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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项
今年我国累计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项目27项

截至 10月 31日，今年重大水利工程项目已累计新开工 27项，新增投

资规模 1147 亿元，提前 2 个月完成政府工作报告明确的年度目标任务。

工程建成后，可新增防洪库容 9.3 亿立方米，年供水量 72 亿立方米，发电

装机 32万千瓦，新增或改善灌溉面积 845万亩。

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常务副司长汪安南日前表示，今年以来新开工的

27项工程中，有 21项位于中西部地区，对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保障

和改善民生、促进地区间协调发展等发挥重要作用。

据初步统计，今年 1至 10月，我国在建水利工程完成中央水利建设投

资计划 2666.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071.9 亿元，增幅 67.2％。其中，重

大水利工程完成投资 660.3亿元，是去年同期完成投资的 2.6倍。目前，国

务院确定的 172 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已有 84 项开工建设，已开工项

目投资总规模超过 8000 亿元，其中河南河口村、江西峡江等 12 项重大工

程基本建成发挥效益。

据了解，在“十三五”期间拟开工的 88项工程中，滇中引水、引江济淮

等标志性骨干工程已正式审批立项。根据前期工作进展情况，初步考虑

2016年力争再新开工 20项重大水利工程，在建重大水利工程投资规模维

持在 8000亿元以上，持续有效发挥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的投资拉动作用。

207项
北京200余项节能地方标准促节能降耗

“十二五”以来，北京市以年均 1.75％能耗增长支撑了年均 7.7％的经

济增长，万元 GDP 能耗仅为 0.32 吨标准煤，在全国省级地区最低。近年

来，北京市现行节能低碳和循环经济领域地方标准已达 207项，其中能耗

限额标准 27项。

其中，2012 年 6 月 14 日发布的《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使北京市

新建、改扩建居住建筑的单位面积采暖能耗指标在全国率先从节能 65％

提高到节能 75％。2014 年 11 月 5 日发布的《城镇污水处理能源消耗限

额》标准，是全国首个关于污水处理能源消耗限额的标准。按此标准执

行，北京市清河污水处理厂二期在采用精细化节能降耗系统后，每吨水耗

电量减少了 0.016度，全年总用电量就减少了 138万度，折合标准煤为 558

吨，节约电费 108万元。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北京市质监局等部门，还制定了《北京市推进

节能低碳和循环经济标准化工作实施方案（2015-2022 年）》。实施方案

将把百项节能标准制修订工程形成的工作机制进一步固化下来，同时将

进一步规范、优化节能低碳和循环经济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20.91亿元
江西试行流域生态补偿 首期筹集20.91亿元

为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建立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加

强全省流域水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力度，江西省决定对以鄱阳湖流域为

主体、包括九江长江段和东江流域实施生态补偿。

2016年起，江西省将采取整合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和

省级专项资金，省级财政新设全省流域生态补偿专项预算资金，地方政府

共同出资，社会、市场筹措等方式，筹集流域生态补偿资金，并视财力情况

逐年增加。2016年首期筹集生态补偿资金将达 20.91亿元。

流域生态补偿资金分配将水质作为主要因素，同时兼顾森林生态保

护、水资源管理因素，其中水环境质量因素占 70％权重，森林生态质量因

素和水资源管理因素分别占 20％、10％的权重。对水质改善较好、生态

保护贡献大、节约用水多的县（市、区）加大补偿力度。

280万人
我国直销企业71家直销员人数超过280万人

截至今年 10月底，我国已有直销企业 71家，其中，内资企业 44家，外

资企业 27家。直销企业在册的直销员人数超过 280万人。

所谓直销，是一种由直销企业招募直销员，在固定营业场所之外通过

直销员将产品直接推销给消费者的经销方式。直销企业销售的产品包括

化妆品、保健食品、保洁用品、保健器材、小型厨具等五大类 3800 多个品

种。其中，化妆品占 80％。

来自商务部的数据显示，我国直销行业经营始终保持增长态势，销售

额连年增长。2014 年，全行业共实现直销销售额 251 亿元，同比增长

16％。直销经营的门槛低、时间灵活，为大量学历低、专业技能差的群体

提供了就业、创业的机会。调查显示，直销员队伍中，女性直销员超过

70％，大专以下学历占到三分之二。

躺椅工作台
不管是坐着还是站着，都没有躺着来的舒服。Altwork Station是一

张可自如调节的工作台躺椅，人机工学设计让你全身放松，唯独大脑与手
指在思考和码字，躺着就把活儿干完。

“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在中重度盐碱地改

良试验示范的各种作物就要收获了。采用常

规种植的水稻产量 100 公斤左右，而盐碱地改

良后水稻亩产估计能超 500 公斤。”前一阵，中

国农业大学引进教授、博士生导师胡树文在微

信朋友圈中流露出他喜悦的心情。原来，他和

团队提出的以新型缓/控释技术为核心的盐碱

地改良综合技术，在盐碱地改良上取得了较大

进展。

推广应用空间巨大

山东省乐陵市铁营镇地处黄河三角洲，具

有数万亩荒芜连片的盐碱滩，其中以张顶家村

最为集中。这片区域属于黄河下游滨海盐碱

土类型，盐碱成分以氯化钠为主，混有碳酸氢

钠和硫酸钠。

该区域农民在长期治理盐碱土地的过程

中，逐渐摸索出“挖筑台田，上粮下渔”的改良

模式。经过承包农户的努力，一块块开发的养

虾池早已经投入使用，充满生机；而虾池周边

盐碱台田依然抛荒，在种植粮食作物上的进展

缓慢，显得死气沉沉。

10 月 14 日，由山东省农科院副院长刘兆

辉研究员为组长的测产专家组，对胡树文在此

开展的盐碱地改良种植高粱的试验示范进行

测产。据悉，该团队在此处共开展了高粱、玉

米、油葵等作物的改良示范，示范面积达到 20

亩左右。

专家组测产结果显示：常规种植的高粱平

均产量（鲜重）为 121.0 公斤/亩，盐碱地改良综

合处理的平均产量为 358.6 公斤/亩，其中一个

处理小区的最高产量为 595.5公斤/亩。

“我国现有盐碱地面积 5.5亿亩，其中含盐

量在千分之六以下的耕地有 1.5 亿亩，此项盐

碱地改良综合技术推广应用空间巨大。”山东

省乐陵市挂职副市长、全国农技中心处长李荣

补充道。

“土地绝症”的良方

盐碱地是盐类集积的一个种类，是指土壤

里面所含的盐分影响到作物的正常生长。盐

碱地有土地的“绝症”之称，重度盐碱地几乎是

“不毛之地”。

据胡树文介绍，目前盐碱地改良方法与措

施大致有四类。水利工程改良是指通过暗管

排盐，结合沟渠、深井排水等措施，将地下水位

控制在临界水位以下。物理改良是通过平整

土地、客土等措施，破坏土壤毛细现象，阻断盐

分向地表的进一步聚集。而生物改良则通过

种植水田，种植耐盐碱作物，增加土壤有机质

含量等。化学改良的方式是通过向土壤中加

入化学物质，如石膏、硫磺等，以达到降低土壤

pH及改善土壤结构的目的。

如今，由胡树文率领的科研团队在总结我

国老一辈科学家治理盐碱地的基础上，提出了

以新型缓/控释技术为核心的盐碱地改良综合

技术，经过多年的研究和试验，在盐碱地改良

上取得较大进展。

胡树文告诉本报记者，“在该技术体系中，

缓/控释专用肥料与缓/控释土壤调理剂可以

降低种植过程中初期的盐害叠加，养分与土壤

调理有效成分缓慢释放，作用时间延长；缓/控

释肥料的功能性膜材含有多种有效官能团，对

于降低土壤盐分、碱化度有持续作用，并且有

效的增加土壤孔隙度，降低土壤容重，使耕作

层盐分随着水分的渗透而淋溶下移；种子处理

剂可以在种子周围形成长效的保护层，保护种

子在盐碱胁迫条件下萌发的顺利进行。通过

系列综合处理措施，既可以有效的提高作物出

苗、保苗率，又能促进土壤耕作层盐分淋溶。”

“过去几年，我们团队一直在从事盐碱地

改良治理的研究工作，积累了不少经验。今

年，我们针对不同盐碱地类型，在全国 8省市开

展多区域、多种作物、大面积盐碱地改良试验

示范。”胡树文说，测产结果表明，重度盐碱地

土壤经一次改良和合理施肥后，水稻、玉米、高

粱、甜菜、向日葵、杂粮等作物获得了丰收。

重度盐碱地看丰收

9 月 29 日，位于吉林省通榆县八面乡宏大

村的一农场内人流涌动，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当听到有人宣布“采用常规方法种植的

水稻平均亩产 130.1 公斤（鲜重），而经过盐碱

地改良综合处理的三个示范区，产量分别为

492.5 公斤/亩、638.1 公斤/亩、698.1 公斤/亩，

平均亩产 609.5公斤”的消息后，各地前来观摩

的种植户更是爆发出一阵又一阵的欢呼声。

据了解，该区域的盐碱地是我国松嫩平原

典型的“苏打土”类型的重度盐碱地，以碳酸钠

为主，pH达到10.3甚至更高。这块10亩左右的

土地，因为碱性太大，水稻根本无法正常生长。

由于缺乏切实可行的改良技术，且常规改

良方法又存在成本高、周期长和收益低的问

题，这使得这块重度盐碱田对于有着 20多年水

稻种植经验的农场技术员张志平来说就是一

块“烫手的山芋”，往年都是抛荒。在经人介绍

得知胡教授的盐碱地改良综合技术后，张志平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拿这块重度盐碱田做试验。

“在没有经过泡田、晒田、插秧时间还较正

常晚 20天左右的前提下，真没有想到水稻产量

这么高。测产前几天，降了一场雨，发现未经

改良的常规种植水稻试验田内出现积水，而经

过改良过的所有水稻田都已经干涸。”张志平

面对现场测产数据还是十分的惊奇。

同样的一幕也发生在吉林省乾安县。该县

赞字乡父字村村民金英敏，有吉林省的“十大乡

土专家”的美誉。多年来，如何对自家门前大片

盐碱地进行高效快速改良的问题一直困扰着

他。今年年初，当他得知胡树文教授研发的盐

碱地改良综合技术后，半信半疑，专门找了一块

面积 5 亩左右的重度废弃盐碱地进行试验。9

月30日，玉米收获前夕，乾安县科技局王延林局

长组织当地农技推广站三位专家对该盐碱土地

改良示范田进行理论测产。通过实地测量、取

样称重、准确计算，该地块的玉米平均亩产达到

514.3公斤，见识过许多新技术的金英敏对此也

不禁拍手称绝，脸上挂满笑容。

“众所周知，盐碱地的改良在旱作作物上

难以短期内取得较大进展，这次试验的成功在

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们技术的可行性和优越

性，对于我们团队今后的工作意义重大。”胡树

文说道。

盐碱地的“新疗法”
■第二看台

目 前 ，我 国 铁 路 运 营 里 程 达 到 12 万 公

里 。 仅 全 线 运 行 的 铁 路 货 车 就 达 71 万 辆 。

所有这些列车上，隐藏在车轮内部，一种叫

做“列车滚动轴承”的关键部件，决定着列车

是不是能跑得快、跑得稳，最重要的是跑得

安全。

11 月 6 日，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电科）为主要研制单位自主研发的

“铁路车辆滚动轴承轨边声学诊断系统”将正

式通过北京市铁路局科学技术委员会专家组

的鉴定评审，即将上线运行。专家组组长、北

京交通大学轨道交通控制与安全国家重点实

验室首席教授贾利民在鉴定会前接受科技日

报记者表示，该项目是国内首套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铁路车辆滚动轴承轨边声学诊断设备，

为我国铁路运输安全，尤其是铁路信息安全提

供了极其重要的国产装备，填补了国内在该领

域的空白。

轨边声学故障诊断系统打破垄断、填补空白

“聆听”，为了让列车安全运行

随着我国高速铁路的发展，以及营运时间

的增长，各种设备必然要投入更大的精力进行

维护，从而保证运输安全。高铁安全的重中之

重一是线路安全，一是车辆安全，而车辆走行

部件的安全又是车辆安全的关键所在。

列车滚动轴承是运行的关键部件，目前对

列车轴承的检测，传统手段已无法满足运行需

求，为了更好的服务于铁路运输，新型的、先进

的国产装备成为急需。

近 10年来，我国铁路运输一直采用进口的

轨边声学故障诊断系统，该系统仅适用于货车

上。也有国内公司与国外合作，但关键技术依

赖国外。

而我国对动车和客车滚动轴承的检测手

段，主要采用车上轴温检测系统和线下人工检

测系统。

“这两种手段有它们各自的弊端。”轨边

声学故障诊断系统总负责人李志宇告诉记

者，车上轴温检测系统实时检测轴承的温度，

当温度过高时发出报警信息，轴承故障早期

温度不高无法报警，而且也无法实时监测轴

承故障状态的变化；线下人工检测系统只有

在车辆进车间检修时才能对轴承故障状态进

行检测，在检修周期间隔之间无法及时对轴

承故障进行检测。

“这两种方法均不能即时有效发现滚动轴

承早期故障，无法实现早期预警，给铁路客车

的安全运行带来巨大隐患。”李志宇说，“解决

这些问题正是我们研发铁路车辆滚动轴承轨

边声学诊断系统的初衷。”

轴承检测，铁路运行安全重中之重

铁路车辆滚动轴承轨边声学诊断系统中的

“声学诊断”，被李志宇形容为“聆听，并且是专心

聆听”。这套系统要通过在轨边安装声学传感器

阵列，对运行中的列车轴承的振动声音信号进行

采集、分析，判断出轴承故障类型和故障缺陷程

度，从而实现对滚动轴承早期故障的预警。

高速列车从身边呼啸而过，那种车轮隆隆、

劲风扑面的感受令人难忘，而李志宇告诉记者：

“我们的系统需要在列车行驶时的复杂背景噪

声中，对各种轴承故障的部位做出准确诊断。”

如何做到？“采用先进的模式识别方法,

并用大量的实测数据进行修正和完善。最终

根据不同的轴承故障信号频率、能量、幅值和

相关的车速、载荷的多因素综合匹配, 判别出

各种不同的轴承故障类型和故障缺陷程度等

级。”李志宇说：“为了做到这些，我们在这套系

统上磨了将近两年。”

两年时间，对于一个填补国内空白的项目

来说，已经是快节奏了。

“能有这样成果，正是因为我们站在中国

电科 3 所的起点上。”李志宇说，这里是国内唯

一的无线电接收与电声技术专业研究所，专门

从事声学技术研究，擅长的就是语音、运动车

辆、低空飞行器等目标的声学探测、识别。

列车“听诊器”，不到两年填补国内空白

起点高并不意味着难度就有所降低，要研

制轨边声学故障诊断系统，要突破三项关键技

术，“这三项技术犹如三座山峰——指向性声

阵列技术、系统降噪技术、故障诊断算法，有一

座上不去，我们的系统就成不了。”李志宇说。

课题组研制过程中遇到的第一座山峰，

就是指向性声阵列技术。李志宇说，铁路上

来往车辆较多，噪声较大，加上轴承本身运动

产生的摩擦声，如何迅速识别我们需要的“有

用的声音”是关键所在。“声阵列”能定向接收

轴承声音，降低噪声，大大提高了搜集“有用

声”的能力，排除干扰，专心“聆听”故障声发

三项技术突破，缺一不可

通过了测试，系统离充分验证还差一步，

那就是拆检比对。如果能争取探测到故障轴

承并将其拆检比对那将是系统研制成功的最

有力的证据。

北京铁路局车辆段的负责人做出决定：

“为了验证需要，发现故障轴就该扣车就扣

车。”

9 月 24 日，北京铁路局丰台车辆段双桥配

件车间、动态检测车间，对试用系统近期发现

的 1个报警轴承和唐山站回送的 4个报警轴承

分别进行了检查或分解检查。

正向验证：铁路原其他检测系统预报故

障，轨边声学故障诊断系统却没有预报故障，

经过实际验证后确实无故障；反向验证：铁路

其他检测系统预报无故障，轨边声学故障诊断

系统检测有故障，经拆检，故障的确存在。

“铁路车辆滚动轴承轨边声学诊断系统已

突破关键技术、研制完成产品样机并上线试

用，测试和试用表明，系统能够在实际使用环

境稳定运行，达到实际产品要求。”

这样的评语意味着我国铁路运输，尤其是

铁路信息安全即将再上一把安全锁。

故障轴承拆检比对，毫无差错

回的信号。

课题组研制过程中遇到的第二座山峰，就

是系统降噪技术。为了能提取故障轴承在运

行中产生的声信号，采用指向性声接收阵列定

向接收轴承方向声信号，从空间上降低其他方

向传来的噪声，再采用放大滤波电路滤除故障

声信号以外的噪声，最后再采用小波降噪技术

和基于经验模式分解方法等进一步降低噪声，

提高轴承声信号信噪比。

课题组研制过程中遇到的第三座山峰，就

是故障诊断算法。“故障诊断算法是系统的核

心。没有算法，整个系统就是死的，国外有部

分借鉴的公式，但是并没有上线形成最终的产

品。相当于都是基于理论分析得出的。”系统

副总师、系统软件总师王志峰博士说。

突破算法，构建系统“大脑”，完成这些是

另一项工作的开始。项目总师何巧告诉记者：

“上线调试后，才是我们整合算法搜集数据的

关键时刻。不断地重复地进行数值调整、比

对、优化，反复分析异常出现时的动态显示，工

作量特别大！”

特别大是多大？何巧说了一串数字——

平均每天有 90列车经过探测站，每一辆列

车大约 30 节车厢、120 个轴承，那么每天我们

就要分析 1100多个轴承状态，每天要对所有的

轴承异常进行排查，只保留“有用的”轴承声。

在我们的项目调试运行的时候，有时要一次性

分析上万个轴承状态。

2015 年 8 月 13 日，北京铁路局科委、车辆

处组织相关专家按照相关技术条件进行了现

场测试，系统获得了高度评价——自主研制的

“轨边声学故障诊断系统”满足铁路需求。

文·本报记者 马爱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