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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用科技助力她们用科技助力““双碳双碳””目标实现目标实现

向未来向未来科技

她创力她创力科技前沿·

锂离子电池绿色高效回收、构建新型钠离子电池储能材料及系统……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田梦迪

“奖励她对锂离子电池绿色高效回收、
可降解材料源头设计技术的贡献，支持她探
索绿色电池闭环回收、原位修复等新技术体
系……”“奖励她在钠离子电池关键电极材
料设计、储能机制、规模制备方面的贡献，支
持她设计构建新型钠离子电池储能材料及
系统……”

近日，旨在助力“双碳”目标实现、促进行
业绿色低碳转型的青山科技奖颁奖礼在北京
举行。随着一句句颁奖词响起，北京理工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余彦和其他27位来自材料科
学、环境科学等领域的青年科学家先后走上舞
台、捧回奖杯。李丽和余彦是仅有的两位女性
获奖者，她们分别凭借电池绿色闭环回收和钠
离子电池的研究项目荣获该奖项。在接受中
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采访时，两位获奖者均表
示将继续勤奋探索，努力将基础科研成果转化
落地，助力实现碳中和目标。

科研的魅力是探索未知

“选择做科研是出于内心的驱使和对未知
世界的好奇。”李丽向记者介绍，她从小就对自
然界和科学现象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总是不断
地问“为什么”“做什么”和“怎么做”，“这种对
知识的渴望和对问题解决的追求，逐渐引导我
走上了科研的道路。”

1999年9月，李丽进入北京理工大学读研
究生，成为导师课题组第一位从事电池回收方
向的学生。经过两周的文献查阅，她发现当时
国内外科研人员鲜有人涉足电池报废后的回
收处理研究领域。在导师的耐心指导和鼓励
下，她认真学习电池文献、材料制备、极片涂覆、
电池组装、电池自动化分选系统、测试表征，开
始走上废旧电池失效分析和回收再生研究之
路，并对该领域产生了极强的兴趣和探索欲。

李丽对于锂电池绿色回收、循环再生的研
究成为本次评选的亮点项目之一。她的研究

项目着眼于目前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动力电
池装机量猛增的社会现状。据了解，新能源汽
车动力电池主要采用锂离子电池技术，电池报
废后如不规范回收，可能存在有机物、重金属
污染。动力电池使用的锂、钴、镍等金属价格
高、储量少。为此，李丽团队在国内外率先提
出并研发出系列绿色可降解有机酸回收技术，
从退役电池中绿色、高效回收锂、钴、镍和锰等
有价值的金属；同时，基于锂离子电池失效机
理及再生技术，使回收材料能够重新用于制造
新电池的原材料，实现有限资源的闭环高值化
利用。目前，该项目已经实现成果产业化和示
范生产，投入使用后，将为碳中和、绿色环保等
领域带来较大价值。

同样致力于为美好生活“充电”的还有余
彦。大学时期，她心中就埋下了“化学改变世
界”的理想种子，在不断学习中，她意识到“先
进材料”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石，便与二
次电池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2010年前后，余彦开始将研究重点转移
到钠离子电池领域。“这一转变的契机主要是
我国锂离子电池制造技术虽然成熟，但70%
锂资源依赖于从加拿大和澳洲进口，锂资源供
应链安全面临威胁。”余彦进一步介绍，我国钠
资源丰富且成本低廉，通过开发新型钠离子电
池，作为锂离子电池的战略储备，有助于化解
锂资源“卡脖子”的风险。

多年来，余彦团队聚焦于高性能钠离子电
池电极材料及器件的研究，突破钠离子电池技
术瓶颈。重点针对钠离子电池倍率性能差（电
子电导低）和循环寿命短（正极和负极稳定性
差）等难题提出了微纳结构设计、表/界面和组
分调控等三位一体的协同调控策略，发展了可
控普适合成的新方法，揭示了钠快离子导体电
极材料“离子、电子、电荷传输协同增强”的机
制，建立了普适性材料设计筛选策略，研发了
系列高性能钠电池正极材料和负极材料，实现
了安时级别的软包钠离子全电池。

在余彦看来，科研的魅力在于探索未知、
解决问题、培养人才、实现自我价值，“更重要
的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可以将实验室研究成果

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为美好
生活‘充电’”。

科研的过程是漫漫求索

科研的道路漫长而又艰辛，在李丽从事废
旧电池回收研究的25年中，遇到困难是常
事。“退役电池化学成分各异、失效机制复杂、
退役程度不一致，不同厂商电池设计和制造上
的差异，增加了电池拆解和回收的难度。”李丽
介绍，基于此，她和团队成员不断优化回收技
术参数，以期开发具有普适性的废旧电池高效
回收再利用技术。对于回收过程引发的二次
污染问题，她们通过采用绿色可降解有机酸浸
提体系，避免强酸强碱化学试剂的使用，无有
害废物产生，同时有效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
成功降低了回收过程对环境的影响。

“成功不是偶然的，必须经过艰辛的努力
才能获得，勤奋、专注和顽强是‘科研行囊’中
必不可少的装备。”这也是余彦在漫漫求索路
上的感悟。

在德国从事博士后研究时，余彦曾在实验
中使用共轴静电纺丝方法制备一种核/壳结构
的纳米线，“我尝试了3个月，都没有得到想要
的结果。”但不服输的性格让她坚持了下来，通
过查阅文献、逐步修订实验方案，余彦终于获
得成功。她说：“做科研就像长跑，想赢得比
赛，就要孜孜以求、久久为功。”

对于科研人来说，最有成就感的就是将基
础研究成果转化落地应用，但这一步也是巨大
的挑战。“通过与国内外研究院所、企业深入交
流合作，我们将实验室开发的0到1的研究成
果放大到工业生产规模，最终确保技术的可行
性和经济性。”回忆起攻克的一个个难题，李丽
感慨万千，“这些离不开团队的共同努力和不
懈探索，我们相信，通过持续的研究和创新，我
们能够为电池回收领域带来更加环保、高效和
经济的解决方案。”

当前，余彦团队已与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共建“中国科大-同兴环保储能电池材
料及器件联合实验室”，研发出了多款高能量

密度钠离子电池产品，推动了储能电池的产业
化发展。“科技创新绝不仅仅是实验室里的研
究，而是要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动
力，为老百姓提供更加便捷和美好的生活，这
是科研人员的使命。”余彦说。

科研人的特质是持之以恒

科研人不仅要具备对未知物质世界的好
奇心，更要有不屈不挠、持之以恒的“啃硬骨头
精神”。“科研工作往往伴随着失败和挫折，韧
性和毅力能够帮助他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
保持冷静，坚持不懈地追求科研目标。”李丽坦
言，自己也在科研工作中经历过无数次跌倒与
爬起来，“但从事科研本身就是在啃硬骨头，我
坚信总有一天会苦尽甘来。”

此次获得青山科技奖，对李丽和余彦来说
不仅是一项荣誉，更是对她们持之以恒在新能
源领域研究工作的认可和鼓励。

“这个奖给了我继续在新能源领域潜心深
耕的前进动力。”谈及下一步的研究方向，李丽
表示，“我将重点解决电池回收领域中资源提
取效率低、回收成本高、环境影响严重等技术
难题，建立电池绿色回收新体系设计与全生命
周期价值链生态耦合模式，为二次电池回收领
域早日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关键共性技术支
撑。”

“在科技创新中，我将继续勤奋探索，将
‘不服输’装入‘科研行囊’。未来，我和我的团
队将挑战‘全固态钠电池’中的‘卡脖子’难题，
突破钠电池安全与能量密度瓶颈。”余彦表示。

在两位获奖者看来，女性在科研中拥有独
特优势。例如，她们在沟通和协作方面表现更
为出色，同时，女性认真细致、洞察实验细节，
更有希望在关键点获得突破。“女性倾向于职
业稳定，做科研更能沉下心和坐‘冷板凳’，表
现出更强的科研耐力。”余彦借此机会呼吁，

“我们需要营造女性良好科研环境，完善女性
科研工作评价激励机制，充分激活科技女性力
量，让女性科学家更好地被看见、被赋能、被重
视、被支持。”

余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基于二次电池关键电极材料设计、合成、储能机制及
器件研究方面的创新成果，获得过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2022年）、中国颗粒学会青年颗粒学奖（2020
年）、安徽省自然科学一等奖（第一完成人，2020年）、中国青年科技奖（2020年）、中国硅酸盐学会青年
科技奖（2017年）、中国化工学会侯德榜科技青年奖（2017年）等奖项。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综合报道

近日，中国城市规划
协会女规划师工作委员
会2024年年会暨第四届
第二次学术交流在广州
举行。来自全国各省市
的近 70 家规划编制、管
理机构以及知名高校的
百余位代表齐聚羊城，共
同就“城市更新，更美生
活”主题展开学术交流。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
秘书长谢盈盈指出，我国
的城镇化已经进入以提
质增效为主的城市更新
发展新阶段，城市面临着
前所 未 有的 机 遇 和挑
战。她希望来自全国的
女性规划师代表一起交
流各地的城市更新实践
经验，通过探索城市更新
的新路径、新方法，为城
市更新建设工作“引智”

“赋能”。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

女规划师工作委员会主
任委员张菁希望，在推动
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
展、新型城镇化战略、城
市更新行动、妇女儿童友
好城市建设以及回应老
百姓最迫切的需求等方
面彰显女规划师的担当
作为。她表示，通过这次
交流，女规划师们未来可
以从更加包容、更加细腻
的女性视角贯彻落实“人
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
为人民”的重要理念，始
终将居民的需求和利益
放在首位，推动城市实现
高质量发展。

城市更新成为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路径

在学术交流环节，清
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女
规划师工作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刘健强调了城市
更新在中国城市化进程
中的重要性。她提到，随
着城市化进程的转型，城
市发展正从增量向存量
转变，城市更新成为实现
可持 续 发展 的 重 要路
径。作为一个长期且复
杂的过程，城市更新需要
政策和技术上的创新，同
时也需要女规划师的力
量。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
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女规
划师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杨浚从政府管理的
角度分享了北京在城市
更新方面的经验。她提
到，随着城镇化率的提
高，城市发展已经从扩张
式转向内涵提升式，城市
更新成为实现超大城市
发展方式转型的主要方
式。她强调规划和土地
政策在城市更新中的重
要性，还分享了北京在城市更新方面的总体考
虑，包括优化规划管控工具、丰富土地配置方
式、细化年限税费与计价计收规则等。

“城市更新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历史
性、传统性和地方性应该以‘在场’的方式参与
更新。”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女规划师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何依从自己在城市不同场所的亲
身体验出发，分享了关于非正规空间的体验和
认知，强调了非正规空间的魅力和特色，并提出
从土地经济到空间经济，再到场景经济的路径。

多方协同推动城市更新的实施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院长、
女规划师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孙娟提到，规
划师面临着城市转型和信息爆炸的挑战，需要
重新思考规划的本质和工作方式。她还提出
了，包括政策方、金融方、主体方、市民方和人才
队伍转型的“更新治理的五方协同”概念，以推
动城市更新的实施。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
院长、女规划师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恽爽介
绍了在北京副中心的实践，包括如何摸清老城
现状底数、解决部门协同难的问题、创新政策机
制等。她认为可以通过整合数据、优化工作计
划和引入市场多元主体来推动城市更新工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
心原总规划师、女规划师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闵希莹以广州新中轴线为例，探讨如何发挥
政策杠杆作用支撑城市更新实施落地。她强调
城市更新作为国家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并提出了争取资金和试点改造两个关键点。

广州市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郑
宇关注城市更新的微更新领域，她介绍了北京
路改造案例，展示了规划师如何通过不懈地沟
通和努力，克服各种困难，最终实现城市更新的
目标。她呼吁提高全民的设计意识和参与度，
通过小规模的更新项目来提升城市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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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田梦迪

5 月 30 日是第八个“全国科技工作者
日”，北京市科协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展示中心组织开展了“科技工作者之歌”主
题活动。活动现场，北京服装学院服装科技研
究院教授、北京“最美科技工作者”刘莉以专业
的科技视角讲述了一件高性能竞技体育比赛
服“化茧成蝶”的故事。

服装减阻或能决定一块奖牌的归属

在现代竞技体育赛事中，比赛服成了提升
成绩的重要手段，有时甚至是制胜关键。冬季
项目普遍速度快，有些可达到140~150km/
小时，远远超出驾车的速度，有的项目以百分
秒计时、有的以千分秒计时，因此0.01秒就可
以决定一块奖牌的归属。在北京2022年冬奥
会上，我国短道速滑队穿着“龙服”一亮相，就
引起了热议，他们在2000米接力赛项目中以
0.016秒优势获胜，赢得冬奥会首枚金牌。

“这0.01秒也许就来自服装装备的空气
阻力。”刘莉介绍，她带领团队经过3年多、上
千个日夜，终于啃下了速度类比赛服有效降低
阻力这块硬骨头。

要在降低阻力上取得突破，不是一个学科
能解决的。为此，刘莉联合了纺织科学、材料
学、空气动力学、体育科学等多个领域的专家
团队，共同开展科研攻关。

“比赛服减阻，合体是最起码的要求。”刘
莉和团队走遍全国10个国家运动基地，完成

22支运动队400余名运动员的体型测量。“测
量过程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我和伙伴们带着沉
重的设备翻山越岭、爬冰卧雪，亲身体验了中
国冰雪的发展。”他们还将部分高水平运动员
的姿态模型制成1∶1的实体模型，用于风洞测
试。

为了实现服装减阻，刘莉和团队成员研发
了几十种减阻面料，用于不同的运动项目；又
在风洞中吹了150种面料、110件比赛服来寻
找最佳设计，实现了多个项目服装阻力下降超
10%的效果。

“为速滑运动员高亭宇制作比赛服时，从

模型扫描、面料制造，到56种服装结构测试，
又到7版成衣制作，我们历时两年多，真像是
一个‘化茧成蝶’的过程。这件比赛服曾协助
速滑运动员高亭宇在‘中国杯’上取得33秒83
的个人最好成绩，打破了国内纪录。”回望团队
携手进行冬奥服装设计的日子，刘莉直言，最
令她感到自豪的“作品”诞生于那段岁月。

一针一线感受“中国智造”魅力

运动员在赛场上争金夺银，在他们背后，
一群科技工作者在实验室中默默耕耘，为每块
来之不易的奖牌注入了科技的力量。

冬奥会时，刘莉和工艺师在延庆赛区为钢
架雪车队队员服务。“这个项目需要运动员趴
在雪车上，他们的身体迎风面积小，关键要素
是把帽型设计成流线型，要考虑到女孩的发型
高低等细节。”刘莉表示，注重这些微小的调
整，再和其他科技元素融合在一起，造就了钢
架队的“跨越式”发展，实现从“0”到取得奖牌
的大进步。

比赛服除了要考虑运动项目的特点，还要
兼顾运动员的自身要求和偏好。刘莉举例说，
一部分高水平速滑运动员喜欢紧身的效果，又
要服装满足技术动作要求，使得身体能够像

“豹子”一样被推出去，这也需要团队进行系统
化研发。

刘莉带领团队长期致力于研发“科技战
袍”，一针一线凝聚“中国智造”，用服装向世界
展现中国文化、中国智慧。冬奥会期间，一位
运动员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美国和日本
的选手都夸我的裙子好看”，那一刻，刘莉感受
到了科技的力量，也体会到了设计的价值。

“竞技体育比赛服设计不是简单的布料拼
接组合，而是经过精心设计和科学测试的产
物，是上百位不同学科背景研发者协同配合、
共同努力的结果。”回想起那段紧张而充实的
日子，刘莉至今仍然感慨万千，“北京冬奥会比
赛服的设计不仅仅是一段关于设计的旅程、一
次科学探索的实践，它更是一个多学科、多团
队协同配合的系统工程。这次工作经历也让
我更深刻地体会到科技工作者的精神——齐
心协力、攻克难关。”

她论坛论坛

刘莉刘莉：：““科技战袍科技战袍””的的““化茧成蝶化茧成蝶””之路之路

李丽：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因围绕锂离子电池绿色高效回收与资源循环利用技术，开展
了从原理创新、技术突破到体系构筑的系统性研究工作，获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教育部新
世纪人才、北京市优秀人才和北京市科技新星等称号；因研究成果在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等
企业中成功进行产业化应用，以第一完成人获得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等省部级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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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彦在实验室里专心研发产品。

▲

李丽（前排右二）指导学生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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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几十种减阻面料、在风洞中测试110件比赛服寻找最佳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