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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海建设绿色算力基地，既符合生态环境保

护要求，又能把青海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

势。”3 月 29 日，国家能源局高级工程师向海平在青

海绿色算力产业发展推介会上说。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统筹算力

和绿色电力协同发展意义重大。在我国全力推进

“东数西算”背景下，极富资源优势的青海省正谋划

绿色算力产业蓝图——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增

绿，为人工智能产业提供青海方案。

机遇当前，青海发展绿色算力的底气在哪？在

新质生产力赛道上，青海又将如何发力？

资源丰富 绿碳先行底气十足

3月 27日，在青海智慧双碳大数据中心集控室，

工作人员正在利用绿电溯源平台及电—碳模型，分析

青海 7家大数据中心的碳减排成效，动态计算绿电生

产、传输到消纳的全过程数据，精准溯源每一度绿电。

绿电溯源平台、电—碳模型计算结果，为建设零

碳绿色大数据中心提供了有效数据保障，为绿色算

力产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动力。

“青海电网已成为含碳因子最低的省级电网，绿

电含量居全国首位。”3 月 23 日，青海省能源局副局

长周武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截至 2023 年底，青海

省清洁能源装机容量超过 5100 万千瓦、占比 92.8%，

绿色电力发电量占比 84.5%，在全国率先实现了新能

源装机、电量占比“双主体”。今年，青海省将新增清

洁能源装机容量 1500 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容量和

发电量占比还将进一步提升。

丰富的清洁电力供给加上处于全国较低水平的

电价供应，为青海绿色电力、绿色算力一体化融合发

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青海绿色算力产业发展推介会上，中国工程

院院士张小曳认为，青海要充分研究青海碳交易系

统或平台，发展青海绿证交易体系，把更多绿电用于

打造绿色制造业体系，降低碳足迹。

“绿电交易给算力产业项目带来的减碳效果显著，自中国电信（国家）数字青

海绿色大数据中心投运以来，每年减碳量超 30 万吨，实现了真正的‘零碳’排

放。”中国电信青海公司总经理苏小明介绍。

大幕拉开 绿色算力未来可期

当绿色算力大幕在青海拉开之时，《青海省加快融入“东数西算”国家布局工作方

案》《青海绿色零碳算力网络建设行动计划（2023—2025年）》等一系列政策性文件密

集出台，青海省绿色算力产业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青海绿色算力产业发展推介会举

办，绿色算力产业集中签约并落户青海，这一新兴产业在高原青海蹄疾而步稳。

青海省数据局局长靳力向记者介绍，青海省还发布了绿色算力基础设施等

级评定、清洁能源利用评价方法、信息系统能效等级和测试方法、智能运维规范、

监测平台技术规范 5项地方标准，成为全国首个制定绿色算力地方标准的省份。

记者了解到，目前，青海雨色大数据中心、重庆亿众“丝绸云谷”低碳算力产

业园、青藏高原生态大数据中心、青海昆仑智能算力中心、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

心青海大学分中心等一批重大项目已落地建设。

在青海绿色算力产业发展推介会上，天合光能副总裁、首席品牌官杨晓忠说：

“我们可以把天合光能在全球科技领先的优势，融入青海绿色算力发展大局当中。”

4 月 1 日，中国电信（国家）数字青海绿色大数据中心负责人张辉说：“当前，

我们全面采用风电、光电、水电绿色能源供给，建立起绿电供应的整体循环，实现

了 100%清洁能源供电。”

靳力介绍，截至 2023 年底，青海省已建在建数据中心 4.3 万标准机架，较

2022 年同期增长 34.4%。根据《青海省绿色算力基地建设方案》，2025 年服务全

国的青海省绿色算力基地将初步建成。到 2030年，绿色低碳、协同高效、安全可

靠的青海省绿色算力基地全面建成。

十足的发展底气、积极融入国家“东数西算”布局的决心，以及清晰的规划蓝

图，让青海发展绿色算力恰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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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新质生产力在行动培育新质生产力在行动
◎本报记者 张 蕴

科技日报北京 4月 1日电 （记者

刘园园）记者 1 日获悉，国家管网集团

去冬今春天然气保供工作日前圆满收

官。自 2023 年 11 月供暖开启以来，历

时 4 月有余，国家管网集团累计输气量

突破 1100亿立方米，同比增长超 8%；寒

潮期间日最高输气量达 10.2亿立方米，

同比历史极值增长 17%。

“2023 年入冬前，国家管网集团利

用非供暖季时间窗口期全力支持保供

资源夏买冬用、储气库夏注冬采，将‘冬

夏一体化’保供模式推行到底。”国家管

网集团市场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入

冬前，与集团天然气管网联通的 18 座

储气库完成注气 153 亿立方米，完成率

107%；集团天然气管网一次年管输能

力超 3400 亿立方米，保供能力实现新

“飞跃”。

为保障重点区域用气安全，国家管

网集团加快推进天然气“全国一张网”

建设，实施 14 个冲峰能力建设项目，持

续完善东北、西北、西南、沿海天然气四

大战略通道，区域干线管输瓶颈问题得

到有效解决，保供能力持续增强。

2023 年以来，古浪—河口天然气

联络管道、蒙西管道、西气东输三线中

段（枣阳—仙桃）、广西支干线等一批

新建管道和互联互通项目陆续投产。

同时，按期完成中俄东线大哈支线双

合分输站投产，实现与东北管网联合

运行；完成河北省内新天液化天然气

（LNG）资源上载调试；顺利承接增量

天然气进京供应，保障首都能源供应

安全。

通过一系列举措和优化运行，天

然气“全国一张网”实际日输气量极值

同比增长 1.5 亿立方米，有力保障了首

都北京，以及华北、西北、东北、江浙

沪、湖广、赣皖等重点区域的冬季采暖

供气需求。

上述负责人表示，国家管网集团与

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国家能

源局等国家有关部门和三大石油公司

等相关企业共同建立了冬季保供部际

协调机制。该机制以管网运营数据为

基础，持续开展供需形势提前预判，高

效协调保供资源增备、增输、增供，有力

推动山西煤层气资源快速恢复上载、金

坛储气库扩能改造动火作业顺利完成、

青岛 LNG 外输管道增输提量，有效保

障了去冬今春天然气保供期间的能源

供应。

去冬今春天然气保供输气量超1100亿立方米

“这个管口是用来连接粪污车和

地埋罐的。”3 月 26 日，在河北省围场

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半截塔村粪污处理

站，运营负责人孙伟边说边指向管口

的另一端。科技日报记者顺着孙伟手

指的方向，进入一个百余平方米的温

室大棚，注意到地面上有 4 个直径 50

厘米的罐口。“这是用来储存粪污和液

态菌肥的地埋罐罐口，每个罐体容量

为 100 吨。”孙伟介绍，这种地埋罐占

地少，既防冻还环保。

孙伟所说的液态菌肥，正是该处

理站用农厕粪污发酵而成的液态“肥

水”。“粪污处理过程中，我们往里面添

加些发酵菌液，就能将粪污充分利用，

变成液态的有机菌肥。”孙伟告诉记者，

农厕粪污通过发酵实现了无害化处理。

更重要的是，农村有机粪污资源

实现了循环利用。

“液态菌肥可以用来浇灌农田作

物。”孙伟说，高标准农田里的全自动

水肥一体机可以利用这些“肥水”。

如何发展循环农业？记者在粪污处

理站墙上的展示画里找到了答案——粪

污和污水进入处理站变成液态菌肥，将其

浇灌农作物后，最终实现循环利用。

“这种新模式解决了老问题，实现了

农厕粪污还田利用。”河北省农林科学院

农业资源环境研究所副所长孙世友认为，

用液态菌肥浇灌农作物，不仅有利于土壤

环境改善，还可以有效提升作物品质。

在孙世友看来，农厕粪污无害化处

理和资源化利用，为生态环境和绿色种

植双促进同发展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子。

新模式的探索离不开地方财政的

支撑。“这是我们今年投资 300 多万元

建设的一个粪污处理试点。”围场满族

蒙古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杰

告诉记者，该处理站能使周边 3 个乡

镇的 1万余人受益。

农村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及资源

化利用，是推进农村厕所革命的关键

一环。

记者在河北省三河市行仁庄村生

态处理站看到，一名封闭式自动化吸

粪车工作人员，正将吸污管连到站内

封闭处理池，进行粪污转移。“在这里

经过一系列工序处理后，农厕粪污将

变成有机肥。”三河市农业农村局农办

秘书股股长田野告诉记者，该站每天

处理粪污 200 吨，产生 8 吨有机肥和

120立方米“肥水”。

记者了解到，河北省卢龙县建设的

70座粪污处理站，每年转储处理粪液10

万立方米。经过无害化处理达标后的

“肥水”，全部用于高标准农田灌溉。

在农村粪污管网归集处理模式探

索中，石家庄市鹿泉区还铺设了农村

污水管网 94万米，建设了 37个污水处

理站，实现了全域农村厕所粪污与生

活灰水管网归集处理，并通过水肥一

体化实现农田利用。

“截至 2023 年底，我们已建设粪

污处理站 5285 座。”河北省农业农村

厅和美乡村处处长刘丽萍介绍，经过

多年实践探索，河北正在逐步建立粪

污无害化处理利用机制。

推进农厕粪污与农村黑灰水一体

化处理，既能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又能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一种“少花钱、

易操作、好推广”的模式。

巧用菌肥技术 发展循环农业
——河北探索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新路径

◎本报记者 陈汝健

据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最新公布

的全国法定传染病疫情数据，今年前两

个月百日咳发病总量约为 3.2 万例，为

去年同期的 23 倍，仅比去年全年发病

总数少了 5000余例。

今年百日咳发病率缘何激增？有

哪些应对之策？哪些人属于易感人

群？科技日报记者 4月 1日就上述问题

采访了相关专业人士。

百日咳一般由百日咳鲍特菌感染

引起，是一种传染性极高的呼吸道疾

病，为我国法定报告的乙类传染病。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项研

究数据显示，百日咳曾是全球儿童发病

和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百白破联

合疫苗接种率的提高，全球百日咳报告

发病率骤降。但近年来，多个国家的百

日咳报告发病率在维持多年低水平后出

现升高，且青少年和成人病例增加。自

1978 年我国百白破联合疫苗被纳入计

划免疫以来，截至 2013 年，其报告发病

率大幅降低，但自2014年后发病率也呈

上升趋势。今年激增态势更为凸显。

“每种呼吸道感染疾病的大流行都

遵从一定的流行周期。相关研究显示，

百日咳约 2—5 年流行一次。”中日友好

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惠秦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认为，病程长、隐匿性强、早诊鉴

别有难度是百日咳发病率上升的重要

原因。

惠秦介绍，百日咳病程可长达 2—

3 个月，全病程皆具高传染性。与支原

体肺炎、流感等“暴风骤雨”式的症状相

比，百日咳感染后往往没有发烧等剧

烈、易识别的临床症状，多为常见的上

呼吸道感染症状，1—2 周后，多出现阵

发性痉挛性咳嗽，并伴有鸡鸣样声音，

咳嗽夜间加重。

“ 由 于 症 状 不 典 型 ，百 日 咳 易 被

误诊为支气管炎、感冒等。”惠秦说，

还有很多无症状感染者，这更加剧了

其传播。

此外，“疫苗接种后并非终身免疫，

抗体水平会随时间减弱。”惠秦特别强

调。我国百白破联合疫苗接种程序为

婴幼儿在 3、4、5、18 月龄各接种一剂

次。一项前瞻性研究对 436 名 0—7 岁

儿童进行了长达 10 年的随访观察，结

果显示，婴幼儿时期接种百日咳疫苗的

保护效力在 10 年后逐渐下降至 4 岁时

的 50%左右。也有研究显示，全程 4 剂

次的疫苗保护效力可能不足以维持到

6岁以后。

“这也是百日咳在青少年和成年人

群中发病率升高的原因。”惠秦说。

惠秦说，百日咳在所有人群中普遍

易感。其中，未开启疫苗接种程序的 3

月龄以下婴儿是超易感人群，且易激发

肺炎等重症。青少年因抗体水平逐渐

减弱、自身免疫能力较差等原因比成年

人更易感。免疫功能下降的老年人及

服用免疫抑制药物的患者人群也易感

染百日咳。

健康成年人群凭借强大免疫力，即

便感染了百日咳鲍特菌，也可能因没有

不适症状而不自知。这些无症状感染

者将成为家中低月龄婴儿染病的重要

传染源，无形中造成了家庭隐匿传播。

国内外研究显示，百日咳疾病传播

在全球范围内被严重低估，主动监测下

百日咳发病率远超医院的报告发病

率。江苏省扬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急性传染病防制科副科长董玉颖刊发

论文提出，统一明确百日咳病例定义并

加强类百日咳症状的主动监测，及时识

别青少年、成年人群中潜在的传染源，

将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阻断传播链。

董玉颖还建议，由于疫苗提供的保

护时效性有限，应对处于百日咳感染高

风险的学龄前儿童进行疫苗加强接种，

推行百日咳类疫苗全生命周期使用以

及新型百日咳类疫苗研发。

（科技日报北京4月1日电）

两个月 3.2万例 为去年同期 23倍

今年百日咳发病率缘何激增
◎实习记者 于紫月

“公共云是大范围内共享聚合各种

算力，通过在线模式为用户提供简单易

用且近乎无限的通用算力。具体来看，

公共云有利于推动全行业数字化转型，

已经成为人工智能（AI）时代数字化发

展的战略抉择、解决全球算力瓶颈的一

个核心手段，可以有效缓解人工智能热

潮带来的算力紧缺。”日前，国家信息中

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主任单志广在

“人工智能+”时代公共云发展路径与

模式研究专家研讨会上说。

上述研讨会由国家信息中心信息

化和产业发展部暨智慧城市发展研究

中心举办。会上发布了《“人工智能+”

时代公共云发展模式与路径研究》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指出，今年政

府工作报告提出“开展‘人工智能+’行

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

群”，建立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高

质量算力服务体系迫在眉睫。公共云

是破解我国“人工智能+”时代算力“供

不上、用不起”瓶颈问题的重要抓手。

公共云具有大规模集群管理能力，能以

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的方式，帮助提升

我国算力供给能力，并通过规模经济效

应推动算力门槛降低，让更多用户享受

普适普惠的算力服务。

“从全球来看，公共云已经成为大

模型发展的支撑技术。全球领先的基

础大模型需要调用至少万卡 GPU 集

群，这些大模型都是选择公共云的部

署方式进行训练。”单志广介绍，人工

智能时代是全方位的技术体系竞争，

大模型发展带来 AI 算力的指数级增

长，也带来电力需求的指数级增长。

据测算，AI 所消耗的计算资源每 3 到

4 个月就会翻一倍。公共云对高性能

计算资源进行池化管理，能够实现算

力的普惠和我国算力供给能力的边界

突破。

报告指出，公共云通过集群的计

算、网络、存储平衡设计和软硬一体化

加速技术，调度“盘活”已有芯片，可以

形成超大规模算力资源池，实现芯片

复用、弹性可扩展。同时，将算力集中

在云厂商手中，以公共云模式提供算

力服务更为经济。数据显示，2022 年，

我国以公共云形式提供服务的算力占

比仅为 28%，小规模、分散运营的传统

机房普遍存在，难以形成统一的公共

云服务市场，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缺乏

竞争力。

因此，报告建议，我国公共云发展

应采用市场化供给、规模化经营、专业

化运营、生态化发展的模式，破解算力

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资源易闲置、使

用成本高等问题，并进一步提出公共云

三大发展路径，包括需求导向、完善服

务生态优化服务供给，应用为王、强化

公共云服务效能升级，统筹衔接、推动

集约化高效化发展。

《“人工智能+”时代公共云发展模式与路径研究》报告发布——

公共云将破解算力“供不上、用不起”难题
◎本报记者 崔 爽

科技日报讯 （记者马爱平）眼下，

正值大蒜返青的关键期，而高温、高湿

天气又易诱发大蒜锈病。近日，国家特

色蔬菜产业技术体系、江苏省蔬菜产业

技术体系的大蒜岗位专家先后赶赴上

海市，江苏省徐州市、太仓市等地对种

植嘉定白蒜的蒜农进行生产指导。嘉

定白蒜是我国四大名蒜之一，因其色白

瓣肥、皮薄肉厚、汁多辣浓、辣味素高，

被列为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可先用叶面喷雾防治进行早预

防，后续再随时观察病情发展，间隔

7—10 天再施药 1—2 次。”面对蒜农询

问如何预防大蒜锈病，国家特色蔬菜产

业技术体系大蒜岗位科学家、徐州市农

科院副院长杨峰给出针对性方案。

“ 虽 然 ，江 苏 前 期 出 现 冻 雨 和 霰

雨等恶劣天气，但大家不要担心。现

在看来，土壤墒情好，有利于大蒜生

长 。”在 太 仓 市 浮 桥 镇 牌 楼 社 区 100

亩的大蒜田里，江苏省蔬菜产业技术

体系葱蒜岗位专家史新敏对症下药，

一解蒜农之愁：“在最佳施氮量下要

尽量用高钾或平衡肥，减少面包蒜的

形成。同时，可易地调种，采用徐蒜

10 号等新品种，为今年大蒜高质高产

打下基础。”

“ 多 亏 了 大 蒜 专 家 ，不 仅 指 导 我

们 种 植 大 蒜 ，还 为 我 们 带 来 了 新 技

术，给我们蒜农吃上定心丸。今年，

专家指导我们用上了脱毒提纯复壮

技 术 。 比 如 ，切 取 单 个 叶 原 基 实 现

70%的高脱毒率，以及连续剥离大蒜

叶片再生出 5—6 个丛生芽的组培方

法，显著提升了试管苗移植后的结瓣

率，提高了脱毒大蒜的繁殖系数。”上

海市嘉定区华亭镇联三村嘉蒜农业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朱俊文说，大蒜叶

色翠绿、叶片肥厚、假茎粗壮，今年一

定有个好收成。

新技术提升嘉定白蒜品质产量

近期，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和
平镇的 10万亩白茶进入开采季，
自河南、安徽、江西等地的约10万
名采茶工进入和平镇采摘春茶。
和平镇当地多部门组织党员志愿
者到各村茶园提供安全防范宣传、
健康体检服务等志愿服务，为采茶
季护航，助力茶叶采摘、销售。

图为 4月 1日，在长兴县和平
镇长岗村的茶山上，采茶工在采摘
春茶（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徐昱摄

采茶季

迎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