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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 晔

连日来，北京遭遇高温天
气。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冰立
方”冰上运动中心、五棵松冰上运
动中心等昔日冬奥健儿的竞技训
练场馆，成为游客在炎炎夏日里
避暑乘凉、体验冰上运动的乐园。

图为 7月 1日，游客在“冰丝
带”滑冰游玩。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高温下，

冬奥般的冰爽

◎本报记者 魏依晨

“学思想强党性 在科技资源统筹

配置实践中再建新功”“传承红色基因

铸就‘无线’忠诚做新时代‘永不消逝的

电波’”“筑强新时代团结奋进的坚强战

斗堡垒”……

6 月 16 日下午，中央和国家机关

“四强”党支部建设论坛第 7 期分论坛

在各支部的精彩展示中热烈举行。根

据安排，今年 3月至 8月，中央和国家机

关“四强”党支部建设论坛举办 11 期分

论坛和 1期年度总论坛。第 7期分论坛

由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主办、科技部直

属机关党委承办。

科技部资源配置与管理司党支部

等 12 个党支部相继展示了开展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主题教育的先进做法，分享了创建

“四强”党支部的鲜活经验。科技部党

组成员、副部长吴朝晖出席并致辞。中

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基层组织建设指导

部负责同志、中央主题教育第 32 指导

组、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有关同志出席

论坛，工委旗帜杂志社负责同志作为党

建专家作现场点评。

吴朝晖表示，科技部党组始终注重

大抓基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基层

党建高质量发展，有力推动科技事业发

展。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在统筹谋划上

求全面，加强工作统筹、任务统筹、群体

统筹、措施统筹，采取“挂图作战”，一体

推进落实。 （下转第三版）

深学笃行新思想 奋楫争先立潮头
——记中央和国家机关“四强”党支部建设论坛第七期分论坛

科技日报讯 （记者操秀英）6 月 30

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九届委

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在北京召

开。记者从会上获悉，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将坚持人才为本，强化基础研究人才

培养，前移资助关口，进一步加大对优

秀博士生支持力度，试点优秀本科生资

助，探索设立杰青基金延续资助项目，

构建基础研究人才长周期培养机制，强

化科学基金的人才和团队培养功能。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

康表示，今年，自然科学基金委将坚持目

标导向和自由探索“两条腿走路”，强化基

础研究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布局的资

助部署；深入实施评审专家被“打招呼”顽

疾专项整治，建立健全科学评价体系、激

励机制，推进形成有利于基础研究的良好

科研环境；构筑国际基础研究合作平台，

积极融入全球科技合作网络，推进形成具

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

窦贤康介绍，过去 5 年，作为资助

基础研究的“基本盘”和科学突破“策源

地”，自然科学基金加强基础研究系统部

署，突出原创，鼓励自由探索，保持自主

选题类项目基本稳定，夯实学科发展基

础，促进产出铁基超导材料、多光子纠

缠等一批前沿成果，大幅提升了我国基

础研究国际影响力。 （下转第二版）

试点优秀本科生资助 设立杰青基金延续资助项目

自然科学基金将强化基础研究人才培养

“预计 2 小时后将有 6—7 级东南

风影响南通海域，角度约为 121 度，部

分机组需调整风机偏航角度，确保届

时最大功率输出。”6 月 29 日，根据江

苏海上风电全域功率预测数据和上游

风电场发来的信息，华能江苏清洁能

源分公司南通运维站站长彭泳江下达

指令。远在 60公里之外的海上，10余

台风机缓缓转向调整偏航角度，蓄力

迎风待发。这标志着江苏海上风电全

域功率预测验证工作顺利完成，通过

创新多元信息融合智能动态预测技

术，在世界上首次实现千万千瓦级大

规模风电群功率集中预测，为电网更

可靠、更高效消纳清洁能源提供保障。

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我

国新能源得到快速发展。以江苏为例，

目前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装机容量已经

超过5000万千瓦，其中海上风电装机容

量已超过美、德等国，接近排名第二的

英国。但由于新能源与生俱来的随机

性、间歇性、波动性等特点，大规模并网

后遇天气变化功率陡升陡降时，需要火

电等电源进行快速调节。比如当发生

风力转小出力突降情况，火电需要开

机、升速、加压等一系列动作，但现实中

很难“接力”顶上缺口，从而影响供用电

平衡，甚至危及电网安全。

“开展功率预测，进而准确预判新

能源未来形势，是从源头提高电网安全

消纳新能源能力的主要方式。”西安交

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

丁涛介绍，当前国内外新能源功率预测

主要依赖卫星云图和气象预报，结合全

球地理或海域模型进行推演计算，最终

统一向各预测点发布信息，采用的是

“B2C”预测模式。“受气象信息来源各

异、极端气候突发性强、地理及海域动

态变化等因素制约，目前‘B2C’模式预

测精度瓶颈为95%。”丁涛说。

江苏是国内新能源“大户”，新能

源装机占比超过 32%，单位面积装机

容量排名全国第一。作为国内最大海

上风电群的消纳主体，国网江苏电力

在建立全省新能源发电数据中心的基

础上，把海上风电功率预测作为试点，

将该省 40 个海上风电场、2783 台风

机、1182 万千瓦装机容量连点成网，

通过部署在电力专网上的各场站在线

监测终端，实时感知风向、风速、浪高

等气象水文信息，对上下游风电场外

部环境进行综合研判，为运行方式调

整决策提供快速、准确的依据。

“我们激活了数据信息互通互动

能力，将预测对象从‘站’转为‘风’，减

少了地理偏差等影响，形成了云部署

全域交互、场站端全域共享的功率预

测‘C2C’新模式，能准确捕捉不断变

化的台风路径，实现‘精确到风’的在

线联动预测。”技术开发单位、江苏方

天电力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姜海波

介绍。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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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成都 7 月 2 日电 （陈
科）承载青春与梦想的成都第 31 届世

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火种，在北京大

学首站点燃后，在哈尔滨唱响“冰火之

歌”，在深圳激荡“时代春潮”，在重庆

共话“双城故事”，在宜宾描绘“长江宏

图”，于 7 月 2 日回到美丽的天府之国

成都，开启在成都市内的火炬传递。

2日上午 9时，成都大运会火炬传

递成都站（四川大学）起跑仪式拉开帷

幕。在全场观众的瞩目下，3 名火种

护卫护送火种、火炬入场，随后成都大

运会火炬“蓉火”被点燃并交给了成都

站第一棒火炬手、跳水奥运冠军吴敏

霞。随后，中国民航飞行学院总飞行

师、中国民航英雄机长刘传健担任第

二棒火炬手。

当日共 93 位火炬手共同完成在

成都市内的首日传递。火炬手代表吴

京蔓说：“作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我

们一定凭借所学，担负起建设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新的文化使命，践行好‘请

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以成

都大运会为契机交流互鉴世界文化。”

大运会火炬传递成都站首日活动举行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丽云 通讯员

霍萍）6 月 30 日，我国首艘数字孪生智

能科研试验船“海豚 1”在烟台蓬莱港交

付并首航。“海豚 1”由哈尔滨工程大学

自主设计研发，突破了多源信息融合协

同探测、智能感知及环境重构、船舶与

海洋环境数字孪生等多项关键技术，打

造了一座“海上流动”实验室。

该船首航从蓬莱驶往青岛，沿途开

展船舶智能设备性能验证、环境感知、

障碍避碰及航路重规划、数字孪生系统

虚实同步交互等多项实验。

“海豚1”安装了全景式128线/2海里

激光雷达以及360度全景红外视觉系统、

360度高视距全景可见光视觉系统、声号

自主识别等多套智能感知新设备，打造了

船舶航行态势智能感知系统，等于安装了

多个“千里眼”和“顺风耳”，可在2海里距

离内精确探测水面以上0.5米微小目标。

项目负责人、哈尔滨工程大学夏桂

华教授介绍，“海豚 1”可全天候、全方位

提供航行环境的三维重构信息，保证该

船在雨天、雾天、黑夜等不利条件下航

行时仍能耳聪目明。

“海豚1”装备了我国第一套船舶数字

孪生系统，首次建立了船舶数字建模、模

型迭代进化、虚实实时交互、在线离线共

生、船岸镜像等船舶数字孪生技术体系，

操作人员在千里之外可对其进行远程操

控，做到“人在岸上开，船在海上行”，并可

实时精准为船舶发动机、推进系统、导航系

统等各“器官”进行健康体检和“把脉问诊”。

我国第一艘数字孪生智能试验船“海豚1”首航

7月2日，火炬手吴敏霞（左一）在火炬传递中。 新华社记者 王曦摄

一根 500 多公斤的铝棒，从 20℃加

热到 403℃，要求芯表同步升温，需要多

长时间？

至少 9 个小时——这是过去用电

阻炉加热的时间；

10 分 17 秒——这是联创光电超导

技术团队的最新测试数据。

颠覆性的变化，源于自主创新。近

日，世界首台兆瓦级高温超导感应加热

装置在黑龙江正式投用。这标志着，我

国超导热加工技术率先在全球实现重

大突破。

一定要攻下这个“山头”

高温超导技术，是实现大飞机、悬

浮交通、船舶等高端制造行业发展的关

键 技 术 ，由 于 其 独 特 的 运 行 温 度

（-196℃）和液氮相对廉价的优势，成

为各方研究热点。

早在 2012 年，中国科学院院士、我

国高温超导研究奠基人之一赵忠贤，就

提出了研制兆瓦级高温超导磁体感应

加热装置的设想。

“当时，全球仅德、韩各有一台工业

级超导感应加热装置，分别为 720 千瓦

和 300 千瓦，‘兆瓦级’则是空白。其关

键技术一直被发达国家视为核心秘密，

这也导致我国高性能铝材严重依赖进

口。”近日，上海市超导材料及系统工程

中心主任洪智勇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

采访时说。

2013 年 1 月，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创光电）协同

上海超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交通

大学等成立联创超导技术团队，由北京

交通大学教授戴少涛担任总负责人。

为了更好地搞研发，江西联创光电

超导应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创超

导）应运而生，其股东一个是江西省电

子集团，一个是联创光电。

自主研发“兆瓦级”有两大“高墙”

需要翻越。“一是产品自主创新程度高，

无同类参照标准；二是设备复杂，标准

覆盖范围广，相当于从零开始。”戴少涛

告诉记者。

“最大的困难是决策。”联创超导董

事长伍锐说，“赵院士提出研究方向的

时候，董事会认为这类高科技设备的投

资失败的可能性大，对于到底做不做有

过犹豫。”

作为江西老牌上市公司，联创光电

尝到过科学和技术联手带来的红利，其

产品在神舟飞船和登月车上均有应

用。“底气来源于经验，志气来源于情

怀。”伍锐说，“最后大家一致决定，一定

要攻下这个‘山头’！”

攀越技术壁垒“巨人峰”

在联创超导的试验车间里，随着红

色按钮的按下，电机带动直径 446 毫

米、长度 1335 毫米、重量 562 公斤的铝

棒高速旋转。

20℃、200℃、400℃……温度检测

表里的数据持续上升。18分钟后，铝棒

温度达到设定的 450℃。汗流浃背的伍

锐双拳紧握，激动地喊道：“样机成了！”

那一刻，时间定格在 2019年 3月 8日。

一路走来，六载春秋，团队“屡败屡

战”，历经了 20 多次的自我否定、自我

颠覆、自我修正。

时任联创超导总工程师的蒋国忠

告诉记者：“蹚一条自主创新的路并不

容易。不仅可参考的文献、试验数据很

少，而且面对的还是‘巨人’般的技术壁

垒——大型高温超导磁体电—磁—热—

力多物理场耦合仿真技术、大型高温超

导磁体结构设计……”

2015 年 6 月，样机的主轴因没有克

服尖峰扭矩导致断裂，项目被迫停摆。

“当时主轴是进口最好的，谁也没想到

这么好的配件都顶不住。”蒋国忠说。

为了突破难点，团队决定推倒重

来。“那段时间挺熬人，吃住都在车间，

回房就瘫倒在床上，睡又睡不着，脑子

里不停地回想主轴的问题。我们花了

4 个月重做仿真样机、匹配双电机，研

发才得以为继。”蒋国忠的办公室就设

在车间的二楼，推开门就能看见样机。

千锤百炼，苍天不负。2019 年 7 月

1 日，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举行的

技术鉴定会上，专家一致认定：该项目

是“国际上首次研制成功的最大的兆瓦

级超导感应加热装置”。

戴少涛告诉记者：“设备的加热技术

是全球唯一能对 400毫米以上大口径金

属工件进行芯表同步超均匀快速加热的

方法。相对于国际上几百千瓦级的水

平，‘兆瓦级’好比汽车发动机排量从零

点几到了2.0，应用空间一下打开了。”

披荆斩棘剑指“全球一流”

设备研制不易，产业化之路亦满是

荆棘。

“竞争对手复制和追赶的周期至少

需要 5年。”蒋国忠说，“这 5年我们要做

的事有很多。”

该项目仅技术难点突破取得的专

利就有 44 项，如果产业化失败，不仅意

味着巨额投资打了水漂，企业转型升级

也将受到重挫。在伍锐看来，“科研攻

关如同赛跑，但只有第一没有第二，比

的就是谁先‘撞线’”。

“这几年先是牵头制定高温超导直

流透热装置的国家推荐性标准；然后申

请上海能效中心的节能设备认证，认证

通过后，下游企业可以拿到节能补贴；

另外还需积极寻求央企合作，打开市场

示范效应。”蒋国忠说。

2021年，位于黑龙江省的中铝集团

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欲向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铝加工企业迈进，这套

远在江西的设备为其解了燃眉之急。

经过一年多的紧张试生产作业，项

目最终得到充分验证：电单耗同比降低

53%，仅需原加热时间的 1/54就可将铝

材加热至所需温度，将温差精准控制在

3℃—5℃范围之内，单台设备每年可节

省数百万元电费。

在今年 4月 20日的投产现场上，赵

忠贤院士充满期待。他说：“我觉得这

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一个高新技术和

传统产业的结合，我认为这是未来传统

产业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

中铝高端制造副总裁、东轻党委书

记、董事长王学书说，高温超导感应加

热装置的正式投产，在金属热加工行业

实现了颠覆性替代应用，将助力我国更

快实现“双碳”目标。

一步先，步步先。“虽然设备是全球

首台，且价格不菲，走向市场时，下游企

业一开始有疑虑，但国标的制定、节能

的认证以及中铝的成功试用，给大家吃

了颗‘定心丸’。”蒋国忠说。

如今，联创超导在手订单已突破 60

台。超导热加工技术这把利剑，牢牢地

攥在了国人手中！

千 斤 铝 棒 升 温 记
——世界首台兆瓦级高温超导感应加热装置研发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