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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科技日报讯 （记 者王春）1 吨 饲 料 只 需 添 加 1

公斤微量元素，能显著提高动物的生产性能，还减

少 50%以上的微量元素排放。

4 月 2 日 ，位 于 浦 东 张 江 的 奥 格 生 物 技 术（上

海）有限公司对外发布，已研发突破饲料行业金属

及重金属污染技术难关，成功生产小肽螯合微量元

素并发明了饲料“减排”方案。该创新技术从源头

大幅度减少了养殖业的微量元素使用。如能广泛

推 广 ，每 年 可 减 少 15 万 吨 以 上 的 微 量 元 素 对 土 壤

环境的排放。

根据资料显示，养殖业已成为我国第二大污染

源，特别是在乳猪饲料中铜和锌的添加比例较高，

导 致 大 量 金 属 微 量 元 素 通 过 粪 便 在 土 壤 中 富 集 。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使用的微量元素添加剂为

30 万吨左右，但由于生物效价低，大约有 29 万吨左

右未被动物利用的矿物质随粪便排出。

目前国内养殖业平均每吨饲料要添加 2 公斤以

上微量元素，而动物粪便中含有的高浓度的重金属

元素属于不可降解。只有从喂养源头入手，减少饲

料中微量元素添加量，才能控制土壤污染问题。

奥格生物对外发布的研究，建立了理想微量元

素模型在畜牧产业的应用。利用小肽螯合微量元

素 技 术 ，从 提 高 微 量 元 素 利 用 率 入 手 ，将 原 有 的 2

公斤量减少了一半，大幅减少了微量元素的最终排

放。

“ 奥 格 生 物 的 小 肽 螯 合 技 术 ，在 国 际 上 也 是 领

先的，可减少 50%重金属元素向土壤的排放。希望

通过产品应用，带动整个国家对饲料的严格管控，

减少土壤污染，净化食物链。”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

生物学院教授、上海市畜牧兽医学会常务理事徐建

雄表示。

新技术可减少 50%重金属元素向土壤排放

科技日报讯 （钟良 记者刘传书）我国核

燃料组件自主研发取得重大进展。4 月 2 日，

中国广核集团科技研发部负责人邹勇平向科

技日报记者透露，他们已完成自主品牌核燃料

组件结构设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级锆合

金产品已完成工艺试制，自主核燃料性能分析

软件已推出试用版。

核电站的燃料是铀，其被烧结成一个个圆柱

状的二氧化铀陶瓷芯块，叠装在用锆合金做成的

包壳管中，做成一根根细长的燃料棒，再把这些

燃料棒按一定规则组装成一个个燃料组件，就可

供核电站使用。核电站的反应堆堆芯装有上百

个这样的核燃料组件，总重量达几十吨。锆合金

是以锆为基体加入其他元素而构成的有色合

金。随着对核燃料组件性能要求的不断提高，研

制具有良好力学性能、耐腐蚀性能和耐辐照性能

的高性能核级锆合金一直是各核电先进国家的

主要研究方向。而高性能核级锆合金必须具有

在高温高压水和蒸汽中有良好的耐蚀性能、适中

的力学性能、较低的原子热中子吸收截面，对核

燃料有良好的相容性，如此才可用作水冷核反应

堆的堆芯结构材料（燃料包壳、压力管、支架和孔

道管），这是锆合金的主要用途。

核燃料组件是核电站的核心部件，它在为

核电站提供能量的同时，也是防止核泄漏的第

一道屏障，直接影响核电站的安全性、可靠性

和经济性。目前，我国大型商用核电机组中使

用的燃料组件设计与制造技术主要依赖国外

引进。为确保我国核燃料供应安全，摆脱燃料

组件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2009年中广核

成立了核燃料研发中心，后获国家能源局“国

家能源先进核燃料元件研发（实验）中心”授

牌，并承担了国家核能开发项目“压水堆燃料

元件设计制造技术”的研制工作。

依托产品研发，中广核在 5 年时间内累计

投入科研经费近 8 亿元，建立了具有国际领先

水平的核燃料性能分析平台、反应堆物理热工

计算分析平台、燃料组件热工综合试验装置、水

力性能综合试验装置、力学综合试验装置、池边

检测装置等研发设施，建立了由国内外核燃料

领域资深专家和技术人员组成的核燃料研发团

队。目前，中广核已完成自主品牌产品有 8 英

尺、12英尺、14英尺燃料组件、高性能核级锆合

金、核燃料性能分析软件包等产品研发，同时开

展了下一代事故容错燃料的研究。

邹勇平表示，这些研发成果可以满足我国

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建设和运营的

需要，也将为国内在运在建核电机组升级换代

“中国芯”提供更多的产品选择，为国内核电机

组的安全稳定运行保驾护航。

核燃料组件研发取得重大进展

中国自己的核级锆合金产品完成工艺试制

4月2日在三亚拍摄的我国首型商用“海上飞船”——“翔州1”地效翼船。 新华社记者 王敏摄

科技日报讯（记者常丽君）一个来自法

国、德国和美国的国际行星研究小组根据他

们的最新研究，确定了月球的形成时间，大

致是在太阳系开始（44.7亿年前）之后的近 1

亿年。他们的结论来自对地球内部的检测，

并结合了计算机模拟的星盘衍化，从中能推

导出地球及其他陆地行星是怎样形成的。

相关论文发表在 4月 3日的《自然》杂志上。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4月 3日（北京时间）

报道，早期太阳系中围绕太阳旋转的还只是

数以千计的行星“基本建材”，研究小组模拟

了类地行星（水星、金星、地球和火星）“成长

史”，发现地球受到一个火星大小的物体冲

击而形成了月球，其形成时间和冲击之后补

入地球的材料数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研究人员指出，这种关系就像一个时

钟，将月球形成事件记录下来。这也是早期

太阳系历史中的第一个“地质钟”，不用检测

原子核放射性衰变就能确定月球年龄。论

文第一作者、法国尼斯里维耶拉天文台的塞

斯·雅各布森说：“发现这个记录了月球形成

时间的‘时钟’，而且不依赖放射性检测的方

法，这让我们很兴奋。这种相关性从模拟中

浮现出来，而且我们看到的每个模拟都支持

这种关系。”

在论文中，研究人员估计了地球在经历

了“造月”冲击后吸收的周围物质的质量。

其他科学家以前曾证明，地球的地幔中含有

大量高亲铁性元素，这些元素更容易与铁结

合。这正是地球受“造月”冲击后直接吸收

过来的部分。

根据这些地质化学的检测，新构建的

“时钟”将月球的形成追溯到太阳系开始后

的 9500±3200 万年。这一估计值和放射性

衰变检测得到的某些数值与解释相符。由

于新方法是一种独立的、直接检测月球年龄

的方法，对将来用放射性检测法解决持久未

决的难题也很有帮助。

“这一方法还成功模拟了火星形成，其

形成只有 200 万到 500 万年，而月球形成是

在将近 1 亿年左右。这种时间尺度上的巨

大差异在模拟中是很难得到的。”论文作者

之一、美国西南研究院（SwRI）空间科学与

工程系博士凯文·沃什说。

覆盖在原始地壳上的层层叠叠的岩层，

就好比一部地球几十亿年演变发展留下的

“石头大书”，地质学上叫做地层，越靠近地

层上部的岩层形成的年代越短。对于月球

的形成有多种说法，其中已被大众接受的主

要还是撞击说，即地球在 40 多亿年前与一

颗火星大小的天体相撞，由此形成了月球。

有科学家打趣说，母亲地球老糊涂了，忘记

了自己的年龄，顺便连月球的年龄也忘记

了。文中的新发现显示，“母亲”的记忆被激

活了。

地幔中的“地质钟”用以确定月球年龄
科技日报讯（记者徐玢）据每日天文新闻

网报道，通过观测超新星，澳大利亚天文学家

发现，决定物体间引力大小的万有引力常数在

过去 90 亿年里保持不变。相关研究发表在

《澳大利亚天文学会出版物》上。

在发表于 1687 年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

理》中，牛顿提出万有引力常数 G，认为两个物

体之间的吸引力大小与之成正比。1789年，英

国科学家卡文迪许通过自行设计的扭秤，验证

了万有引力定律，并首次测量出万有引力常数

G 的数值。科学家们认为，在大爆炸至今的

138 亿年里，这一常数并非保持不变。而如果

万有引力常数 G 在逐渐减小，这意味着过去地

球与太阳的距离比现在要远，而当前我们正经

历着比过去更长的四季。

通过分析 580 颗超新星爆发时发出的光

线，墨尔本斯威本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否认

了这一假设。他们认为过去 90 亿年里这一

常数并无变化。“通过回望宇宙的历史来确

定物理规律是否有所变化，这并不新鲜。”斯

威本科技大学教授杰里米·穆尔德说，“现在

超新星宇宙学使我们能对引力进行这样的

研究。”

澳大利亚科学家的观测对象是 Ia 型超新

星。穆尔德假设这类超新星爆发发生在白矮

星达到临界质量或者与其他恒星相撞时。“临

界质量的大小取决于引力常数，这使得我们能

在几十亿年的宇宙尺度来研究引力常数的变

化，而不是像以前的研究那样在几十年的时间

跨度上监测它的变化。”穆尔德说。

上世纪 60 年代，“阿波罗计划”曾通过月

地距离精确测量引力常数的变化。虽然年代

相隔久远，但澳大利亚科学家的发现与当时月

球激光测距实验获得的结果吻合。澳大利亚

科学家的研究认为，引力常数在过去 90 亿年

里变化的上限值小于每年 10-10。

澳科学家发现万有引力常数 90亿年不变

在美国当地时间4月3日举行的Build 2014

开发者大会上，微软在发布若干Windows平台重

要更新的同时，宣布针对OEM和ODM合作伙伴

开发9英寸屏幕以下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将提供

免费授权许可。微软这个里程碑式的战略转变直

指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话语权争夺，以Windows

8.1为代表的一大波产品“正在袭来”！在苹果、谷

歌、微软之间，战局将由此被改变。

与谷歌的 Android 和苹果的 iOS 两大移

动操作系统相比，微软的 Windows Phone 虽

然是第三大操作系统，但与前两者差距较

大。这种差距的造成与 Windows 8昂贵的授

权费有关，而 Android则免费。

Windows 是微软的“现金牛”，如此大张

旗鼓地实施罕见的免费战略，显示了微软对

移动互联网市场的必争必得；不仅如此，针对

10.1 英寸（含 10.1 英寸）以下和 10.1 英寸以上

的设备，Windows 8 的价格策略亦有很大不

同，10.1 英寸以下的设备不仅价格优惠，还附

赠 Office，这种定价策略亦显现了微软在小屏

及移动互联终端市场的决心。

“这是微软历史上最惊人的战略，为了夺取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话语权，微软已经豁出去了！”

这是业界的评价，他们判断，随着微软宣布9英寸

以下设备免去Windows授权费，随着Android市

场已经呈现的乱战及用户疲态，越来越多的

OEM/ODM将会被Windows系统吸引，Win-

dows Phone或将迎来全新的生态环境。

没有几个公司敢与微软比研发投入，仅

2013 财年，微软就把 778 亿美元收入中的 104

亿美元用于研发。当微软历经多年推出的兼

具传统界面与触摸界面的操作系统 Win-

dows 8 面市后，因其改变了人们习惯多年的

使用模式让很多用户难以迅速适应而屡遭差

评，但它却是微软历史上首个触控操作系统，

对业界的里程碑意义在于，它让被苹果“打

乱”的 PC 市场变得重显生机，无数基于 Win-

dows 8推出的设备让 PC业者重燃希望。

但是一般人确实没有耐心去直观体会

Windows 8 的速度、安全性、全新设计理念

等 等 ，在 Windows 8 销 售 两 个 多 季 度 后 ，

5000 多 名 开 发 者 在 微 软 2014 年 Build 大 会

上聆听了 Windows 平台的未来，欢呼与掌

声不断。 （下转第三版）

开启免费授权战略

微软欲夺移动互联时代话语权
本报记者 刘 燕

科技日报讯（记者李丽云 实习生阴浩 闫
睿）水面舰船在波浪中航行，可能会承受海水给

舰船的冲击。将这一冲击力的影响考虑进舰船

设计中，会提高舰船行驶的安全度。近日，哈尔

滨工程大学船舶工程学院“千人计划”专家吴国

雄教授团队，在流体力学入水砰击领域的基础

研究中，取得了这一重要的创新性研究成果。

该团队研究时发现，如果一个曲面形物体

在入水过程中同时发生某种膨胀运动，就具备

存在相似解的可能性。这种相似解是对 20 世

纪 70 年代朗格特—希金斯关于膨胀水体相似

解的进一步深化，是流体砰击理论的一个重要

发展。该研究成果同时颠覆了以往研究者普

遍认为“曲面形物体入水不存在自相似性”的

观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潜在应用价值。

此前，针对曲面形物体入水这一状态的计

算，国际通常按照考虑物体全部入水时间的计算

方式，工作量繁重且存在增大累加误差的可能

性。与以往不同，该团队创新性地提出通过对曲

面形物体施加某种膨胀运动，从而获得曲面形物

体入水的相似解，即在计算出一个时间点的解

后，就可根据其相似解推导出任何时刻的解。这

种新的方法相当于构建了一个计算模型。

今年 3 月，吴国雄团队针对该项研究成果

撰写的论文发表在流体力学国际专业顶级期刊

《Journal of Fluid Mechanics》。该论文表明哈

尔滨工程大学在流体力学砰击问题的研究已获

得国际学术界最高水平认可。

该研究成果有望为细长型水面舰船艏部

出入水砰击、滑行艇出入水砰击以及水上飞机

的起飞降落等结构强度设计的载荷预报方面

提供帮助，从而有效提高规避风险的概率，具

有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

我学者开创曲面形物体入水计算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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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推荐

科技日报海南三亚 4月 3日电 （记者付
毅飞）我国首型商用地效翼船“翔州 1”在海南

三亚顺利完成海上试验，3 日获得中国船级社

检验证书。这标志着该型地效翼船已完成入

级登记手续，正式进入规模化商用阶段。

地效翼船是世界上航速最快的船舶，俗称

“会飞的船”，兼有飞机速度快和船舶经济性好

的特性，具有安全、舒适、快速、便捷、航态多样

等特点，在公务执法、搜索救援、旅游娱乐、短

途客运等领域具有广阔市场前景。

“会飞的船”起源有一个故事：一架飞机在

大洋上空飞行，飞行员突然发现发动机转速急

速降低，原来，6台发动机中的 4个供油管路被

堵塞。一场机毁人亡的事故顷刻就要发生。

就在飞行员绝望之际，奇迹却出现了！当飞机

掉到距离海面几米时，从海面升起一股神奇力

量将飞机托着，只需很少的发动机功率就使飞

机保持在这个高度飞行，最终上岸。

这种力量是什么呢？空气动力学家给出

答案：研究结果表明，当运动的飞行器掉到距

离平静的地面或水面很近时，整个机体的上下

压力差增大，升力会陡然增加。这可使飞行器

诱导阻力减小，同时能获得比空中飞行更高升

阻比的物理现象，被科学家称为地面效应。

中船重工 702 所党委书记蔡大明介绍，地

面效应是指机翼贴近地（水）面飞行时，其升力

增加而诱导阻力减小，从而使机翼升阻比大幅

度增大的物理现象。“通过地面效应，机翼和水

面之间的空气被压缩，从而产生更大的升力，

能有效提升飞机飞行时的燃料效率。”他说，

“比如纸飞机在落地前能滑翔较长距离，这就

是典型的地面效应。”

“翔州 1”由中船重工 702所下属中船重工

（海南）飞船发展有限公司研制。它采用组合

翼总体布局，单发动机驱动推力桨；船身设有

水密舱，舱内可乘坐 7 名乘员，并排双驾驶布

置；该船长 12.7 米、宽 11 米、高 3.9 米，最大起

飞重量 2.5 吨；最大航程 400 公里，巡航速度每

小时 140—160 公里，最大时速 210 公里，是我

国目前运行速度最快的地效翼船。同时，该船

采用先进的泡沫夹心复合材料结构，结构强

度、刚度好，隔热隔音性能出色；配备了具有自

动脱卸功能的牵引机构、国内自主研制的综合

显示仪、舱内通风系统等，实用化水平达到了

新高度。

该船总设计师袁昌华说，“翔州 1”除了能

在贴近水面的地效区飞行，达到节能和隐蔽的

目的，还能爬升到 30—50 米的高度飞行，达到

瞭望或躲避障碍的目的。

中国船级社负责人介绍，“翔州 1”地效翼

船根据《地效翼船检验指南》及《地效翼船法定

检验暂行规定》进行设计，由中国船级社进行

审图与建造检验。该船在完成水面航行、起

飞、降落、地效飞行、无地效飞行、爬升飞越、盘

旋转弯等科目海试后获得船检证书，成为首型

入级 CCS的商用地效翼船。

目前我国已完成了地效翼船科研成果转

化工作，迈出了商用第一步。蔡大明透露，在

“翔州 1”海试期间，三沙市政府船务局已提出

合作意向。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大学教授董祖

舜认为，地效翼船是未来造船业的一个方向，

将在维护海洋权益、发展海洋经济等方面发

挥作用。“比如海上风电、海上石油平台等出

现故障，利用地效翼船可以更加快速有效地

将维修人员和设备运抵现场。”他透露，下一

步我国计划研制 25 吨级地效翼船，能载 50

人，巡航速度为每小时 300 公里左右，最大时

速可达 380 公里。目前其设计、制造等方面已

具备基础。 （相关报道见今日3版）

我首型商用我首型商用““会飞的船会飞的船””通过认证通过认证
最大时速最大时速 210210 公里公里

清明，我们为逝
去的科学家扫墓

（详见今日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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