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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前开始的船体剧烈摇晃，宿舍内东

西噼啪乱飞的状况终于升级。1 月 17 日下

午开始，“大洋一号”所处海域持续风力 7

级，阵风 8 级，海浪 3.5 米—4.5 米，科考作业

无法继续进行，整个“大洋一号”进入海上避

风状态。

17 日上午，风力已对后甲板回收设备产

生影响，深海磁力拖体出海面前后，被风浪裹

挟在船舷上不断撞击。海浪还不时冲上甲

板，在后甲板回收设备的国家海洋局第二海

洋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韩沉花描述当时情景：

半米高的海水瞬间扑上甲板，她站的靠后，立

即跳进后大舱，站在前面的调查队员则因躲

避不及衣服、鞋全部被海水浇湿，整个后甲板

也很快被海水冲刷一遍。

“一般风力达到 7 级以上我们就无法作

业了，对设备和人员安全都有危险，必须进行

海上避风。”“大洋一号”船长曹业政告诉记

者，避风一般有两种方式：冲出大风区域或顶

着浪慢速行驶。这次我们的船选择顶着浪慢

速行驶。“因为这次大风范围非常大，我们的

船行驶两天也走不出去。只能慢速行驶，等

风慢慢过去。”他介绍说，“大洋一号”目前正

处于一个中纬度高气压区的边缘，这个高气

压正在向东慢慢移动。顶着浪慢速行驶能够

较稳地控制住船，不至于让船随着海浪过于

颠簸。

据了解，目前在西南印度洋执行大洋 34

航次科考任务的“大洋一号”正在对“多金属

硫化物合同区”进行较为细致的工程化科学

勘探，考察区域划分非常细致，1 万平方公里

的合同区被划分为 100 个小区块进行调查。

每个站位的取样、观测都对船的精确位置和

稳定性提出很高要求。“我们一般会使用动力

定位系统，把船稳定在一个准确的经纬度上，

这种系统的使用对驾驶员和船上各个动力操

作系统都是很大的考验，在商船上基本是不

用的，在以前大范围的科考中使用也较少，整

个航次也就 100 个小时左右，但这次到目前

仅两个航段就已使用了 439个小时。”曹业政

说。虽有这样的动力定位系统，但风浪过大

时，也无法使用，因为会对主机、舵机等产生

过大负荷，对整个船舶的运行安全带来威胁。

国家海洋局北海预报中心海浪与气象预

报员曹永正告诉记者：“我们的船处在气候条

件比较恶劣的海域，经常有 6—7级的大风、3

米以上的大浪。”目前影响该海域的气象条件

除高气压外，位于马达加斯加东部海域的强

热带气旋继续向东南方向移动，涌浪将逐渐

影响当前海域。记者发稿时（当地时间 18日

晚 6 时，北京时间 18 日晚 10 时）该海域风速

依然达到每秒 15—16米。

海 上 避 风
本报记者 刘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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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机长刘春锋房间角落里，安静地蹲着一

个褐色的电力熬药罐。因为强直性脊柱炎，这

位轮机长每周需要服用中药6天。可熬药罐不

给力，经不起船上的左摇右晃，出来没几天就不

好用了，药水被摇进了电路板，这让轮机长这位

船上最强的机械权威也毫无办法。

轮机长在船上被称为“老轨”，据说是个

舶来语，很多东南亚国家的船上也这么叫。

传说蒸汽机时代船上的机仓中有个轨道专门

供轮机长检查之用，但这一说法无法考证。

可这一个“老”字真就把刘春锋给叫老了。船

上的人头发都剃得很短，皮肤也都是粗糙黝

黑，再加上管理着整个船的轮机部，总让人感

觉他年龄不小，可实际上他还不到 40 岁。

1998 年从上海海事大学轮机专业毕业后，他

就一直在“向阳红 09 号”和“大洋一号”这两

艘科考船上工作。

“大洋一号”共有 5 层，越往下走楼层数

字越大，在四层右舷后部有一个不起眼的小

门，上面写着“机仓重地”四个字，走进这扇门

再下楼梯，便是“大洋一号”的“心脏”了。整

艘船的动力来源于此，动力系统、电力系统、

辅助系统、生活系统等几大系统汇聚在这里，

震耳的轰鸣声让人在这里无法用语言交流。

两层的机仓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的机器工

厂，各种发动机、发电机、输油管、淡水管、电

路板层层叠叠，真有点一眼望不到头的气

势。在茫茫大海上管理着这样一座机器大

山，压力可想而知。大到影响船行驶的主机、

舵机、油泵、关系全船人用水、用电的海水淡

化系统、电力系统，小到每个房间的电灯、马

桶，任何故障都需要轮机部解决。刘春锋告

诉记者：“什么时候船靠港了，脑子里的弦才

能真的松下来。”

每天上午 8点，位于 2层的轮机长房间就

齐刷刷坐满 5、6个人，大电、大管、冰机员、常

白班维修员，大家把头天晚上轮机部各组仪

器设备运转情况和发现的问题在这里汇总、

商量解决，同时安排当天的工作。刘春锋有

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从出海第一

天起的工作笔记。哪套设备出现故障进行了

维修，哪套设备振动或声音有异常，哪台设备

到了容易出问题的周期……

“离我们作业区最近的港口也有 1000 多

海里，2000多公里，船跑过去也要 3、4天。等

跑到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了，所以船上的

动力系统一定不能出问题。我们要做的是防

患于未然。通过每天精心的常规检查，把一

些隐患和故障的苗头消灭掉。”刘春锋说。

17日的卫星视频会议，刘春锋远在青岛的

妻子没有参加，没能在视频上看到家人有些遗

憾。“她带孩子学琴去了，孩子比我重要。”爽朗

的笑声中带着些无奈。在海上工作一出门就

是几个月，和许多船员一样，刘春锋能感觉到7

岁的儿子跟自己不怎么亲，有什么话都不跟他

说。只要在家，刘春锋就每天接送孩子培养感

情，可是“每次刚培养起来就又要走了”。

如今在海上，他又只能用爱远远地守护

着他的家，而用更多的精力守护着“大洋一

号”的心脏。

左上图 刘春锋在机仓中检查燃油分
油机。

（科技日报西南印度洋“大洋一号”1月
19日电）

轮机长刘春锋：守护“大洋一号”的心脏
本报记者 刘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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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位于北京华贸中心的电动汽车公共充电站启用，充电站设有100台充电桩，包
括2座地面光伏智能充电站。这是北京商业区域最大的电动汽车公共充电设施。图为工作人
员准备给电动汽车充电。 新华社记者 李文摄

冬日的溧阳，气温稍降，微寒的天气挡不

住满山的绿色。在雾霾成灾、垃圾围城的当

下，这里清新的空气、整洁的街道，给这座江南

小城平添了几分魅力。是什么让她保有“国家

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的光环？元旦

刚过，记者一行 10余人，来到这里一探究竟。

“溧阳市历任领导都把生态环境建设作为

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生态环境已经成为溧阳

市最响亮的品牌。”新当选的溧阳市市长蒋锋

自豪地说，溧阳市优美的生态环境，与城市垃

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置不无关系。

溧阳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2011年 1月，溧阳市与中材集团签订了总投资

1.05亿元的“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示

范项目”，项目由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和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建设并管理运营，设计处理规模 450 吨/天，

2012年 4月调试完成，2013年正式投运。

说到这一项目，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总工程师、中国工程勘察设计大

师蔡玉良很是感慨。他说，公司于 1998 年启

动“利用水泥窑安全协同处置城市生活垃圾系

统集成创新技术与工程应用”的研发工作，历

时 15 年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独创特征

和知识产权的系统集成技术。

溧阳的示范项目包括垃圾预处理系统和

水泥厂接纳系统两个部分。垃圾预处理系统

是由一级人工大件分拣、一级破碎、三级筛分、

两级复合风选、多级磁选、外部转运等环节形

成的复合分选工艺，系统还单独配有除尘、除

臭及渗滤液处理系统；水泥厂接纳系统共含三

个子系统：即替代原料接纳供给控制系统、可

燃物接纳供给控制系统、旁路放风处理系统。

垃圾预处理系统和水泥厂接纳系统分别由中

材集团所属的溧阳中材环保有限公司和溧阳

天山水泥有限公司承担。水泥厂区只需要进

行适当的接口改造，即可生产出与采用传统生

产方法一样品质的水泥产品。

记者在现场看到，溧阳市环卫局将收集的

生活垃圾运送到溧阳中材环保有限公司进行

预处理。现场没有想象中刺鼻的恶臭，密闭的

操作空间附近，偶尔闻到的令人稍显不适的气

味，技术人员解释说是添加发酵水的味道。偌

大的操作间里，机器转运有序，现场只有几名

巡检工人。预处理过的垃圾被重新分装后，运

送到八九公里外的溧阳天山水泥有限公司进

行加工。一进水泥公司，记者一行人都被厂区

优美的环境、整洁的路面、清新的空气所吸引，

如果不是身处其中，很难想象这里正在进行一

个城市的垃圾处理。

蔡玉良说，与填埋、焚烧等方式相比，水泥窑

协同处置技术处置温度高，高温停留时间长，固

相碱性环境，可保证垃圾中有毒有害成分的彻底

消解，从而有效抑制了二口恶英的生成。而且该技

术是目前所有生活垃圾处置技术中唯一没有灰

渣排出的方式，重金属离子被固化在熟料矿物

内，消除了其对环境的二次污染。另外，与新建

专用焚烧厂相比，只需要增加生活垃圾预处理系

统，并对水泥生产系统进行适当的改造，因此项

目投资较小、处置成本较低。

至于项目运行以来的实际效果，溧阳市城

市管理局成立了专门的监管小组，每天对运行

情况进行考核督查。监管情况表明：近年来项

目运行正常，除了设备检修以外，每天能全量

处置溧阳市生活垃圾量。同时，根据定期对各

项环保监测指标进行测试的情况来看，该项目

满足现行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生活垃圾

焚烧等相关规模标准，达到生活垃圾减量化、

资源化、无害化处置要求。

不仅如此，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还拥有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污泥和危

险废弃物的技术能力。公司研发总监胡芝

娟说，公司在处置各种工业污泥、生活污泥

和河道底泥方面拥有自己的专有技术和丰

富的工程经验。目前，已经完成了北京水泥

厂 500 吨/天 污 泥 处 置 工 程 、溧 阳 天 山 水 泥

有 限 公 司 120 吨/天 污 泥 处 置 工 程 等 。 另

外，关于危险废弃物的处置，今年底就能建

成生产线。

清 清 爽 爽 把 垃 圾 吃 干 榨 尽
——探访江苏溧阳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示范项目

本报记者 彭 东

贮藏难、物流难、卖果难,困扰着种植杨

梅、枇杷的果农。国家 863 计划“绿色智能

农产品供应链核心技术研创”项目中的“杨

梅枇杷果实贮藏物流核心技术”，降低了贮

藏物流的能耗，减少了果实的损耗，荣获

2013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浙江大学课题组科研人员在杨梅和枇

杷果实贮藏物流生物学基础理论上取得创

新，确定了杨梅果实的主要采后生物学特

性，明确了红肉枇杷果实质地生硬是组织木

质化所致，确定了枇杷果实木质化关键基

因。

他们研创了杨梅和枇杷果实贮藏物流

系列技术，以及物流过程实时远程跟踪监

测技术体系。在杨梅上，明确了适宜远距

离物流的品种，发明了安全、绿色的果实乙

醇熏蒸防腐技术，创新了增强空气流动的

新型预冷工艺，研制了控制物流微环境湿

度的新型吸湿剂，研发了使用蓄冷保鲜冰

袋的物流微环境非制冷低温维持技术；在

枇杷上，确定白肉枇杷果实适于 0℃贮藏

而红肉枇杷不适宜，发明了显著减轻红肉

枇杷果实冷害木质化的技术，研创了防冷

害辅助保鲜技术。

据悉，该课题已制定浙江省地方标准

和国家农业行业标准多项。通过了教育部

的成果鉴定，专家组认为，该研究系统性

强，成果创新性明显，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在杨梅果实采后基本生物学特性与冷链物

流核心技术、枇杷果实木质化分子调控机

制与控制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居国际领先水

平。

目前，该项目在浙江、福建、四川等地

进行了推广，杨梅果实物流至北京后货架 2

天的腐烂率、枇杷果实贮藏物流 40 天后货

架 3 天的腐烂率均降低了一半。成果应用

已覆盖浙江、四川、福建、江苏、云南和重庆

等主产省市，扩大了鲜果出口地区和出口

量，2011年至 2013年，取得经济效益 46.6亿

元。

破解杨梅枇杷果实贮藏物流难题
本报记者 马爱平

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中每年约有 9000 万

吨蛋白类副产物产生，因变性程度高、溶解

度低、营养品质差，不能被充分利用造成蛋

白资源浪费严重。

国家863计划“低值蛋白资源生物转化及

精制关键技术与开发”项目江苏大学课题组，

突破了瓶颈问题，首创了多项关键技术，创制

出了系列化多模式超声波装备。其中，“功能

多肽酶法高效制备关键技术研究及其超声辅

助酶解装备创制”2013年获得教育部高等学

校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2014年获得中国食

品科学技术学会科技创新奖技术进步一等

奖。

该课题组建立了多模式超声辅助提取

新技术，及蛋白酶解反应多模式超声波强

化的新方法，首创了渐稀补料智能控制的

蛋白质酶解膜分离耦合反应技术方法，建

立了超声强化发酵过程新技术。

我国超声设备简陋落后，该项目创制出

12种工作模式并研制出15台超声设备，其中

有两种模式属于国内外首创，研制出我国首

台扫频多频超声辅助酶解试验设备、首台多

频逆流聚能式和首台双频扫频发散式超声辅

助酶解工业化设备。建立了我国首条超声辅

助酶解功能多肽生产线，实现了菜籽多肽的

规模化生产。生产的菜籽多肽、玉米多肽等

产品深受市场欢迎，正在建设麦胚多肽生产

线。

我国植物油脂制备技术，油脂质量安

全不稳定、环境污染大、原料利用率低，国

家 863计划“食品新酶创制及生物加工关键

技术研究及创新应用”项目国家粮科院、东

北农业大学课题组，以温和的生物加工工

艺实现了食品的安全、高效和清洁生产。

该项目突破了核心技术，创制了新型糖

酶制剂，实现了从高温环境获取新的酶及其

基因，构建了基因工程菌，创制了酶法提油新

型酶制剂酶，实现了复合蛋白酶催化技术体

系构建，建立了适合于不同研究对象的预处

理技术，研发了适合蛋白基油脂解离作用的

预处理设备。

油料生物解离技术中普遍发生乳化现

象，该项目确定了适宜的破除技术，使大豆、

葵花籽中游离油得率大于 90%，特种油料的

游离油得率大于 80%，并明晰了高效破乳方

法的破乳机理，获取了嗜热纤维素酶、糖苷

酶，提高了油料生物解离的速度和效率。其

中，“植物油脂生物解离及精炼关键技术和

设备创新与应用”获2013年度黑龙江省科技

发明一等奖。

（本栏目与863计划现代农业技术领域
办合办）

我超声辅助酶解功能多肽实现产业化
植物油脂生物解离精炼技术取得突破

本报记者 马爱平

■聚焦农业 863

科技日报洛阳 1月 19日电 （记

者杨朝晖）19 日，由中信重工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高效超细磨矿

设备——CSM-1200立式搅拌磨完成

工厂试车并交付。该立式搅拌磨将用

于全球最大的铜生产商——智利国家

铜业公司。

与传统卧式球磨机相比，该立式搅

拌磨高效节能，节能效果提升 30%—

35%；据中信重工首席技术专家、矿研院

采掘所所长张路明介绍，此磨生产产品

细度可调，范围为 10—50微米；物料适

应能力强，可用于铜、铁、钼、硫等矿石；

同时，具有转速低、可靠性高，磨损小、

磨耗低，低噪、低震、低热等优点，可为

用户提供全流程系统工艺解决方案。

中信重工立式搅拌磨的核心部件

螺旋搅拌器，采用差异化结构设计，独

特的上、下主轴墩制锻造形式，以及衬

板分块铸造工艺，使得磨机衬板寿命

更长、效率更高，充分展现了企业的独

特技术和核心制造优势。同时，控制系

统采用 PLC控制、触摸屏显示等，真正

实现了人机交互和工业自动化。目前

已成功研制出系列化的立式搅拌磨产

品，规格从 CSM-250 至 CSM-2000，

功率从 250 千瓦到 2000 千瓦，单台处

理能力最大高达 240 吨/小时，出料粒

度细至 0.01毫米。

中信重工高效节能
CSM-1200立式搅拌磨出口南美

新华社北京 1月 19日电 （记者

魏梦佳 孔祥鑫）目前，北京城区大部

分区域已喝上来自丹江口水库的汉江

水。北京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近日向

新华社记者表示，虽然南水北调来水

价格提高了北京供水成本，但 2015 年

北京不会对居民水价进行调整。

北京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2014年北京已经进行水价调整，其中居

民实施阶梯水价，非居民执行超定额累

进加价，大幅度提高特殊行业水价，目

前节水效果已初步显现。尽管南水北

调来水后，北京供水成本将增加，但“考

虑到居民水价政策要相对稳定，2015年

北京不会调整居民水价”。

据了解，2014 年 5 月 1 日起，北京

市实施阶梯水价，根据年用水量不同

设立每立方米 5 元、7 元和 9 元三档水

价标准。同时，调整非居民水价和特

殊行业水价，其中高尔夫球场、洗车

业、滑雪场等特殊行业用水价格大幅

度提高，每立方米水价提高至 160元。

2014 年 12 月 12 日，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正式通水，江水于 27 日抵达北

京，目前入京水量已超过 2000 万立方

米。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期发布的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主体工程运行初期

水价政策，到终端北京的口门综合水

价为每平方米 2.33元。

南水北调后
北京居民水价“暂不调整”

科技日报上海 1月 19日电 （钱
洛滢 记者王春）申城电动车分时租赁

“熟”了。1 月 19 日，伴随上海嘉定博

园路上的颖奕皇冠假日酒店升格为电

动 汽 车 分 时 租 赁（以 下 简 称“EV-

CARD”）第 50 个热点，国内规模最大

电动汽车分时租赁业务正式启动运

营，这也标志着中国的电动汽车分时

租赁启动“运营态”。与此同时，手机

APP“EVCARD”也同步上线，用户只

需通过手机便能自助式实现预约、租

车、还车及结算，操作简单，更接地气。

该项目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已在全

上海范围内启用租赁热点共计50个(包

括嘉定、松江、杨浦以及浦东新区等区

域)，投入了以荣威E50为代表的运营电

动汽车 350辆，招募会员 3000余名，项

目运营规模已跻身全国领先行列。

据了解，EVCARD 拥有基于互联

网思维的创新商业模式。该项目有别

于传统以日租为单位的租车方式，而是

采用按分钟计价，前30分钟15元，超30

分钟后每分钟为0.5元，每24小时最高

180元。但服务供应商上海国际汽车城

新能源汽车运营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

表示，将一辆电动汽车在不同时间段分

别租给不同的用户使用，用现有的车辆

资源解决更多人的用车需求，最大化地

提高车辆在城市中的使用效率，最终实

现智慧用车是推广分时租赁的根本目

标，因此不提倡长时租赁。

EVCARD 用户能就近热点随借

随还，同时还能享受 24 小时救援服

务。据透露，未来 EVCARD希望能与

国际同步，有望通过大规模的示范应

用和基建配套来拉低成本，逐渐形成

规模经济。

申城电动汽车分时租赁
进入商业运营阶段

科技日报讯 （郑原驰 记者张兆军）从 1

月 16 日召开的“吉林省科技工作会议”上获

悉：2014 年吉林省共安排科技发展计划项目

2128项，投入经费 7.3615亿元。全年共登记科

技成果 705 项。专利申请 10546 件，取得授权

专利 5985件，其中，发明专利 1317件。认定登

记各类技术合同 2861 项，实现技术合同成交

额 27.7 亿元。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2 项；

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4 项，其中主持完成的

2项，协作完成的 2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

等奖 1 项（协作完成）；国家国际科学技术合作

奖 1 项。评选出吉林省自然科学奖、吉林省技

术发明奖、吉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含吉林省

科技成果转化贡献奖）和吉林省国际合作奖

288 项。评选出吉林省专利奖 50 项。科技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作用日益凸显，长春、净月、吉

林、延吉、通化等 5 个国家高新区实现技工贸

总收入（营业总收入）8881.03 亿元，同比增长

14.56%；工 业 总 产 值 6625.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7.34%。

一年来，吉林省科技工作主要采取抓好重

大科技专项的实施、“两所五校”科技成果转化

试点，抓好吉林省集成创新综合体建设和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组建，抓好吉林省科技大

市场、省级中试中心、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

（园区）等建设工作，以及科技企业孵化器（大

学科技园）的培育和推进全省医药健康产业的

发展等。

吉林省去年实施科技计划 2128项

科技日报讯 (记者魏东 通讯员徐春光)
日前，由山东美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导制

定的国际标准 ISO 17324：2014《汽车涡轮增

压器橡胶软管规范》正式发布，成为中国橡胶

工业唯一一家主导制定国际标准的公司，填

补了我国橡胶行业没有主导制定国际标准的

空白。

涡轮增压技术是通过涡轮增压装置提高

发动机的进气量，在不增加发动机排量的基

础上，大幅度提高发动机的功率和扭矩，还能

提高燃油经济性和降低尾气排放。美晨科技

此项国际标准的发布，奠定了我国汽车涡轮

增压系统管路的标杆地位，并适时地规范了

这个快速增长的市场，使得汽车进气系统管

路在结构设计和材料选择上更加科学、低碳、

环保。

山东美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全

球化发展的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致

力于为全球工业客户提供世界级的产品解决

方案，拥有包括瑞典“斯堪尼亚”公司、意大利

“菲亚特”公司、美国“佩卡”公司、“卡特彼勒”

公司、日本“丰田”旗下的“日野”卡车公司等

全球一流汽车、工程机械、农业装备和发动机

制造商。

我国企业主导制定的橡胶行业国际标准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