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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曾经在科幻电影中看到，未来机器人

的皮肤，除了弹性十足、受伤能自动修复，遇到高
温燃烧还可以阻燃，同时传递信号、连接无线终端

实施预警。上海科技大学物质学院凌盛杰课题组
近期开发的新型离子皮肤材料 i-skin，将未来照进

现实。
生物体通过离子运输实现信号传递。这一研

究以天然蚕丝蛋白和钙离子为原料，通过不同的

合成策略，制备出一种透明、可拉伸、可自修复、高
生物安全、可阻燃且导电的离子皮肤材料 i-skin；

并开发了一种在极端条件（火灾）下可以通过无线
信号传递预警信息的报警系统。相关工作补充了

近年来可穿戴设备防火安全性研究中的欠缺，并
为人工皮肤的设计提供新的灵感。

该离子皮肤材料制备方法简单，可大规模应
用生产。其本身具有高透明性和良好的柔性，通过

调控钙离子含量可以控制它在不同环境中的力学

性能。“在高湿度环境中，它具有很好的黏附性和

自愈性能，也可达到在不同温度和湿度下良好的

可拉伸性质，伸长率高达 1200%，同时导电性也满
足可穿戴器件的需求。”该校物质学院 2019级硕

士研究生刘强介绍。
科研人员还进一步探究极端条件下离子皮

肤材料离子导体的电学行为。火焰炙烧下，其电
阻值会在初始期快速下降，并维持一段较长的

稳定期，其间仍然可以导电。基于这种特殊的性

质，研究团队设计开发出一种可以无线传递信
息的火灾报警系统。在离子皮肤保护下，易燃

材料在火焰下可以长时间地维持力学形貌，而
不被燃烧分解，同时仍然可以为系统提供火灾

报警信息。
“该成果为研究这类材料燃烧机制提供了可

行的方案，也为一类基于离子导体的新型人造皮
肤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对提升可穿戴设备安全

性有重要的启示。”刘强告诉记者。

本报记者 郜阳

    本报讯（记者 马亚宁）知识产权就像科技创新企业

的生命线。正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创中心的上海，同
样需要建设国际知识产权保护高地。日前，上海市科学技

术协会会同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市知识产权局、上海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华东政法大学等，举办以“建设

国际知识产权保护高地，提升上海城市核心竞争力”为主
题的研讨会。与会专家指出，上海近年来实行的知识产权

行政和司法保护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效。例如，走在全国前

列的浦东知识产权局“四合一”行政管理改革，正在起草
中的《上海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等，为上海科创中心的建

设发展保驾护航。
日常运营中，科创企业要从各个环节避免知识产权的

侵权。无论是人才流动，研发全过程，还是产品市场化的过
程，各个环节都应该严格管理知识产权，构建知识产权攻防

系统。与会专家建议，科技创新企业在研发过程中要确保尊

重第三方的知识产权，让知识产权的管理与企业商业运营
保持一致。同时，在整个研发过程中设置真正有效的专利壁
垒，也就是布局一系列真正有用的高品质专利。未来，面对

可能的知识产权挑战时，才真正具有“金刚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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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
速递

“如果再能
把 SKA 亚洲科学中心和

空间低频段射电望远镜这两件事都
给办好了，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中科院院
士、著名天文学家叶叔华如是说。这个月，她将
满 93岁。
刚刚荣获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叶叔

华欣然接受了新民晚报的专访。“在这个年纪
还没有被大家忘记，还能获得与创新有关的奖
项，我受宠若惊。”叶先生坦言，她将更加尽力，
尽力帮年轻人设想一些可开拓的道路，尽力推
动一些科学创新的事情。“能够直接

为国家需要服务，何其幸运！”

北斗和太阳系探测
最近的关心

近半年疫情防控中的生活，没有给
叶叔华的生活带来太多影响。各行各业

复工复产之后，她如常每天九点来办公
室，看文献读书了解国际上和台里的最

新进展。这早已是她生活的一部分，每一
天都不能断了天文的消息，都要和天文

人有所接触。

最近，她最看重两件事，“都跟国家
的需要直接有关”。一是北斗。“从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开始建设的时候，我们上海
天文台就参与其中了，主要是参与将卫

星数据分发给用户这一段的工作。年轻
一辈现在做得很好，比我们这些老家伙

还要厉害得多。”
另一件，是太阳系观测。我国的太阳

系观测，从月球开始，下一站火星即将启
程，我国首个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下

月将进入发射窗口期，叶叔华的办公桌
上摞满的书中，最上面一本便是关于火

星探测的。“其实，行星探测方面，尤其是

火星的探测，比

如它的地形与结
构，更多属于地学的课

题，不是天文学家能回答的问

题。”叶叔华介绍，对于我国即将开展的

火星探测，上海天文台的主要使命是保
驾护航，利用 VLBI（甚长基线干涉测量）

为“天问一号”测定轨道。
叶叔华的目光，望得更远。“太阳系

那么大，还有好多事情要弄清楚，这也关
系到地球未来的命运。现在，美国已有两

个探测器抵达‘天涯海角’———太阳系的

门户了。中国也应该去，不仅要去太阳系
边缘，还可以从垂直天顶的方向做更多

探测。”

天文馆和SKA

即将实现的梦想
在去年中秋前夜的上海天文馆亮灯

仪式上，叶先生笑得很灿烂，“这件想了

很久的事，终于就要实现了。”
上海天文馆的故事，说来话长。早

在 1974年，国家特别批准了在上海建
天文馆，当时连建设用地都选好了。然

而，当年国家好多事情都等着要用钱，

上海天文馆最初的项目被耽搁下来。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圆满落幕后，叶先

生给市领导写信建议在世博园区建上
海天文馆。最终决定，在滴水湖畔，在临

港新片区，建设上海天文馆，作为上海
科技馆分馆。

如今，上海

天文馆的建安工
程已经竣工，正

在加紧建设展示
工程，明年就将择期开放。“它的样子真

是不同凡响，未来将是上海一景。”叶先
生对上海天文馆有更高的期许，“我们建

了一个世界级的大天文馆，我所希望的
是能够把最新的天文学的成就展示给大

家，另一方面，我们对宇宙的认识会对人
生观有直接的影响，上海天文馆至少能

让长三角的游客开阔眼界，真正认识到

宇宙的浩瀚。”
叶叔华即将实现的另一个梦想，是

在 SKA（平方公里射电阵）这个全球携手
的庞大射电天文计划中我国能占有重要

的一席之地，做出独特的贡献。所谓“平
方公里射电阵”，是一个巨型射电望远镜

阵列，由世界各国的数千个较小的射电
望远镜组成，在解答一系列基本科学问

题方面被寄予厚望。这是我国第一次以
发起国身份参与的国际大科学工程，叶

先生希望能够在上海建立一个亚洲科学
中心，得到了上海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这个愿望看起来也
逐步得到实现了。”

太空低频望远镜
下一个目标

她是我国天文地球动力学研究领域
的奠基人之一，主持建立并发展中国综

合世界时系统，并始终保持世界前沿水
平；她前瞻性地提出建设中国 VLBI网，

为探月工程做出了关键性贡献；她倡导
建设并建成“天马望远镜”，大幅提升了我

国射电天文观测能力并取得重

要成果；她卓有远见地推动中国成
为世界最大望远镜列阵（SKA）的创始国，

并仍在倾尽全力地推动上海筹建 SKA亚
洲科学中心，使中国在国际大科学工程中

发挥引领作用⋯⋯对叶叔华而言，这些
都已是过往，她又将翻开新的序章。

“再往前走一点儿，我们预备在太空

放两个 3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在空间
中开展精密的低频段射电观测。可以同

地面上的 SKA形成很好的响应与配合，

但其作用不限于 SKA。”叶先生说，这将
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相信会催生很多

新发现，尤其是关于宇宙早期的研究。
“这个项目正在准备中。我想是总归能够

实现的，届时将为我们打开空间低频射
电天文的一扇窗口。”

采访临近尾声，叶叔华提醒记者，不

要错过 6月 21日的日食观测。“如果天
公作美，厦门等地可以短暂捕捉到镶着

金边的太阳。这些都需要提前组织和宣
传。”

送走记者后，叶先生又给上海天文
台科普主管打电话，叮嘱要让公众提前

了解。2020年 6月 21日，日环食，上海可
见日偏食。这一天，也是叶叔华的 93岁

生日。
“宇宙这么大，这么长，在我们短暂

的几十年人生中，怎样为社会做些有意
义的工作，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各行

各业都可以发光发热。我相信，下一个
100年，国家一定会继续发展起来，全国

人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个愿望一定能够

实现。”她说。
本报记者 董纯蕾

“神奇”离子皮肤
能阻燃还能预警

科创先锋

为国家需要发光发热
是幸运的

专访第二
届全国创新争
先奖状获得者、
著名天文学家
叶叔华院士

■ 叶叔华

本报记者 孙中钦
实习生 华天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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