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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创新驱动 彰显科学魅力

实现碱性锌铁液流电池

高效稳定运行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大连化

物所）研究员李先锋、袁治章团队在碱性锌铁液流电池电

解液研究方面取得新进展。团队通过调节锌活性物质的

配位结构，揭示了其对锌沉积的影响机制，实现了碱性锌

铁液流电池的高效稳定运行。近日，相关成果发表于《能

源与环境科学》。 孙丹宁

创新前沿K chuangxinqianyan

发现痛风缓解期
仍需针对尿酸盐结晶展开治疗

痛风和生活方式高度相关且发病率高企。当出现骨

关节肿痛的典型症状时，遵医嘱使用促进尿酸排出、减少

尿酸生成的药物可有效改善病情，但急性症状缓解后是

否需要继续用药目前尚无定论。为此，上海市第十人民医

院肾内科主任彭艾团队从分子机制出发，阐明即便处于

痛风缓解期，仍应继续针对尿酸盐（MSU）结晶展开治疗，

唯有“除恶务尽”才能遏制系统性全身免疫炎症。近日，相

关成果在《细胞报告》上发表。 张双虎

科学导报讯 为应对强寒潮带来
的持续极端低温天气，中国石油辽河油
田储气库群开启极限保供模式。12月
15 日，辽河油田日冲锋采气量突破
4000万立方米，成为全国首个日采气
量突破4000万立方米的储气库群。

从 2021 年至今，辽河油田储气
库群日采气量连续跨越 2000 万立方
米、3000 万立方米、4000 万立方米大
关，为东北及京津冀地区千家万户送
去寒冬中的温暖，发挥辽河油田储气
库群能源保供“顶梁柱”作用。

作为京津冀周边最大的储气
库，辽河油田储气库群承担着冬季
天然气保供任务。据介绍，保供期
间，辽河油田密切关注天气变化，24
小时跟踪天然气系统整体运行，细
化保供方案、采销方案、应急方案，
统筹储气、采气、供气、用气等各环
节工作，强化上下游一体协调，确保
储气库平稳运行。同时，细化采气量
与地层压力的科学匹配，提升冬供
期采气能力和关键时段冲峰能力。

今年 10月，辽河油田完成了两
套离心式压缩机初步试运行。随后，辽
河油田双台子储气库采气装置二区、
三区一次性投产成功，实现天然气处
理装置大型化、高效化，单台气液分离
器处理能力国内最大。截至目前，辽河
储气库群采气处理装置达到 6 套，注
采气量均大幅提升，成为我国注采气
能力最大的储气库群。

目前，辽河储气库群储备 10 口采气冲锋
井，打造 3 口大尺寸井，实现了“大吞大吐”，
创造了国内储气库大尺寸钻井工程钻完井周
期 90 天的最短纪录，注采气能力是常规井 3
倍，增加日调峰能力 300 多万立方米，助力辽
河油田调峰能力领跑全国。 郝晓明

科学导报讯 12 月 14 日，笔者从中国

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以下简称“西南油气

田公司”）获悉，西南油气田年产天然气量于

今日 9 时突破 400 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西

南首个年产 400 亿立方米大气区建成。

四川盆地蕴藏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西

南油气田公司于 2020 年建成 300 亿立方米

大气区，如今，再度跨越百亿大关。今年，该

公司共投产新井 340 余口，建成后年产能将

超百亿方，先后钻获 30 余口百万方高产气

井，“少井高产”的高效开发模式不断优化。

为推动油气勘探开发技术的进步，西南

油气田公司聚焦四川盆地二叠系、蓬莱气

区、川南页岩气和致密气，在裂陷槽西侧、二

三叠系礁滩等领域取得重大勘探新突破；首

次在寒武系筇竹寺组钻获高产工业气流，开

辟了页岩气规模增储上产新阵地。

同时，相关技术人员还突破了“薄层超

高压气藏效益建产”等常规气开发关键技

术，形成盆地下古—震旦系、二三叠系新区、

老气田三大常规气稳产上产新局面，年产量

达到 251 亿方。

笔者了解到，到今年底，西南油气田公

司天然气年产量将达到 420 亿立方米，同比

增长 9.6%，有望跃升成为我国第三大油气

田，将为更好端牢能源饭碗、推动我国能源

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刘桂源

近日，由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自

主研发的中速大功率氨燃料发动机点火成

功，加快了我国发动机的无碳进程，带动了

上下游产业链创新升级。而此前，国网大连

供电公司在 500 千伏瓦房店变电站的直流

融冰装置正式建成，为红沿河核电站冬季安

全可靠供电提供了保障；大连金普海关指导

高科技锂电池出口企业建立周转箱智慧仓

管系统。大连市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

正在驶入快车道。

东北地区区位优势独特，资源条件好，

产业基础比较雄厚。不过，也存在不少短板，

科技创新的“增量器”作用发挥不够明显，如

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率不高，新兴产业核心竞

争力不强等。须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

要任务，坚持锻长板、补短板相结合，推动东

北全面振兴，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促

进传统优势产业改造升级，加快科研成果落

地转化，尽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特

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以自主创新为抓手，推动传统优势产业

改造升级。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根基在实体

经济，关键在科技创新，方向是产业升级。传

统制造业、装备产业、冰雪经济、海洋经济等

领域是东北地区的长板。东北应立足现有雄

厚的产业基础和优势，加快推动传统制造业

转型升级，推动冰雪旅游、冰雪装备全产业

链发展，抢占海洋战略制高点，建设高端临

海装备制造产业集群，推动形成船舶及海洋

装备配套产业、滨海高端文旅产业、绿色生

态海洋牧场农渔业的聚集地。立足现有产业

基础，在优势产业深耕细作，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

兴，扎实推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促进校地企融合发展，加快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充分

发挥高校、各地政府部门、企业三方合力作用，整合和优

化科教创新资源，扩大研发投入。高校作为基础研究的主

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生力军，应超前开展关键核心技

术研发能力建设；企业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载体，应提

高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率。深化校地企联动，加快科研成果

落地转化，实现优势互补和协同创新。

还应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

力。新质生产力是科技创新驱动的生产力，必须在关键核

心技术上实现突破。东北地区应发展基于自身比较优势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如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

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经济高质

量发展提供持久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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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发射
12 月 17 日 15 时 0 分，双曲线一号商业运载火箭在我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

空，将搭载的迪迩一号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姻 汪江波摄

我国西南地区首个年产 400 亿立方米大气区建成

新研究有望保留大麻治疗效果

且规避其副作用
近日，浙江大学医学院教授李晓明课题组联合教授张

岩课题组，从原子分辨率水平解析了大麻素受体 CB1 和

茁-arrestin1 信号转导复合物的精细三维结构，阐明了大麻

素受体 CB1 产生下游特定信号谱图的机制，为推动开发精

细调控大麻素受体 CB1 功能信号的合成大麻素奠定了基

础。该研究有望在保留大麻治疗效果的同时规避其副作

用。相关论文 12 月 15 日发表于《细胞》。 崔雪芹

“耐火材料作为高温工业的基础工业，

随着高温工业的技术革新与创新，不断地

对所用耐火材料提出新的性能要求，耐火

材料已由传统的以强调力学性能和热学性

能为主的结构材料转向了包括抗侵蚀性

能、耐磨性能、抗渣性能、电学性能等在内

的功能材料。”12 月 12 日，阳泉市山西工

程技术学院先进铝硅系耐火材料实验室

内，负责人王慧芳博士告诉记者。

该实验室成立 2 年多来，先后承担国

家、省部级等各级项目 36 项，发表 SCI 收

录论文 40 余篇，主编或参编行业标准 26
项，授权发明专利 32 项，出版专著 1 部，培

养本科毕业生 32 人，为阳泉耐火行业的高

质量转型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山西依托优质的铝矾土资源优势，耐

火材料一直就是山西的重要产业，但近年

来在技术创新、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已与

国际国内的先进水平有了很大差距。先进

铝硅系耐火材料实验室以“服务山西耐火

材料产业转型升级、兼顾材料的节能、降耗

和环保，开发原创先进技术，实现可持续发

展”为发展战略，重点对先进技术和理念进

行系统集成创新，突破铝硅系耐材原料和

制品的生产瓶颈，推动企业创新升级，推动

先进技术产业化，以山西产业特色为研究

基础，开发多应用领域的先进铝硅系耐火

原料和耐材制品；并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技

术转移和扩散。

据了解，先进铝硅系耐火材料实验室

先后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

目、国家优秀博士后山西省科技厅自由探

索面上项目、山西省人力与社会资源保障

厅留学人员择优资助科研项目、山西省留

学基金委科研资助项目等，为行业发展注

入了新鲜活力。

在此基础上，该实验室团队积极为地方耐

火材料发展作出贡献，团队不定期到区域内企

业进行调研，为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难题建言献

策，组建了以实验室科研团队为主的耐火材料

科技特派团，并助力阳泉郊区荫营镇申报成功

山西省耐火材料专业镇。 (下转A3版）

姻 科学导报记者 王小静

初冬的清晨，清爽明朗。12 月 13 日，在

潇河园区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项目厂区

内，厂房储存车间堆放着形似正常砂石的

碎石块。山安立德总经理贾立军告诉记者：

“这些碎石块其实是由固体废弃物破碎整

形而来，可成为制备再生骨料混凝土、再生

水稳的原料。厂区内的路面、路缘石、地板

砖等，都是立德对收集来的建筑垃圾进行

资源化利用的结果。”

建筑垃圾属于大宗固体废弃物，传统

的处理方式以填埋、自然堆放为主，这样不

仅占用土地资源，还会产生环境问题。目

前，建筑垃圾年产生量超过 35 亿吨，而资

源化率却不足 10%。“把建筑固废转变为可

用的资源产品，不仅符合‘双碳’大背景下

对建筑领域的节能减碳要求和‘无废城市’

等政策的需求。而且，由于原生砂石材料限

制开采，利用建筑垃圾生产再生建材具有

广阔的市场前景。”山安立德总工程师赵文

婧介绍。

在此背景下，山安立德与山西安装依

托山西省技术创新中心平台，住建部、住建

厅 2022 年科技示范项目，开展了相关的技

术研发和应用示范。通过自主研发+先进技

术引进方式，形成了建筑垃圾预处理关键

技术、预处理中的破碎筛分装置研发、再生

产品关键技术，应用于潇河产业园区建筑

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再生骨料填筑路基

项目应用于临汾甘亭工业园区道路工程项

目，为建筑垃圾处理提供了成套解决方案。

建筑垃圾资源化首先需要对建筑垃圾

进行预处理，立德通过多级破碎、多级筛

分、多种分选，对建筑垃圾进行阶梯开发，

实现了技术创新，形成了独特的“三分”技

术（分类、分离、分选）、“两化”工艺（强化、

活化）及配方技术。提升了建筑垃圾筛选分

离效率、破碎效率、回收打包效率，解决了

建筑垃圾破碎、筛分纯净度方面的难题。移

动式建筑垃圾处理系统，可以在建筑垃圾

产生现场就地对建筑垃圾进行破碎、筛分，

得到再生骨料，减少拆迁垃圾运输成本，就

地实现“变废为宝”。 (下转A3版）

姻 科学导报记者 杨凯飞

团队在耐火专业镇考察。 潇河园区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项目厂。

走进山西工程技术学院耐火材料实验室

用技术创新支撑高质量发展 建筑垃圾再生助力“无废城市”建设
山安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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