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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联锁保护与自动投入率 100%。”

“制水量、造水比达到设计值。”

2013 年 12 月 26 日 14 时 58 分 ，随 着

40%—110%变负荷试验完成，渤海湾畔河北省

沧州市神华河北国华沧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国华沧电）海水淡化主控室成为一

片欢乐的海洋，其海水淡化三期工程 2.5 万吨/

日国产低温多效海水淡化装置完成 168小时试

运行，顺利投产。

五年磨砺，换得甘甜，又千日求索，终更上

层楼，问水于“中国创造”，国华沧电底气十足。

大势所趋：再攀高峰事竟成

国华沧电与海水淡化结缘于 21 世纪的第

二个年头。

这是一个建在大海之上的现代化发电企

业，整个厂区陆地由填海造成，但企业所处渤

海之滨淡水资源严重短缺，面对辽阔的渤海

却苦于无水可用，2001 年公司成立之初就确

定了依靠海水淡化解决自身生产生活用水的

原则。2006 年 3 月，伴随一期 2 台 600MW 亚

临界机组的建设，国华沧电进口两台日产 1 万

吨低温多效海水淡化设备正式投产。两个月

后，自主研发万吨级低温多效海水淡化装置

的构想被首次提出。两年又十个月之后的

2009 年 3 月，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二期 1.25 万

吨/日国产海水淡化装置投产，主要技术经济

指标经测定均达到并优于设计值。四年又九

个月之后的今天，随着制水容量翻番、安全性

更好、经济性更优、造水比更高的 2.5 万吨/日

海水淡化工程呱呱坠地，国华沧电再次成为

世人瞩目的焦点。

如今，现场海水淡化进口设备和自主创造

设备面向大海依次排开，装置本体从引进时的

四个蒸发效，到首次自主时的六个蒸发效，再

到今天的十个蒸发效；造水比参数从 8.3，到

10.2，再跨越到 13 以上，国华沧电自主创新的

步伐愈加扎实。

一路走来，承载了太多的记忆。四年前，随

着海水淡化国产化技术取得实质性突破，国华

沧电所属的神华集团及国华电力高瞻远瞩，明

确提出开展单台 2.5万吨/日海水淡化装置研发

与工程建设。国华沧电也完善了自身发挥电水

联产优势，“以电制水、以水促电”的发展思路。

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

自此，国华沧电三期 2.5 万吨/日海水淡化

项目紧锣密鼓地走向前台，以其国内最大容量

的日淡化水产量再次担当起了“当代大禹”的

重任，使命神圣而明确——解渴中国！

2011 年 11 月，2.5 万吨/日海水淡化工程被

列入“2012 年国家第三批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示范项目”，成为国家推动海水淡化产业发展

的重要示范点。次月，工程可研报告通过专家

评审。从此，在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大道上，国

华沧电一路高歌猛进。

2012年 6月，完成项目的主设备投标、工程

设计招标。

2012 年 7 月，同沧盐集团签订浓盐水综合

利用合作协议，海水淡化浓盐水用于沧盐集团

盐化工产业。

2012 年 11 月，完成主设备制造设计，进入

设备制造阶段。

2013年 1月，工程建设开始桩基施工。

……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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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 26日电 （记者徐京跃 霍小光）中共中央 26 日

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我们要把党和人民 90 多年的实践及其经验，当做时刻不能忘、须臾

不能丢的立身之本，毫不动摇走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开辟出

来的正确道路，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

天的伟大梦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前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

张高丽出席座谈会，座谈会由刘云山主持。

习近平在讲话中回顾了毛泽东同志一生的丰功伟绩，总结了以

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的卓

越贡献。

习近平指出，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是从近代以来中国

历史发展的时势中产生的伟大人物，都是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抵御

外敌入侵、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艰苦卓绝斗争中产生的伟大

人物，都是走在中华民族和世界进步潮流前列的伟大人物。

习近平强调，在革命和建设长期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

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形成了适合中国

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理

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

帜前进。

习近平指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

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

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

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

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

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

习近平强调，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

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不论发生过什么波折和曲折，不论

出现过什么苦难和困难，中华民族 5000 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

代以来 170 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 90 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

和国 60 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历史总是向前发展

的，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

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完整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就是要团

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

线方针政策，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

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

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开

创和发展的伟大事业坚持好、发展好。

习近平强调，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是多么不容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

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

是党和人民在历史新时期把握现实、创造未来的出发阵地，没有它提

供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没有它积累的思想成果、物质成果、制

度成果，改革开放也难以顺利推进。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

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

习近平指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

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新

形势下，我们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我们党建设

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实事求是，是马克

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

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不论过去、现在

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

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下转第三版）
左图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鞠鹏摄

中 共 中 央 举 行 座 谈 会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周年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王岐山张高丽出席 刘云山主持

寒风料峭，万里无云。

虽说已进入数九隆冬，而位于北京复兴路

10 号的中国铁路总公司大院，这些日子的气

氛则一直十分热烈。厦深铁路、西宝高铁、柳

南客专、西平铁路、衡柳铁路、渝利铁路、广西

沿海铁路等多条铁路已经完成试验运营，定于

12 月 28 日同时开通运营。届时，中国铁路营

运里程将突破 10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突破 1

万公里，在建规模 1.2万公里，是世界上高速铁

路运营里程最长、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

10 万公里，这是一个让国人感奋的度量

衡，是用两根长长的钢轨织成的一张促进社会

经济发展、实现铁路人百年梦想的路网。

这 10 万公里铁路，以大通道为骨架，干支

结合、纵横交错，连接城市乡村，形成了一张质

量明显提升，结构更加合理，布局更加优化的

现代化铁路网。除高速铁路外，10 万公里铁

路网含时速 120 公里及以上线路超过 4 万公

里，时速 160公里线路超过 2万公里；复线和电

气化里程分别达到 4.6万公里和 5.4万公里；西

部铁路由昔日的不足千公里跃进到 3.8 万公

里，在整个路网中的比重上升到 36.9%。

近年来，随着兰新第二双线、西安至宝鸡

至兰州、兰州至重庆、拉萨至日喀则等铁路重

点工程开工建设，总投资超过上万亿元，西部

铁路建设成为了投资的“绝对”主力。按照《中

长期铁路网规划》，到 2020 年，我国西部地区

铁路营业里程将达到 5万公里以上。

10 万公里铁路网，结构科学合理。京广

高铁、京九铁路、陇海铁路、沪汉蓉通道……一

条条纵贯南北、横跨东西的铁路大动脉，为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

这张网建设质量过硬。以提速、扩能和电

气化为重点，采用先进技术对既有线路进行了

大规模提速改造，我国铁路网结构进一步优

化 。 到 2013 年 年 底 ，全 国 铁 路 复 线 率 达 到

45.1%，电气化率达到了 52.4%，路网规模和质

量大幅提升。

这张网通达四面八方。郑州北、武汉北、

新丰镇、贵阳南、成都北、南宁等路网性和区域

性编组站的建成使用，实现了点线配套，最大

限度地满足货物运输直达化、重载化和车流作

业集中化需要。

这张网质量等级更高。短短几年的建设，

以“四纵四横”为主骨架的快速铁路逐步成网。

除一批设计时速 350 公里的高速铁路陆

续通车运营以外，我国还新建了合肥至南京、

青岛至济南、合肥至武汉等一批设计时速 250

公里的高速铁路。

10 万公里铁路，更是一条体现科技发展、

立足自主创新、民族自强不断前行的道路。

目前，我国铁路在解决轨下基础工程工后

沉降控制、大断面桥梁隧道设计施工、大吨位

桥梁研制应用、轨道系统产业化等难题上取得

显著成果，在高速铁路的固定设施、移动设备、

系统集成、列车控制、运营管理、环境保护等方

面实现了一系列重大技术创新，形成了具有我

国特色的高速铁路技术标准体系。

在 10 万公里铁路建设与运营实践中，中

国铁路全面掌握了列车自动控制技术，成功实

现了不同等级列车的混合运行，实现了高速铁

路与普速铁路的互联互通；构建了铁路安全风

险防控体系，实现了对列车、线路、桥梁、接触

网设备的全面检测和维护。

中国铁路技术从追赶到全面超越，中国人

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付出，纵横捭阖、吐

故纳新、问道天下，终于后发先至、惊艳世界。

11月 26日，在万里之隔的欧洲大陆，在罗

马尼亚议会宫，中国铁路“名片”耀眼会场：高

速动车组模型、中国铁路等基础设施及装备制

造图片、《快速发展的中国铁路》视频短片里闪

现的四通八达的路网……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与中东欧 16国领导人共同观看。

这是中国铁路继今年 10 月，在泰国曼谷

亮相后的又一次昂首走出国门。

如此高规格地“推销”一个产业的技术，在

我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高铁外交”频频见诸于各大媒体报端。

10 万公里，只是铁路建设的一个节点。

神州大地上，铁路还在延伸。

到 2015 年，中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将达

到 1.9 万公里；到 2020 年，中国铁路营业里程

将达到 12 万公里以上，快速客运网基本覆盖

中国省会及 50万以上人口城市。

（科技日报北京12月26日电）

百 年 路 网 梦 想 今 日 圆
—写在中国铁路营运里程突破10万公里之际

本报记者 矫 阳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晔 通讯员程守勤）记者日前

从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获悉，该院介入与血管外科滕

皋军教授团队在国内外首次成功研制出粒子支架系统，

使肝癌门静脉癌栓治疗有了“新武器”。

肝癌是严重影响人类健康的疾病，居世界肿瘤相关

死因的第三位；而门静脉是肝癌发生转移的首发部位，

门静脉癌栓也是肝癌患者进入晚期的重要指标。如果

能对门静脉癌栓进行积极有效的治疗，不仅可以延长患

者生存时间，甚至可以使部分患者从晚期逆转回中期，

获得更多的治疗手段。然而，长期以来一直缺乏有效的

治疗手段。

该团队与南京微创医疗设备公司合作，2005 年以来

陆续研发了食管放射性粒子支架和胆管放射学粒子支架

系统，并广泛应用于临床。其中，胆管粒子支架系统已在

胆管恶性梗阻治疗方面显示出优异的临床疗效。门静脉

粒子支架系统就是在此基础上研发成功的、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专门用于门静脉癌栓治疗的新产品和新技术。

粒子支架简单地说，就是放射性粒子与支架联合在

一起的应用。据滕皋军介绍，现在有了粒子支架放入门

静脉，一方面可以打通被癌栓堵塞的门静脉，解除门静

脉高压，使患者不会出现消化道出血等一系列并发症；

同时放射性粒子可对癌栓进行局部近距离照射治疗，有

效控制肿瘤生长，防止门静脉再次堵塞，重新获得像肝

动脉栓塞化疗、射频等一系列治疗机会。

我科学家成功研制粒子支架系统
成为肝癌门静脉癌栓治疗“新武器”

科技日报北京12月 26日电 （通

讯员蔡金曼 祁登峰 记者付毅飞）记

者 26日从国家国防科工局获悉，26日

5 时 23 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

过精准控制，让玉兔号月球车完成月

夜模式设置，顺利进入月夜休眠。此

前，嫦娥三号着陆器已于 25日 11时左

右进入“梦乡”。

据介绍，月球上每个夜晚时长超

过 14 个地球日，最低温度可至零下

180 摄氏度。由于月夜期间无法得到

太阳能帆板供电，“嫦娥”“玉兔”需进

入休眠，并依靠自身热控系统保持体

温度过寒夜。为此，我国首次利用放

射性同位素热源加两相流体回路方

案，帮助它们保温。

自 12 月 14 日成功落月至今，“嫦

娥”“玉兔”在 12 天的月昼工作期间

圆满完成了两器互拍、月面行走、对

地成像、巡天观测和月面测试等任

务，两器携带的 8 台有效载荷全部开

机工作，获得了大量科学探测数据。

此次月夜休眠期间，地面科研人员将

全面开展月面科学探测数据的研究

分析工作。

“嫦娥”“玉兔”
进入月夜休眠

○国际新闻
“纳米海绵疫苗”

能“扣留”成孔毒素
（2版）

○科技改变生活
马牙豆有毒，慎

吃！ （4版）
○前沿人物

秦继荣：给武器
设计“大脑” （5版）

○维权说法
如何培养卓越法

律人才 （6版）
○教育观察

自主管理：高等
学校法定权利（7版）

○科技话题
“学术老好人”可

以休矣 （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