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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控专家支招如何选湿巾
近期我国部分地区陆续出现新

冠病毒疫情。在疫情防控新常态下，
省疾控中心专家表示， 公众防范意
识千万不能松懈，除科学佩戴口罩、
勤洗手、常通风，保持社交距离外，
保持手卫生也很重要。

出门不方便洗手时， 总是需要
湿巾来帮忙。 省疾控中心专家来支
招，教你如何选湿巾。

湿巾主要有三种：普通湿巾、卫
生湿巾和消毒湿巾。普通湿巾对手、
皮肤黏膜或一般物体表面具有清洁
作用；卫生湿巾对手、皮肤黏膜或一
般物体表面具有清洁杀菌作用；消
毒湿巾对手、皮肤黏膜、一般物体表
面、 医疗器械表面等具有清洁消毒
作用。

专家提醒， 普通湿巾没有消毒
杀菌的功能，如市面上的“柔湿巾”
“护肤湿巾”“手口湿巾”等。 消毒湿
巾的功能和标准覆盖了卫生湿巾，
而卫生湿巾不一定是消毒湿巾，但
同样具有清洁抑菌的功能。

目前， 市售消毒湿巾种类包括
季铵盐消毒湿巾、酒精消毒湿巾、季
铵盐类与低浓度醇类及双胍类的复

合配方、碘类、胍类、含氯类、过氧化
物类消毒湿巾等。 日常生活中有些
人常把卫生湿巾误认为是消毒湿
巾。 对此，专家提醒，并非所有的湿
巾都有一样的效果， 合理选择湿巾
才可以达到清洁、 卫生、 消毒的效
果， 选购湿巾时应注意选择正规合
格产品。 具体来说，普通清洁、家庭
或者外出用的，可以选择普通湿巾，
满足清洁的目的； 对于有比较高要
求的，例如疫情期间、换季时流行病
高发期及一些人员密集场所的消毒
卫生工作，可以选择卫生湿巾；对于
无菌环境要求较高、 希望能快速杀
菌、起到消毒作用的场所及设施，例
如医疗机构、实验室等，必须选择消
毒湿巾。

疾控专家强调，消毒湿巾不可
代替洗手，在有流动清水洗手的条
件下还应及时洗手；亦不可重复使
用，最好每擦拭一个新表面换一张
湿巾。 此外，不可用湿巾直接接触
眼睛 、中耳及黏膜等 ，一旦出现红
肿、发痒迹象应立即停止使用并尽
快就医。

（本报记者 朱琳琳 整理）

便携式病原体核酸
分析系统研制成功

本报讯（记者 汪永安）近期，中
科院合肥研究院安光所生物医学光
学研究团队利用微流控芯片和智能
手机构建了一种便携式病原体核酸
即时检测系统， 可通过智能手机用
户端，简便、准确、快速完成病原体
核酸的即时检测。 相关成果已被微
流控领域核心期刊 Analyst 作为封
面文章接收发表。

近些年来， 基于微流控芯片和
智能手机的移动传感技术， 被广泛
用作移动实验室的生化检测和分
析，如疾病诊断、食品和饮用水安全
分析等。 移动传感技术作为新兴的
移动传感应用， 其核心组件是便携
式和小型化的微流控芯片， 并结合
新一代智能手机客户端提供移动感
知和数据处理功能。

安光所团队运用移动传感技
术， 集成了团队研发的高精度温度

控制、多色微弱荧光检测、核酸快速
扩增、试剂冻干等多项关键技术，构
建出便携式病原体核酸即时检测系
统。 智能手机客户端能进行温度控
制、图像采集、数据处理和结果分析
等核酸检测全流程。

多年来， 安光所生物医学光学
研究团队致力于建设集 “生物医学
光学诊疗技术研究、 医疗器械研发
及产业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平台，
面向传染性病原体、 新型肿瘤分子
标志物等快速检测需求， 着力开展
了基于微流控芯片的核酸和细胞检
测新技术研究， 发展出集成核酸提
取的一体化微流控卡盒芯片， 数字
等温扩增微流控芯片技术以及细胞
迁移原位、实时和动态观测技术，先
进分子诊断设备等先进检测、 诊断
技术， 积极引领推动临床新技术的
转化与应用。

创新创业大赛
省内赛区复赛举办

本报讯（记者 汪永安）8 月 28
日，2021 “创响中国” 安徽省创新
创业大赛省内赛区复赛在中安创
谷科技园全球路演中心举行 ，60
个项目脱颖而出， 其中 18 个项目
晋级决赛 ，42 个项目分获三等奖
和优秀奖。

2021“创响中国 ”安徽省创新
创业大赛由安徽省发改委、合肥市
人民政府 、省科协 、安徽欧美同学
会 （安徽留学人员联谊会 ）和省投
资集团联合主办，参赛对象为符合
条件的个人 、团队或企业 ，共设置
安徽省内、长三角、粤港澳、海外四
大赛区，其中省内赛区分为新一代

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和数字创意、
高端装备制造和智能家电、新材料
和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
联汽车、生命健康和绿色食品六个
组别，共有 1168 个项目报名参加。
经过初赛评审共 97 个优质项目进
入复赛 ，这些项目技术硬核 、发展
前景良好，其中多个项目已获得融
资，参赛项目质量获得专家评委一
致认可。

据介绍，大赛将从奖金、投资、
落地政策等方面对获奖项目提供支
持， 如优先向大赛合作投资机构推
荐获奖项目， 组织开展资本对接等
专项活动。

仿生超弹性“碳弹簧”问世
本报讯 （记者 陈婉婉 ）记者 8

月 29 日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
该校俞书宏院士团队成功研制出一
种兼具高度可压缩性和可拉伸性的
超弹性全碳多孔材料 “碳弹簧”，其
独特的微观结构和性能使其成为制
造智能振动和磁性传感器件的理想
材料， 所获得的传感器件甚至能够
在 极 端 温 度 环 境 下 （-100℃ 到
350℃）有效地发挥作用。 该成果日
前发表于《先进材料》。

此前，该团队受人类“足弓”的
宏观弹性拱形结构启发，借助他们
发展的双向冰模板技术，成功构筑
了由微拱结构单元有序堆叠构成
的全碳多孔材料，实现了高度可压
缩性和超弹性。 近来，他们再次从
“弓”的弹性变形机制获取灵感，通
过深入研究表明，引入的这种独特
的长程有序层状微拱结构，不仅可
以解决多孔碳材料的压缩脆性问
题，而且可以有效解决其拉伸脆性
问题。 这种“碳弹簧”可以在-60%
至 80%的大应变范围内实现可逆
的拉伸和压缩形变 ， 并能完全回
弹，类似于真正的金属弹簧。此外，

研究人员通过结合原位扫描电镜
观察和有限元模拟，证实了其弹性
变形机制。

基于该“碳弹簧”的独特变形机
制和机械性能以及良好的导电性，
研究人员将其作为关键部件， 成功
研制了可检测微小振动的应变传感
器件， 并能对多种复杂的振动模式
做出灵敏的响应， 其中包括模拟的
地震波振动。此外，研究人员通过预
先将四氧化三铁纳米粒子共组装到
材料框架中， 从而获得了可被磁场
驱动的磁性碳弹簧。 该磁性碳弹簧
也可被用作关键部件， 进而制造成
了一种新型磁性传感器件。 该磁性
传感器可灵敏地探测到小至 0.4 毫
特斯拉的微小磁场。 这两种传感器
件均可以在-100℃到 350℃的极端
温度环境中稳定地发挥作用， 这种
独特优势使其应用到外太空探测任
务中成为可能。

该工作提供了一种用于构筑新
型智能振动和磁性传感器的有效途
径， 并为利用其他无机组分创制能
用于极端场合的高度可伸缩型多孔
材料提供了新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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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肥市高新区，安徽紫薇帝星数字科技有限公
司自主研发 3D 透视建模技术服务应用， 建立混合现
实远程专家手术指导系统。 该系统运用人工智能分割
算法、 血流域分析器官分段等算法对原始的 CT 或
MRI 等影像设备数据进行后处理，使之形成立体的透
明化人体组织结构， 处理后的三维图像可任意缩放、
旋转、拆分，让手术前期对于肿瘤的位置、结构更加清
晰，为临床治疗提供风险评估、量化分析、手术模拟，
从而制定最佳手术方案，实现精准的切除手术。

该公司与中科院合肥医学物理与技术中心共同
成立了人体三维可视化联合实验室，与中科大第一附
属医院共同建立人体三维可视化研究中心。 产品获得
40 余项知识产权， 技术服务已遍及全国 ２０ 多个省市
的 500 多家三甲医院。 本报记者 徐旻昊 摄影报道

33DD技术助力肿瘤精准切除手术

▲ ８月 ２５日，工作人员进行混合现实远程专家手术指导系统开发

荩 工作人员使用混合现实头戴式显示器查看人体组织。

前沿科技··走进重点实验室②②

■ 实习生 刘文凤

本报记者 汪永安

大到风力发电、新能源汽车，小到智
能手机、 电脑硬盘， 在这些设备的内部，
你都会 发 现 一 种 必 不 可 少 的 新 型 材
料———稀土永磁材料。随着我国经济和科
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稀土永磁材料在电
子 、计算机 、信息通讯 、医疗 、航空航天 、
汽车、风电、环保节能等传统和新兴领域
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已成为促进高
新技术发展和当代经济进步不可替代的
关键材料。 以“中国制造 2025”五大工程
的核心高端装备创新工程为例，其十大重
点领域中，个个都有稀土永磁材料应用的
身影， 将它比喻成无处不在的 “工业味
精”，也毫不为过。

小小的磁铁，大大的能量

磁性是物质最基本的属性之一，早在
3000 年以前就被人们认识和利用。单个永
磁体大家都知道， 它的磁力线是封闭的，
可是多个永磁体组合起来的磁力线是怎
样的?1979 年，美国学者 Klaus Halbach 把
多个永磁体按特殊规律组合起来，发现有
许多特殊的磁力线表现，并得到了一些特
殊的应用。 从此，科学家们对此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有实用价值
的永磁体组合， 学界将其统称为 Halbach
磁铁。

磁性材料主要分为软磁、永磁、矩磁、
旋磁、压磁等五大类，广泛应用于国民经
济的各个领域。 其中，永磁材料俗称“磁
铁”“吸铁石”，经外磁场磁化以后，能保持

恒定磁性，在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如箱
包的纽扣、指南针、音响喇叭就是由这种
材料制成。

永磁材料又分为稀土永磁材料和非
稀土永磁材料。 稀土永磁材料是当前磁性
能最高、应用最广的一类永磁材料，是新
能源汽车、风力发电、节能家电、智能制造
等领域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支撑材料。 “得
益于对稀土永磁材料生产技术的开发创
新，磁体的体积越来越小，其磁性能却越
来越高。 一片重量约 2g 的高性能磁体，可
以吸附其自身重量 64 倍以上的物件。 ”稀
土永磁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秘书、高级工
程师刘友好介绍，如果将稀土永磁材料用
在信号传动装置上，装置的关键部件体积
和重量可以大大减小，且信号传递更加精
准。 2017 年由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科技
部、财政部联合下发的《新材料产业发展
指南》明确指出，“加快实现稀土磁性材料
及应用器件产业化”“大力发展稀土永磁
节能电机及配套稀土永磁材料的应用 ”。
目前，已实现应用的烧结钕铁硼磁体稀土
永磁材料因其高磁能积、 高性价比的优
势，市场占有率超过 95％。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稀土永磁材料
的电机类应用比例已超过 60%，从电动自
行车到新能源汽车、从油田电机到矿山机
械、从电动工具到电梯曳引机、从机器人
到无人飞机， 从空调压缩机到水泵风机，
从大型天文望远镜到核聚变反应装置、从
风力发电到水力发电、 从计算机到手机、
从吸尘器到玩具，稀土永磁应用遍及世界
各个角落，如同地球磁场一样无处不在。

种类繁多的稀土永磁材料

稀土永磁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位于
合肥市庐江县，是 2015 年经科技部批准，
依托安徽大地熊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进
行建设和运行的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走
进实验室展厅，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钕铁
硼磁体，有方形、圆形、瓦形、梯形等不同
形状的磁体；有表面带有锌、铜、镍等不同
金属镀层的磁体；也有镶嵌在汽车电机转
子、震动马达、音响等零配件上的磁体。 近
年来，实验室结合钕铁硼磁体的制备工艺
和微观结构特点，突破了高矫顽力、耐高
温、低失重等高性能/超高性能稀土永磁材
料制备技术， 构建了以粉体表面改性、晶
界修饰、强织构模压成型等技术为核心的
稀土永磁材料制备技术体系。 在该领域，
实验室制定了国家标准 7 项 （已实施 4
项，报批中 3 项），申请专利 27 件（其中发
明专利 20 件），授权专利 15 件（其中发明
专利 8 件）。

此外， 实验室完成了高性能/超高磁
性能烧结钕铁硼永磁材料的开发，材料的
内禀矫顽力和最大磁能积数值之和最高
可达到 79.5； 完成了高热稳定性烧结钕
铁硼永磁材料的开发，磁体的最高使用温
度可达到 250℃；完成了高耐蚀性稀土永
磁材料的开发，磁体经 500 小时的高压加
速老化寿命试验， 材料经腐蚀失重小于
2mg/c㎡。 研究开发的“33TH 型超高矫顽
力烧结钕铁硼永磁体”“汽车电机用 48SH
型烧结钕铁硼永磁体” 入选安徽省新产
品，磁体综合性能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
进水平， 满足了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工
业机器人、变频空调压缩机电机等领域的
应用需求。

为了提高稀土永磁的涂层防护能力，
实验室还开发出绿色/高效防护技术体系，
制定了国家标准 3 项，申请专利 24 件，授
权专利 16 件。 其中，“高端稀土永磁电机
用磁体及其表面绿色防护产业化关键技
术开发” 项目获安徽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稀土永磁材料防腐关键技术创新与
产业化应用”项目获冶金科学技术三等奖
1 项。 通过对烧结钕铁硼磁体在不同使用
环境中腐蚀失效机理的研究，实验室开发
出低排放的稀土永磁表面前处理工艺、真
空蒸镀 Al 镀层技术、 喷涂锌铝涂层技术
等新型绿色涂层及复合涂层技术，使得磁
体表面前处理过程污染物排放量减少
90%，镀层结合力提高 30%，耐盐雾试验
时间超过 1000 小时、 高压加速老化寿命
试验时间超过 600 小时。

科技助力，让稀土永磁
材料循环利用

自 20 世纪 80 年代第三代稀土永磁
材料钕铁硼问世后，磁应用就出现爆炸性

增长，到 2000 年，我国已成为稀土永磁材
料的最大生产与应用国家。 稀土永磁材料
应用技术具有无源 （不需要额外提供电
能）、无接触（隔空作用，无机械磨损 ）、结
构简单、节能环保、稳定可靠等多种突出
优势。 此外，稀土永磁电机也因效率高、功
率密度高 、力矩 （转矩 ）高 、体积小 、噪音
小、温升小、稳定性可靠性好等特点，近年
来日益受到人们的喜爱。

“在稀土永磁材料需求日益旺盛的
当下， 研究废旧磁体绿色再生产业化技
术十分重要。 ”实验室负责人介绍，实验
室牵头制定了我国首部 《再生烧结钕铁
硼永磁材料 》国家标准 ，参与制定了 《钕
铁硼废料化学分析方法第 1 部分： 稀土
氧化物总量的测定》行业标准，正在起草
《稀土钕铁硼磁体废料分类、一般要求和
验收条件》 国际标准、《钕铁硼生产加工
回收料》国家标准和《废旧烧结钕铁硼磁
体再生利用技术规范》行业标准各 1 项，
申请专利 2 件 ， 授权专利 1 件 。 其中 ，
《42H 型再生烧结钕铁硼永磁体 》入选安
徽省新产品，“稀土永磁二次资源绿色再
生新技术及产业化” 获教育部技术发明
一等奖，“稀土永磁工业固废的高效回收
和再利用”获安徽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多年来，实验室致力于开发废旧块状
磁体和加工油泥的短流程快速高效再生
技术，实现了稀土资源的循环利用。 再生
磁体的主要性能达到甚至超过了原始磁
体的性能， 其他性能也与原始磁体相当，
可以替代普通磁体应用于各领域。 废旧磁
体再生利用技术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
水平 ，完善了 “制造—消费—回收—再利
用”稀土资源循环经济链，缓解了稀土行
业对原生矿产资源的过度依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