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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回顾了我国土壤侵蚀科学研究的历史,基于对我国土壤侵蚀科学研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分析,提出了今后

我国土壤侵蚀研究应加强的研究领域,包括土壤侵蚀过程与机理,土壤侵蚀预报模型,土壤侵蚀环境效应评价,侵蚀

灾害预警,重大工程及全球变化对侵蚀环境影响和土壤侵蚀研究新技术与方法。

  土壤侵蚀过程发生在陆地表面各圈层相互作用最

为强烈的地区。土壤侵蚀过程中耦合了多种复杂的环

境要素过程和环境要素间的相互作用过程。土壤侵蚀

是限制当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之一,严

重制约着全球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全球土壤侵蚀面

积约( 1. 643 @107 ) km2 ,占地表总面积的 10. 95%。土壤

侵蚀不仅给当地土壤生产力和粮食安全、生态环境、人

居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等带来严重影响,而且也给相邻

地区带来严重危害。因此,防治土壤侵蚀、改善生态环

境、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和资源- 环境- 社会经济可持续

发展,已成为全世界普遍关注的重大环境问题和人类生

存发展的重要问题。有关全球性重大研究计划和国际

组织, 如全球变化和陆地生态系统研究项目 ( global

change and terrest rial ecosyst ems project, GCTE)、地中

海土地荒漠化和土地利用 ( mediterranean desertifica2

t ion and land use, MEDLUS; 1991 ) 1999)、土地利用与

土地覆被变化(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changes)等都将

土壤侵蚀列为重要研究内容。

中国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与农业大国,也是世界上

土壤侵蚀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不仅侵蚀面积广和侵蚀强

度大,而且侵蚀危害也非常严重。据估算,我国因土壤

侵蚀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在 100 亿元以上[ 1]。土壤侵

蚀已成为我国头号和最大的环境问题。孙鸿烈在中国

水土流失与生态安全考察时指出, / 我国严重的水土流

失是我国各种生态问题的集中反映,对粮食和生态安全

造成严重威胁0。水土流失不但造成土壤退化、土地生

产力下降,我国退化耕地的 1/ 3是由土壤侵蚀造成的;

还引起江河淤积、水体污染、洪涝灾害加剧。水土流失

是导致生态恶化和贫困的根源,全国 449 个贫困县中严

重水土流失的县占 75. 8%。因此,揭示土壤侵蚀及其相

关的地表过程与机理,探索自然因素和人为活动对土壤

侵蚀的作用方式, 建立土壤侵蚀预报模型, 科学评价土

壤侵蚀的环境效应及其对区域和全球环境的影响,提出

预防和治理土壤侵蚀、合理利用水土资源、建设良性生

态环境的战略方案与技术途径,对确保国家生态安全、

粮食安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推动水土保持科技创新和

学科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1 我国土壤侵蚀科学研究的回顾

我国对土壤侵蚀现象的认识可以追溯到 3 000 年

前。将土壤侵蚀作为一门科学进行专门研究, 则是 20

世纪 20年代开始的。尽管土壤侵蚀科学研究在中国起

步较晚、历史不长, 但由于中国土壤侵蚀的复杂性以及

土壤保持工作在中国农业生产、生态环境建设, 以及人

类生活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我国土壤侵蚀研究取

得了长足进步。进入 21 世纪,我国土壤侵蚀研究工作

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我国土壤侵蚀科学研究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当时

金陵大学森林系的部分教师在晋鲁豫进行了水土流失

调查及径流观测, 20 世纪 30 年代在该校开设土壤侵蚀

及其防治方法课程。1933 年原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并

设置林垦组,从事防治土壤冲刷工作。20 世纪 40 年代

黄瑞采等学者对陕甘黄土分布、特性与土壤侵蚀的关系

等进行了深入的考察研究。此后, 相继在天水( 1941)、

西安、平凉和兰州( 1942)、西江和东江( 1943)、南京和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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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1945)建立了水土保持实验站。

我国大规模开展土壤侵蚀科学研究并取得重要成

果则是从 20世纪 50年代开始的。1957 年国务院成立

了全国水土保持委员会,指导和协调全国的水土保持保

持工作。此后,全国 20 多所高等院校设立了水土保持

系或水土保持专业,一些农林水专科学校也相应设立了

水土保持专业。特别是 1955 ) 1958 年的黄河中游水土

保持综合考察,取得了一批宝贵的基础资料、图件和成

果。黄秉维、朱显谟、席承藩、蒋德麒、罗来兴等对黄土

高原土壤侵蚀分类、分区及侵蚀地貌划分等做了大量开

创性的工作,为我国的土壤侵蚀科学发展奠定了重要

基础。

20世纪 70年代末,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随

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土壤侵蚀科学研

究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水利部在全国实施/ 八大片0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国家科技部组织开展了第二次

黄土高原综合考察、进行了连续数个 5年计划的黄土高

原地区综合治理试验示范研究,并将研究尺度由小流域

扩大到区域,进行了长江流域和全国土壤侵蚀区划分。

建立了土壤侵蚀国家重点实验室及与其配套的世界第

二大人工模拟降雨实验大厅,各研究机构、高等学校和

各级水利水保部门布设了一系列水土流失观测站进行

观测。研制了不同的室内外人工模拟降雨装置、并开展

土壤侵蚀及其防治的系统研究,编制了全国水土流失技

术标准和监测规程,各大江大河流域和各行政级相继建

立了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监测机构, 国家基金委、水利

部和黄委会等联合或单独设立了水土保持研究基金资

助开展研究。三峡工程的建设促使其上游地区的水土

流失研究受到关注 (长治工程启动) ,遥感、地理信息系

统和全球定位系统等 3S技术在土壤侵蚀调查研究和空

间评价中得到广泛使用。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

法6的颁布( 1991)和西部大开发对生态环境建设的需求

及国家将实施的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和又好又快发展

的战略正在推动土壤侵蚀科学研究向定量化的方向

发展。

经过 50多年长期不懈的努力,我国土壤侵蚀科学

研究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初步摸清了中国

土壤侵蚀的基本规律,完善了中国土壤侵蚀的分类分区

系统, 揭示了土壤侵蚀过程与机理, 初步建立了坡面土

壤流失预报模型,开展了小流域侵蚀预报和区域水土流

失预报模型研究,初步进行了土壤侵蚀环境影响评价和

区域土壤侵蚀趋势预测研究,开展了小流域综合治理试

验示范研究,编制了全国水土流失技术标准和监测规

程,建立了土壤侵蚀研究方法和技术体系。与世界土壤

侵蚀科学研究相比,我国在土壤侵蚀宏观区域分异规律

和土壤侵蚀分类、侵蚀环境演变、土壤侵蚀研究方法与

技术、土壤侵蚀综合防治等方面已经达到或接近世界先

进水平,但我国在土壤侵蚀动力学过程、侵蚀预报模型、

土壤侵蚀环境效应评价的指标体系与模型、土壤侵蚀危

险性评价、全球气候变化下土壤侵蚀变化趋势预测等方

面的研究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

2 我国土壤侵蚀的基本特点

根据 2007年李锐的/中国水土流失现状,趋势与对

策研究0报告,我国土壤侵蚀基本特点表现为:

( 1)水土流失面积大,分布范围广。根据第三次土

壤侵蚀遥感普查资料,我国土壤侵蚀总面积 1. 61 @106

km2 ,其中轻度、中度、强度、极强度和剧烈侵蚀面积分别

占 51. 4% , 32. 7% , 10. 7% , 3. 7%和 1. 5%。我国水土

流失分布很广, 不仅广泛发生在农村地区, 而且发生在

城镇和工矿区。从东、中、西三大区域分布看,东部地区

水土流失相对较轻,土壤侵蚀面积相对较少,约 9. 11 @

104 km2 ,占全国土壤侵蚀面积的 5. 6% ;中部地区次之,

土壤侵蚀面积约 3. 348 @105 km2 ,占全国土壤侵蚀面积

的 20. 8%;西部地区比例最大,土壤侵蚀面积 1. 186 3 @

106 km2 ,占全国土壤侵蚀面积的 73. 6%。

( 2)土壤侵蚀强度大,土壤侵蚀严重区比例高。我

国年均土壤侵蚀总量 4. 52 @109 t ,按照土壤侵蚀面积 1.

61 @106 km2 计算,全国平均土壤侵蚀模数约为 2 800 t/

( km2 # a) ,土壤侵蚀强度远远大于容许土壤流失量。黄

土高原是我国土壤侵蚀最严重的区域, 侵蚀模数 \

5 000 t/ ( km2 # a) ,泥沙粒径 \ 0. 05 mm 的多沙粗沙区

面积达 7. 86 @104 km2 ;侵蚀模数 \ 15 000 t / ( km2 # a)

的面积达 3. 67 @104 km2 ;部分区域侵蚀模数甚至超过

30 000 t/ ( km2 # a)。

( 3) 土壤侵蚀区域差异明显, 成因复杂。我国独特

的自然地理环境, 形成区域分异明显的三大侵蚀类型

区,即西北以风力侵蚀为主的类型区,东部以水力侵蚀

为主的类型区和青藏高原以冻融侵蚀为主的类型区。

近期/ 全国水土流失与生态安全考察0对我国主要水蚀

区进行了考察, 李锐研究员在总结考察结果时表明: ¹

东北黑土区,土壤侵蚀面积 1. 795 @105 km2 ,多年平均

侵蚀量 2. 59 @108 t。产生土壤侵蚀主要原因是该区地

形多为漫岗长坡和黑土抗蚀性弱, 在顺坡耕作的情况

下,水土流失不断加剧。经测定,东北黑土区平均每年

流失表土 0. 4~ 0. 7 cm,初垦时黑土层厚度一般在 50~

80 cm,垦殖 20年后一般减至 40~ 60 cm, 垦殖 7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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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一般只剩 20~ 30 cm。 º 北方土石山区,土壤侵蚀

面积 1. 766 @105 km2 ,多年平均侵蚀量 3. 75 @108 t。产

生土壤侵蚀的主要原因是该区降雨集中,大部分地区土

层浅薄, 岩石大面积裸露,山丘区一半以上耕地土层厚

度在 50 cm以下,土壤侵蚀对土地生产力破坏极大。目

前淮河流域已有近1 700 km2 的土地变成裸岩或难以利

用的砂砾地, 土层厚度不足 30 cm 的山丘面积现已达

2. 3 @104 km2
以上。 » 黄土高原区, 土壤侵蚀面积

2. 702 @105 km2 ,多年平均侵蚀量为 1. 384 @109 t。该

区是我国土壤侵蚀强度最高的区域, 侵蚀模数 \ 5 000

t/ ( km2 # a)的水土流失面积达 1. 15 @105 km2 ,占全国

同等级面积的 44. 2% ; \ 15 000 t/ ( km2 # a )的面积

1. 89 @104 km2 ,占全国的 80. 4%。产生土壤侵蚀的主

要原因是长期的人类活动使土地开垦指数高,尤其是陡

坡地开垦指数高,加上集中的降雨、陡峻的地形和黄土

抗蚀性弱等,使本区成为我国土壤侵蚀模型最高的区

域,严重的土壤侵蚀强度危及黄河健康生命和安全运

行。 ¼ 长江上游及西南诸河区,土壤侵蚀面积 3. 949 @

105 km2,多年平均侵蚀量 1. 800 @109 t。产生土壤侵蚀

的主要原因是复杂的地质条件和强降雨作用,特别是水

土流失诱发的滑坡、泥石流等山地灾害频繁发生。 ½ 西

南岩溶区,土壤侵蚀面积 1. 418 @105 km2 ,多年平均侵

蚀量 1. 94 @108 t。产生土壤侵蚀的主要原因是区内土

层瘠薄,降雨强度大,陡坡耕种普遍。土壤侵蚀剧烈的

地区土层消失殆尽,土地石漠化极为严重。全区现有石

漠化面积 8. 80 @104 km2 ,占核心岩溶区面积的 34. 5%。

¾南方红壤区,土壤侵蚀面积 1. 283 @105 km2 , 多年平

均侵蚀量 3. 73 @108 t。土壤侵蚀主要表现为三种情况:

一是岩层高度风化后,风化壳深厚, 在强降雨作用下极

易产生崩岗侵蚀; 二是近年来山地林果业开发强度很

大,多为陡坡开垦,引发严重人为土壤侵蚀;三是该区人

工林有不少是单一树种如马尾松构成的纯林,林下缺少

灌木或草本植被覆盖,土壤表面裸露, 保持水土能力很

弱, /林下水土流失0严重。

3 土壤侵蚀科学研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3. 1 国家可持续发展需求对土壤侵蚀科学研究提出

的机遇与挑战

  建国以来,我国土壤侵蚀防治工作一直受到党和政

府的高度重视,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开展

了土壤侵蚀防治工作。经过 50多年长期不懈的努力,

全国已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8. 741 @105 km2 ,兴修梯

田 1. 475 21 @107 hm2 , 修建数百万座小型水利水保工

程。我国的土壤侵蚀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并产

生了巨大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例如, 全国水蚀面

积减少 1. 4@105 km2 ,黄河中游地区每年减少入黄泥沙

3 @108 t[ 1]。然而,在我国,截止目前仍有近 2. 0 @106

km2 土壤侵蚀面积需要治理。近 20 多年来资源开发、

基础设施建设和小城镇发展,都有可能产生新的土壤侵

蚀。再加上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我国土壤侵蚀防治

的任务仍很艰巨。近年来西北地区的数十次黑色沙尘

暴、长江和松花江流域的/九八0洪涝灾害及东北黑土区

土壤侵蚀对粮食安全的威胁更加深刻地警示我们,严重

的土壤侵蚀已成为制约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和

区域生态安全的重要因素。

20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党

和政府对水土保持工作高度重视。十五大报告中明确

提出了/ 植树种草,搞好水土保持,防止荒漠化, 改善生

态环境0的战略方针, 决心从根本上解决历史遗留下来

的恶劣生态环境,再造祖国秀美山川的战略决策。原国

家计委制定了5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纲要6,将以水土

保持为主要内容的生态环境建设正在扎扎实实的开展

和实施。与此同时,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6等法

规中已明确要求行政主管部门(水利部 )对全国的水土

流失与治理状况进行预报和定期公告。随着社会公众

环境意识的加强,全国水土流失与治理的基本状况及其

治理效益评价更加受到多方面的关注。

进入 21 世纪, 中国政府已将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确

立为 21世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程,

并提出了新世纪水土保持的宏伟战略目标。党中央、国

务院从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生态安全的战

略高度,明确把水土保持作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

环境、治理江河的根本措施。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 把

水土保持为中心的生态建设作为西部大开发的根本和

切入点。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0,为土壤

侵蚀科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因此,新的形势

下,防治土壤侵蚀,保护生态环境、保证食物和生态安全

等对土壤侵蚀科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同时也提出

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3. 2 区域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对土壤侵蚀科学研究提

出的机遇与挑战

  土壤侵蚀不仅给当地,而且也给异地生态、环境、人

类生存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因此,土壤侵蚀

及其对区域和全球环境影响评价研究,是一个备受关注

的社会问题和科学问题。防治土壤侵蚀、改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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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和资源- 环境- 社会经济可持续

发展的根本保障。通过认识和揭示土壤侵蚀过程及其

发生演变机理、分析和评价土壤侵蚀对区域和全球环境

变化的影响方式、范围和程度,提出治理土壤侵蚀和保

护生态环境的战略措施,将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实现

资源- 环境- 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再者,土

壤侵蚀是世界性的环境问题之一,影响到全球粮食供应

和生态安全等,将土壤侵蚀与全球变化相联系已成为各

国政府官员和科学家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我国应

对全球气候变化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因此,区域和全

球资源- 环境- 社会经济持续协调发展也对土壤侵蚀

科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和难得的发展机遇。

3. 3 土壤侵蚀科学研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土壤侵蚀是主要发生在山坡地的一种自然现象,其

发生发展不仅受到气象、水文、生物、地形地貌及土壤本

身等几乎所有自然因素的作用,而且还受到各种人类活

动的深刻影响。各影响因素虽然有规律可循,但各种因

子对土壤侵蚀综合影响的结果,使土壤侵蚀过程极其复

杂,并造成在空间和时间上分布的随机性和不确定。因

此,很难把握其发生、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进而予以科

学的定量描述。另外, 我国地域辽阔, 各地自然与人文

环境背景差异巨大,造成侵蚀特征各异, 更加重了人们

对土壤侵蚀规律认识的难度。总之,土壤侵蚀影响因素

的多样性、随机性、区域特征的差异性和时间上的不确

定性,均给土壤侵蚀科学研究带来极大的困难和严重的

挑战。已故著名的水土保持专家蒋德麒先生说/水土保

持比制造原子弹更难0 ,道出了土壤侵蚀研究的难度。

与此同时,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尤其是遥感、地理

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三维激光扫描仪、几何摄影测

量等技术在土壤侵蚀研究中的应用,为土壤侵蚀科学研

究的深入开展带来了新的曙光,也为土壤侵蚀领域科技

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撑。/中国水土流失与生态安全综合

科学考察0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土壤侵蚀科学研究中

的许多基础科学问题尚未解决,迫切需要开展若干土壤

侵蚀重大基础科学问题研究。

4 土壤侵蚀科学研究的展望

我国土壤侵蚀严重的程度为世界瞩目,直接关系到

当前和今后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外交, 以至环境保护与

子孙后代的生存问题。尽管在土壤侵蚀科学研究方面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生产实践中发挥了一定的效益。

但面对土壤侵蚀科学研究的难度和水土流失治理的艰

巨的任务,必须进一步明确土壤侵蚀科学研究攻关的核

心和关键,以便能抓住主要矛盾,加快步伐,提升我国土

壤侵蚀科学研究的水平,推进水土流失治理和进度和质

量。根据作者的体会和认识, 提出以下需加强研究领

域,进行讨论。

4. 1 土壤侵蚀过程与动力学机制

注重水- 土和风- 土界面的复杂力学关系,集中研

究水蚀和风蚀过程的动力学过程及其机制,揭示降雨侵

蚀力、径流侵蚀力与土壤抗侵蚀力及其风力与土壤抗侵

蚀力之间的复杂关系,建立水蚀过程和风蚀过程的定量

表达式。当前应根据建立侵蚀预报模型的迫切需求,重

点研究坡面降雨径流侵蚀与输沙过程及其机制、坡面与

沟道水沙汇集与输移过程、小流域水蚀过程及水沙汇集

传递关系,揭示产流汇流 ) 土壤侵蚀 ) 泥沙搬运 ) 沉积

过程的动力学机制及侵蚀产沙与河流泥沙输移关系,研

究风蚀与风积的动力学过程及沙尘暴发生的机制及源

区界定,定量描述土壤抗侵蚀力,为中国土壤侵蚀预报

模型的建立提供理论基础。此外,还应加强人为侵蚀与

特殊侵蚀过程机制研究,包括耕作侵蚀过程机制,开发

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过程机制,植被破坏或恢复重建对

土壤侵蚀过程的影响评价和农牧草交错带风蚀水蚀交

互作用过程与机制。

4. 2 大尺度土壤侵蚀格局与规律

为了系统理解多种尺度土壤侵蚀过程及其相关的

现代地表过程,分析评估全球变化与区域土壤侵蚀关

系,必须开展大尺度土壤侵蚀与水土保持格局与规律研

究。其研究重点包括土壤侵蚀区域特征与格局,区域土

壤侵蚀影响因子,区域水土流失评价和土壤侵蚀的尺度

效应等。

4. 3 水蚀和风蚀预测与预报

根据我国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建设对土壤侵蚀预

报模型的要求,结合国际土壤侵蚀预报发展的最新动

态,针对我国土壤侵蚀的特点,开展多尺度的水蚀和风

蚀预报模型研究。近期研究重点定量表述影响土壤侵

蚀的各个因子, 建立坡面水蚀预报模型、小流域水蚀预

报模型、区域水土流失预报模型、风蚀预报模型等。

4. 4 土壤侵蚀环境效应评价

土壤侵蚀对当地和异地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可持

续发展已产生重要影响,分析揭示土壤侵蚀对当地和异

地区域环境过程和环境要素的影响,将为区域社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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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和国家宏观决策提供支持。研究重点包括土

壤侵蚀对土壤生产力的影响的定量评价,土壤侵蚀造成

的非点源污染预测预报,土壤侵蚀过程的社会经济学分

析,水土流失产生发展的社会经济根源分析和水土保持

的生态补偿机制。

4. 5 重大工程及全球变化对侵蚀环境的影响

重大工程建设和全球变化已对侵蚀环境构成多方

面的深刻的影响,使得生态建设和土地利用变化成为侵

蚀地区现代环境发展演化的主要驱动力之一。近期研

究重点包括 ¹ 重大工程建设对侵蚀环境的影响:着眼正

在开展的重大生态工程和大规模的土壤侵蚀治理,分析

土壤侵蚀治理模式对区域地表过程和农村经济发展等

方面的影响; º 全球变化对侵蚀环境的影响:重点研究

土壤侵蚀对全球变化和土利用被覆变化的响应,全球变

化背景下风蚀对大气质量的影响,土壤侵蚀对区域和全

球食物和生态安全的影响等。

4. 6侵蚀灾害(灾害性滑坡、滑塌、泥石流、洪水等)预警

重点研究灾害性滑坡、滑塌、泥石流、洪水发生发展规

律及其机理,建立预防监督系统,提出预警方案和对策。

4. 7 土壤侵蚀研究的新技术与新方法

土壤侵蚀与水土保持科学研究的进步, 必须以先

进、精确的试验观测技术为基础。土壤侵蚀研究技术与

方法研究和进步,必将促进土壤侵蚀与水土保持学科的

发展。研究重点包括土壤侵蚀试验观测技术,坡面和小

流域土壤侵蚀与水土保持模型试验研究,土壤侵蚀过程

研究的核素示踪技术与方法,区域尺度土壤侵蚀试验研

究技术和快速评价技术等。

( 2007年 1月 5日收到)

1  陈雷.中国的水土保持[ J] .中国水土保持, 2002, ( 4) :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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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成这些外来成分时,化学边界

的约束如它们当初形成时那样被迅速打

破,直到各种成分最终达到最合适的位

置为止。0Stoddar t解释说。

Pentecost的团队在分子的博罗梅安

环上进行实验时,生成了分子的所罗门

王结。他们决定改变生成分子博罗梅安

环的途径。她很明白, 无论是用锌还是

铜离子作为特定化学反应的样板, 她都

只会得到分子的博罗梅安环。于是她交

替使用等量的锌和铜离子进行实验, 结

果 10次中有 10次得到的是分子所罗门

王结的晶体。

/ 合成化学即将对那些呈结状的外

形十分奇异的分子及其分子链接的形成

产生实质的影响,0 Stoddart 说, 他相信

分子的博罗梅安环和所罗门王结可能具

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在化学结构及其

潜在用途的美观及优雅之间常常存在着

联系,而这种所罗门王结的结构确实十

分美观和优雅。0

按照/ Seeing Solomon. s Knot0的作者、

UCLA毕业的Lois Rose Rose的说法,所罗

门王结的图案在欧洲、中东及其他地区被

人们广泛地用于雕刻、绘画、塑造、缝缀、编

织、镶嵌及缀饰在文化遗迹上。这种可在

许多建筑物上找到的设计图案,我们可在

地坪的瓷砖上、UCLA的鲍威尔( Powell)图

书馆木制天花板以及UCLA 的Haines厅

和Moore厅的建筑外墙上见到。

谈到令人激动的纳米科学, Stoddart

说, / 我们正在试图重现不分学科领域的

文艺复兴精神。纳米科学是前工业革命

在 21世纪的一次重演, 人们会喜欢上纳

米粒子或纳米电线的, 就像过去他们欢

呼轮胎和高速公路的发明一样。0

本项研究的合作者有 UCLA 的Kel2

ly Chichak 和 Andr ea Peter s, 他们两位

均在 Stoddart 的研究小组工作、诺丁汉

特伦特大学(NTU)的 X- 射线结晶学专

家Gareth Cave, 以及 Stoddart 研究小组

的合作伙伴 Stua rt Cantr ill。

Stoddart 说, 通过这项研究,他们正

期望能设计出/ 一种新型的、集成化的、

在纳米级工作的应急系统和设备, 以有

助于促进信息技术、能源生产、存储和节

约、环境保护, 并期望该技术能在慢性和

变性疾病的诊断、预防和治疗方面对我

们今日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0

[冯诗齐据 (纳米科技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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