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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烯
■ 黄 明

一项最新研究显示细胞膜是如何弯曲形成“嘴
巴”，从而使细胞能够吞噬它们周围的东西。该研究的
主要作者、来自俄亥俄州立大学物理学副教授科默特·
库拉（Comert Kural）说：“就像我们的饮食习惯基本上
塑造了我们体内的任何东西一样，细胞‘吃’的方式对
细胞的健康很重要。而科学家们直到现在才了解到这
是如何发生的机械原理。”

这项研究发现，一个细胞的细胞间机制组装成一
个高度弯曲的篮子状结构，最终成长为一个封闭的笼
子。科学家们之前认为该结构开始时是一个平坦的格
子。Kural说，膜的弯曲度很重要。它控制着将物质带
入和带出细胞的口袋的形成。Kural说：“了解膜结合
囊泡的起源和动态是很重要的——它们可以被用来传
递药物以达到医疗目的，但同时也会被病毒等病原体
劫持以进入和感染细胞。我们的结果很重要，不仅对
我们了解生命的基本原理，而且对开发更好的治疗策
略也很重要。” （本报综合）

如何在海底打下140米桩基
■ 赵汗青

知多少知多少科技热词、新词
重庆市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主办

在海底插下“定海神针”

“一航津桩”号的现场监造组长高小东介绍说，海
上风电场或跨海大桥等海上工程想要在海上“站住
脚”，必须首先在海底插下如同“定海神针”般的桩基，
它的作用就相当于海里的地基。为保证稳固，这个桩
基要像钉子一样深深地“钉”入海底。“钉”入海底的深
度一般要相当于水深的两倍，即在水深40米处就要插
入海底80米，这意味着整根桩的长度至少是120米。

与其他方式比，用打桩船建设海里“地基”更为便
捷迅速。但这类海上工程的修建地点通常位于外海，
受潮汐涌浪影响尤为明显。即使是海面平静，水面以
下也依然暗流涌动。外海打桩作业，受风、浪、流影响
较大，存在极大的安全作业风险，且施工窗口期短、效
率低，导致施工成本高。此前全国100米以上桩架的打
桩船仅有9艘，在外海超长桩施工领域始终供不应求。

“一航津桩”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需而生。据
了解，该船由我国自主研发制造，于2021年4月进行坞
内搭载，8月正式下水，排水量2.3万吨。该船桩架高达
142米，相当于50层楼高。最大作业桩长118米+水深，
这意味着它能在更深的外海作业，可打下重达700吨、
直径6米的粗桩。据介绍，能“钉”下更粗的基桩，可减
少打桩数量，变相提高了建设效率。该船还可抗8级
风和1.8米浪，可以更从容地在相对复杂海况下作业。

有了这样的“神器”，海上工程建设才能更加高
效。据介绍，“一航津桩”号交付后，将用于群桩式基
础、风电导管架桩等大型桩基施工，在大型港口、跨海
大桥、海上风电、人工岛快速成岛等建设中发挥中流
砥柱作用。

智能化的“大国重器”

可以想象，要研发出这样的“巨无霸”并不容易。
中交一航局的船舶技术人员张宁介绍说，由于桩架的
高度超过100米，要保证结构强度、稳定性等有很大难
度。而“一航津桩”号的桩架高度目前为世界最高，远

远超过100米，因此他们通过优化结构和选用合适钢
材，使其尽量坚固的同时又尽量轻。

此外，这艘“大国重器”也非常智能，各个操作台
只需要按钮和摇杆就能控制。该船轮机长田宝勇说，
以前相关操作需要多名工人配合，而现在通过计算机
的逻辑控制，原本需要四五人的工作现在只需一两人
就能完成。

据了解，“一航津桩”号施工作业的动力源——液
压系统也首次实现全电力“一键启动”便捷操作，革新
了传统打桩船采用柴油机直接驱动存在的费力、能耗
大等问题，更加智能环保。

值得注意的是，“一航津桩”号还使用了我国自主
研发的北斗导航系统（下称北斗）。船上工作人员介

绍说，北斗导航系统在这里主要有三大用途：第一是
航行时的导航需要北斗，第二是作业时的精确定位需
要北斗，第三是在没有4G信号的位置可用北斗短报
文向岸上发信息。多名工作人员都对北斗的精度赞
誉有加，北斗在亚太地区的定位精度和稳定性都比国
外系统更好。

该船船长康玉兴称赞说，这是首次在打桩船上采
用全电力辅助推进，除了可在台风等极端天气下抵抗
风浪外，还使该船能在一定范围内实现快速移泊驻
位，而不必像过去那样依靠大型拖船辅助定位。北斗
与全电力辅助推进系统的联动将实现类似汽车自动
驾驶的功能，在一定范围内只需要设置好坐标就可让
船自动调整位置。

改变海上作业的艰苦环境

在传统印象里，搞工程建设很辛苦，海上作业的
条件更是艰苦。但这艘强悍的“大国重器”在很大程
度上颠覆了这些刻板印象。

据了解，船上船员宿舍不只有床铺，还有写字台、
柜子、洗漱台，如同旅馆的标准间。船上还有厨房、会
议室、医务室……康玉兴说，与过去的工程船相比，

“一航津桩”号更为宽敞，设施也更齐备。此外，这艘
船的抗风浪能力更强，“除了能让工作环境更舒适外，
也可更好地提升施工工效。之前打桩船在外海作业
时，曾有过因风浪大而暂停施工，最长一次连续72小
时不能下船的经历。”

造出这样既强悍又智能的“大国重器”，离不开研
发方与制造方的努力，也离不开“中国制造”整体水平
的提高。船厂的一名工人感慨说：“以前船上的仪器设
备都是各种外文，而这艘船几乎都是汉字！”张宁说，这
艘船的软硬件都大力推行国产化。大量使用国产设备
除了降低成本、方便售后外，也使沟通更为方便。

康玉兴表示，这样的“大国重器”不但能在中国的
海上基础建设中大显身手，未来也将造福海外，特别
是将助力“一带一路”沿线的基础设施建设。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会用到铅笔，但实际上铅
笔中并不含有真正的铅，而是石墨。石墨具有和铅
相似的特性，那就是它也能在纸上划出黑色的痕迹
（摩擦产生石墨粉），所以它有个形象的称呼叫作
“黑铅”，铅笔也因此得名。

石墨烯的定义由德国科学家波姆在1962年创
立，用于描述单层的石墨。石墨是一种典型的层状
材料，如果将石墨比喻成一本书，那么石墨烯就是
这本书中的一张纸，层层堆叠的石墨烯形成了一个
整体的石墨结构。促使石墨烯层层堆叠的正是石
墨烯片层间的一种神奇力量——范德华力（van
der Waals’force），这种力以荷兰物理学家范德
华的名字命名，表达材料之间的微弱作用力。

石墨烯就像一张带有六边形小孔的渔网，结构
非常稳定，碳原子之间的结合力非常强，要拉伸这
个网状结构就要克服碳原子间的引力，所以石墨烯
特别抗拉伸抗冲击，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薄、最
硬的材料。它只有接近一个原子的厚度，也就是头
发丝的20万分之一。当把约300万层石墨烯堆叠

起来，也只有大概1毫米的厚度。事实上人们很早
就发现了石墨，但直到2004年才在真正意义上报
道了石墨烯的发现，这是因为早在70多年前的理
论研究预测，再完美的二维结构晶体也无法在室温
的环境中稳定存在。

经过多年不断研发，人们逐渐认识到石墨烯所
具备的独特价值。它不仅可以用作手机、电脑的透
明屏幕和电池材料，也可以作为超轻飞机的结构材
料，甚至可以成为坚韧的石墨烯防弹衣。近年来，
石墨烯理疗、护肤以及高导热石墨烯散热片等多种
石墨烯产品也逐渐面向大众推出。科学家对于石
墨烯的研究从未止步。在材料科学的研究领域流
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如果说20世纪是硅材料的世
纪，那么石墨烯则开创了21世纪的新材料纪元。

经过多年努力，重庆市以石墨烯研究院为龙
头、墨希科技等3家企业为核心、石墨烯研究院孵
化项目为产业延伸的“1+3+X”发展模式初步形成。
在科技成果转化中，以“一园（重庆石墨烯产业园）、
一院（重庆石墨烯研究院）、一基金（重庆石墨烯产
业发展基金）”为主线，以石墨烯产业园建设为核
心，联合下游在渝相关企业、产业园打造的石墨烯
新兴产业网已经形成。短短几年成为全国最大的
石墨烯薄膜生产基地，新产品应用开发层出不穷。
比如由石墨烯和聚氨酯制成的新产品，可广泛用于
桥梁、隧道、护坡以及公共建筑外墙的个性化景观
装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以及随之而来的
中国西部（重庆）科学城，更是为石墨烯产业加快发
展提供了契机。

插图 苏盼盼

新研究揭示了
细胞“吃”东西的发生原理

无论是令世人惊叹的跨海大桥，
还是规模宏大的海上风电机组，这些
改造大自然的海上杰作都离不开一种
“大国重器”——超级打桩船。近日，
世界首艘140米级打桩船“一航津
桩”号交船仪式在江苏南通举行。

新华社东京电（记者 华义）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近
日宣布，该校医学部和医院等机构的研究者成功为1
名脊髓损伤患者进行了神经祖细胞移植，所用的神经
祖细胞由诱导多能干细胞（iPS细胞）培养而来。庆应
义塾大学称，为脊髓损伤患者移植由iPS细胞培养而
来的神经祖细胞的手术是世界首次。

这项临床研究针对亚急性期脊髓损伤患者，计划
为4名患者进行神经祖细胞移植手术。iPS细胞是通
过对成熟体细胞“重新编程”而培育出的干细胞，拥有
与胚胎干细胞相似的分化潜力。

日本移植iPS细胞培养的
神经祖细胞以治疗脊髓损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