治亚理工学院王中林小组联合完成的最

新研究成果。在题为《壳层隔绝纳米粒子增强拉曼光谱》的论文中，研究者介绍了科学家最新发明的基于

表面增强拉曼光谱（SERS）的一种新技术，这项新技术被认为将在材料科学和生命科学得到运用，例如，

在食物安全、药物、炸药以及环境污染检测中发挥作用。本项研究提出建立壳层隔绝纳米粒子增强拉曼光

谱(SHINERS)方法，从而首次在电化学控制条件下获得了多种分子或离子吸附在铂、金等单晶电极上的表

面拉曼光谱。 

    课题组提出建立了名为“壳层隔绝纳米粒子增强拉曼光谱”（SHINERS）新技术，相当于在金属或其

他材料（例如半导体硅表面甚至橘子皮）面上铺撒一层“聪明的灰尘”，即壳层隔绝纳米粒子。这种纳米

粒子能使各种材料表面的拉曼光谱得到增强，不仅如此，它的“外衣”还能使避免它们之间相互以及对于

探测金属的干扰，换句话说，科学家利用“壳层隔绝纳米粒子”来增强待测分子的拉曼光谱。 

    联合课题组进一步用这个方法检测了包括活细胞壁的组分或橘子皮的残留农药，结果证明这种新技术

可以检测各类物质的最表层化学组分和应用于任何形貌的基底，使得表面拉曼光谱提升为更为通用和实用

的方法。 

中外科学家发现首个反物质超核 

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所陈金辉博士与美国布鲁克海文实验室（BNL）许长补研究员及其他“螺旋管径

迹探测器”（STAR）合作组的科学家合作，近日在布鲁克海文实验室的相对论重离子对撞机（RHIC）上，

首次发现了一种可能大量存在于宇宙“婴儿期”的反物质超核——反超氚核。该研究论文发表在《科学》

杂志上，《科学快讯》3 月 4 日在线发表该成果。  

一年多前，陈金辉博士与许长补研究员等中外科学家合作，在上亿次金原子核进行高能“对对碰”的

海量数据中开始寻找反物质超核的证据。他们分析了海量数据后，从中找到 70 次踪迹，才追踪到反超氚

核。 

世界首个乙肝治疗性疲苗将在年底完成临床试验 

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闻玉梅 3 月 16 日透露，以她为首的科研团队埋首 22 年，

研制出世界上首个乙肝治疗性疫苗，将在年底完成临床试验。临床试验结束后，乙肝治疗性疫苗将申请批

准文号，如可能将尽快面市以帮助全国乙肝患者使用这种最新治疗手段对付乙肝病毒。闻玉梅介绍，治疗

性疫苗是介于药物和免疫性疫苗之间的—种治疗手段。乙肝治疗性疫苗与现在治疗乙肝比较多采用的干扰

素疗法相比，疗效相似，但患者治疗过程缩短，副作用小，花费也少。  

中国科学家揭示地球磁层空间“杀手电子”产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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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宗秋刚教授研究小组最近在《地球物理学研究期刊·空间物理学》杂志

发表文章，揭示地球磁层空间中“杀手电子”的产生机制，该成果被欧洲空间局在 2010年 3月 11 日作为

头条科学新闻公布，并在面向大众的欧洲空间局网站和面向科学界的网站同时报道。 

宗秋刚教授小组发现产生“杀手电子”的过程主要有两步。其中第一阶段的加速是由太阳发出的强行

星际激波引起的磁场压缩的结果。在行星际激波冲击地球的瞬间，地球磁场磁力线开始在超低频波段（ULF）

颤动。然后，产生的 ULF 波就可以有效将第一阶段产生的种子电子加速为“杀手电子”。该小组还发现“杀

手电子暴”可以在短短 15 分钟内形成。 

我国科学家首次观测到化学反应中分波共振现象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杨学明研究小组首次在实验中观察到了化学反应中的分波共振。这是杨学

明和该所研究员张东辉等近年来在反应共振态研究方向的又一个新的突破。该成果发表在 3 月 19 日出版

的《科学》杂志上。该研究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以及中科院的资助。 

    杨学明研究小组设计了一个世界上最高分辨的交叉分子束散射实验。他们将两个分子束源同时冷却到

液氮的温度下（零下 196 摄氏度），使实验的能量分辨率到达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博士研究生董文锐和肖

春雷等同学花费了大量心血，终于在实验上成功观测到了理论预测的转动量子态为 12、13、14 的反应共



振态分波所引起的 3 个振荡峰（如图），并且发现理论预测的共振态能量误差只有 0.03kcal/mol，完全达

到了光谱精度。  

我国科学家领衔发现驰龙类新属种 

一个由我国科学家领导的国际联合古生物学考察队在内蒙古发现一件保存完整的小型兽脚类恐龙化

石。这件被命名为“精美临河盗龙”的化石被确定为驰龙类的一个新属种，也是世界上保存最为完好的白

垩纪晚期小型肉食龙类标本之一，是和鸟类亲缘关系最近的恐龙类群之一。该发现 3 月 19 日发表在《动

物分类学》杂志在线版上。 

据介绍，由内蒙古龙昊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教授谭琳和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徐星领

导的国际联合古生物学考察队于 2008～2009 年度对内蒙古临河巴音满都乎地区出露的上白垩统乌兰苏海

组地层进行古生物学调查时发现了这件小型兽脚类恐龙化石。该恐龙生活在大约 8000 万年前的巴音满都

乎地区，体长大约 2.5 米，体重约 25 公斤，是一个奔跑能力很强，非常敏捷的猎食性恐龙。从演化角度

看，它代表后肢细长的原始驰龙类和相对粗壮的进步驰龙类当中的过渡环节。 

我国科学家研发出金属镁清洁生产新工艺 

中科院盐湖研究所近日研发出一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金属镁制备新工艺，在利用青海盐湖氯化镁和

工业副产石灰生产 99.99%的高纯金属镁的同时，克服了传统工艺生产过程中排放大量二氧化碳和硫氧化物

污染气体的弊端，实现了金属镁的清洁生产。  

该所自 2008 年开始承担“盐湖氯化镁生产金属镁清洁工艺研究”项目，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研发出

以盐湖氯化镁和工业副产石灰为原料制备高纯度金属镁的新工艺，大幅度降低了金属镁生产过程中对温度

的要求，缩短了还原时间，符合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的要求。目前，有关研究成果已申请两项国家发

明专利，一项获国家授权，对促进青海盐湖镁资源产业化开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业领域食品产业共性关键技术取得阶段进展 

    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农业领域食品产业共性关键技术研究，从当前我国食品产业发展的迫切

需求出发，在肉制品加工方面，开展了调理肉制品加工保鲜和品质控制、工业化生产工艺、安全控制技术

与标准化等方面研究，开发了生鲜肉制品非热杀菌技术，取得了工业化“生产-配送-销售”冷链控制技术

的突破并实现工业化示范开发。 

    研究建立了脂溶性维生素输送载体的油体制备技术，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微胶囊规模化

制备系统”和“乳化-内部凝胶化微胶囊制备系统”。对玉米皮、玉米蛋白、玉米胚、玉米花丝等玉米非

淀粉组分的高附加值综合利用技术进行了研究，成功研制出玉米鵯 och-6 多不饱和脂肪酸、玉米蛋白高 F

值寡肽、玉米蛋白油脂模拟品及玉米鈒 och-胡萝卜素等高附加值产品。构建了橙汁加工原料长周期均衡供

应技术体系，完成了柑桔衰退病毒快速检测试剂盒及柑桔碎叶病毒快速检测试剂盒，确保了橙汁质量。 

    完成了农产品产后储藏保鲜技术示范与试验平台建设，研发新型保鲜包装材料和保鲜剂 13 种，农产

品物流新工艺、新技术 8 项，新型农产品保鲜装置6 种，有效提升我国农产品产后处理和贮藏保鲜技术水

平。开展了沙棘果油精制工艺的中试研究，强化了沙棘研究开发工程的技术支撑和保障，建立了可连续生

产沙棘果油的中试生产线，有效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  

我国科学家突破硅基光互连研究 

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 SOI（绝缘硅）小组与上海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研究人员密切合作，利用双

方在 SOI 材料科学研究和集成电路制造方面的优势，在国内首次利用标准 CMOS（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工艺平台开发出 10Gbps 速率的硅光调制器芯片。该芯片可以和电路集成在同一 SOI 硅片上，满足芯片内

高清传输、互联网等光互连应用的速率要求，在新一代高性能计算机、光通信设施和消费类电子产品发展

中有着广阔的应用和市场前景。  

中国首架大型民用直升机 AC313 首飞成功 



3 月 18 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自主研制的 AC313 大型民用直升机在江西景德镇首飞成功。该直

升机最大起飞重量为 13.8 吨，可一次性搭载 27 名乘客或运送 15 名伤员，最大航程为 900 公里，具有高

安全性、可靠性和舒适性，可广泛用于人员和货物运输、搜索营救、抢险救灾、城市和森林消防、反恐维

稳、近海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定期乘客往返运输、医疗救护、旅游观光、公务飞行等航空领域。  

我国研制成功2兆瓦级永磁直驱风力发电变流器 

2007 年，大全集团与海军工程技术大学、湘电股份有限公司联合自主研发 2 兆瓦级永磁直驱风力发电

变流器。经过两年多的艰难攻关终于研制成功并通过鉴定。该变流器运行性能高、功率密度大、适应恶劣

运行环境，可与相应永磁直驱式风力发电机组直接配套，并提供符合标准的高品质工频电源。该成果不仅

可以满足未来直驱式风力发电应用的需求，还可以拓展到船舶、飞机等其他应用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