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锂电巨头企业宁
德 时 代 董 事 长 曾 毓 群 宣
布，将于今年 7 月左右发布
钠 离 子 电 池 。 消 息 一 出 ，
宁 德 时 代 估 值 水 涨 船 高 ，
成为创业板首家万亿市值
公司。短短几天，钠离子
电 池 概 念 股 也 异 军 突 起 ，
多股涨停。

那么，引起如此强烈反
响的钠离子电池究竟是什
么？钠离子电池和我们现
在生活中使用的电池有何
不同？又会怎样改变我们
的生活？

5 月 31 日，在中国科学
院传播局主办的“科学咖啡
馆”沙龙活动上，中科院物
理研究所研究员、中科海钠
创始人胡勇胜向大家揭开了
钠离子电池的面纱。

目前二次电池 （即可充
电电池） 的主流是铅酸电
池和锂离子电池，前者已
经 有 上 百 年 的 商 用 历 史 ，
技术成熟、价格低廉，但
由于能量密度低、循环寿
命短、生产过程和废旧电
池处理不当易导致污染等
问题，新国标出台后面临
被淘汰的风险；而后者具
有重量轻、体积小、能量
密度高、循环寿命长等优
点，在上世纪 90 年代被日
本 索 尼 公 司 成 功 商 业 化
后，被广泛应用于手机电
池、交通工具、工业储能
等多个领域，成为了新能
源技术的“主力军”。

但是，锂离子电池也面
临 着 无 法 回 避 的 问 题——
锂资源超过 70%分布于南美
洲，我国 80%锂资源需要依
赖进口，严重制约了我国
锂离子电池产业的规模化
发展。更棘手的是，全球
锂资源有限，无法满足不
断增长的市场需求，成本
也随之居高不下。“毕竟实
惠才是老百的刚需。” 胡
勇胜在沙龙活动中说道。

据胡勇胜介绍，早在上
世纪70年代末，钠离子电池
就已经进入学术界的视线。
然而随着锂离子电池的成功
商业化，对钠离子电池的研
究也一度沉寂，直到约10年
前才重新受到重视，目前全
球已经有20多家公司在进行
钠离子电池的产业化布局。

相较于铅酸电池和锂电
池，钠离子电池这颗电池
界的“沧海遗珠”有着如
下 优 点 ： 原 材 料 储 量 丰
富，分布广泛、成本低、寿命长、高低温
性能好、功率性能高、安全性好……更令
人振奋的是，据中信建投证券机构的调查
数据显示，钠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循环
寿命相比于铁锂电池稍差，但是成本具备
一定优势，低温容量保持率更高，耐过放
能力强，和铅酸电池相比，除考虑铅酸回
收的成本无优势外，其他方面的技术指标
实现全面大幅超越。经过 10 年来的研究与
布局，我国钠离子电池的基础研究和技术
水平已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在胡勇胜等研
究者的眼中，钠离子电池有着彻底替代铅
酸电池、与锂离子电池在不同领域互补的
巨大潜力。

钠离子电池将以何种姿态进入我们的日
常生活？小到电动自行车、低速电动车、家
庭 （户用） 储能，大到数据中心、5G 通信
基站、电网储能等，都很适合钠离子电池

“大显身手”，展现出它独有的优势。胡勇胜
举例道：“采用钠离子电池的低速电动车安
全性高，支持快充，而且耐低温，在零下
40℃的环境中依然可以放电，容量保持率接
近 80%，且现已实现了在零下 20℃进行充
电。只要对现有的充电桩进行升级改造，钠
离子电池低速电动车就可以通用。”畅想一
下，等到钠离子电池成功普及的那一天，或
许人们就不必再担心冬天低速电动车“趴
窝”了。

目 前 ， 首 批 智 能 化 的 钠 离 子 电 池 电
动 自 行 车 已 经 投 放 在 中 科 院 物 理 所 园
区 ， 世 界 首 座 钠 离 子 电 池 储 能 电 站 也 已
在 江 苏 溧 阳 开 始 试 运 行 ， 近 日 宁 德 时 代
传 来 的 好 消 息 更 是 令 人 振 奋 。 不 过 胡 勇
胜 认 为 ， 要 推 动 完 善 这 一 庞 大 的 产 业 链
布 局 ， 早 日 把 钠 离 子 电 池 送 到 百 姓 的 手
中 ， 依 然 需 要 科 研 、 企 业 、 国 家 政 策

“三管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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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诉诸于视觉和听觉的艺术，科幻电
影最具吸引力的恐怕就是空间奇观化的视觉
呈现方式，探知不同空间、形态、维度之间
的关联与转换，打开了通往未来世界的大门。

英国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科幻片
《盗梦空间》在摄影、美术、视觉效果上都带
给观众享受的盛宴。

影片主要讲述男主人公多姆·柯布因能潜
入人们精神最为脆弱的梦境，窃取潜意识中
最有价值的秘密而引发的一系列故事。这项
特异功能使多姆成为危险的企业间谍活动中
最令人垂涎的对象，但也让他沦为一名国际
逃犯。影片剧情游走于梦境与现实之间，还
穿插着“梦中梦”多层次梦境，以及“梦境
分享”的概念。在梦境与现实的真假混淆
中，影片最大难点就在于如何巧妙地运用电
影艺术语言凸显出梦境与现实各自的特征。

画面和空间构图是电影艺术语言的主要
表现手段之一。寻常影片表达梦境所采取的

手法主要通过频闪、虚拟、重叠画面，造成
朦胧感和不真实感，而科幻片《盗梦空间》
则对梦境的表达进行新的探索和尝试。其中
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处情节就是“前哨者”亚
瑟传授“筑梦者”阿里亚德妮如何设计梦境
里的建筑，其实就是把建筑设计成不可能的
图形，创造出闭合的循环。这些“不可能”
的图形就是运用视错觉进行影像的空间构图
和视觉转化，极大地丰富了电影语言。

视觉是人类重要的感知，由外界光传
播、视觉系统接收、人脑处理共同协作产
生，而视错觉是人类视觉感知时，对客观事
物产生不正确认知的一种现象。运用视错觉
艺术能使图形空间中的图形元素呈现出从2D
到2.5D再到2D的效果，使观众在视觉上直
接感受图形从2D到3D再到2D的错视觉体
验，极大程度刺激我们的视觉感官，同时也
让视错觉空间艺术在科幻电影空间设计中发
挥其独特魅力，打破常规的固有思维，从而

使人们产生不一样的解读并引发想象。
图形设计大师埃舍尔就擅长运用矛盾空

间、悖论、循环，以及绘画图底之间的关
系，进行视错觉图形创作，既与现实相互矛
盾，又与人们对图形的欣赏角度相契合，完
全挑战了人类的认知。比如，我们所认为的

世界不过是以本身认知作为参照系，如果我
们身处太空，何所谓上又何所谓下呢？

视错觉作为一种视觉现象，也受到各个
设计领域设计师的青睐。设计师可以通过视错
觉的独特表现形式获取更多的设计灵感，视错
觉因其自身独特的艺术特征也被应用到大部分
设计领域：商业展示空间设计中辨证地利用视
错觉理论，对室内空间进行灵活的设计，能给
予商业展示空间全新的生命力；海报设计师则
利用视错觉特性从设计思维、设计形式等多个
角度带来博人眼球的设计佳作。

（作 者 单 位 ： 中 国 科 技 馆 影 院 管
理部）

转基因技术知多少转基因技术知多少

转基因作物种植前要做哪些环境安全性测试
基因漂移又被称为基因漂流、基因流

动，指的是基因在不同种群之间的转移。
“基因跨种转移”是一个自然存在的过

程，土壤中普遍存在的农杆菌就能将自己的
基因悄悄地转移到植物中去，目前广泛运用
的转基因方法就是农杆菌侵染法。除此之
外，能够发生基因漂移的方式还有种群迁徙
或者植物花粉随风飘散等。

上亿年来的生物进化都离不开基因漂
移，一种生物的某种基因向附近野生近缘种
的自发转移，会导致附近野生近缘种发生内
在的基因变化，从而具有了该基因的一些优
势特征，最终形成新的物种，使生态环境发
生结构性变化。

科学家在评估基因漂移的影响时，会全
面评估转基因植物中的外源基因向栽培作
物，野生近缘植物等漂移的概率、影响、潜

在风险等情况。为了避免转基因作物的一些
性状向非目标植物传递，科学家会采取在试
验区设立隔离带等一些防护措施。比如，10
米的间隔就可以防止转基因水稻影响非转基
因水稻。

与传统作物相比，科学家在转基因作物
种植之前所做的安全性评估工作，要严格得
多，其中就包括环境安全性评估。

通常情况下，科学家对一种转基因作
物需要做的环境安全性评价涉及十几项甚
至几十项，主要包括四个大的方面：一是
生存竞争能力评价，在自然环境下与非转
基因对照生物相比，评价转基因生物的生
存适合度与杂草化风险。二是基因漂移的
环境影响评价，评价转基因生物的外源基
因向其他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发生转移的
可能性及可能造成的生态后果。三是根据

转基因生物与外源基因表达蛋白的特异性
和作用机理，评价对相关植物、动物、微
生物群落结构和多样性的影响，以及转基
因植物生态系统中病虫害等有害生物地位
演化的风险。四是靶标害虫抗性风险评
价，评价转基因抗性作物可能造成靶标害
虫产生抗性的风险。

（本文摘自 《思维上的困惑——公众关
心的转基因问题》）

（本文图片为书中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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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家族

钾，元素周期表第19号元素。
钾的化合物很早就被人类所利用，如

在古代，人们就知道草木灰中存在着钾草
碱，即碳酸钾，可用来洗涤。此外，硝
石、明矾、草木灰中都有钾离子，它们被
用于火药、燃料和肥皂的制造。由于钾的
活动性很强，很难用普通的还原剂从含钾
的化合物里还原成为金属钾。直到意大利
物理学家伏打发明出原电池以后，电解法
开始盛行。1807年，化学家戴维通过电解
熔融氢氧化钾发现了阴极上生成的金属小
球，它就是钾。金属钾和金属钠一样都能
跟水反应，都会浮在水面四处游动，但金
属钾会比金属钠的反应更为剧烈，能燃烧
并发出美丽的紫色火焰。

钾是生命体必需元素，是人体肌肉组
织和神经组织中重要成分之一，一旦缺
钾，身体会感到无力、疲乏、心跳减弱、
头昏眼花，严重时还会导致身体多个系统

受到连累，呼吸肌麻痹死亡。临床医学资
料证明，中暑患者均有血钾降低的现象，
因此补钾就显得尤为重要。钾元素也被喻
为“心脏搏动的汽油”，适当的补充钾元
素，有助于降低血压、预防脑卒中，甚至
还能帮助病人保肾控糖。按照中国营养学
会发布的2013年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
摄入量，健康人钾的适宜摄入量为每天
2000毫克，或许可以尝试多吃点儿富含钾
元素的食物，比如香蕉、柑橘、柿子等新
鲜黄绿色水果，薯类、杂粮、菌类、绿叶
蔬菜中都含有较多钾元素，用低钠盐代替
普通盐也可以起到补充钾的作用。

含钾的药物制剂不要轻易服用，因为
药物与食物性质不同，对于有肾脏疾病的
人，肾脏排钾功能下降，一次摄入过多的
钾很有可能导致高钾血症。因为过多的钾
元素能破坏细胞内外钾离子和钠离子浓度
的平衡，有致命危险。当钾离子浓度过高

的时候，钾离子能通过钾通道蛋白传递穿
过生物膜。对这些离子通道的研究让罗德
里克·麦金农赢得了 2003 年的诺贝尔化学
奖，但详细的输运机制仍存在争论，需要
进一步研究。

钾在农业中的作用是作为氮、磷、钾
这 3 种元素的肥料。农作物对钾的摄取量
很大，可以促进植物茎秆健壮，改善果实
品质，增强植物的抗寒能力，提高果实的
糖分和维生素 C 的含量。特别在瓜、果、
番茄等果实迅速膨大期，尤其需要补充钾
肥。我国作为农业大国，是全世界最大的
钾肥消费国，约占世界钾肥消耗量20%。

钾的化学性质基本都是钾离子的反
应，大多数钾盐都能溶于水，也有极少量
溶解度很小的钾盐，如高氯酸钾、酒石酸
氢钾等，其反应主要由静电作用主导。但
人们在实验中发现，钾离子能与冠醚及相
关化合物形成配合物，从而产生了重要的

钾配位化学，这些含钾的配合物中有些能
阐明钾的生物作用，是科学家们研究的热
点。

在对金属钾的研究领域里，科学家们
也有重要的发现，很多碱金属单质，在遇
到极端条件时会发生奇怪的变化，例如导
电的金属钠会在高压下成为绝缘体，金属
锂在高压和低温下会成为超导体。研究人
员使用神经网络Al计算机来模拟观察极端
条件下钾原子的行为，发现当压力和温度
足够高时，钾原子之间会出现“链熔融阶
段”，处于这个阶段的物质物理化学性质都
比较稳定，而且固体和液体会同时共存。

（作者系武汉市第二十中学化学教
师、武汉市科学家科普团成员）

被 喻 为 “ 心 脏 搏 动 汽 油 ” 的 钾 元 素
□□ 宋 丹

4 月 29 日，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
顺利发射升空进入预定轨道，这标志着中
国空间站的建设进入了建造组装的阶段。5
月30日，天舟二号货运飞船发射，将中国
空间站竣工进程向前推进一大步。什么是
空间站，它有什么重要作用，我国自主研
发建造空间站有什么意义？

天宫站最终扩展为“干”字结构

空间站是一种在近地轨道长时间运
行，可供多名航天员巡访、长期工作和生
活的航天器。随着航天技术的进步，人们
不再满足在太空进行短暂的停留，而空间
站给人类提供了一个可以长期生活工作，
开发太空的基地。

空间站可以分为单一式和组合式两种，
其中组合式空间站由航天运载器分批将组件
送入轨道，在太空中完成组装。我国即将建
成的天宫空间站就是组合式空间站。

建成后的天宫空间站有三个舱段，包括
核心舱和两个实验舱，整体上呈现T字构
型，可以满足航天员在轨生活一年的时间。
其中，核心舱命名为“天和”，两个实验舱
分别命名为“问天”和“巡天”；货运飞船
命名为“天舟”，载人飞船为“神舟”，空间
站全称为“天宫”。同时这座空间站通过增
加一个核心舱和两个实验舱，最终将会扩展
成为一个“干”字结构。

今年，我国还计划发射神舟十二号载
人飞船，在天舟二号、神舟十二号与天和

对接后，我们将看到今年天宫空间站的最
大的构型，即“一”字形构型。中国空间
站运行寿命在15—20年。

天舟二号如何被送入太空？

天舟二号将由我国自主研制的长征七
号遥三运载火箭带入太空。火箭是利用火
箭发动机喷射工作介质产生反作用力向前
推进的飞行器，水中的乌贼也是利用这种
原理向后喷水实现向前游动的。由于火箭
自身携带有足够的推进剂，因此既可以在
稠密的大气层内飞行，也可以在大气稀薄
的太空飞行。

火箭最早的设想来自于物体的平抛运

动。假设在地球上有一座在大气层之外
的山峰，从山顶上物体以平行于地面的
速度做平抛运动，物体的速度越大，它
落地之后离山峰的距离就会越远。由于
地球近似为一个球体，只要物体的速度
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实现绕地球表面
飞 行 。 这 个 速 度 称 之 为 “ 第 一 宇 宙 速
度”，这就是最早关于绕地太空飞行物的
设想。因此要想实现物体的绕地飞行，
首先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使物体加速到

“第一宇宙速度”。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是中国自行研制

的航天运载工具。长征运载火箭起步于上
世纪60年代，1970年，长征一号运载火箭

首次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长征火箭
已经拥有退役、现役共计 4 代 17 种型号，
具备发射低、中、高不同地球轨道不同类
型卫星及载人飞船的能力，并具备无人深
空探测能力。

拥有自己的技术在国际中处于
主动地位

在中国之前只有美国和苏联两个国家
有独立建立空间站的能力。早在1971年苏
联就发射了世界上第一个空间站礼炮1号，
随后一共发射了 7 个礼炮号空间站，截至
1991年所有的礼炮号空间站全部坠落至地
球。和平号空间站也于2001年坠毁于南太
平洋的预定海域。1998年，由16个国家共
同建造的国际空间站，正式开始建站，并
于2010年完成建造任务转入全面使用阶段。

目前，国际空间站也已进入退役阶
段，我国预计将于 2022 年完成中国空间
站的建造并开始运营，到时候中国空间
站很可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在轨运行
的 空 间 站 ， 人 类 的 载 人 航 天 也 将 进 入

“天宫”时代。
中国空间站能够提供丰富的科学试验

资源，包括10余个科学试验柜、舱外暴露
平台，以及巡天望远镜等，可以支持舱
内、舱外各种载荷，开展空间生命科学、
生物技术、微重力基础物理，以及空间材
料和空间天文等多学科的大规模实验。空
间站为科学家们提供了一个难以在地球上
完成的大规模科学试验平台，而许多的太
空实验技术已经转化为生活中的常见技
术，比如太阳能电池板、数码相机、方便
面、气垫鞋、纸尿裤，以及太空蔬菜、转
基因种子和新药物。

（朱尚系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物理学研究
生，吴月红系中国人民大学物理学研究生）

5月30日，天舟二号货运飞船成功发射，与天和核心舱完成快速交会对接——

空 间 站 将 迎 来 “ 天 宫 ” 时 代
□□ 朱 尚 吴月红

热点说前沿热点说前沿热点说前沿聊聊聊 开栏的话：量子计算、脑科学、航天技术、人工智能，这些前沿科学并不只
是“高大上”，还与你我的生活息息相关。本专栏作者以高校研究生和老师团队
为主，以敏锐独到的眼光和生动活泼的语言，致力于解读热点和前沿背后的科学
知识，揭秘科学奥妙，激发青少年好奇心，吸引更多年轻人爱上科学。

中国空间站示意图中国空间站示意图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供图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供图

“ 不 可 能 ” 的 空 间 视 错 觉
□□ 张安琪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