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2017年8月9日 星期三

编辑：程卡 电话：87138756 Email:174489076@qq.com开眼界

据新华社、人民日报等

近日，上海交大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王浩

伟领衔的科研团队研制出超强纳米陶瓷铝合金，让

铝里“长”出陶瓷。这种新材料不仅轻，强度和刚度

甚至超过了“太空金属”钛合金，有望带动航空、汽

车、高铁领域步入更轻、更节能的新材料时代。

据了解，材料具备强度和刚度，大致说来，前者

是抵抗破坏的能力，后者是抵抗变形的能力。铝很

轻，铝合金材料可以使手机、电脑变得更加轻薄便

携，但铝的“弱点”也很明显：虽然韧性不错，但太

软，易变形、也易断裂。陶瓷是很容易碎的，但陶瓷

比钢铁要硬很多。如果把陶瓷的属性掺到铝里，制

作出来的材料能否兼具两者优点？目前国际上传

统方法是先把陶瓷制成颗粒或纤维，然后用搅拌铸

造或粉末冶金的方法混入铝合金中获得铝基复合

材料，这种办法能提高材料的强度和刚度，可是又

会出现加工成形困难、强度及塑性差和性能不稳定

等一系列问题，严重阻碍了工程应用。

“用物理方法从外面往铝里掺陶瓷的路走不

通，我们就让陶瓷自己从铝里‘长’出来，这样两种

材料就能相容了，如果再搞成纳米，就把陶瓷的属

性真正加到了铝里面，生成了一种浑然一体的新材

料。”王浩伟教授介绍说。

研究人员采用“原位自生技术”，通过熔体控制

自生，陶瓷颗粒的尺寸由几十微米降低到纳米级，

突破了外加陶瓷铝基复合材料塑性低、加工难等应

用瓶颈。

纳米陶瓷铝合金重量轻，且具有高刚度、高强

度、抗疲劳、低膨胀、高阻尼、耐高温等特点，即使外

来作用力“泰山压顶”也能做到“岿然不动”，可以称

得上是四两“扛”千斤。

“纳米陶瓷铝合金 3D 打印构件可以达到锻件

的性能。我们正加紧合作，助推国产大飞机用上这

种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材料。”王浩伟教授

说。

上海交大研制出
超强纳米陶瓷铝合金

中国科学家发现
水稻高产关键基因

中国科学家 4 日在英国《自然》杂志子刊《细胞

研究》上发表报告说，他们发现一个关键基因能调控

水稻“理想株型”并有潜力增加其产量，这将有助未

来培育出更高产量的水稻品种。

上世纪70年代，日本科学家提出水稻理想株型

的理论，90年代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科学家在实践中

得以应用和发展，并培育了一些株型与产量方面具

有突破性提升的水稻新品系。近年来，随着水稻功

能基因组学发展，一些影响水稻产量的关键基因相

继被克隆，但对水稻理想株型育种的分子调控机制

仍不是很清楚。

为此，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傅

向东与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钱前领衔的团

队，利用国际水稻研究所培育的理想株型新品系与

中国水稻品种春江06杂交后，根据其后代的遗传信

息，成功分离并克隆了一个关键基因NPT1。

据团队介绍，NPT1 能够调控水稻理想株型并

有潜力增加其产量，将这一个基因和其他等位基因

DEP1 聚合导入中国现有高产水稻品种后，在现有

产量基础上还能进一步提高水稻的产量。

傅向东告诉新华社记者：“原来不知道具体是哪

个基因控制，限制了理想株型育种的推广。现在，我

们知道了 NPT1 基因的作用，这会给育种工作带来

很大便利，从而更容易培育出高产水稻品种。”

据傅向东介绍，团队已开始与负责育种的专业

人士合作，估计 2 至 3 年后就能培育出新的高产水

稻品种，并且未来还有可能开展国际合作，把相关技

术推广到更多地区。

中国赴摩洛哥游客
上半年大幅增长

摩洛哥旅游部门近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

年上半年，中国旅摩游客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接近

6倍，创摩洛哥游客增幅最高纪录。与此同时，中国

游客以银联卡支付的消费金额增长了 900％，人均

刷卡支付额居各国游客之首。

根据摩旅游部门公布的数据，与去年同期相

比，今年前 6 个月来摩旅游人数增长了 9％，其中来

自美国的游客增长 27％，来自法国、西班牙、德国、

荷兰等欧洲传统客源国的游客数分别有5％至12％

的增幅，但增幅最高的是来自亚洲的游客，其中日

本和韩国游客人数分别增长了 46％和 42％，中国

游客人数增长了565％。

连日来，摩洛哥媒体在报道摩洛哥旅游业上半

年成绩斐然的同时，大多特别关注中国游客数量骤

增，并分析说，这主要是因为自摩洛哥国王去年5月

成功访华后，摩洛哥对中国公民实行入境免签，吸

引了大量中国游客。

关于中国游客使用银联卡消费，有媒体援引银

行系统的统计数据报道说，目前现金支付在摩洛哥

仍然是个人消费的主要支付方式，但中国游客在摩

购物、饮食、住宿和娱乐等很多方面使用银联卡支

付，人均在摩刷卡消费额已达 2100 迪拉姆（约合

1500元人民币），明显高于其他国家游客1500迪拉

姆（约合1070元人民币）的人均刷卡消费额。

贵州省人大 3 日表决通过《贵州省古茶树保护

条例》，并将于今年9月1日起施行。

记者采访了解到，贵州省是世界古老茶区之一，

有着丰富的古茶树资源。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和

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鉴定认为，1980年在贵州省

晴隆县发现的一枚茶籽化石，至少有100万年历史，

是迄今为止地球上发现的最古老茶籽化石。

据贵州省副省长刘远坤介绍，目前贵州百岁以

上树龄的古茶树近 120 万株，其中相对集中连片

1000 株以上的古茶园 50 处；树龄在 200 年以上的

古茶树有15万株以上，最大的古茶树地径达180厘

米，国内极为罕见。

条例要求，在古茶树集中分布区域，县级人民政

府应当划定保护范围，对保护范围外的零星古茶树

应设置保护标志，挂牌保护。

同时，禁止擅自砍伐、移植、运输古茶树以及对

古茶树掘根、剥皮、使用生长剂、雕刻、蟠扎等行为，

违反者将被给予相应处罚。

此外，条例还规定了对古茶树的开发利用。鼓

励和支持企业、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投资繁育古

茶树种质资源，开发古茶树文化旅游产品和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古茶树产品品牌、注册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等。

贵州出台
古茶树保护条例

近日，广西花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与

广西师范大学专家在保护区开展的蚁科多样性调查

中，发现珍稀古老蚂蚁物种雄王声猛蚁。这在广西

尚属首次发现。

广西花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于忠明

介绍，雄王声猛蚁生活在保护区干湿条件适中的原

始林内的灌木丛下，并在小石块底筑巢安居。调查

组本次共采到该蚁个体30只左右。

据介绍，雄王声猛蚁堪称蚂蚁界的“活化石”，它

的发现为探讨蚂蚁的演化历史和分布规律提供了新

的证据，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该蚂蚁主要为营地

生活，以跳虫等微小的节肢动物为食，仅生活于保护

完好、人为干扰极少的原始森林中，是十分理想的环

境评估的指示物种之一。同时，蚂蚁的高度组织性、

社会群体性、发达的信息沟通能力及高超的筑巢能

力，给人类社会行为学、建筑学及信息科学等研究提

供了宝贵的科学研究参照。

花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广西桂林市，是全

国第一批、广西成立最早的自然保护区，以植物界

“活化石”银杉等为主要保护对象。

广西首次发现
蚂蚁界的“活化石”
雄王声猛蚁

英国顶尖大学
偏爱海外学生

英国拥有不少享誉世界的著名大学，每年吸引

大量海外莘莘学子就读，其中不乏中国留学生。英

国媒体 6 日公布的一项调查发现，英国顶尖大学似

乎“歧视”本土学生，更加偏爱招收海外学生，而原因

可能是海外学生交的学费更多。

《星期日泰晤士报》6 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

有“英国常春藤联盟”之称的罗素大学集团中，12所

顶级高校自2008年起招收的英国本科生人数减少，

而非欧盟成员国学生的人数反而增加。

以曼彻斯特大学为例，从 2008／2009 学年到

2015／2016 学年，该大学招收的英国本科生人数

减少了 10％，但非欧盟成员国的学生增加了 58％。

类似情况也发生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帝国理工

学院等英国知名高校。

从英国所有高校近年来招收本科生的情况来

看，尽管从2008年开始英国本土学生申请人数增加

了 17％，被录取的人数却不涨反跌。但同期需要缴

纳等同于英国和欧盟学生4倍学费的非欧盟学生被

录取的人数则增加了39％。

据《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外国学生可通过教

育中介机构申请就读英国院校，部分中介机构更标

榜“100％保证获英国大学录取”。包括曼彻斯特大

学、东英吉利大学、达勒姆大学和埃克塞特大学在内

的部分英国大学，为这些海外学生提供“捷径”。这

些学生不需要通过英国“高考”A－Level 考试或者

本国同等学力考试，只需学习中介机构提供的基础

课程，通过较低难度的考试，即可获得入学资格。

海外学生完成上述基础课程最短只需半年时间

即可通过，但英国本土学生却需花费两年时间准备

A－Level 考试。开办课程的教育中介机构与英国

数十所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向学生收取 1.5 万至 2.3

万英镑（约合 13.2 万至 20.2 万元人民币）不等的学

费，并承诺只要通过考试就能获得大学录取资格。

英国前教育大臣安德鲁·阿多尼斯勋爵批评调

查结果“令人非常震惊”，认为顶尖大学“挤走”英国

学生，背叛了他们的使命，令一些在 A－Level 中获

得优异成绩的本地学生无法获得录取资格。“牛津、

剑桥、帝国理工学院和罗素大学集团应该录取更多

英国年轻人，而不是让他们离开。”他说。

代表教授和学者的英国大学及学院工会则指

出，这种结果将对大学的学术水平构成巨大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