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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中旬，虽然采茶时节已过，但
西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教授曾亮依然
活跃在重庆南川金佛山大树茶茶园
——她和团队正在忙着制作大树茶。

曾亮现任西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副
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
会茶叶专委会秘书长、古茶树保护与可
持续利用国家创新联盟专家委员会委
员。她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农业农村部、重庆市科技局、重庆市农业
农村委员会等各级科研项目12项，地方
政府和企业委托的科研项目9项。

这几年，随着曾亮及团队参加了重
庆市科技局的科技特派员项目后，她和
团队队员时不时会到南川金佛山住几
天，“我们的任务是依据科学的采茶、制
茶流程，让南川大树茶实现品质提升。”

原来，在科技特派员走进金佛山之
前，南川大树茶品质不高。德隆镇茶树
村村主任邹小敏介绍，大树茶是乔木性
茶，树龄在30年-100年之间，树高5
米左右，一般树龄越大，茶叶口感就越
温润。“以前我们不懂技术，茶叶不值
钱，都是摘来熬油茶喝。”

为此，曾亮和队员们根据实际情
况，联合企业一起，从采茶时间、采茶工
艺、萎凋、炒青、揉捻等方面着手建立标
准化技术链条。

曾亮和团队的具体工作是，找到表
现良好的南川大树茶树，通过鲜叶摊晾
—杀青—揉捻—做形—干燥—筛分—
包装等技术流程，实现茶叶品质提升。
目前，南川区大树茶良种繁育及其配套
栽培技术示范推广项目初见成效，形成

了“南川大树茶生产”“南川大树茶加
工”“南川野生大树茶扦插繁育”三套技
术规范，为大树茶产业化发展提供了技
术支撑。

“按照这样的标准采收和制作，南
川大树茶的品质有了明显提升，如今茶
叶可以卖出去了，价格也可观，村民人
均收入增加了不少。”邹小敏说。

“借力古树茶产业发展，我家现种植
古树茶70亩，今年仅鲜叶收入就有30万

元。”南川区德隆镇茶树村一位茶农说。
此外，农户还在企业、专业合作社

获取土地流转及务工收益，其中，茶树
村贫困户受益率占80%。

邹小敏说，近年来，南川区对古树
茶资源进行开发与保护，积极挖掘和培
育古树茶文化及产业。根据规划，全区
古树茶到2025年将形成2万亩种植规
模。随着以后产业越做越大，茶农获益
会越来越多。

眼下，曾亮和团队在加紧研究大树
茶的适制性，看大树茶在不同工艺下的
表现，找到让其实现最佳品质的茶类。
今年，她和团队已将大树茶制出高山乌
龙茶、黄茶等6大类茶叶。

“研究中我们发现南川大树茶有一
种特有的香气。我和团队据此确定了
下一步的科研方向。”曾亮说，现在实验
室已经投用，正在对干茶和新鲜茶叶进
行检测分析，预计今年内可鉴定出使茶
叶产生特有香气的物质及构成成分，这
将有助于提高茶树品质和改造茶树品
种基因，促进大树茶销售，助力村民实
现脱贫增收。

曾亮：

为大树茶建技术规范 助力产业发展
重庆科技报记者 李天

“科研成果能应用到社会，切切实
实地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才是最接
地气的。”6月27日，重庆大学能源互
联网与智能装备重庆市协同创新中心
副主任、“重庆英才青年拔尖人才”、重
庆大学博士生导师陶璐琪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

陶璐琪已有11年党龄，身为90后
的他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微电子学研
究所。2018年重庆大学能源互联网及
智能装备协同创新中心成立，陶璐琪被
特聘到重庆大学，从事新型微纳材料与
微纳传感技术等研究。

陶璐琪曾在《自然·通讯》等国际重
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30余篇，承担
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子课题、重庆市自然科学基金等项
目。

在科研过程中，陶璐琪发现了一个
规律——有的科研成果源于无数精心
构思的设计，有的则源于偶然乍现的灵
感，而科研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就是把
这种灵感转化为学术成果的能力。

比如，陶璐琪研发的智能石墨烯人
工喉，荣获科技导报评选的2017年“中
国十大重大技术进展”以及首届中国国
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十大“黑科技”创新
产品。

为什么会研究这样的黑科技？
这源于一次灵感乍现。在一次研

究团队的会议上，陶璐琪为新同学介
绍师兄研发的石墨烯狗用耳机。这种
耳机以石墨烯为材料，能够发出犬类
能听到的超声，从而实现人与犬类通
信。

“这样一来，岂不是我们也能听懂
狗说的话了？”交流过程中，一位新同学
发问。这个问题让会议气氛变得轻松
起来，大家当成玩笑一笑了之。

但陶璐琪对此却反复思考——既
然能向狗发送它们听得懂的信号，那
么，能不能做一个基于石墨烯材料的翻
译器，去翻译一些对人来说听不懂的语
言，比如听力和语言障碍的患者发出的

“咿咿呀呀”的语音？

当时，国外课题组发现了一种名为
“多孔石墨烯”的材料，该材料具备适配
人体、能发出声音的特性。由此，课题
组成员们想到利用多孔石墨烯材料的
优势，制造一种收发同体、适合穿戴的
集成声学器件。

陶璐琪把目标锁定在了“智能石墨
烯人工喉”上。这种集成声学器件，利
用石墨烯的热声效应来发射声音，其多
孔结构对压力也极为敏感，能够感知发
声时喉咙处的微弱振动，并通过石墨烯
的压阻效应接收声音信号。

“这种器件能够准确感知聋哑人低
吟、尖叫等特殊声音，将这些‘无含义声
音’转换为频率、强度可控的声音。再

将不同强度和频率的低吟、尖叫音进行
排列组合，形成聋哑人的‘语言编码’。”
陶璐琪表示，每个聋哑人编码后的发
音，就像键盘上的字母，通过不同排列
组合，就能表达出连续、完整的语义。

陶璐琪做科研，始终聚焦解决“人
的问题”。

细心的陶璐琪发现，诸如心血管疾
病、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等疾病死亡率
居高不下，主要原因是病情发生后缺乏
及时的预警措施，致使病人无法采取预
防手段，从而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能否开发一款集集成检测和报警
功能于一体的电子器件来解决这一问
题？

经过反复研究，2019年底，团队提
出了研发“集监控预警于一体的呼吸预
警类新型电子器件”的构想。

“倘若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
患者在睡眠中突然呼吸中断了，这个器
件便会通过呼吸气流对冲到传感器件
上，以此发出预警。”陶璐琪表示，该器
件能够检测到20Hz-200kHz的音频
并发出警报，当检测到呼吸中断时则会
发出高频声音报警。这将大大提高系
统的可靠性，为传感器多功能集成开辟
了一条新途径。

“目前，这些科研成果都在积极与
企业洽谈合作，争取早日实现应用。”陶
璐琪说。

陶璐琪：

研发的人工喉有望帮聋哑人士“说话”
重庆日报记者 李星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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