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经事
2023年3月23日 星期四 责编/刘虎 美编/建隆 校对/惠琴

A03
智

慧

海

都

智 慧 海 都
95060

“谢谢交警铁骑，多亏
了你们，我老伴才能顺利
到达医院。”市民高先生通
过海都报感谢福州铁骑的
帮助。

高先生回忆道，3月10
日晚6时左右，爱人说头很
晕，好像在旋转。惊觉不
对的高先生连忙同儿子一
起带着爱人前往医院。

“我们家在保利香槟国
际，前往附一医院的时候是
交通晚高峰，路上很堵。”正
当高先生心急如焚时，儿子
看到了正在化工路高架桥
下执勤的福州铁骑。

儿子立刻向铁骑求
助。“这位铁骑向上汇报我
们的情况后，立刻让我们
跟在他身后，他骑上摩托
车带路。”高先生说，铁骑

一边大声疏散群众与车
辆，一边在前头开路。随
后，又来了两名铁骑，三人
一路开道，帮助高先生的
车在十分钟内顺利到达附
一医院。

“让我更感动的是，他
们到了医院没有马上离
开，还帮我把老伴抱到平
板床上。”经过及时抢救，
高先生的爱人脱离了生命
危险。

说到这里，高先生流
下感动的泪水，“我爱人是
脑出血，那天我们很慌张，
如果没有这三位铁骑的帮
助，后果不敢想。”高先生
的儿子曾询问三位铁骑的
姓名与电话，但对方婉拒
了，“他们说这是应做的，
不用客气。”

福州交警推出“网格化勤务机制”
划分交通网格，实现警力最大化投入使用；铁骑开道，晚高峰时10分钟就将脑出血病人送到医院

然而科研的道路并
不总是一帆风顺，后续
的研究结果，着实是给
团队泼上一盆冷水。

由于实验结果要经
得起“独立实验可重复”
的考验，在郑建伟毕业离
校后，研究团队又多次重
复开展实验，但始终未能
重现郑建伟实验的完美
结果。多次的失败，让团
队成员感到泄气，但在科
研的曲折道路上，不仅有
黑暗，也有光明和希望。
在随后的研究中，团队成
员崔存浩根据郑建伟实
验留下来的样品，发现了
富勒烯与铜的电子相互
转移现象，以此证明了是
铜的理想伙伴，这给团队
注入了一剂强心剂。

在有力证据的支持
下，团队始终没有放弃原
先的研究方向，终于在
2020 年，团队成员黄乐
乐，成功再现了当年的

“完美实验”。虽然“第二

次胜利”迟到 6 年，但研
究团队并没有放慢步伐，
而是继续整理思路，向下
一个胜利冲刺。在历经
三次实验后，课题团队成
功利用该催化剂进行常
压加氢反应，成功制备出
乙二醇产品，且杂质大幅
度减少，可直接探测的杂
质从 20 多种减少到两
种。在此刻，原本呼之欲
出的新技术，终于真正面
世。

谢素原院士团队和
袁友珠教授团队的研究
成果，于 2022 年 1 月 25
日被《科学》接受发表，而
这一天与郑建伟的第一
次实验正好过去了整整
7 年。在《科学》同期配
发的专家点评文章中，给
出了如下的评价：“在目
前已实现富勒烯工业化
生产的大背景下，这一研
究成果将在学术界和产
业圈产生重要影响，并终
将走向成熟”。

“完美实验”是怎样炼成的？
厦大科研团队历经7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打通乙二醇常压合成的“卡点”

N海都记者 刘锦涵

近日，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
中心发布“2022年度中国科学十大
进展”，厦门大学、中国科学院福建
物质结构研究所、厦门福纳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合作研发的“温和压
力条件下实现乙二醇合成”项目入
选（详见3月18日A02版）。“温和
压力条件下实现乙二醇合成”项目
通过挖掘“纳米王子”——富勒烯
的新功能，首次将C60作为与过渡
金属催化相结合的“电子缓冲剂”，
从而打通乙二醇常压合成的“卡
点”。海都记者联系了厦门大学科
研团队了解科研过程。

乙 二 醇（EG）又 称
“甘醇”，是聚酯工业的重
要材料，常见的染料、油
墨需要用其作为溶剂，也
可用在发动机上，作为抗
冻剂。日常生活中，人们
所穿的涤纶材质的衣服，
也离不开乙二醇。可以
说缺少了乙二醇，很多工

业产品就无法生产。
那么，乙二醇是如何

生产出来的？记者了解
到，乙二醇主要来源于石
油化工，全球年需求量达
三千多万吨。我国乙二
醇 消 耗 量 占 全 世 界 的
50%以上，其中近 60%是
进口。

国际上将乙二醇的生产
工艺分为“油制”和“煤制”两
条路线。结合我国缺油、少
气、煤炭资源相对丰富的资
源特点，为降低乙二醇的对
外依存度，中科院福建物质
结构研究所的姚元根团队与
煤化工企业合作，率先发展
了从煤或合成气经过草酸酯
加氢转化为乙二醇的非石油
路线全套技术——“煤制乙
二醇”技术。该技术是地处

我国东南沿海的中科院福建
物质结构研究所首先实现工
业化示范应用的技术。通常
提到的煤制乙二醇工艺，实
际上包括草酸酯加氢法、甲
醇合成法和直接合成法，但
常指的是草酸酯加氢法。

采用草酸酯加氢法制作
乙二醇，可以通过高温、高
压、添加催化剂来加速化学
反应。据介绍，所谓催化剂，
其作用就是降低化学反应所

需要的活化能，是将较难发
生的化学反应变得较容易发
生。简而言之，催化剂的作
用就是降低发生反应的“门
槛”，因此在材料生产中，找
到合适的催化剂，能起到事
倍功半的作用。

选择采用煤制乙二醇生
产，多是出于国家战略安全
和经济方面的考虑。因此，
国内众多高校、科研院所都
有科研团队研究煤制乙二醇

工艺，希望改良现有技术，摆
脱进口上的依赖。

据了解，在煤制乙二醇
生产中，主要涉及两步催化
反应，第一步催化反应已经
较为成熟和经济；但第二步
催化，由于反应压力高，且催
化剂稳定性较差，这个技术
上的瓶颈一直困扰着从事煤
制乙二醇研究的团队，其中
也包括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
院的袁友珠教授。

2015年，在厦大化学化
工学院的一次课题组年度交
流会上，袁友珠教授正介绍
着碳纳米管等作为铜基催化
剂促进剂的研究进展，这引
起了谢素原教授的兴趣。谢
素原随即提出了“用富勒烯
对铜-二氧化硅催化剂，进

行表面电子调配促进的方
案”。会议第二天，谢素原豪
爽地给袁友珠送去 5克（约
5000 余元）富勒烯用于实
验。（编者注：富勒烯是一种
完全由碳组成的中空分子，
形状呈球形、椭球形、柱形或
管状，可以分为C20、C60、

C70等。）
2015年 1月 25日，在厦

门大学攻读博士的郑建伟在
实验室里使用导师袁友珠给
的富勒烯，开展草酸二甲酯
加氢制备乙二醇实验，实验
结果让他大吃一惊。郑建伟
回忆，相较以往其他催化剂，

用富勒烯作为电子缓冲剂，
反应速率显著提高，且实验
可以在常压环境下进行。这
一惊人的现象，让研究团队
兴奋了起来，若能用此方法
制备乙二醇，则将有可能显
著提高乙二醇的产量，从而
摆脱对外进口的依赖。

多年坚守换来成果

意外想到解决方案

“煤制”的技术瓶颈

□点击 “乙二醇”用途多多

最近几天，市民们或许会发现，穿梭在福州街
头巷尾的交警铁骑和民警比之前更多了。原来，
福州交警试点推出了“网格化勤务机制”，并将从4
月1日起在五城区全面推广实施。该机制通过划
分交通网格，并将干部、民警、辅警下沉，实现警力
布局更加合理及最大化投入使用。近日，一名市
民在交通晚高峰时，就通过交警铁骑的帮助，只用
了十分钟就将生病的家人顺利送达医院。

福州交警支队鼓楼大
队自2月份以来开启网格化
勤务管理试点模式。22日
上午，记者走进福州交警支
队鼓楼大队指挥室内，一阵
阵传呼声此起彼伏，指挥大
厅大屏幕上，正显示着一张
网格化勤务管理的网格
图。屏幕上既有警情数量、
执法数量、巡逻里程等基本
信息，还有铁骑和民警们的
实时位置。

“我们将全部中队干
部、民警、辅警，植入全区13
个交通网格，并按照工作职
责，在此基础上细化为26个
责任小网格和98名路长，管
理全区 422条道路，进一步
明晰工作职责。试行以来，
路面警力增加了 17%，警力
的布局更加合理。”福州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鼓楼大队
交通指挥室主任陈伟强向
记者介绍道。

“实行网格化之后，我
们中队在路面上的民警从原
先的10人增加到15人，外加
27名铁骑。现如今，哪个路
段拥堵了，哪里有交通事故
了，铁骑接到指令后，第一时
间就能到现场处置。”鼓楼大
队白塔中队长李德春说。

据了解，开展网格化勤
务管理后，民警们将在各自责
任田开展警情处置、排堵保
畅、秩序管理等三大类综合交

通管理工作，破解了以往事件
“专人专干”局面，实行综合用
警。此外，在交通平峰期，民
警、铁骑将在路面围绕重要路
口、路段、交通节点开展秩序
管理，并到各自的责任田路
段巡查，对占道违停、交通设
施、风险隐患点巡查，落实管
理责任，而到了夜间、节假
日，则由大队统筹用警，主要
开展安全宣传、夜查统一行
动，景区、商圈排堵保畅工作。

从专人专干到综合用警

暖心一幕在福州“狂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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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于生产乙二醇的催化评价装置实验室内，厦门大学化工学院谢素原
院士（左）、郑建伟教授（中）、袁友珠教授正在探讨交流 福建日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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