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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科学大讲堂159讲开讲
本报讯 杭州科学大讲堂第 159讲近日在杭州市科技

交流馆三楼报告厅举行。浙江大学聚变理论与模拟中心
和物理系教授武慧春受邀作了“电！闪电！闪电球！”的
科普报告，吸引了大量“铁粉”。武慧春曾长期从事相对
论电磁等离子体系统的相关问题研究，提出球形闪电的
新理论，并首次将其联系到闪电高能现象，并给出了完
整的理论框架。

“闪电”这一熟悉的自然现象，让科学家讲得既有趣又
生动。“生活中的静电与闪电在产生机制上实际是相同的，
闪电是大电火花这一概念，是由美国著名科学家本杰明·
富兰克林率先提出。”武慧春解释了闪电是常见的等离子
体现象，闪电可以产生大量的相对论电子。生活中的闪电
多呈“龙爪形”是因为电荷具有互斥效应，下落时电荷因互
斥而分散开来。其内部温度极高，绝大部分物质在该温度
下都会变为等离子体，无法保持物质原有性质。

闪电多是自上而下呈“龙爪形”，这也让球形闪电的
存在显得尤为神秘。2014年，中国科学家团队首次拍摄
到球形闪电，并证实球状闪电的真实存在性，这也为球
状闪电如何存在提供了重要线索。球形闪电究竟是如何
产生的？在武慧春看来，球形闪电产生的原因是基于电
荷屏蔽效应，又因为电荷体积很小才可穿过飞机外壳与
门窗。 通讯员 洪萍本报记者 付曦地

2019年度 浙江省科技奖成果巡礼浙江省科技奖成果巡礼

本报讯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为第一完成单位的
“多模式电磁场可控涂层技术及装备研发”项目近
日获得 2019年度浙江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温州
职业技术学院也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以第一完成单
位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高职院校。

该项成果由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王向红
团队经过 10多年探索与实践，从源头上解决了离
子镀放电控制难、弧斑分散难、均匀传输难等瓶
颈，解决了传统离子镀大颗粒污染这一行业难
题。经专家鉴定，其关键技术处于国内同类技术
领先水平，其中可变磁场控制技术和工模具离子
镀涂层工艺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目前我国各种机电产品的失效破坏中，约有
70%是由其表面腐蚀和磨损造成的，我国每年因

金属腐蚀造成的损失至少 8000亿元。当下，涂层
技术是提高现代机电产品表面性能和寿命的有效
途径，PVD离子镀涂层技术是制备高性能表面防
护涂层的关键技术之一。PVD离子镀涂层技术沉
积速度快、离化率高、粒子能量高、绕镀性好，
但是还存在局部集中放电、弧斑运动分布不均导
致大颗粒喷射、传输效率低等行业瓶颈、国际难
题。

“我们所说的镀膜在刀具、模具等工业核心工
具零部件方面以及机电产品等领域有大量的应
用，传统的镀膜技术会因为大颗粒、等离子体分
布不均、基材受限等问题，结合力变差、耐久度
低、性能差，难以制备高质量纳米涂层，而我们
现在研究的这个项目不仅解决了大颗粒这一问
题，改善了膜基结合力、膜层性能、产品质量
等，也拓展了项目技术的应用范围，产品使用寿
命也提高了。”王向红说。

王向红介绍，团队首先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物
理思想，即从电磁场耦合与等离子体相互作用源
头入手，采取“动、转、合”三种研究方法，来
控制弧斑放电、弧斑运动、等离子体传输。同时
在理论上系统、全面地研究了空间受限、外加电
磁场、纳米颗粒掺杂等因素对薄膜的影响，成功
开发了三大核心关键技术和关键工艺，并集成开
发出纳米涂层制备装备。

“我们的项目成果已在 50多家企业推广应用，
产生经济效益达 11.58亿元。”王向红说，学校跟
企业原本就有合作，企业也在学校设有学生实践
车间和机构，所以从最初研究这个课题开始我们
就可以边做理论边实践。目前，我们将继续加强
与企业的技术合作，建立长期稳定的产学研合作
关系，提高成果转化成功率。

目前，该成果已取得授权发明专利12件。
本报记者 徐慧敏

成果已在50多家企业推广应用，产生经济效益达11.58亿元

温职院攻克离子镀大颗粒污染难题

创新中国产业园作为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未来发

展“两轮驱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引领高新技术产业向

前推进，我们将着力把“产业园”打造为集信息软件、电

子商务、物联网、生物医药、健康服务、新能源、节能环

保等高新技术企业，以及科研设计院所、科技创新载

体、科技金融等高新服务业企业于一体的现代示范园

区。我们诚邀您的加盟。

联系方式：杭州市下城区科学技术局
0571-85820615

创新中国产业园创新中国产业园··东新分园东新分园

创新中国产业园·集品科创分园坐拥杭州中央商务区，位于商业发达的和
平会展中心东300米，交通便利，距地铁口仅150米。这里是创新创业的集聚
地，这里是人才荟萃区，这里是杭州政策高地！欢迎合作，欢迎加盟，多谢关注，
推介有奖。

创新中国产业园创新中国产业园··集品科创分园集品科创分园

联系人：沈先生电话 13958026342

园区概况

创新中国产业园东新分园暨智谷创新广场
地处下城区善贤路4号，已规划地铁五号线，
BRT快速公交换乘中心，交通便利。总面积
27368平方米，共地上四层，地下一层。

园区定位

以建设创新型科技园区、大学生创业基地
为重点。为产业化企业、大学生创业、初创期的
小微科技企业的孵化培育、服务式小型办公室等
提供多种办公创业空间。

园区配套

公共服务大厅（含总台服务、洽谈区、小型
会议室、大型多功能会议室、休闲吧、咖啡吧等）、
内部食堂、健身活动中心、桌球娱乐室、顶楼足球
场等。提供企业注册代办（大创免费代办）及财
务委托管理，免费参加区组织的创业实训及一对
一团队辅导等多种服务。旨在打造服务式创新
广场，企业家们的创业俱乐部。

招商热线

钟先生18105711266 0571-56920112

围绕代谢与衰老、肿瘤疾病，希望能在新药研发领域有从零到一的突破

西湖实验室：年轻科学家挑起大梁
本报讯 当地时间3月4日，《Science》杂志在

线报道了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 PI （院特聘研究
员）周强实验室首次成功解析新型冠状病毒细胞
表面受体ACE2的全长三维结构，以及新型冠状病
毒表面 S 蛋白受体结合结构域与细胞表面受体
ACE2全长蛋白复合物的三维结构。美国得克萨斯
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生物物理系主任Michael K. Rosen
称，周强团队的这一生物物理学研究，将对研发精
准的新冠肺炎诊断、治疗手段起到关键作用。

在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已经入职的 44名
PI中，45岁以下的年轻科学家占比达到 84.1%。
以他们为核心，不久前授牌成立的西湖实验室
（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浙江省实验室）将在代谢与
衰老疾病和肿瘤机制研究两大生命科学领域开展
前沿创新与探索。

代谢与衰老、肿瘤疾病，是生命科学领域内的
两个古老命题，也是影响着整个人类社会的问题。

“只有成为世界上重大生命现象及规律的第一
发现者、重要生命科学手段的发明者，才会拥有
真正的原创理念和知识产权，也才可以将其转化
成全新的药物和治疗手段。”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院长、西湖实验室主任于洪涛说。

于洪涛于2019年12月加入西湖大学，此前曾
任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药学系终身讲
席教授，是为数不多进入霍华德休斯研究院（HH⁃
MI）任研究员的华人科学家之一。

基于打造一批世界级的科研人才、取得一批世
界级科研成果的目标，西湖实验室计划设置三大中
心：基础研究中心、转化应用中心和应急医学中心。
其中，基础研究中心下设代谢与衰老疾病、肿瘤机
制研究两个集群；转化应用中心下设跨学科研究方
法、转化应用研究两个集群；应急医学中心下设微
生物学研究、疫苗抗体研发两个集群。

“我们希望西湖实验室成为生命健康方向的领

头羊，在基础研究领域有重大突破，在新药研发
领域有从零到一的突破。”于洪涛说，“也希望通
过跨学科研究与跨领域协同创新，有机贯通基础
研究、应用研究、关键技术开发、临床诊疗救治
及成果落地转化渠道，形成‘锁定疾病、立足基
础、多管齐下’的战略布局。”

据了解，西湖实验室还将联手浙江大学药学
院和杭州市一医院集团，结合国内外顶尖高校如
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及科研院所、科创企业
的创新资源开展相关研究。

中科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是西湖实
验室学科带头人之一。

预计到2022年，西湖实验室将组建起4～6支
国际顶尖的科研团队，引进、培育 60名高端学术
人才，集中优势资源推进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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