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沈阳8月 9日电 （记者王莹）可

以对灾难现场实时进行三维场景构建，从而

帮助救援人员更好地了解救援现场的实际

环境，为救援人员撑起“生命保护伞”……东

北大学 3 名大三学生近日研发“灾难救援机

器人的 3D 场景重构”系统，并申请了国家发

明专利。

“一幢三层小楼，救援机器人进入后，

可在 10 分钟之内完成建模。比如在火灾

现场，哪里道路不通畅，哪里有受困人员，

都可一目了然。”项目组成员、信息科学与

工程学院 2013 级自动化专业学生吕忠元介

绍说，该项目用摄像机获得现实环境的二

维图像数据并转化为点云，通过对点云图

进行平面特征提取、测算误差旋转矩阵以

及配准调整等优化算法，完成三维场景的

实时构建。

项目组成员刘洋介绍，“灾难救援机器

人的 3D 场景重构”项目的研发涵盖了 ROS

操作系统、点云数据的获取、3D 点云图像的

获取、深度影响数据的融合、基于点云数据

的 3D 场景重构、点云模型与精确深度模型

的拟合等技术。在该项目的基础上，还可以

进一步研制开发具有基于云平台的三维构

图、室内场景交互系统、机器人自主导航系

统等项目。

3 名大学生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加快救

援机器人的建模速度、强化三维地图构建精

度等，同时不断改进现有的移动机器人硬件

设备，使其能更好地适应救援现场的恶劣环

境，不断降低救援人员工作的危险性。

为救援人员撑起“生命保护伞”

大学生研发“灾难救援机器人3D场景重构”系统

近日有消息称，耗资上千亿的中法合作核循环

项目有可能落户江苏连云港，引发舆论关注。中核

瑞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薛维明 9 日在接受科技日

报记者专访时表示，2013 年以来，该项目开展了大

量前期工作，目前正按照国家核项目要求，对全国多

个厂址进行比选。厂址的最终确定将在科学论证基

础上，广泛征求社会公众意见，经地方政府同意，最

终由国家决策。

“核循环项目选址将缜密考虑地震地质、岩基、洪

水、以及外部人为事件等各种因素。”薛维明强调说，

“我们的选址工作一直坚持科学论证、充分沟通、谨慎

决策的原则。”

所谓核循环，是将反应堆“燃烧”过的核燃料（即乏

燃料）进行化学处理，除去其中的裂变产物，提取铀、钚

材料，再入反应堆使用的过程。它是第四代先进核能

系统的关键技术之一，是核能第二步——“后处理+快

堆”的多次核循环系统关键环节，也是提高核电经济

性、确保核能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途径。

据了解，国际上对乏燃料处理有两种通行处理方

法：一种是“一次通过”，也可称作开式核燃料循环，即

燃料在核电站反应堆内燃烧完后经包装后直接处置；

另一种则是对乏燃料进行后处理，回收其中的铀和钚，

再加工成燃料组件再利用，称为闭式核燃料循环。上

世纪 80 年代，我国已坚定地提出了核能发展“三步走”

（即压水堆——快堆——聚变堆）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并确定了核燃料闭式循环战略。

核循环项目是中法两国加强和平利用核能合作的

重要内容。薛维明介绍，核燃料后处理技术是一项高、

精、尖的复杂技术。后处理厂投资巨大、建设周期长，

世界上拥有后处理工厂的国家并不多。

薛维明说，中法两国核工业发展都坚持核燃料闭

式循环战略，法国在核燃料循环设施的设计与运营方

面有 45 年的经验。核循环项目将引进法国核循环技

术，由法国承担总体技术责任，中方负责建设，将充分

借鉴阿格核循环厂的工业实践经验，安全运行管理及

相关保障贯穿项目全寿期，项目建成后将用于处理国

内核电站使用后的燃料。

为使周围区域的土壤、地表水和空气中的放射性

活度保持极低的水平，该项目将按法规要求，对所有放

射性物质进行集中管理和处理。薛维明同时强调，核

循环项目的辐射剂量非常低，对环境与周围居民影响

安全可控。此外，乏燃料的运输有一套严密的管理体

系，按照《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条例》相关的规定，

运输之前需要报批，需对路线、时间、物品的质量、应急

措施等提出非常明确的计划。

他同时表示，核循环项目是一项投资巨大、技术密

集、涉及领域广的系统性工程，能够促进地方产业结构

升级，为当地社会经济绿色发展作出贡献。

中核瑞能科技有限公司是核电站乏燃料再循环产

业的专业化公司，负责中法合作核循环项目的选址、立

项以及中法合作谈判等前期工作。

（科技日报北京8月9日电）

中法合作核循环项目环境影响安全可控
记者独家获悉项目正按要求进行多厂址科学比选

本报记者 陈 瑜

内蒙古包头白云鄂博多元

素 共 生 矿 因 富 含 稀 土 举 世 闻

名，经过几代科技工作者的努

力，稀土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不

断提高。令科学家痛心的是稀

土矿中伴生的钍资源却随着提

取 稀 土 后 的 矿 渣 被 掩 埋 在 山

中。8 月 8 日—9 日，记者在第

八届中国包头·稀土产业（国

际）论坛上采访了围绕白云鄂

博矿研究 50 多年的科学家，他

们呼吁：为了国家能源安全、环

境安全，钍资源回收利用刻不

容缓！

我国是贫铀国家，铀的储

量仅占世界的 1/40，钍资源储

量世界第一，白云鄂博钍资源

占我国储量的 50%以上。退休

22 年的高级工程师王鸿儒 1962

年兰州大学毕业分配到包头稀

土研究院，从事的工作就是研

究白云鄂博矿中的钍，至今他

还在为回收利用钍资源奔走呼

号。王鸿儒说，2010 年—2015

年 包 钢 稀 土 集 团 开 采 稀 土 约

180 万吨，其中含钍约 7200 吨，

如将这些钍核裂变能，转为核

电相当于我国近 10年的用电总

量或者 180亿吨煤。

原包钢集团总工程师、教

授级高工马鹏起介绍，白云鄂

博 矿 中 钍 的 工 业 储 量 22.1 万

吨，远景储量达百万吨，70%以

上赋存于稀土矿。自然界的铀

多以不能裂变的铀 238 形态出

现，具有核裂变功能的铀 235 在

铀中仅含 0.7%。钍经过中子轰

击后，可 100%转化为铀-233，成

为与铀 235 一样的核燃料。王

鸿儒介绍，目前每年生产 12—

15 万吨稀土精矿，伴随了 240—

250 吨的钍，可惜的是用回转窑

高温焙烧生产工艺生产稀土，

钍都被“烧死”了（成为焦磷酸

钍），产生的尾渣全部掩埋，环

境安全隐患时刻存在，还产生

二氧化硫、三氧化硫、氟化氢等

有害气体和废液。

马鹏起说，在提取冶炼稀

土过程中回收钍，技术不是问

题，问题是国内没市场。这一

点得到中国有色设计研究总院

的教授级高工王国珍的认同。王国珍说，国际市场上对

钍宠爱有加，许多国家对我国的钍资源垂涎三尺。印度

也有丰富的钍资源，其核电站全部都是利用钍建的核反

应堆，英国、以色列、日本纷纷开始利用钍做核反应堆发

电。目前世界上公认，利用钍做核反应堆发电是最安全

的，同时，1吨钍相当于 100吨铀。

王国珍介绍，在上世纪 90年代初，我国的科技工作

者就研制成功了低温焙烧工艺，先得到硝酸钍，再提取

稀土，氟化氢也变成氟化氢铵得到回收，还减少废气、废

水污染，消除了矿渣污染隐患，一举四得（美国至今还想

得到这一技术工艺）。90 年代包钢当时的稀土三厂曾

用这一工艺进行试验，成功获得 2吨钍。面对 2吨钍，厂

领导不知所措，为安全起见，只得将其和废渣堆存在一

起，试验不了了之。

马鹏起告诉记者，2005年徐光宪、师昌绪等 15位院

士为此专门写报告，要求国家注重回收钍等有价元素，保

护好钍资源，防止放射性污染。可时至今日依然如故。

马鹏起建议“国家应在政策及财政上支持、鼓励企业在生

产稀土的同时回收精矿中的钍，并成立专门机构与基金，

收购存贮钍”。王鸿儒说，从稀土工艺中回收钍，增加不

了多少成本，如果从废渣中回收钍，作为载体的稀土没

了，钍的收率会大打折扣，成本可能高的惊人，还会再次

造成污染，宝贵的资源得不到储备和利用太可惜了。

马鹏起告诉记者，中科院已经开始立项利用钍做核

反应堆发电的研究，广东的核电站已经与加拿大合作试

用钍为核反应堆原料。王国珍说，科技部、工信部已将

钍资源回收利用列入议事日程。但愿白云鄂博的钍资

源早日得到回收利用、造福人类，科学家的梦能早日变

成现实！ （科技日报包头8月9日电）

白
云
鄂
博
矿
钍
资
源
回
收
利
用
不
能
再
等
了

本
报
记
者

胡

左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AILY

http://www.stdaily.com 2016 年 8 月 10 日 星 期 三 今 日 8 版

丙申年七月初八 总第 10717期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078 代号 1-97

责任编辑 武云生 郭 科 电话：（010）58884051 传真：（010）58884050 科技日报微博：新浪@科技日报 腾讯@科技日报

■最新发现与创新

科技日报北京8月 9日电 （记者常丽君）生活在

石器时代的人究竟有多聪明？据加拿大维多利亚

大学网站最近消息，由该校科学家带领的国际考古

团队首次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利用工具的直接

证据——带有蛋白质残留的 25 万年前的石制工具。

这表明生活在中更新世的早期人类有着令人吃惊的

适应能力，当时人类已会使用复杂的工具。

考古研究由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考古学家艾普

瑞·诺威尔带领。考古队在约旦阿兹拉克附近地区考

察了 3年多，那里远古曾是湿地和绿洲，现在已变成一

片沙漠。他们发掘出1万多件石头工具，对其中的7000

多件做了详细检查，发现这些工具包括铲子、刀片、箭

头和手斧，手斧被认为是旧石器时代的“瑞士军刀”。

研究人员从中选择了44件做蛋白质检测，其中17件呈

阳性，表明上面有来自被屠宰动物蛋白质残留物，包括马、犀

牛、野牛、鸭子等——这是迄今最古老的蛋白质残留证据，

反映了早期人类是如何适应越来越干旱的环境的。

诺威尔说，以往人们知道，人类利用自制工具捕

猎的行为可以追溯到 250万年前。“现在我们第一次有

了直接的证据，证明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利用工具，捕

猎动物维持生存的。这一地区的人显然很适应环境，

能获得的猎物种类更多，从犀牛到鸭子，从而在严苛

的环境里生存下来。”

研究人员发表在最近的《考古科学杂志》上的论文中

指出，遗传证据显示在100000—45000年前，欧亚大陆上

现代人的祖先和一些古代人（如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

人）曾发生过复杂的人种混合。在晚更新世（130000—

11000年前）时人类的食物种类越来越多，因此更多地掌

握此前的人类生活情况，是理解人种混合和迁移的关键。

诺威尔说，这些发现能帮人们更多了解早期人类

的生活和生存策略，当时人们获得猎物、躲避被捕食、

保存肉食的技术已经非常多样，发展出了令人吃惊的

适应能力，与那些据推测已经灭绝的物种截然不同。

25 万年前的餐刀是什么人种留下的？我们还没

有头绪。但它证明在现代人（准确地说是现代人最亲

近的那个支系）走出非洲前，中东已经有相当聪明的

人群了。他们怎么会被后

来者排挤和消灭的呢？一

连串引人入胜的谜题，需

要更多考古和分子人类学

证据去解答。

25万年前石制工具残留动物蛋白质

旧石器时代人类利用工具有直接证据

近日印发的“十三五”国家

科技创新规划明确，包括转基因

在内的一系列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将加快实施，核心关键技术要在

“十三五”期间持续攻克，在战略

必争领域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

今 年 以 来 ，在 中 央 1 号 文

件、全国两会以及农业部 4 月份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中，都曾提出

支持转基因发展。那么，此次规

划印发又透露出哪些信号？

信号一：强化
转基因科研抓好
知识产权

事实上，早在 2008 年，国务

院就批准设立转基因科技重大

专项，以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

为目标，获得一批具有重要应用

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培

育一批重大转基因生物新品种，

提高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和产

业化整体水平，为我国农业可持

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据农业部提供的数据显示，

启动实施转基因专项以来，我国

已建立起涵盖基因克隆、遗传转

化、品种培育、安全评价等全链

条的转基因技术体系。比如，克

隆具有重要育种应用价值的抗

病虫、抗逆等性状的关键基因

137 个；籼稻转化效率由 1％提

高到 40％以上；育成新型转基

因抗虫棉新品种 147 个……这

些成果打破了发达国家和跨国

公司基因专利的垄断，自主基

因、自主技术、自主品种的研发

能力显著提升。

值得关注的是，除了继续实

施转基因重大专项，此次规划还

面向 2030 年部署启动了新的重

大科技项目，实施种业自主创新

重大工程，重点突破杂种优势利

用、分子设计育种等现代种业关

键技术，为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提

供支撑。

中国农科院作物所玉米系

主任、研究员张世煌说，规划的

印发，重在强调强化转基因科学

研究，但也不能忽略自主创新能

力建设，即牢牢掌握一批自主知

识产权的基因。

农业部相关人士曾透露，

“十三五”期间要研究玉米转基

因的产业化，但目前没有合适的

品种。张世煌说，从这个角度来

看，我国转基因产业发展存在一些缺陷的部分原因是缺

乏自主产权的基因。因此，转基因科技重大专项和规划

都强调创新能力建设，其实是要求我们也要加强自主知

识产权能力建设。

同时，张世煌等专家还表示，转基因科研和常规育

种科研不能偏废。科研机构和人员要清楚认识到转基

因和常规育种这两种技术之间的关系，只有做好常规育

种平台，转基因技术才能更进一步。

信号二：研究技术和应用推
广均以安全为前提

目前，对转基因相关争论的焦点仍集中在转基因产

品是否安全。业内专家表示，规划透露出强烈信息，我

国在转基因科研以及推广应用领域的态度是慎重的，是

以确保安全为前提的。

“我国在转基因安全方面有一套完备的安全评价体

系。”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中国热带农

业科学院副院长郭安平说。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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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9日，阿里云在云栖大会·北京峰会上宣布启用全新的动态LOGO，新LOGO代表着阿里云从服务中国到服务全世界的梦想。据悉，随着阿里云向社会输出海量计
算、大数据处理、中间件和安全能力，经过数年的发展，阿里云已发展成为中国市场的领导者。人工智能阿里云小Ai的升级版本ET也亮相本次峰会。图为阿里云公司代
表（右）与神州数码公司代表在峰会上宣布战略合作。 新华社记者 陈诚摄

科技日报北京8月9日电（记者徐玢）最适合夏季

观看的英仙座流星雨要来了。北京时间 8 月 12 日夜

间，该流星雨将达到极大。如果天气晴好，公众有望每

小时看到 70—80颗流星划过夜空。

作为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英仙座流星雨每年 7

月 20 日至 8 月 20 日前后进入活跃期。据预报，今年其

数量极大将出现在 8 月 12 日 21 时至 23 时 30 分。流星

流量大、亮流星多是英仙座流星雨的一大特征。“由于

受到木星引力影响，英仙座流星雨今年极大时的每小

时天顶流量将高于往年，达到 150—160颗，公众每小时

将有望看到 70—80颗流星。”北京天文馆副研究员李昕

说，“而且它的群内流星呈现蓝绿色光芒，划过璀璨的

夏季夜空和银河，很适合照相观测。”

对于北半球中高纬度地区公众来说，英仙座流星雨

的辐射点常年可见，并在后半夜升到比较理想的高度。

“今年 8月中旬月相刚过上弦，月亮会在午夜前后落下，

因此后半夜没有月光干扰，是观测英仙座流星雨的较佳

时段。”李昕说，“考虑到该流星雨的火流星一般都会提

前到来，因此在极大当晚和之前的一晚都很适合观测。”

相对于同属北半球三大流星雨的象限仪流星雨和

双子座流星雨在冬季上演，英仙座流星雨在盛夏登场，

更适宜夜间的守候。但天文专家提醒，由于无法准确

预计流星将出现在天空的位置，观测流星雨时目光不

要直对着辐射点，而是观察其周围区域。在观测过程

中也不宜使用望远镜。选择一片开阔的区域，躺在躺

椅上仰望天空是最适宜的观测方式。

英仙座流星雨即将如约而至

新华社东京 8月 9日电 （记者华义）日本理化学

研究所等机构 9 日宣布，他们研发了一种利用超级计

算机和尖端气象雷达提前半小时左右预测短时强降

雨的方法。

理化学研究所 9日发表报告称，现在的天气预报通

常利用超级计算机每隔一小时分析分辨率为 1000米的

观测数据，而夏季积雨云往往只需短短几分钟就能形

成并增强，产生局地短时强降雨。现有预报模式对短

时强降雨的预测比较困难，分辨率也不足以用于充分

分析形成短时强降雨的积雨云。

理化学研究所和大阪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利

用日本超级计算机“京”分析最尖端的相控阵气象雷达

观测到的庞大数据，每隔 30 秒就能对分辨率为 100 米

的观测数据进行分析和模拟，从而实现了对局地短时

强降雨的高精度预测，可提前 30 分钟左右预报局地短

时强降雨。

相关研究成果将发表在《美国气象学会通报》杂

志上。

新技术可提前半小时预测短时强降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