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一女子用街头电动车充电桩给
手机充电话题登上热搜。该女子称十几分
钟就充满了手机电量，只花费不到一块
钱，引发网友关注。

“热搜所说的十几分钟充满电，应该
是使用了快充充电器，理论上与充电桩的
关系不大。”中国地质大学数理学院副教

授孟德忠告诉科普时报记者。
孟德忠表示，一般小区内的充电桩使

用的是220伏电压的交流电，和家用电压
是一样的。一般的手机充电器的转换接头
使用的电压范围是100—240伏，因此从技
术上看，这种220伏的电动车充电桩可以
给手机充电。但有的电动汽车充电桩使用
的是380伏电压，不可以给手机充电，过
高的电压会烧毁充电器。通常充电桩设有
三孔和两孔插座，常用插口均可使用。充
电桩长期暴露在室外，存在短路的风险，
在充电前需要检查插座的外表是否存在
破损。

手机可以混用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
等充电器吗？“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手机
充电器的工作原理。”孟德忠解释说，充
电器的主要作用是将220伏的高压脉冲经
过整流、稳压等转换为手机支持的低压直
流电，对手机内的电池进行充电。充电器
内部通常有内置智能芯片，可以自动识别

手机所需的电流、电压，然后进行自行调
整，从而给手机提供安全范围内的输出电
流、电压。

如果充电器的电流、电压不匹配，容
易造成电流过热，损伤手机。比如用快充充
电器，给不支持快充的手机充电，那么充电
器就会识别到手机无法快充，从而调整为普
通充电模式。不同类型的充电器，其内部的
电源适配转换方式都有其固有的输入和输出
的电压、频率、电流的使用范围。

如果使用的充电器的额度电流高于手
机的最大电流，则容易造成充电速度较
慢。“因此，不建议把手机、平板电脑等
充电器混用。同时，劣质的手机数据线也
可能由于额度电流、电压不达标，导致过
热损害手机。”孟德忠说。

“目前，平板电脑、手机和智能手表
都使用了锂离子电池。”孟德忠提醒，在
使用时需注意以下这些问题：尽量避免手
机极度耗电或发热，因为过高的温度会造

成电池损耗过度。充电完成后尽快断电，
最好不要让手机充一夜的电。尽量在剩余
20%的电量之前就给手机充电，或者打开
节电模式。经常性为手机补电，有利于维
护锂电池的寿命及防止锂电池容量的过度
衰减。每次充电后使电量尽可能在45%—
75%之间，电池的循环次数就可以拉长。
长时间不用的手机，电池保持50%以上的
电量存放，并保证存放在温湿度适宜的环
境，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避免电池的
损耗。

电 动 车 充 电 桩 能 给 手 机 充 电 吗
□ 科普时报记者 吴 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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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由刘慈欣同名长篇
科幻小说 《三体》 改编的电视
剧，以实景拍摄的写实故事与
三维动画展现的“三体游戏”
交织呈现，让观众身临其境般
体验了“三体”星系如地狱般
恶劣的生存环境。恒纪元、乱
纪元、双日凌空、三日凌空、
三星连珠、飞星不动等这些在
小说中出现的晦涩词语，在剧
中通过三维动画悉数呈现，让
我们在感叹画面场景宏大真实
之时，也对“三体”星系产生
了更为浓厚的兴趣。

浩瀚宇宙中，位于太阳系
的地球是孕育我们人类文明的
家园，我们享受着昼夜交替和
四季变更。但 《三体》 中的三
体星系，让我们看到了宇宙的
残酷与神秘。在 《三体》 中，

“三体”问题作为推动剧情发展
的核心，从巫术、占卜，到机
械模型模拟、天文观测，再到
人列超级计算机，都是为了探
索三体星系恒星运行规律，为
三体文明的延续发展寻找出
路。然而，最终的结果是“三
体”问题无解。我们不禁好
奇：究竟什么是“三体”问题？

“三体”是天体力学名词，
指的是由 3 个质点及其相互引
力作用组成的力学关系。想理
解“三体”问题，不妨让我们
先回到牛顿时代，回到更基础
的“二体”问题——两个天体
如何运动，有何规律？牛顿的
万有引力定律告诉人们，空间
中任意两个物体之间存在一种
与它们质量的乘积成正比、距
离平方成反比的力量，驱使它
们围绕共同的质心作圆锥曲线
运动，运用数学模型即可计算
出天体的运动轨迹，这就是二
体运动。

“三体”问题，简单地说就
是探讨 3 个质量、初始位置和
初始速度，在相互之间万有引
力作用下的运动规律问题。这
个问题看似简单，却困扰了科
学 家 300 余 年 ， 至 今 无 解 。
1889 年，法国数学家、天体力
学家亨利·庞加莱因研究天体力
学中的“三体”问题获奥斯卡
二世奖金。庞加莱表示，“三
体”问题中星体的运动轨道总
体来说是经受不起微小扰动的，因此不能被长
期预测。他首次提出了“混沌”机制，在数学
领域新增了“混沌”这一支系。

现代数学中的混沌理论诞生于 20 世纪。
1961年，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在研究天
气系统的过程中，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方程式模
型来描述“混沌”，他的“对初始条件敏感性”
从此走进了大众视野。混沌理论认为，在混沌
系统中，初始条件十分微小的变化，经过不断
放大，对其未来状态会造成巨大的差别。正如
我们常听到的，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
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两周后引起美
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这是我们所熟悉
的“蝴蝶效应”，也是“混沌”最经典的案例。

我们在生活中也时常会经历“混沌”现
象，天气就是一个典型的混沌系统：前一刻还
乌云压顶，空气闷热潮湿，种种迹象表明即将
有一场大雨，然而后一刻，不知为何突然生出
一阵大风吹散乌云，在太阳照射下，闷热的空
气顿时变得干燥清爽，本是板上钉钉的雨天就
这样被一股大风给吹走了。原本确定的征兆却
导出了不确定的结果，这就是混沌。天气这个
混沌系统中的每一个点都包含速度、密度、压
力、温度等信息，它们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因
此，这一系统中发生的微小变化，就可能导致
原本的晴空万里转变成大雨倾盆。这种对初始
条件的极端敏感性，正是混沌系统的一个重要
特征。

始于毫厘，终于千里。混沌理论使人类更
加理解了自然现象变化无常，打破了对精确预
测未来的幻想。在科学及人文界，混沌的例子
屡见不鲜：结构非常简单而行为异常复杂的双
摆运动、难以精准预报的天气、莫名出现的网
红语言，甚至宇宙中天体的运行。

《三体》让我们看到混沌是浩瀚宇宙的原有
状态，对未知领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也必将
引领我们继续探索广袤宇宙的秘密，寻找无序
中的有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或许未来，
三体问题终将有解。

（作者系中国科技馆科普影视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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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西省氢能产业链 2023 年行
动方案》 发布。结合氢能应用实际需求，
今年山西省将推进加氢站建设，有效满足
下游应用加氢需求。

作为清洁能源, 氢能被全球广泛应用
于航天航空、军事、交通等诸多领域。公
开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我国氢燃料
电池汽车保有量约为 1.32 万辆，其中燃料
电池货车为7847辆，燃料电池客车为5402
辆，是全球燃料电池商用车保有量最多的
国家。根据中国氢能联盟统计，截至2022
年底，全球主要国家在营加氢站数量达
727座，我国累计建成加氢站358座，其中
在营245座，加氢站数量全球第一。

为了揭开氢能应用的奥妙，让我们一
起走近加氢站看个究竟。

氢燃料电池汽车的驱动力来自车上的
电动机，就像纯电动汽车一样，因此它可
以理解为一辆“利用氢实时发电的电动
车”。氢燃料电池是一种利用氢与氧发生化
学反应而产生电能的装置，零有害气体排
放。氢燃料电池汽车到加氢站加氢就像普
通汽车加汽油一样快，几分钟就可以完
成。汽车在行驶过程中不断获得由氢燃料
电池经过化学反应产生的电能。而纯电动
汽车需要到充电桩充电，充电时间比较漫
长，汽车在行驶过程中电池的蓄电消耗也
很快。

加氢站是氢燃料电池汽车运行所必需
的基础设施，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把氢气快
速安全地加注到氢燃料电池汽车的车载储
氢系统。

现在，我国加氢站氢的来源大部分以
外运氢为主。外运氢是相对于站内制氢而
言的，是以20兆帕的压力通过长管拖车把

氢气运输到加氢站里面。
氢气到达加氢站后，通过一个叫作泄

气柱的装置把氢气连接到加氢站里面的压
缩机。压缩机的作用是将20兆帕的氢气加
压到 45 兆帕，还有一部分是更高的 90 兆
帕。增压后的氢气会存储到更高压的压力
容器中。如果有氢燃料电池汽车来加氢站
加氢，高压储存罐里面的氢气，将会通过
加氢机快速安全地加注到氢燃料电池汽车
的车载储氢系统。

中学物理课堂上讲过，一个大气压可
以支持 10 米的水柱。一个兆帕是 10 个大
气压，也就是说，一个兆帕可以支持 100
米的水柱。在加氢站中，90兆帕则意味着
可以支持9000米的水柱，这可比珠穆朗玛
峰还要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压
力值是非常惊人的。

而在这些加氢站装备中，对于氢气来
讲密封极其重要。在做好技术开发的同
时，科研人员已在密封方面花费了相当大

的精力。90兆帕，也就相当于身处9000米
深的海底时，周围的水所带来的压力。但
是对于水来说，它的分子比较大，容易密
封，而氢气分子比水分子小很多，因此非
常难以实现有效密封。在这个过程中，我
们如果实现氢气密封，比所谓在海底9000
米实现水密封还要付出更高的代价。

对于加氢站来讲，任何时候安全都是
第一位的。加氢站一定要配备一个整体的
闭环控制系统，具备非常严密的连锁技
术，这样才能保证一旦有任何一个环节出
现氢气泄漏，都会即时响应处置，避免产
生严重后果。所有的这些功能性装备和软
件将共同构成一个系统，它们相互间在工
作时能够协同配合。因此，我们需要在加
氢站的系统建设中展开非常缜密的逻辑
设计。

据现有数据推算，到2025年，中国氢
燃料电池汽车数量将达 5 万辆，加氢站数
量力争达到1000座，到2030年实现真正的
氢燃料电池汽车大规模应用。

根据国家“十四五”规划要求，可再
生能源制氢量要达到每年20万吨，实现二
氧化碳减排 200 万吨。这些目标将不断激
励加氢站与加氢技术进一步发展。

（作者系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智能
装备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科科普宣讲团
成员）

比海底9000米实现水密封还要难

加 氢 站 如 何 实 现 氢 气 密 封
□ 姜其立

在新疆喀什地区喀什市帕哈太克里
乡万亩海水稻基地，无人机正在水田上
空播种海水稻。立夏时节，喀什市的海
水稻陆续进入播种期，人们正抢抓农时
进行海水稻播种、育秧。从今年开始，
新疆计划用三五年时间，在南疆的喀
什、克州等四地州推广种植 5 万亩海水
稻，让海水稻在深居内陆的新疆飘香。

那么，什么是海水稻？它是喝海水
长大的吗？它与通常的水稻有什么不同
呢？ “海水稻”是耐盐碱水稻的俗称，
普遍生长在海边滩涂地区，但也可以在
内陆的盐碱地区生长，是指能在盐碱浓
度 0.3%以上的土地上生长，且单产可达
亩产300千克以上的水稻品种。与“喝淡
水”生长的普通水稻相比，海水稻个头

更高，像芦苇，体格更粗壮，具有抗
涝、抗盐碱、抗倒伏、抗病虫害等能
力，不需施肥、锄草、打农药杀虫，生
存竞争力更强。可以说，海水稻是水稻
中的“小强”。

海水稻种植是继杂交水稻后水稻行
业的又一次革命，也是野生海水稻的发
现者——广东海洋大学的陈日胜研究员
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率领的
山东青岛海水稻研发团队多年的研究心
血。近些年来，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
心将海水稻推广到我国10多个省区，如
远离海洋的新疆、高海拔的青海省，甚
至把它种到了阿联酋迪拜的热带沙漠地
区，并结合水稻杂交技术，将海水稻的
产量提高到亩产600千克。这标志着我国
海水稻研发取得了重大成功，对全球粮
食生产有着重大意义。截至 2022 年底，
我国海水稻种植面积已突破100万亩。

海水稻大米一般呈胭脂红色，富含
蛋白质、钠、脂肪、钙、镁等营养元

素，每百克蛋白质含量达到 14.6 克，而
每百克普通大米蛋白质含量仅为 6.7 克；
每百克海水稻脂类含量为0.5克，也高于
普通大米。此外，由于海水稻基本不施
用化肥和农药，它们都是 “绿色食
品”，这对于我国推广绿色低碳农业也有
着重要的意义。

海水稻虽然种植在盐碱地，用0.6%的
盐水浇灌，味道却不咸。由于用海水稻稻
米煮的饭粒比较硬，吃起来很劲道，影响
了口感，又没有明显的香味，加上人们对
海水稻了解很有限，认可度不高，因此市
场上很少有人买海水稻稻米，吃的人自然
也很少。

近些年来，国家一直在推广海水稻
种植，主要由于海水稻可用作救急储备
粮，减少淡水使用，特别是改造和利用
盐碱地、海洋滩涂改善环境。我国还成
功培育了能喝咸水的多种粮食作物，如
耐盐的小麦亩产可达300至400千克，口
味与淡水浇灌的一样。

随着地球人口增加，可耕地和可用
的淡水都越来越少，人类的农业生产可
谓压力巨大，如果能让农作物喝上丰富
的咸水，把面积巨大的荒芜海滩、盐碱
地，甚至沙漠都变成高产的绿洲，那该
多好啊！

随着科技的发展，科学家们正在逐
步把这一奇异的幻想变成现实，创造了
一种新型的农业模式——海水灌溉农
业，简称海水农业。它具有投资少、见
效快、可持续发展的优点，将开辟人类
发展的崭新天地。

现在，我国治理盐碱地的理念已从
“治理”向“适应”转变，即从“治理盐
碱地适应植物”向“选育耐盐碱植物适
应盐碱地”转变。今年，我国科学家又
破译了植物的耐碱基因和它的作用机
制，这将加速“海水农业”的进程。

海水农业，无疑给我国和世界的农
业带来新希望，可谓前景光明。

（作者系湖南省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农 作 物 喝 海 水 ， 盐 碱 地 变 绿 洲
□ 李耕拓

（上接第1版）

关键在于怎么考

陈宏程有着多年科学实验的指导经
验，在他看来，怎么考是个关键问题。

去年3月，航天员王亚平在天宫课
堂做了太空“冰雪”实验。这项实验
的最初设想来自北京育才学校的刘隽
麟和北京八中的焦子奥，指导老师正
是陈宏程。

退休后的陈宏程仍热衷带领学生
们参加突践活动，他发现，很多学生
在初一、初二基本就不参加实验课
了。“初二年级的学生将迎来‘小中
考’。受中考指挥棒的影响，很多学生
基本放弃了参加实践活动”。对此，陈
宏程直言，“将实验操作纳入中考”一
条的关键在于怎么考，如果是以一种
合格考的形式落地，可能作用并不
明显。

合格考的目的是检查学生是否达
到了课程方案规定的基本学业要求，
强调共同基础，通俗地说就是“强化
基础”，是一种标准参照考试。

值得一提的是，深圳市教育局在
今年 1 月又印发了 《深圳市深化初中
阶段理科实验教学与测评改革的实施
意见 （试行）》。与现有方案相比，新
规规定2024 年将生物学实验操作考试
成绩按科目分值的 10%计入科目成
绩，2025 届毕业生的物理和化学实验
操作考试成绩按相应科目分值的 10%
计入科目成绩，作为学生毕业和升学
的依据。

“仅仅是合格考，学生和家长都不
是很重视，部分老师也不会重视。”陈
友琴对新规表示认同，同时也提到考
试规范很重要，要避免人为因素干扰。

付雷特别提到，对实验考试评判
标准要明确。“针对实验的设计、分
析、实操等应该有不同的标准，还要
规划好具体的考纲内容”。

“实验的赋分究竟是侧重于对思维
的考察，还是正确实验操作的复现？
在教育资源不发达地区会不会由于缺
乏实验课导致分数差异，从而引发更
大的教育不公平？”李嘉欣呼吁要重视
这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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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为应对严重的地面沉降问

题，已于 2014 年 2 月 3 日起施行 《天津
市控制地面沉降管理办法》。从 2019 年
至2022年，天津全市地面沉降总体趋势
逐年明显减缓，沉降严重区大幅缩小，
全市平原区平均年沉降量由19毫米减小
到8毫米，沉降严重区面积由773平方公
里减小到仅3平方公里，分别减小57.9%
和99.6%。“通过科学手段介入，天津市
地面沉降问题已取得有效的缓解。”杜
建军说。

如何应对突发地质灾害

其实，除了较为常见的地面沉降现
象，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突发地质灾害，

会威胁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命财产
安全。

杜建军介绍说，突发性地质灾害主
要是指地震、崩塌、滑坡、泥石流、地
面塌陷、地裂缝等。“这些突发灾害里
面，地震最为严重，发生后还会导致崩
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
等次生地质灾害。”

“不同的居住环境，可能会面临不
同的突发地质灾害。”黄辅琼提醒：在
山区，居民需要面对的是滑坡和崩塌
地质灾害；在河边，居民需要面对的
是暴雨与洪水所导致的地质灾害；在
矿区附近，则需要面对的是矿产资源
开采中可能出现的爆破振动导致的各
种 建 筑 损 坏 等 情 况 。 为 应 对 地 质 灾

害，日常生活中，我们需时常观察居
住环境周边的变化，密切关注气象部
门的预报预警信息，在灾害风险较高
的区域应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安装相应
的监测仪器。

面对地质灾害，科学预防最为重
要。目前，国家出台了地质灾害防治条
例，一些地方政府也编制了地质灾害防
治方案。预防在先，无疑是有效应对地
质灾害的法宝。

杜建军建议，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加
强地质灾害科普知识的宣传，以增强公
众防灾减灾的自救能力。“当然，公众
平时也应多学习地质灾害方面的科普知
识，提高防范意识。毕竟，防灾减灾也
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面对地质灾害，我们并非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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