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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大研制出无需粘合剂的高性能仿生木材 

□ 中国科大实现非金属高性能等离激元效应 

□ 智能所研制出新型纳米硒肥 

□ 中国电科 38 所参研国内首颗商业 SAR 卫星 

 

国内资讯  

□ 苏州大学成功研发高效抗病毒抗菌纺织品 

 

国际前沿 

□ 新型催化剂将二氧化碳转为喷气燃料 

  



 

 

 

▲ 中国科大研制出无需粘合剂的高性能仿生木材（来源：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网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俞书宏院士团队利用

全新的生物质表面纳米化策略，构筑了一种可持续新型各向同性

仿生木材。相关成果发表于《国家科学评论》。在这种高性能人

造木材中，微米级木屑颗粒暴露着大量纳米尺度的纤维素纤维，

这些纤维通过离子键、氢键、范德华力以及物理纠缠等相互作用

结合在一起，木屑颗粒也被这些互相缠绕的纳米纤维网络紧密地

结合一起，形成高强度的致密结构，而无需添加任何粘结剂。这

种结构特征带来了高达 170 兆帕的各向同性抗弯强度和约 10 吉

帕的弯曲模量，远超天然实木的力学强度。此外，新型人造木材

还显示出优异的断裂韧性、极限抗压强度、硬度、抗冲击性、尺

寸稳定性以及优于天然木材的阻燃性、防水性。这种由纳米纤维

构成的网络也为制备木基纳米复合材料提供了一种新途径。通过

将碳纳米管掺入木屑颗粒间的纳米网络当中，可以获得导电智能

人造木材，实现传感、自发热以及电磁屏蔽等多种应用。 

 

▲ 中国科大实现非金属高性能等离激元效应（来源：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网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罗毅、张群、江俊团

队在基于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材料的等离激元学研究上取得突破性

进展，他们采用最新发展的“电子—质子协同掺氢”策略，实现

类金属超高自由载流子浓度，从而获得了强且可调的等离激元效

应。该成果发表于《先进材料》。研究团队实现三氧化钼半导体

材料在温和条件下的可控加氢，大幅提升了该材料自由载流子浓

度。氢化后的三氧化钼自由电子浓度与贵金属相当，使得该材料

等离激元共振响应从近红外区移至可见光区，且兼具强增益及可

调性。这项工作创新性地发展出一种调控非金属半导体材料系统

中自由载流子浓度的一般性策略，不仅低成本地制备出具有强且

可调的等离激元效应的准金属相材料，而且显著地拓宽了半导体

材料物化性质的可变范围，为新型金属氧化物功能材料的设计提

供了新思路。  



 

 

 

▲ 智能所研制出新型纳米硒肥（来源：中国科学院网站）。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智能机械研究所吴丽芳研究团队

在纳米硒的微生物合成机制解析和应用方面取得系列进展，他们

阐明了纳米硒的微生物合成机制，筛选出多种高耐受亚硒酸钠微

生物菌株以及具有当前最高合成效率的微生物菌株，研制出新型

纳米硒肥，能有效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相

关成果发表于《国际分子科学》和《危险材料》。研究团队成功

筛选到对亚硒酸钠具有超强耐受性的菌株——普罗威登斯菌。该

菌株具有快速的纳米硒合成能力，24 小时即可将 95%的亚硒酸钠

还原生成纳米硒。团队还对纳米硒的产业化应用进行了探索，成

功研制新型纳米硒肥，在山东寿光蔬菜基地及江淮园艺试验基地

进行了田间试验。结果表明，新型纳米硒肥不仅可以提高作物干

物质积累量及产量，改善可溶性糖、糖酸比、维生素 C 和可溶性

蛋白等营养品质指标，果实内硒含量也达到国家富硒农产品标准。 

 

▲ 中国电科 38 所参研国内首颗商业 SAR 卫星（来源：安徽

日报）。12 月 22 日，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岛文昌卫星发射

中心点火升空，成功将中国电科 38 所和天仪空间研究院联合研

制的国内首颗商业 SAR 卫星“海丝一号”送入预定轨道。中国电

科 38 所主要负责研制 SAR 载荷和地面应用系统。“海丝一号”

SAR 载荷基于 C 频段轻量化有源相控阵天线技术和一体化中央

电子设备集成技术研制的，具有轻小型、低成本、高分辨率特点。

整星重量小于 185kg，成像分辨率 1 米的 SAR 系统可以全天候、

全天时对陆地、海洋、海岸进行成像观测，可为我国在海洋环境、

灾害监测及土地利用等提供服务。目前，地面应用系统研发基本

结束，将配合在轨测试和数据标定。未来，客户可基于需求申请

数据服务，提供下载数据的云模式，在线快速获取原始数据、成

像数据和自定义数据。中国商业遥感正在快速发展，星载 SAR 因

其图像数据应用独特，蕴含巨大的市场价值。  



 

 

 

▲ 苏州大学成功研发高效抗病毒抗菌纺织品（来源：苏州日

报）。苏州大学陈宇岳教授团队成功研发高效抗病毒抗菌纺织品，

并已实现产业化生产。新成果采用最先进的纳米银组装技术，通

过银离子向纤维内部的定向渗透，再进行原位还原，实现了在纤

维内部的纳米银组装，从而有效解决了耐洗牢度难题，并实现了

高效抗病毒抗菌功能。这项技术适用于棉质、毛质、真丝、化纤

等多种材质纺织品，产品可广泛应用于口罩、围巾、内衣及家纺

产品，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经国家权威机构测试，这种产品对

H1N1、H3N2 等各类病毒的灭活率在 99.7%以上，对白色念珠球

菌、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细菌的抗菌率均达到 99%以上，

并且具有持久耐洗性，有效解决了面料抗病毒抗菌的长效性难题。 

 

▲ 新型催化剂将二氧化碳转为喷气燃料（来源：科技日报）。

牛津大学皮特·爱德华、肖天存、姚本镇及其同事，设计了一种

新的铁基催化剂，可作为直接捕获大气中二氧化碳并将其转化为

烃类喷气燃料的廉价方式。这种催化剂由地球上丰富的元素组成，

表现出高活性和高选择性，能最大程度减少高附加值化学品的合

成步骤。科学家利用这种便宜的铁基催化剂将二氧化碳气体直接

转化为喷气燃料。该成果发表于《自然·通讯》。该发现有相当

大的产业应用潜力，且这些二氧化碳直接捕获自空气，并在飞行

的燃烧过程中从喷气燃料中再次释放，因此具有从整体上实现碳

中和的可能性。研究人员在转化过程中还收集到了石油化工行业

的其他重要原材料。这种二氧化碳转化催化剂的制备，比之前的

许多催化剂更简单，有望成为产业应用的候选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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