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员服务区   登陆   注册   修改   充值   投稿   帐号管理   e线论坛 ID：    密码：     注册   忘记密码   游客游客 确定

http://www.fristlight.cn           2007-02-28

厦门大学喜获二项国家自然科学奖

[ 作者 ] 王瑛慧 

[ 单位 ] 厦门大学新闻中心 

[ 摘要 ] 2007年2月27日，从国家科学奖励大会上传来喜讯，由中科院院士、化学化工学院教授郑兰荪主持的“碳原子团簇的形成研究”和

由海洋环境学院教授、近海海洋环境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焦念志主持的“海洋初级生产力结构及微型生物生态学研究”荣获国家自

然科学二等奖。这是厦大人潜心耕耘十多年后，再度捧得国家自然科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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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2月27日，从国家科学奖励大会上传来喜讯，由中科院院士、化学化工学院教授郑兰荪主持的“碳原子团簇的形成研究”和由

海洋环境学院教授、近海海洋环境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焦念志主持的“海洋初级生产力结构及微型生物生态学研究”荣获国家自然

科学二等奖。这是厦大人潜心耕耘十多年后，再度捧得国家自然科学奖。 200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授奖项目有29项，其中一等奖2项，二

等奖27项。据了解，此次同时获得两项自然科学奖的高校为数并不多。国家自然科学奖授予的是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中阐明自然现

象、特征和规律，并做出重大科学发现的候选人；其研究成果应为前人尚未发现或尚未阐明，并具有重大科学价值，得到国内外自然科学

界公认的成果。郑兰荪教授主持的“碳原子团簇的形成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前沿学科。碳是人类最早认识的化学元素，由于碳原子排列

形式不同而生成了不同的形态和性质，如石墨、金刚石这样由同一元素组成而又性质不同的物质，被称为“同素异形体”。20世纪80年代

中期以来，科学家们发现碳还存在第三种同素异形体，这些碳分子的原子相联结的形式既不是构成石墨的层状结构，也不是构成金刚石的

三维网状结构，而是形似足球的空心笼状结构，它就是C60，后来又发现C20、C50等，它们被统称为“富勒烯”。所谓“原子团簇”就是

几个、几十个甚至成百上千个原子的聚集体，所以课题组研究的就是碳原子如何生长成笼状的富勒烯，这一过程中碳原子的结构型态是如

何转化的，如果能够捕捉和稳定那些形成C60的中间产物的活泼碳簇，就能进一步丰富碳材料的物质宝库，推进碳簇及其相关材料走向商

业化应用。郑兰荪课题组用氯原子捕获的方法，明确无误地揭示了科学界长期寻找的、活泼的C50的衍生物C50Cl10的结构，将富勒烯科学

的研究推进到小富勒烯领域。这项标志性成果发表在2004年4月30日出版的《科学》杂志，被国际学术界誉为对相关学科发展具有里程碑

意义。课题组还用同样的方法，制备了C20Cl10等一系列氯代碳簇，丰富了碳的结构化学。课题组还建立和发展了合成、分离、表征富勒

烯等碳簇及其相关化合物的独特方法，为揭示富勒烯形成机理这一长期困惑科学界的难题提供了明确的实验证据，为突破制约富勒烯科学

发展的瓶颈问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实验基础上，课题组提出了碳等原子团簇形成的统计分布规律，这一发现已经被国际学术界广泛引

用和应用。焦念志教授主持完成的“海洋初级生产力结构及微型生物生态学研究”，是在地学的海洋学科方面获得的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

奖。 20世纪80年代以来，气候变化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海洋固碳在调节气候变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有关机制和过程并不清

楚。海洋初级生产力，也称海洋原始生产力，指浮游植物、底栖植物及自养细菌等通过光合作用制造有机物的能力，以往的研究者主要关

注的是海洋初级生产力的总值，而焦念志课题组的创新点在于提出了“海洋初级生产力结构”这个新概念，更加全面细致地刻画了初级生

产力的内涵，表达了不同类群生产者对总体初级生产力的和贡献和作用，深化了对初级生产力的认识。该项目还发现了海洋生态系统中

“看不见的主角”——超微型生物原绿球藻在我国海区的大量存在。并通过系统的现场研究，确认了原绿球藻在我国海区的分布边界、数

量变动规律、及其主要受控机制和在生态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原绿球藻是地球上细胞最小、数量最大的放氧型光合自养原核生物，对海洋

碳循环至关重要，早期只发现于洁净的大洋。中国早期的海洋生态学研究中，浮游植物采集网采用的是国家标准69微米，也就是说，我们

忽略了海洋生态系统中微型（小于20微米）和超微型（小于2微米）这些“看不见的主角”。所以，该研究使我国海洋微型生物研究在理

论和方法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填补了“新生产力”、“原绿球藻”、“好氧不产氧光合异养菌”等前沿空白，形成了“海洋微型生物

生态学”新学科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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