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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导报讯 记者隋萌 5 月 7
日，记者从山西建龙钢铁有限公司
获悉，该公司与思安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联合打造的 5MW 熔盐储能
项目成功实现并汽发电。该项目不
仅是山西建龙绿色低碳发展的重
要一环，更代表着国内首创、行业
首套煤气熔盐储热调峰系统的诞
生，标志着钢铁行业在储能技术领
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据了解，作为山西建龙2x100MW
煤气综合利用发电项目的重要组
成部分，该项目引入了一套燃烧高
炉煤气加热熔盐进行调峰和消纳
新能源光伏发电系统，其设计使用
寿命达 20 年以上，储热量高达
79.5MWh，储热时长 6 小时，全生
命周期内可实现碳减排约 18 万
吨、预估收集短时煤气放散约
5000 万 m3。经过 20 余天的试运
行，该系统的各性能指标均达到了
预期标准。

结合山西省钢铁企业区域能
源网，该项目创新性提出了熔盐储
热系统耦合煤气发电的调峰控制

策略，以保证系统安全稳定运行，不仅有效推动
了山西建龙乃至区域能源电力结构调整，还对
推动地方生态文明建设和可再生能源事业的发
展具有深远影响。 (下转A3版）

创新前沿K chuangxinqianyan

研究人员开发

新型光学“硅”与芯片技术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欧

欣团队联合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托比亚斯·基彭贝

格团队，在钽酸锂异质集成晶圆及高性能光子芯片制备

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相关成果 5 月 8 日发表于《自然》。

江庆龄

设计出防腐蚀的波浪能捕获结构
近日，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在海洋环境下波浪能

捕获与腐蚀防护结合方面取得新进展。他们用基于摆动

折纸结构的摩擦纳米发电机（TENG）收集水波能量，并作

为独立电源为金属提供电化学阴极保护。相关研究成果

发表于《先进科学》。 廖洋

新方法实现超强铝合金制备
天津大学教授何春年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一种“界

面置换”分散策略，成功实现了约 5 纳米的氧化物颗粒

在铝合金中的单粒子级均匀分布，从而使所制备的氧化

物弥散强化铝合金在高达 500益的温度下，仍具有史无

前例的抗拉强度（约 200 兆帕）与抗高温蠕变性能。该工

艺过程简单、物料成本低廉、易于规模化生产，因而具有

显著的工业应用价值。相关研究成果近期发表于《自然-
材料》。 陈彬

姻
李
治
国

5 月 6 日，上海光源迎来对用户开放 15
周年。作为服务全国科研团队的用户装置，
15 年来，上海光源已服务全国近 800 家单
位、4500 多个研究团队的超 47000 名用户，
支撑用户完成 2 万多个实验课题。这不仅是
上海光源大科学装置的成功，更是我国科学
研究与技术研发实力显著提升的缩影。

作为国家战略及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的重要
基础设施，大科学装置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
体现，在科学研究、技术研发等领域发挥的
创新基座功能不言而喻，其建设水平和使用
效率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
力。以上海光源为例，作为微观世界的“超级
显微镜”，其高精度、高效率和高灵敏度的特
点，为科学家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实验条
件，使得许多之前难以观测和研究的现象得
以揭示，支撑了全国众多研究团队完成了大
量的实验课题，产出了丰硕的科研成果。这
些成果提升了我们对自然界基本规律的认
识，更为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的技术创新
提供了理论支撑。

大科学装置在推动学科交叉融合方面发
挥着关键性作用。在科研实践中，我们常常发
现单一学科的知识和方法难以解决复杂问题，
而大科学装置则为多学科团队的合作提供了平台。不同领域
的科学家们可以共享实验资源，通过交流与合作，共同攻克
科学难题。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模式加速了科学进展，也促进
了科研团队之间的相互学习和共同进步。

大科学装置是培养和吸引人才的重要基地。在建设
与运营过程中，能够聚集大批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他
们在装置的规划、建设和使用中不断积累经验，成长为各
自领域的专家。同时，大科学装置也能够吸引大量的青年
科研人员和学生前来学习和工作，为我国科研事业注入
新鲜血液。

大科学装置具有极强的技术溢出效应。在建设和运
营过程中，往往会诞生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
和设备，从而可应用于科学研究，还可以转化为实际生产
力，推动相关产业发展。

当然，也应看到，大科学装置的建设和运营还面临着
诸多挑战。比如，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技术支撑；
运营和维护也需要专业的人才和团队，这就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同时，如何更好地发挥大科学装置在科学研究和
技术研发中的作用，也是需要深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有鉴于此，应多措并举，持续增加投入，不断创新，进
一步推动大科学装置的建设和升级。持续完善人才培养
机制，吸引和留住更多的人才为大科学装置服务。坚持优
化大科学装置的管理制度和运营机制，确保装置的高效
运行和持续发展。同时，也要加强对大科学装置的评估和
监管，确保其发挥最大科研效益，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夯实
基础。

科学导报讯 北京时间 5 月 7 日 11 时

21 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长

征六号丙运载火箭，搭载发射的海王星 01 星、

智星一号 C星、宽幅光学卫星和高分视频卫星

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笔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获悉，此

次任务是长六丙火箭的首次飞行，标志着长

征火箭家族再添新成员，进一步完善了我国

新一代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型谱，推动我国现

役运载火箭加速更新换代。

据悉，长六丙火箭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八院面向未来商业发射市场而研制的新一

代液体运载火箭。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构

型，一子级直径为 3.35 米，采用两台 120 吨

推力的液氧/煤油发动机；二子级直径为 2.9
米，采用一台推力 18 吨的液氧/煤油发动

机。全箭总长约 43 米，起飞重量约 215 吨，

500 公里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约 2.4 吨，

可根据不同任务适配多规格的卫星整流罩。

该火箭的控制系统采用自适应增广控

制技术，这是该技术在国内运载火箭上首次

应用飞行。该技术可以通过在线实时调整火

箭的飞行控制策略，进一步提升火箭飞行控

制的适应性和智能化水平。

面对国内商业发射市场的旺盛需求，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通过长六丙火箭积极

探索商业发展模式。据介绍，此次发射 4 颗

卫星，是通过商业化竞拍方式实施的一次

“拼车”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

射服务首次公开竞拍。

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520 次飞行。 付毅飞

长六丙火箭首飞成功

5 月 8 日，学生体验科学实验———空气炮。当日，2024 年“体验科学 放飞梦想”中
国流动科技馆山西巡展太谷站点举行启动仪式。在巡展中，学生亲身参与和体验声光
变化、电磁探秘、机械韵律、声光体验等互动展品，感受科技的魅力和乐趣。

姻 科学导报记者梁晶 通讯员孙泰雁摄影报道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日头从坡上走过，

照着我的窑洞晒着我的胳膊，还有我的牛跟

着我……”这首《黄土高坡》传唱于 20 世纪

90 年代，尤金莲对它特别有感情，一唱起来

就忍不住热泪盈眶。

在忻州市河曲县山区农村，提起尤金莲

的名字，可以说得上是家喻户晓。作为山西

莲芯硒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她

率先在当地引进富硒功能农业，在带领农民

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进程中作出了积极贡献，

先后被评选为“山西省劳动模范”“山西省优

秀共产党员”称号，连获省级脱贫攻坚奉献

奖和奋进奖等各类表彰近 40 次，成为远近

闻名的“硒施”，群众脱贫致富的领路人。
河曲县地处晋西北黄土高原，贫瘠的土

地注定了这里的农民靠天吃饭，身为农民，

尤金莲深知农村的苦，理解农民的难。从早

年以农民经纪人收购农副产品，到成立河曲

县昌农农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向外推广家

乡农副产品，再到成立山西莲芯硒美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专注推广富硒功能农业，多年游

走于市场和农田之间，面对难以改变的自然

条件，她脑子里始终有个念头：如何为农民

找到一种保产保价的好途径？

机缘牵引，尤金莲结识了中国科技大学

的尹雪斌博士，从此，开始了她创新创业绿

色科技农业的梦幻之旅，这一年，她不顾家

人反对，将多年积蓄全部投资，注册了山西

莲芯硒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创立“莲

宇康”品牌，与中国科技大学合作，开始全面

推广富有机硒功能农业。

硒作为人体一种不可缺少的微量元

素，是延长寿命最重要的矿物质营养素，被

誉为“生命火种、抗癌之王”。尤金莲深知如

果能在本地种植富硒农作物，走品牌农业、

科技兴农的路子，那才能真正使大部分老

乡脱贫。
新生事物生长总伴随着质疑目光，起步

之初，虽然尤金莲走品牌农业、科技兴农的

路子，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有力支持，但农

友观念一时难以转变，播种时节已到，种子、

肥料大部分无人领取，仍然压在自己手里，

尽管她天天奔走乡间，苦心游说绿色健康特

色农业种植，可以带动老乡脱贫，但乡民大

多观望。

关键时候县乡领导给予了有力支持，乡

里通过宣传引导农民种植富硒农作物。2013
年，一位县宾馆经理孤注一掷，种了 200 亩

富硒谷子和山药，秋收后收入竟高达 60 多

万元。村支书老马一户种植 110 亩富硒作

物，每亩比传统种植增收 1800 元，家庭年增

收入 20 多万元。富硒农作物得到市场认可，

给了尤金莲极大的信心，她通过“公司+基

地+农户”的运作模式来推动有机硒产业化

发展。 (下转A3版）

尤金莲：因地制宜 延伸特色产业新“硒”望

姻 科学导报记者 刘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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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 科学导报记者 王小静

“你看，这是一家企业生产的小螺栓，因
应用场景十分特殊，所以对其表面平整度、
内部结构要求非常高，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偏
差……”在迪迈沃科公司实验室内，一名技
术人员拿起一件产品向《科学导报》记者展
示，“我们的设备是在机器视觉技术及激光
传感技术的基础上，融合了亚像素处理技
术、边缘检测算法极值法、多轴柔性控制系

统、精密机械等关键技术，可实现对零部件
内外尺寸、裂痕、缺陷等的全自动非接触式
检测，进而判定被检产品合格与否，可满足
大批量工件微米级精准测量的需求。”4 月
19 日，记者来到位于山西综改示范区内的
山西迪迈沃科光电工业有限公司，该公司是
一家集光、机、电、软、算一体化的高科技产
业实体企业，是山西省首家专注于机器视觉
智能化技术高端应用的先进装备制造企业。
从视觉检测到智能装配，从系统集成到无损
检测，迪迈沃科依靠技术创新赋能产业升

级，产品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
公司总经理杨志鹏介绍，目前公司技术

领域主要涉及几个方面。一是光学检测。基
于非接触式传感器、接触式测量仪器、三维
激光扫描仪、双目立体成像设备等多种硬
件，结合图像处理、机械工程、电气控制等多
学科专业技术，实现在工业应用场景下的零
件尺寸及表面缺陷的在线/离线测量；二是
无损检测。利用声、光、磁和电等特性，在不
损害或不影响被检对象使用性能的前提下，
给出缺陷的大小、位置、数量等信息，具有非

破坏性、全面性、可靠性等特点；三是光电探
测。主要针对全天候、极端环境下的红外、微
光、可见光、紫外等波段图像信号，开展空间
维、光谱维、时间维的光电探测与信息获取、
数据挖掘与信息融合、深度学习与目标识别
等处理，设计针对车辆、飞行器、人体、建筑
等动静态目标的检测、识别和跟踪算法；四
是智能装配。采用模块化、标准化设计，配以
自动化输送线，以工件托盘为载体，根据用
户特定需求进行量身定制，灵活整合，系统
运行可靠、稳定、流畅。 (下转A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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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迈沃科：让机器“看懂”世界

感受科技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