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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事的工作是石油化工工程设计，我
常说自己是一个“手艺人”，把实验室的科
技成果转化为绿色高效生产力的“手艺人”。

祖国大地上一座座耸立的石油化工基
地，见证着我们这些“手艺人”的艰辛和努
力，当看到设计生产的产品与人们的衣食住
行息息相关时，我们由衷地感到自豪与
骄傲。

石化行业的发展关乎能源安全、民生福
祉。我所从事的科研设计就是在石化生产过
程各环节中把“减碳和低碳”落到实处。我
想给大家分享三个真实的故事。

鲸鱼宝宝畅游千万吨级炼厂海域

2018年5月，一只迷了路的鲸鱼宝宝误
入了海南某码头近海海域。虽然它在港池玩
得很开心，但人们还是将它引离港池，奔向
本该生活的浩瀚大海。

实际上，在本世纪初，中国石化就在这
里建成了我国首座单系列千万吨级现代化炼
厂，发展至今已经成长为千万吨级炼油、两
百万吨级芳烃和百万吨级乙烯的大型现代化
炼化基地。

迷路鲸鱼宝宝光顾的就是这个炼化基地
的码头港池。鲸鱼对水质很敏感，它能在高
耗能、高排放的港池里欢快畅游说明了什
么呢？

2003 年，我国首座单系列千万吨级炼
厂在海南启动建设，我们以建设世界级现
代化炼厂并保护海岛生态环境为目标，实
现了核心装备自主设计制造，同步攻克资
源高效利用和污染源头治理两大难题，单
日能耗降低 15%，废水 COD 仅为国家一级
指标的58%。

海南炼厂的建设标志着我国具备了依靠
自主技术设计建设国际先进水平千万吨级炼
厂的能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示范作用。海
南炼化附近的那片茁壮成长的红树林和鲸鱼

“宝宝”一样，见证着这里依然优质的生态
环境。

让“毒气田”变废为宝产“黄金”

人类社会正面临着能源需求上升和气候
变化两大重要挑战。作为优质清洁高效能
源，天然气已经成为推动全球能源转型、应
对气候变化的必然选择。

但 我 国 的 资 源 禀 赋 是 “ 缺 油 ”“ 少
气”“富煤”，寻找藏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
气资源是中国石油地质学家们的梦想和追
求。本世纪初，我国在四川的川东盆地发
现了大型的天然气气田，储量丰富，相当
于发现了一座胜利油田。这是个令人振奋
的消息，但是随后勘探发现，这里的天然
气 H2S 浓度高达 15%—18%。开发高含硫天
然气十分危险，是个世界性难题，国外同
行评价它为“毒气田”，没有任何开采
价值。

2006年，国家“十一五”重大工程——
川气东送工程启动，其中的120亿方/年普光
天然气净化厂项目就成为该工程的咽喉。针
对天然气高硫且硫态复杂的难题，我们创新
集成新工艺，研制新设备，协同攻克了系列

关键技术。建设期间我们平掉了八座山，改
道了一条河，虽经历了“5·12”汶川大地震
等多种自然灾害的严峻考验，项目仅用两年
多时间就按期高质量建成。

投产后总硫回收率>99.9%，产品天然气
优于一类气指标，标志着高酸天然气安全高
效净化的世界性难题得到解决。2010 年至
今，累计供气超千亿方，为长江经济带 70
多个城市和上千家企业提供了清洁能源。

科技创新让天然气成功脱硫“排毒”，
我们还让“毒气”变废为宝产“黄金”，当
年就产硫磺 200 多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
30%，成功摆脱了进口依赖。生产出的硫磺
产品等级达到优等级，实现了废弃物的资源
化高水平利用。

绿氢火炬点燃绿色冬奥

2022年2月4日，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
会在国家体育场“鸟巢”盛大开幕，我国承
诺要给全世界一个“绿色的奥运”，我们精
心规划设计了三座加氢站，为冬奥场馆用车
提供清洁的氢能。

与往届奥运会大量使用液化天然气或丙
烷等气体作为火炬燃料不同，北京冬奥会首
次使用绿氢作为火炬燃料。绿氢就是利用可
再生能源电解水得到的氢气，燃烧时只产
生水。

在奥运会开幕式现场，当主火炬点燃的
那一瞬间，那种对清洁能源的热爱再一次在
我心中涌腾。虽说我们不是运动员，但科技
创新使我们就像奥运健儿一样在不同的赛道
上努力拼搏，这就让我们拥有了同样的机
会，去拥抱“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
运”，这份独特的经历是奉献，是成长，是
陶醉，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畅想未来，石化行业正在与太阳能、风
能、核能等新能源融合发展，让石油、天然
气用于生产满足民生福祉的清洁燃料、化工
材料和特种化学品，让石化生产过程中使用
更多的新能源，从而减少耗能、减少碳排
放，这样我们就会离“双碳”目标越来
越近。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本文摘自作
者在“2023科学跨年之夜”活动上的演讲）

把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为 绿 色 生 产 力
□□ 孙丽丽

“我们希望通过普及专业靠谱、及时
全面的科学信息，能够为每一个遭遇儿童
肿瘤的普通家庭驱散迷茫和恐惧，为孩子
们光明健康的未来保驾护航，让每一个孩
子都能如同向日葵，向阳而生。”在世界
儿童日·儿童肿瘤主题科普活动上，一位
佩戴眼镜的男士站在台上这样倡导。他科
普着各种关于儿童癌症的科学知识和治疗
方法，言语中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他就
是第二届“赛先生”科学和医学公共传播
奖获奖者、癌症生物学家、儿童肿瘤科学
公益人、“菠萝因子”科普公众号创办
者、深圳市拾玉儿童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李
治中。

多年来，李治中通过写作科普文章、
发表演讲、出版科普书籍等方式，积极投
身儿童癌症科普活动，用专业知识的力量
和贴心细致的关怀，为无数儿童战胜癌症
的阴霾点亮了一盏科普“明灯”。

俯下身去，用同理心做好专业
科普

打开科普公众号“菠萝因子”，许多
与癌症相关的科普文章映入眼帘。“菠萝
因子”上的科普文章，既有“权威大咖解
读：10 大癌种的 2022 年度进展”等具有
较强的专业性、前瞻性的文章，也有“矮
个子更不容易得癌症”等以解答人们对于
癌症的种种疑问为目的文章，更有“这一
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等具有充沛人文
关怀与同理心的文章。这些多种多样的科

普文章，不仅内容专业可靠，而且可读性
强，是李治中多年来从事癌症科普的一个
缩影。

自 2013 年开始，李治中开始以“菠
萝”为笔名，向癌症患者特别是儿童癌症
的患者和家属普及相关科学知识。2018
年，李治中担任了深圳市拾玉儿童公益基
金会秘书长，组建了专注儿童癌症群体的
项目“向日葵儿童”，科普的步伐迈得愈
发坚定、稳健。

出身专业研究领域的李治中，并没有
因其专业的素养而沾沾自喜、高高在上，
而是在保持内容专业、权威的前提下，以

一名科普者独有的讲述风格“俯下身
去”，将科普内容娓娓道来，展现了无与
伦比的同理心。

在李治中看来，科普是非常专业的一
件事情。“我觉得科普更多的是一种启
蒙，一种探索。要做好科普，首先要有很
强的好奇心和学习能力；其次要有化繁为
简的能力；最后，还要有较好的沟通的能
力和技巧。” 李治中表示。

伸出手来，助患癌者走向希望
明天

在“向日葵儿童官网”上，无数与

儿童癌症相关的科普文章、百科知识层
出不穷。这些内容不仅如同雪中送炭一
般，为儿童癌症患者和家属提供了详尽
的指导，更让那些饱受病痛折磨的身心
感受到了来自李治中等科普达人的支持
与关怀。

“每次看到他们的笑脸，我就由衷感
叹专家的医术，也感叹生命的韧性。我们
无法替代医护和家长，但我们愿意用自己
的一点力量，陪大家一起长大。让我们一
起，用专业点燃希望！”在一次公开演讲
中，李治中这样形容自己和“向日葵儿
童”的工作。

李治中从生物学专业研究领域转身，
专职从事癌症科普公益事业，9年多来写
作了上千篇科普文章，在各大平台上发表
了许多演讲，出版了《癌症·新知：科学
终结恐慌》《深呼吸：菠萝解密肺癌》等
数本畅销科普书。

在儿童癌症科普的迢迢征程上，李治
中并非单打独斗，他不仅充分调动起了各
地志愿者的力量，还与许多专业医生合作
制作了许多科普短视频，更与中国抗癌协
会共同建立了向日葵儿童小儿肿瘤科普教
育基地，汇聚成强大的科普合力，为无数
癌症患者提供了专业的科普知识，为无数
个濒临破碎的家庭托起了希望的明天。

在“菠萝因子”科普公众号的一篇文
章里，李治中曾这样展望：“也许在不远
的未来，会有人说：还记得2016年那会儿
大家都以为癌症是绝症么？真是太搞笑
了。 ”与古人“但愿世间人无病，何妨
架上药生尘”的精神相似，李治中长期以
来正是这样从事着科普工作，成为了我国
癌症科普领域的一颗闪亮明星。

李治中：为儿童抗癌点亮科普“明灯”
□□ 科普时报实习记者 李诏宇

科普达人

图 为 李
治中博士在
拾玉儿童公
益基金会成
立三周年活
动上作主题
演讲。

（视 觉
中国供图）

我国农历将春季的3个
月分别称为孟春、仲春、
季春。

2 月 4 日是立春时节。
俗语说，“一年之计在于
春”，作为二十四节气中的
第一个节气，立春与立夏、
立秋、立冬一样，反映着四
季的更替，这是自然界也是
人 生 一 年 生 活 轮 回 新 的
开启。

古诗有云：“孟春阳气
应，万物发华滋”“孟春兆
和气，旭日丽以暄”。关于
孟春的诗句，还有“长安孟
春至，枯树花亦发”“兹辰
孟春夕，芳意二分在”“江
南孟春天，荇叶大如钱”

“惟时孟春月，微禄归园
林”等等，都十分美妙。

历经冬日的蛰伏，立春
后万物复苏，天气开始回
暖，生机渐显。“立春一
日，百草回芽”“柳色早黄
浅，水文新绿微”。

立春又叫“打春”，就
是 冬 至 数 九 后 的 第 六 个

“九”开始，所以有“春打
六九头”之说。“五九、六
九，隔河看柳”，在此时
节，会看到细细的柳条上有
微微的绿色显露。

说了农历一月孟春，再
说农历二月仲春。

唐代诗人贺知章有柳枝
词《咏柳》：“碧玉妆成一树
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
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
刀。”看那高高的柳树长满
了嫩绿的新叶，轻垂的柳条
像千万条轻轻飘动的绿色丝
带。不知道这细细的柳叶是
谁裁剪出来的？是那二月的
春风，它就像一把神奇的剪
刀。多么的神奇美妙！描写
仲春的诗句，还有“二月二
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
生”“江南二月春，东风转
绿苹”。

二月初二龙抬头，又称
春耕节、农事节、青龙节、
春龙节等，是中国民间传统
节日。人们可以去郊外踏青
看花，二月十五称为花朝
节，又是最美的花好月圆、
春江花月夜。

宋诗有“烟暖土膏民气
动，一犁新雨破春耕。效原
眇眇青无际，野草闲花次第
生”。仲春时节，土地回
暖，湿润丰腴，远处春云烟
气浮动，人们开始春耕。哪
怕天上下着蒙蒙春雨，也会
下田犁地，用辛苦虔诚的劳作，回报自然的
好风好雨。春耕开始了，会有无数的农民开
始忙碌田间。那原野是一望无际的蒙蒙春
草，那春草之中，是次第享受阳光雨露的花
朵，摇曳开放。好一派春耕烟雨的田园
美图。

又到了一年春耕季，有春耕才会有秋
收。祝福那田野间忙碌的农民，在现代化的
种植和管理技术的加持下，收获更多的农作
物，五谷丰登，国泰民安。

二

月

春

风

似

剪

刀

□□

王
渝
生

春风又绿江南柳（图片由作者提供）

2 月 4 日，“2023 科学跨年系列活动”
之 2022 年京津冀公民科学素质大赛决赛巅
峰之战，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
首播。经过层层选拔，北京市、天津市、
河北省共计八支代表队站在决赛现场进行
激烈角逐，最终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代
表队摘取桂冠。

生动的演讲赢得评委“爆灯”加分

大赛决赛共包括“素”说风采——演
讲环节、“素”问速答——抢答环节和

“素”战巅峰——决胜环节三个环节，综合
考察参赛选手们的科学精神理解、科普知
识积累，以及科普内容表达等方面水平。

在“素”说风采——演讲环节，八支
代表队选手们为观众带来一场场生动有趣
的科普演讲。“我是传说中的神兽国宝麋
鹿，来自延庆野鸭湖。”来自北科院代表

队选手身穿麋鹿外形服装，头戴麋鹿角，
惟妙惟肖地为观众分享麋鹿在野鸭湖“逛
吃”的日子，赢得了评委的“爆灯”加
分。

天津市代表队选手以小见大，通过生
活中的凹面镜，讲述“中国天眼”FAST
的物理原理，她的演讲获得一致好评。

昌平区代表队选手说，“不管是工作、
学习还是生活，我们都要有勇攀高峰的精
神，做一个‘攀登者’。只有从社会需求出
发，传播不同学科的科学知识，让科普与
科研‘双向奔赴’，才能共同点亮科学的星
火。”

“素”战巅峰上演完美逆转

“我国第二艘国产航母福建舰与辽宁
舰、山东舰相比，最大的差别是运用了哪
种先进技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

走’战略是什么？”“我国三大储粮害虫是
什么？”在“素”问速答抢答环节，选手们
进行了手速和脑速的比拼。

在惊心动魄的“素”战巅峰决胜环
节，其特殊的规则为暂时得分低的队伍创
造了逆转的可能性。前两轮积分暂时落后
的北京怀柔区代表队准确地回答对了两道
超高难度的题目，实现了精彩的逆袭，积
分一度处于领先地位。

一支队伍在面对“哪种食物里面含钙
最少？”的题目时，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评
委之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
康所研究员何丽点评道，许多人将骨头汤
作为补钙佳品，但骨头中的钙质不易溶于
水，即使经过长时间烹煮，溶出的钙依然
十分有限。一般来说，喝牛奶补钙是最简
单的，当然一些蔬菜、肉类，都含有丰富
的钙。类似的饮食误区还有很多，比如对

于补血，很多人喝红糖水，其实远不如吃
些动物内脏、血制品效果好。

营造热爱科学的创新文化氛围

自去年 9 月 20 日上线以来，2022 年京
津冀公民科学素质大赛活动线上参与近181
万人，总浏览量超1215万人次。

开展“科技冬奥有奖竞答”“减轻灾
害风险 守护美好家园——对灾害风险说
NO”“知‘食’比拼 健康同行”“加强
疫苗接种 筑起护老屏障”等 22 期不同主
题 的 专 项 竞 答 ， 助 力 提 升 人 文 社 会 素
养，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专
项竞答总参与人数为 179.42 万人，活动曝
光及传播量达 10.98 亿次。大赛推动了京
津冀地区群众性科普活动广泛开展，进
而营造了热爱科学、崇尚创新的创新文
化氛围。

京津冀公民科学素质大赛上演精彩对决
□□ 科普时报记者 侯 静

近日，执全球新能源汽车牛耳的特斯拉
宣布，将进军核钻石电池领域，令人震惊！

让我们闭上眼睛想像一下，有朝一日，
你不必担心隔几个星期就要给你的电子设备
充电，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不再受到充电的
困扰，感觉是不是美滋滋的？而核钻石电池
的出现，能够让这个梦想走进现实。

尽管该电池尚处于开发阶段，一旦成功
投入使用，核钻石电池将成为电池市场游戏
规则的改变者。我们目前使用的传统锂离子
电池，虽然它们的制造成本很低，但寿命最
多5年，这意味着产生了大量的电子垃圾且
不容易回收，而核钻石电池的使用寿命可长
达 2.8 万年，从根本上改变了电器的工作
方式。

核电池概念的起源

事实上，核电池的概念很早就有了，它
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913 年，当时英国物理
学家亨利·莫斯利发现粒子辐射可以产生电
流。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航空航天工业

领域对莫斯利的发现非常感兴趣，因为它有
可能长期为航天器提供动力。

核能，被认为是一种清洁能源，这是因
为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零。然而核废料有
很强的放射性，对人体十分有害，其衰变时
间从几个小时到几千年不等。所以对核废料
的批评声不绝于耳。但是，如果这些核废料
被利用起来，结果会怎样呢？

2016年11月25日，布里斯托大学卡博
特环境研究所提出了核电池概念。这项发明
是作为一个β辐射电转换设备提出的，这意
味着它是由核废料的β衰变提供动力。β衰
变是一种放射性衰变，当一个原子的原子核
有过量的粒子，并释放一些粒子以获得更稳
定质子和中子的比例时就会发生。这就产生
了β辐射的电离辐射，其中涉及大量被称为
β粒子的高速和高能电子，或正电子。β粒
子含有核能，可以通过半导体转化为电能。

对核钻石电池进行概念测试

2016 年，一家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

NDB公司，使用该技术打造了基于钻石的
高功率纳米钻石电池，称为核钻石电池，并
在2020年进行了概念验证测试。

钻石不仅是最坚强的物质之一，也是世
界上最有导热性的材料之一，有助于保护电
池中的放射性同位素所产生的热量，使其迅
速变成电流。

根据官网介绍，NDB 的纳米钻石电池
的持久性为2.8万年，而且更安全。该电池
的PCD薄膜层，能够让电池形成不同的形
状和形式，这就是为什么纳米钻石电池可以
有多种用途，进入不同的市场。

不过也有分析称，尽管核钻石电池可以在
不需要充电的情况下使用数年，但未来的使用
率可能不高，因为这种电池的容量非常有限，
只能用于功率相对较小的电子设备。目前为
止，它们的应用仅限于那些长时间无人看管的
小型设备，比如传感器和心脏起搏器等。

有望取代传统锂离子电池

目前，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企业，

特斯拉已经加入了这场电池竞争，有关电池
的一切预测将可能发生变化。

早在 2015 年，特斯拉就公开了自己进
入核电池市场的意图，该公司的新千兆工厂
有足够的空间来推进这一目标。该公司曾与
一家澳大利亚公司协议，直接为电池采购材
料。同时很多公司都表示，有兴趣参与到开
发核钻石电池的竞标中。

随着电动汽车的日益普及和推广，核
钻石电池将大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新能源
和环保产品，取代传统锂离子电池对环
境的污染。在不久的将来，非但地球上
的电动汽车、无人机，甚至飞机将永远
不需要停下来充电，它们甚至可以为长
期任务中的空间飞机器、空间站和卫星
提供可靠的动力。

（作者系科幻作家）

核 钻 石 电 池 将 让 人 摆 脱 充 电 困 扰 ？
□□ 陈思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