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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园地科普园地
◎本报记者 张佳欣

广告

南 方 电 网 深 圳 供 电 局（下 称“ 深 圳 供 电

局”）深入贯彻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

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秉承深圳“敢闯敢试、

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充分认识科

技的战略先导地位和根本支撑作用，牢牢把握

科技创新核心要素，立足“国家所需、产业所

趋、两链所困、深供所长”，进一步完善科研业

务顶层设计，加快提升科研核心能力，推动科

技创新从“支撑服务型”向“引领驱动型”转

型，以科技强企建设为基础，加快实现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努力打造成国家可信赖的战略

科技力量、能源科技自立自强主力军、世界一

流创新型企业。

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构建
新型科技创新体系

深圳供电局聚焦优势领域开展重大科研攻

关，在全国率先构建了“公司主导型”科研组织

模式（简称“89375”模式），推进创新链、产业链、

人才链、资金链深度融合，实现项目、平台、资

金、人才一体化配置。

其中，“8”是指主导创新全链条 8 大环节，

包括科研方向策划、科研团队组建、技术路线选

择、项目合规管理、项目研发组织、示范工程建

设、科技成果转化、创新链产业链对接。“9”则代

表建立“定方向、组团队、优规划、强策划、建示

范、育成果、筑平台、构支撑、抓闭环”9 项机制，

实施创新全流程闭环管控。

同时，深圳供电局制定科技引领类、业务支

撑类、产业创新类 3 大技术谱系，集聚力量开展

系统性、递进式、持续性科研攻关。科技引领类

主要面向国家科技战略和行业发展前沿，强调

战略性、原创性、持续性，抢占行业技术制高点，

培育高水平科技成果。业务支撑类面向生产经

营实际需要，通过创新推动效率效益提升，支撑

深圳电网安全、稳定、高效、绿色运行。产业创

新类主要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开展支撑产业

发展的相关技术研发，提升科技创新价值创造

能力。

该局还打造内外协同的联合创新格局。

对内建立以创新领导小组为牵引、以创数部

为 综 合 统 筹 、以 业 务 管 理 部 门 为 创 新 主 力

军、以综合管理部门为创新保障、以“一院三

中心”为科研主体、以基层单位为创新前沿

阵地、以新兴业务公司为产业化支撑的“7 个

1”新型科技创新体系，适应新形势下创新工

作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打造“深供创新体系

样板工程”。对外与国内外一流高校和科研

机构、深圳本地创新企业、知名上市公司等

优质创新资源加强联合创新。

最后的“5”则是组建跨部门、跨单位、跨专

业的柔性科研团队，明确技术总师、技术顾问、

技术骨干、团队成员和团队联系人 5 类角色，实

现柔性团队有序管理，形成创新合力。

聚焦原创性引领性科研方向，
策划开展高水平科技攻关

深圳供电局立足“国家队”站位，坚持打造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央企创新主体地位优

势，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着力推进基础性、

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

力，持续打造深圳电力科技创新高地，推动科技

创新工作向“引领驱动型”转型。

承担国家项目情况是企业创新能力和创新

实力的体现。深圳供电局深化应用“公司主导

型”科研组织模式，在国家科技项目申报上取得

历史性突破。目前，深圳供电局承担国家项目

9 项，包括成功牵头申报的储能安全、电能质量

等领域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特别是在 2024 年，深圳供电局成功申报国

家项目 6项，其中牵头申报 3项。其中既有车网

互动技术领域的智能电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也有两项国际合作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通过体系化、递进式攻关，深圳供电局打造了车

网互动、虚拟电厂、零碳建筑、“双碳大脑”等全

国领先的创新品牌。

培育高水平创新成果，构建
深圳“创新地图”

深圳供电局通过体制机制创新，集聚力量

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形成了一批国际

领先的科技成果。深圳供电局 2019 年获得国

家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贯标，2022年获得“国家知

识产权优势企业”。

特别是深圳供电局围绕系列源网荷储多

元互动技术，打造了覆盖全市的 70 项创新示

范样板，形成了遍布深圳的“创新地图”，为全

国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了

“深圳样板”。

以位于深圳盐田区的大梅沙“生物圈 3 号”

近零碳创新示范园区为例，深圳供电局遴选了

适合园区应用的新型储能、车网互动、零碳建

筑、电能质量、虚拟电厂、电碳管理 6 项科技成

果进行赋能。该园区入选深圳市近零碳排放试

点单位，入选了国家有关部门的“绿色低碳典型

案例”，并亮相第 27 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形成一

定的示范带动效应。目前，该园区“源、网、荷、

储”实现协同互动、和谐共生，为人们展示了未

来新型电力系统的景象。

近两年，深圳供电局还通过建设光伏发电

站、超充充电桩、新型储能设备等硬件，助力能

源转型绿色化。虚拟电厂、“双碳大脑”、碳排放

监测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的建设，也助力运营管

理绿色化。接下来，深圳供电局将联合相关部

门，力争聚合全市 200 栋以上公共建筑，实现建

筑柔性用能，累计调节量 2 万千瓦，助力局部电

网在尖峰时段减轻“负担”。

潮起海天阔，扬帆正当时。未来，深圳供电

局将坚持“央企创新主力军”的定位，继续发挥

“公司主导型”模式优势，不断深化科技创新体

制改革，优化创新合作新模式，广泛联合科技力

量共同推进电力技术革新，建设能源企业创新

高地，打造电力科技创新“深供样本”。

图文及数据来源：深圳供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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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志伟摄

大梅沙“生物圈3号”近零碳创新示范园区。 黄志伟摄

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26日电 （记

者刘霞）据 物 理 学 家 组 织 网 25 日 报

道，美国能源部阿贡国家实验室科学

家，利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前沿”

超级计算机，实现了迄今最大规模宇

宙天体物理模拟。这为宇宙流体力

学模拟设定了新基准，也为模拟原子

物质和暗物质的物理特征奠定了坚

实基础。

此次模拟使用的程序名为“硬件/

混合加速宇宙学代码”（HACC）。这一

成熟的宇宙模拟程序自 15 年前问世以

来，便致力于研究宇宙暗区大规模结构

的形成，包括暗能量、暗物质、中微子和

原始涨落的起源等。

随 着 美 国 E 级 计 算 项 目（E 级 指

每 秒 进 行 百 亿 亿 次 浮 点 运 算）的 推

进 ，HACC 也 迎 来 重 大 升 级 ，其 在 E

级“前沿”超级计算机上展现了惊人

的 运 行 速 度 ，比 最 初 的 参 考 运 行 速

度 快 了 近 300 倍 。 此 次 的 新 模 拟 更

是通过使用约 9000 个“前沿”超级计

算 机 的 计 算 节 点 ，实 现 了 破 纪 录 的

性能。

团队表示，宇宙包含两个组成部分：

被认为只与引力相互作用的暗物质，以

及普通物质。因此，如果科学家想要探

究宇宙的奥秘，需要同时模拟两大事物：

引力以及包括热气体、恒星、黑洞和星系

形成在内的其他物理学过程，这便是宇

宙流体动力学模拟的核心所在。

然而，与模拟不断膨胀的宇宙相

比，宇宙流体动力学模拟的计算成本要

高得多，难度也更大。以往，科学家无

法模拟像智利鲁宾天文台等大型望远

镜观测到的、跨越数十亿年时间的宇宙

区域的流体动力学情况。但在最新研

究中，他们在“前沿”超级计算机上实现

了这一点。

“前沿”超算实现最大规模宇宙天体物理模拟

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26日电 （记

者张佳欣）据《自然·光子学》25 日报

道 ，欧 洲 X 射 线 自 由 电 子 激 光 装 置

（XFEL）和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研究中

心团队在 X 射线科学领域取得了重大

突破。他们成功生成了前所未有的高

功率、阿秒级硬 X 射线脉冲，且重复频

率达到了兆赫兹级别，为超快电子动力

学研究开辟了新领域。

此次团队展示了单尖峰硬 X 射线

脉冲，其脉冲能量超过 100 微焦耳，脉

冲持续时间仅为几百阿秒（1阿秒=10-18

秒）。这一时间尺度使科学家能够捕捉

到物质中最快的电子运动。

团队表示，这些高功率阿秒 X 射线

脉冲可能为原子尺度物质的研究开辟

新途径。科学家可以对结构和电子特

性进行真正的无损测量。这也为阿秒

晶体学等高级研究铺平了道路，使科学

家能够观察真实空间中的电子动力学。

传统方法生成这种超短硬 X 射线

脉冲需要将电子束电荷大幅降低至几

十皮库仑，这限制了脉冲能量和实际应

用。鉴于此，团队开发了一种自啁啾方

法。利用 XFEL 的电子束集体效应和

专用束流传输系统，这种方法能够在不

减少电子束电荷的情况下，产生太瓦级

峰值功率和兆赫兹重复频率的阿秒 X

射线脉冲。

通过将超短脉冲与兆赫兹重复频

率相结合，人们现在可以更快地收集

数据，并观察到以前无法观察到的过

程。这一进展有望改变多个科学领域

的研究，尤其是蛋白质分子和材料的

原子尺度成像，以及非线性 X 射线现

象的研究。

高 功 率 阿 秒 X 射 线 脉 冲 生 成

“钻石雨”或“超离子水”，只是行

星科学家对太阳系里两颗独特却神秘

的冰巨星——天王星和海王星内部世

界的两种大胆想象。在它们那层厚厚

的、略带蓝色的氢氦大气之下，究竟隐

藏着什么秘密？为何它们的磁场如此

奇怪？

现在，来自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的科学家提出一种新理论：这两

颗星球的内部存在分层。也就是说，

天王星和海王星云层之下隐藏着一片

深邃的水域，而水下是高度压缩的碳、

氮和氢流体，这两层就像油水一样不

相融合。

想象一下，如果一个行星从外到里

慢慢冷却，那些又冷又重的物质就会往

下沉，而热乎乎的流体则会像开水冒泡

一样往上冒，这个过程叫作对流。如果

行星内部能导电，对流物质就能产生像

条形磁铁那样的磁场，也就是偶极磁

场。地球就有这样一个磁场，从北极延

伸到南极，形成回路，这就是为什么指

南针总是会指向南北两极的原因。

但旅行者 2 号探测器发现，天王星

和海王星的磁场乱糟糟的，不存在偶极

磁场，这意味着在它们内部深处没有物

质对流。曾经有推测，这两颗行星内部

可能存在分层。

利用计算机模拟，科学家发现，当

原子受到加热和压缩时会自动分成两

层。在行星内部的温度和压力下，水、

甲烷和氨会自然分离成两层：上层是较

轻的水，下层是较重的、高度压缩的碳、

氮和氢流体。这两层之间不会进行对

流。水多的上层可能产生了科学家观

测到的杂乱无章的磁场，而碳氢化合物

多的下层则不会产生磁场。

而这两颗行星的内部结构也很有

趣：天王星在大气层下，是一个厚厚的

富含水的层，再下面又是一个厚厚的

富含碳氢化合物的层；海王星比天王

星重，直径更小，大气层更薄，但同样

有着厚厚的富含水和富含碳氢化合物

的层。

这些有趣的发现，对天王星和海王

星的异常磁场提供了新解释，并挑战了

以往科学家对其内部结构的认知。

天王星和海王星大气下藏着什么秘密

科技日报北京 11 月 26 日电 （记者

张梦然）包括 德 国 马 克 斯 普 朗 克 核 物 理

研 究 所 在 内 的 团 队 ，利 用 高 能 立 体 望

远 镜 系 统（H.E.S.S.）取 得 了 一 项 重 大发

现——在地球上探测到了迄今为止能量

最高的宇宙射线电子。这项发现填补了

此前未被探索的能量区间，预计在未来

数年内将持续作为该领域研究的参考标

准。相关结果发表在最新一期《物理评

论快报》上。

宇宙中，超新星遗迹、脉冲星及活跃星

系核等天体能够发射出极高能量的带电粒

子和伽马射线，其能量水平远超恒星内部

核聚变过程产生的能量。

其中带电粒子的情况十分复杂。这些

电 子 和 正 电 子 被 称 为 宇 宙 射 线 电 子

（CRe），其 能 量 超 过 1 万 亿 电 子 伏 特

（TeV），比可见光高 10000亿倍。但因为它

们不断受到宇宙中各处磁场的冲击，而且

是从各个方向撞击地球。探测如此高能量

的电子和正电子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空间

探测器由于探测面积有限，通常难以捕捉

到足够的这类粒子样本。相比之下，地面

设备则通过观察宇宙射线在地球大气层中

引发的粒子级联，可间接探测宇宙射线的

存在。

此次，H.E.S.S.系统利用多座大型望

远镜，捕捉并记录了高能粒子和光子进入

地球大气层时产生的微弱切伦科夫辐射

及其伴随的粒子级联。通过对四台直径

12 米的望远镜长达十年间收集的数据进

行深入分析，并采用新的、更为高效的筛

选算法，科学家成功地从大量的背景噪声

中分离出了 CRe 信号。此次分析产生了

前所未有的 CRe 统计数据，特别是首次

获得了最高达 40TeV 能量范围内的 CRe

数据，揭示了宇宙射线电子能量分布中一

个显著的变化点。

这一发现向人们揭示了宇宙演化过程

中各事件所能释放出的巨大能量，也使得

科学家首次能够对宇宙电子起源设定严格

的限制条件。

很多时候，我们无法直接探测到某些

粒子，只能根据粒子活动产生的痕迹来倒

推粒子的性质。宇宙射线电子就是这样

的粒子。它们能量极高，承载了宇宙中多

种“打击”，从四面八方“投奔”到地球，对

它直接展开研究并不容易。此次，科研人

员利用高能立体望远镜系统，辅以更新的

算法，根据高能粒子进入地球大气层时的

“痕迹”，获得了它们在新的能量区间内的

数据。这一发现帮助我们更深刻理解宇

宙射线电子，也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

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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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超级计算机模拟的一个小
样本，揭示了宇宙从数十亿年前至今
的演变历程。

图片来源：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