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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观察家

最新发现与创新

时政简报

紧随“蛟龙”再探海

科技日报巴黎8月19日电 （记者李宏
策）在 2003年的欧洲、2012年的美国以及今

夏的中国部分地区，异常的热浪一轮轮席卷

北半球各大洲。最新的研究预测显示，与上

述地区类似的异常高温天气在 2020 年之前

可能还将出现两次，更糟糕的是，无论近年

温室气体减排成果如何，全球未来 30 年内

异常高温天气仍将更为频繁和猛烈，而当前

减排效果要等到本世纪下半叶才能体现。

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研究员迪姆·库

默与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的亚历山大·罗宾

逊，将上述共同研究结果发表在 8月 15日出

版的科学期刊《环境研究通讯》上。研究指

出，2000年至 2012年的观察趋势显示，未来

遭受异常高温天气影响最大的为热带地

区。在全球范围内，10%的地区在 2020年前

将遭受两次异常热浪的席卷，并有 20%的地

区在 2040 年前会受到波及，此外还有 3%的

地区可能受到高温极端天气侵袭。

文章称，2040年之后的情况将取决于温

室气体的减排效果，如果大气中温室气体浓

度未超过490ppm二氧化碳当量水平，全球极

端天气事件的数量将稳定在2040年的水平。

这就意味着，在本世纪末，异常高温天气将在

热带地区时常发生，50%的南美地区和西非地

区、20%的西欧地区也将时常遭受高温侵袭。

但是，如果按照目前的轨迹发展下去，到2100

年全球有 85%的地区会遇到异常高温天气、

65%的地区则可能遇到极端高温天气。

论文作者迪姆·库默表示：“这些极端天

气对社会和生态系统将是非常有害的，热浪

可造成生物死亡，引发森林火灾，并造成农

业生产损失等。”

今夏，南中国进入“烧烤”模式，很多人

调侃自己与烤肉之间，差别只在一小撮孜

然。虽然大家都在议论，但其实对城里人来

说，高温的直观体现仅仅是热，打开空调、一

杯冰水就能解决。然而，如果有机会看看那

些干涸的土地和焦枯的作物，有机会多了解

一些与气候相关的科学知识，你才会意识到

高温真正的恐怖。在经历此前的严冬酷暑

后，这个夏天，老天爷再次用最严厉的警告

提醒人类，如果再不尊重自然，继续恣意挥

霍和破坏，恐怕《后天》和《2012》中的景象不

光会在电影中出现。

全球异常高温天气 30年内或更为频繁

科技日报讯 （记者胡左）产品质量具有国际先进

水平、国内规模最大的年产 5000 吨气相法二氧化硅装

置正在建设中，配套建设、国内首创年产 1000 吨电子级

高纯硅烷气项目，8 月 15 日已完成设计和土建工作。7

月，经天津大学测试，赤峰盛森硅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试产品电子级高纯硅烷气纯度超过 7N，标志着我国

此类硅烷气生产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气相法二氧化硅是一种重要的纳米无机化工材

料（被称为工业味精）；电子级高纯硅烷气是电子化工

材料新门类、微电子产业的重要支撑材料之一，这两

种材料在民用、工业、国防领域均有广泛用途。赤峰

盛森硅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单套年产 5000

吨气相法二氧化硅装置，创新性地采用先进的闭式炉

和分段热回收工艺，确保了产品质量提高。2011 年 6

月，公司与青海大学、天津大学开展产学研合作，自主

研发，首创了用歧化催化法生产高纯硅烷气技术，填

补了国内空白，突破了国外技术封锁。

赤峰盛森硅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气相法二氧

化 硅 和 硅 烷 气 项 目 ，在 硅 产 业 园 区 内 部 形 成 了 一 个

完 整 的 物 料 闭 路 循 环 体 系 ：气 相 法 二 氧 化 硅 项 目 以

四氯化硅和氢气为原料，副产品为盐酸；盐酸解析出

的 氯 化 氢 与 硅 粉 反 应 生 产 三 氯 氢 硅 ，副 产 的 氢 气 用

于 生 产 气 相 法 二 氧 化 硅 ；三 氯 氢 硅 经 歧 化 催 化 反 应

生 产 电 子 级 的 高 纯 硅 烷 气 ；硅 烷 气 生 产 过 程 中 副 产

大 量 的 四 氯 化 硅 再 用 于 气 相 法 二 氧 化 硅 产 品 的 生

产。两个项目形成互相利用对方副产物生产高附加

值产品的良好格局，达到无三废排放的循环体系，并

且 回 收 了 整 个 生 产 过 程 中 的 余 热 ，产 品 能 耗 与 同 行

业相比降低 70%。

专家称，赤峰盛森硅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气

相 法 二 氧 化 硅 和 电 子 级 高 纯 硅 烷 气 ，副 产 物 相 互 利

用，是一个具有经济和环保双重效益的工艺技术，将

进一步提高我国硅产业的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我电子级高纯硅烷气生产技术跻身国际行列

□习近平同肯尼
亚总统肯雅塔会谈，
宣布建立中肯平等
互信互利共赢的全
面合作伙伴关系

□习近平对近期
东北地区防汛抗洪
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把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放在第
一位，全力搜救失踪
人员，及时组织群众
避险，妥善安排受灾
群众生活。李克强
就抗洪救灾工作作
出指示，国务院紧急
派出工作组赶赴灾
区指导抗洪救灾

□李克强主持召
开促进西部发展和
扶贫工作座谈会时
强调，加大区域经济
结构调整力度，促进
经济长期持续健康
发展

□张德江主持召
开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八次委员
长会议，决定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四次会议 8月 26日
至30日在京举行

□俞正声会见中
韩知名人士论坛韩
方代表团

□张高丽在第一
次全国地理国情普
查电视电话会议上
强调，扎实开展地理
国情普查，服务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

（均据新华社）

3 年 之 内“ 天 河 ”两 度 问 鼎 世 界 超 算 之

巅，标志着我国在超级计算机领域已经走在

世界前列。而这只是国防科技大学辉煌代

表之一。

军队，虎狼之师；科技，虎狼之翼。哈军工

首任院长陈赓大将曾形象地比喻：“中国人民

解放军是老虎，我们就是为老虎插上翅膀。”

翻看“哈军工—国防科大”60 年的辉煌历

史，无数个“中国第一”“中国之最”璀璨夺目：

中国第一台每秒亿次、十亿次、万亿次和千万

亿次巨型计算机，中国第一个雷达目标自动识

别系统，中国第一台环形激光器，中国第一台

两足步行机器人，中国第一台高速信息示范网

核心路由器，中国第一条自主磁悬浮列车试验

线，中国最高纳米超精加工精度，世界最高时

速无人车……党的十八大报告里提到的“十一

五”5项重大科技突破，其中 1项由国防科大独

立完成，3项有国防科大参与建设。

据统计，从哈军工到国防科大，该校取得

了 6000 多项科研成果，谱写了一曲共和国军

人自主创新、勇攀高峰的雄壮军歌。

为国甘当拼命人

1978 年，在那个科学的春天，邓小平同志

掷地有声：“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不能没有巨

型机！”

时任国防科大计算机研究所所长慈云桂

激动不已，立下军令状：“现在我已经 60 岁了，

就是豁出这条老命，也一定要把我们自己的巨

型机搞出来！”

冲刺关头，副教授蹇贤福忍着癌细胞吞噬

躯体的剧痛，用颤抖的手写完 5 大本实践经

验，才安详地闭上了疲惫的双眼；为设计出更

优的运算控制系统，讲师俞午龙连续 5 天 5 夜

没有合眼，永远倒在出差的路途上。倒在巨型

机研制征途上的还有乔国良、钟士熙、王育民、

张树生……在每一个年轻生命倒下的地方，都

耸立着一座不朽的丰碑。

1983 年 12 月，我国首台亿次巨型机在国

防科大研制成功，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少数

几个具有研制巨型机能力的国家。

环形激光器是衡量一个国家光学技术发

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广泛应用于航空航

天、导航和精确制导。20世纪 60年代，美国率

先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环形激光器，引起了世

界光学领域的一场革命。

“如果我们不干，就可能给国家留下空白，

将来就可能因此受制于人；要干，就要干好这

个世界性难题。”国防科大高伯龙院士的话语

铿锵有力。

30 年磨一剑。1994 年 11 月 18 日，我国第

一台环形激光器通过国家鉴定，国人纷纷称赞

“长国家志气，提民族信心”。

卫星导航系统作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重要的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对维

护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具有重大意义。1994

年，“千里眼”被美国 GPS首先使用。为打破国

外垄断，国防科大“北斗”团队展开了艰难的

“排星布阵”。

18 年顽强拼搏，18 年艰难攻关，他们突破

了一系列核心关键技术瓶颈，成为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中唯一同时担任系统核心体制、卫星关

键荷载、运控主体、测试设备研制任务的“国家

队”主力军，为覆盖亚太地区的“北斗二号”卫

星导航系统开通作出了突出贡献。

强军路上勇攀登

哈军工创建之初，学院在完成教育教学任

务的同时，主动进行科研攻关，取得了一系列

科研成果：我军第一台军用电子计算机、第一

台声速梯度仪、第一个超音速风洞、第一个现

代弹道实验室、第一代水陆坦克初样车、第一

辆轻型坦克、第一艘潜艇、第一艘水翼艇和气

垫船、第一部鱼雷快艇攻击指挥仪……

精确制导与自动目标识别，是现代制导武

器的“眼睛”和“大脑”。郭桂蓉院士带领团队，

几百次下部队、上海岛，采集数据、调试设备。

经过十几年的接力攻关，实现了现役雷达改造

和新型雷达研制，使我国雷达信息处理技术一

举跃进世界领先行列，被国内外同行称为“难

以想象的奇迹”。 （下转第三版）

勇创中国科技新第一
——国防科技大学60年创新纪实

本报记者 唐先武 本报通讯员 吴亚轩 李 治

8月19日，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来到广西桂林市灌阳县，查看超级稻第四期攻关示范基地生产情况。今年，这片基地攻
关品种为Y两优2号、Y两优143，面积规模达1000亩，目前禾苗长势良好。据初步测算，示范基地亩有效穗达22.5万，平均每穗192粒，结实率
95%，按千粒重25.8g计，预计最高亩产将再超900公斤。该基地计划2015年实现1000公斤的攻关目标。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摄

央视记者王凯博钻出“蛟龙”舱口，笑靥如

花。尽管这已不是她第一次下潜，仍受到浇水

祝贺。

想乘上“蛟龙”并不容易。本报曾刊登《谁

能考取“蛟龙”“驾照”》一文，解密了潜航员选

拔的过程。实际上别说“考驾照”，即便想拿到

“蛟龙”的“客票”，也需接受严格培训。

现场总指挥刘峰介绍说，“蛟龙”每次下潜

搭乘 3 人，其中两位经验丰富的潜航员分别担

任主驾驶和工程技术人员，一位科学家作为乘

客。虽然对乘客的要求不像对驾驶员那么高，

却也需跨过几道门槛。不仅不能有突发性疾

病的病史，而且还要接受严格的理论和模拟训

练并通过考核。

国家海洋局二所研究员王春生本航段参

加过两次下潜任务。他说，自己在航次任务开

展前，接受过多项理论培训，科目包括潜水器

技术指标，载人舱设备控制，航次任务特点及

注意事项，下潜人员的生理、心理、体能训练

等。通过考核后，他在中船重工 702 所内参加

了水池试验下潜。

本航段起航后，王春生又在船上参加了模

拟训练。先是在模拟舱内进行培训，学习摄像

机等设备的操作。更重要的是学习应急操作，

包括通过机械控制、自动控制及液压控制三种

方式的紧急抛载等。然后又进入“蛟龙”载人

舱内，由两位潜航员手把手教他摄像控制面板

的操作，以及载人舱内各设备的功能及使用。

通过这些学习，王春生对潜水器有了基本认

识。除在下潜任务中协助潜航员开展照相、摄像

作业，如果出现舱内氧气不足、二氧化碳浓度偏

高等现象，他能读取仪表参数，提醒潜航员采取

措施。万一发生严重意外，潜航员失去工作能

力，他还能通过三种方式抛掉压载铁，乃至机械

臂、电子箱等载荷，独自使潜水器浮上海面。

除掌握上述技能之外，下潜人员的一举一

动都要遵循严格的规程。

本航段中，参与下潜的科学家均圆满完成

了任务，王春生对自己的状态尤为自信。“只要

任务需要，我随时能下。”他说。

（科技日报“向阳红 09”船北京时间 8月
19日电）

谁能获得“蛟龙”“客票”
本报特派记者 付毅飞

延庆县是北京市唯一的可再生能源示范

区，近年来逐渐建立了康庄镇和张山营镇沼

肥利用示范、大榆树镇秸秆气化和沼气工程

管理示范、千家店镇生物质成型燃料供暖示

范等品牌。

该县县委书记李志军介绍，延庆在 6 个镇

推广生物质燃气，年消纳玉米芯、玉米秸秆 3万

多吨，畜禽粪便近 9万吨，替代的能源折合标煤

2.2万吨，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近6万吨。

据统计，截至 2011 年年底，全国生物质燃

气用户已达 4168 万户，1.6 亿人口从中受益。

在生物质燃气产业蓬勃发展中，科技创新提供

了不竭的动力。近年来，我国在废弃物制备生

物质燃气基础研究、技术装备开发和系统集成

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基础科学：阐明多元废
弃物预处理、发酵等机理

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通过实践和科研攻

关，我国阐明了生物质燃气多元废弃物预处

理、发酵等机理，及废弃物转化与温室气体减

排的关系。

“十二五”期间，北京德青源农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承担了科技部“利用秸秆连续干发

酵和沼气提纯压缩实现新农村万户供气关键

技术研究及示范”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其联合

国内外科研机构陆续攻克了多原料混合发酵、

沼气脱硫、脱氧、脱碳、纯化气体高压送气等系

列关键技术。

该公司副总裁潘文智介绍，经过 4年实践、

建设，设计出通过秸秆、鸡粪、沼液、餐厨垃圾等

混合发酵产生沼气，经纯化压缩后制成高纯度

燃气，再输送至农户的新农村能源解决方案。

目前，该方案的第一个示范工程已在延庆

投入使用。工程每天消耗 45 吨秸秆等混合原

料，每年产生沼气 400 万立方米，同时引入第

三方收费，可为延庆张山营镇、康庄镇 39 个

村，1 万多户村民提供和城市同样品质的生物

质燃气。“示范工程总投资 1.43亿元，年卖气总

收入 470.9 万元，销售沼渣肥料收入 219 万元，

年盈利可达 274.7 万元。”潘文智说，预计到

2020 年年底前，更多项目将让延庆农村 30 万

人用上清洁燃气。

技术装备：研发生物质
燃气提纯、压缩成套装备

在技术装备开发方面，我国开发了废弃物

处理、发酵、脱硫等工艺和流程，研制了相应的

预处理装备、新工艺发酵反应器、生物脱硫装

置以及配套的进出料和搅拌系统，形成了商业

化生物质燃气发电机组和生物质燃气提纯、压

缩等成套装备。 （下转第三版）

扬 起 绿 色 节 能 之 帆
——科技创新推进生物质燃气产业商业化（二）

本报记者 马爱平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19日电 （记者瞿剑）
据中国石油最新消息，西气东输二线高陵压气

站采用的国产 20 兆瓦级电驱压缩机组，在陕

西西安高陵正式投入商业运行，开始工业性应

用，其主要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是首座

国产 20兆瓦级电驱压缩机站投入商用。

电驱压缩机组是天然气长输管道工程的

“心脏”。长期以来，世界上只有美国、英国和

德国的几家跨国公司能够设计制造和总成。

技术和市场的垄断，导致一条投资上千亿元的

天然气管输工程中，压缩机投资约占整个设备

费用的一半。

为实现长输管道关键设备的国产化，2009

年 9 月，我国建立了相关研发试验中心，作为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进行技术攻关。中国石油

设立“西气东输二线工程关键技术研究”重大

专项课题，投入专项资金，由西气东输管道分

公司牵头，与沈鼓集团等 10 个国内机电制造

骨干企业，联合承担 20 兆瓦级电驱压缩机组、

30 兆瓦级燃驱压缩机组和高压大口径球阀三

大项设备的研制。经两年半艰难攻关，20兆瓦

级电驱压缩机组如期完成首套机组研制，大型

长输管线压缩机、大功率变频器和超高速直联

电机三大部件分别通过国家鉴定，机组主要技

术指标全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西二线高陵分输压气站由4台套20兆瓦级

电驱压缩机机组组成，是我国首个 20兆瓦级电

驱压缩机组工业性试验站，也是首套国产化压缩

机组样板场站。目前，高陵分输压气站4台机组

均安全运行超过600个小时，状态保持平稳。

首座国产压缩机站投入商运

日前，济南市旧城开发投资集团对外公

布，将投资 15亿元修建济南火车站北广场，

并将“原汁原味”地复建 21年前拆掉的济南

老火车站及行包房。而当年拆掉的老车站，

是德国人于 1904 年修建的。这不免让人有

些哭笑不得，难怪被业内专家不客气地评价

为“一蠢，再蠢”。

当初拍脑门的决定，毁掉了近百年的文

物，是为一蠢。决策者仅仅为了自己一个片

面的考量，一个不是原因的原因，一意孤行

不顾专家学者反对，一声令下，拆！德国人

的工艺，可想而知，老火车站修建得精致而

坚固，钟楼内部很多地方不是用钢筋而是钢

轨，石材质量也好，拆了一个月才完工。

21 年过去，再拍一次脑门，原貌复建，

是为二蠢。提出复建的人甚至连建筑风格

都搞错，大概想当然地以为西洋建筑都是哥

特式吧。原址已经破坏，图纸也没找到，建

筑材料和工艺都不再，就算照猫画虎，也只

能画出一个四不像。

“拍脑门”困扰公众已久。“拍脑门”只是

随意一拍。事先没有人征询公众意见，事后

也没有人在意公众意见，公众仅剩的权利，

就是为“拍脑门”买单。至于谁赋予了“拍脑

门”权利，谁允许了“拍脑门”资格，谁知道？

今后望决策者少“拍脑门”，即便“拍

了”，也能在公众理性的讨论声中修正错

误。文物已逝，往者已矣，来者可追。修建

扩建，悉随尊便，原貌复建，就不必了吧。

谁该为“拍脑门”买单
杨 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