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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气温回升，山西省各果区果树相继进入萌芽期和花

期，果树病虫开始滋生蔓延，根据全省果树病虫越冬基数和

当前病虫调查结果，结合省气候中心气候趋势预测及历年果

树病虫发生情况综合分析，预计我省果树花前病虫整体中等

发生，部分果园苹果树腐烂病、山楂叶螨偏重发生。

一、发生趋势

苹果树腐烂病中等至偏重发生，发生面积 800 平方千

米；果树干腐病中等发生，发生面积 400 平方千米；果树白粉

病偏轻发生，发生面积 533.33 平方千米；果树叶螨中等发生，

发生面积 533.33 平方千米；金纹细蛾中等发生，发生面积

400 平方千米次；苹小卷叶蛾偏轻发生，发生面积 266.67 平

方千米次；果树蚧壳虫偏轻发生，发生面积 200 平方千米次。

桃树上桃蚜、梨小食心虫、桑白蚧整体中等，局部偏重发生；

流胶病、根腐病整体偏轻，局部中等发生；苹毛丽金龟在中南

部部分果园整体中等，局部偏重发生。

二、防治建议

农业防治：在开花前，及时清理果园落叶、落果、病虫枝

和杂物，消灭越冬病虫。

化学防治：在苹果花蕾露红初期，选用石硫合剂喷雾，防

治果树叶螨、蚧壳虫、毒蛾、白粉病、霉心病、早期落叶病等多

种病虫害。也可选用代森锰锌、腈菌唑等药剂预防褐斑病、白

粉病等病害，选用哒螨灵、氯虫苯甲酰胺、乙唑螨腈、乙螨·三

唑锡等药剂防治叶螨、金纹细蛾等害虫。腐烂病的防治，可在

早春刮治病斑，然后在病斑处涂刷甲基硫菌灵、氟硅唑、辛菌

胺醋酸盐等药剂进行防治。 山西省植物保护植物检疫中心

果树花前主要病虫发生趋势预报

近日，湖南省耒水流域郴州—耒阳跨市断面

铊浓度异常，引发广泛社会关注。经湖南省及郴

州、衡阳两市协同发力、科学应对，有序有力开展

处置工作，污染原因已经查明，污染源得到有效管

控，沿线供水安全未受影响。

从监测溯源结果来看，基本确认引起耒水铊

浓度异常的原因为郴州市苏仙区的某水泥生产企

业在拆除旧生产线时，窑炉内含铊灰尘被雨水冲

刷后，经雨水排放口流入外环境造成。处置因固废

管理不善引发的水污染（异常）事件，可以从此次

事件至少得到三点启示。

对固废管理要坚持法治思维。我国作为制造

业和人口大国，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建筑垃圾和危

险废物产生量巨大。加之新兴领域如动力电池、快

递包装等固废产生量与日俱增。对于数量庞大的固

体废物，我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明确规定了

固废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原则和责任，分领域的行政

法规、规章、标准已经比较详细地规定了相应的管

理措施。根据规定，排污单位必须依法、科学、严格

地加强固废管理，不能推卸责任；监管部门要依法加

强指导监督，必须履职尽责。排污单位切不可有固废

“一存了之、一堆了之”的简单思维。试想，如果郴州苏

仙区的某水泥生产企业在拆除旧生产线时，对窑炉

内含铊灰尘的来源、特性有足够了解，并依法采取相

应管控措施，就会避免被雨水冲刷后流入外环境造

成次生环境灾害。坚守法治思维，把固体废物管好、

利用好，真正实现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就从源头上堵住了

固体废物进入外环境并造成水体、空气、土壤污染的漏洞。

污染防治必须坚持系统思维。生态环境是一个联系紧密

又复杂多变的大系统，污染防治是一项系统工程，污染因素

的互相转化“变幻莫测”，问题表现在水上，根源往往在岸上。

因此，单向、局部的防治难以收到多赢、综合效益。就拿耒水

流域铊浓度异常来说，并非生产企业工业废水直接排放，而

是固废在雨水冲刷后通过雨水排放口进入水体所致。这提醒

我们防治水污染不能只盯着水，也不能只盯住生产废水排污

口，还要看好生活污水、雨水排放口；治气也不能局限于大气

污染物排放，还要把握产生废气的关键节点和变化机理。在

水、气、土污染防治方面，一定要坚持系统思维，随时跟踪捕

捉污染因子变化、累积信息，牢牢掌握治污主动权。

环境应急要注意细节，从最坏处保持警惕，从最细微处

着手，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哪怕是一点含铊灰尘也要能发现，

能预见到小隐患可能造成的大事故，能及时解决排查到的问

题。在环境应急预案的编制中，要把一般性规定与排污单位

的生产、环保实际无缝嵌入，使预案在使用时能够运用自如、

真正管用。耒水铊污染事件并非由固废影响水质的个例，好

在处置得力，未造成重大损害，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付出

的经济代价不容小觑。从“小灰尘”造成水质超标的大事件中

汲取教训，启迪我们更加精细、务实地做好生态保护和污染

防治工作、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 石常献

发展 AI 面临“算法碳足迹”困局
今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指

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求开展碳

排放统计核算，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

系、碳标识认证制度。同时，强调持续推

进“人工智能+”行动，支持 AI 大模型广

泛应用。

激活数字经济创新活力，尤其是发

展人工智能（AI）产业，对算力和能源有

着很大需求。如何将深化数据资源开发

利用、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优化全

国算力资源布局、发展人工智能与实现

资源高效利用、绿色低碳发展统一起来？

笔者就此话题专访了中国国际经济技术

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邵春堡。

尽管技术进步提高了效率，但

为了实现更强大的 AI 能力，

对于算力和能源的需求也在

不断增长。

人工智能发展依赖大数据、大算力

和复杂算法的协同作用，会给能源资源

带来哪些挑战？

邵春堡：在数字化向智能化升级的

过程中，人工智能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理

论上，随着数据处理效率的提升，可以降

低人工智能单次计算的算力需求和能源

消耗。但现实中，由于模型复杂度、数据

规模的指数级增长，以及追求更通用的

人工智能目标，使得整体算力和能耗需

求仍可能持续上升。

想让 AI 大模型的性能更强，离不开

3 个关键因素：海量数据、强大的计算能

力和复杂的算法。“规模决定性能”“大力

出奇迹”成为主流思路。OpenAI 首席执行

官山姆·奥特曼曾提出一项雄心勃勃的

计划，希望筹集 7 万亿美元建造人工智

能芯片工厂。特朗普提出的 5000 亿美元

“星际之门”计划，也遵循了同样的逻

辑———通过大规模投入算力和能源来推

动 AI 发展。这就导致算力和能源的需求

大幅增长。

一项研究报告称，训练一个大型 AI
模型的碳排放量相当于 5 辆汽车整个生

命周期的排放量；使用 1750 亿个参数训

练 GPT-3 消耗了 1287 兆瓦时的电力，并

导致产生了 502 吨二氧化碳当量，相当

于驾驶 112 辆汽油动力汽车一年。GPT-3
每日运行产生的碳足迹有 50 磅，相当于

一年排放 8.4 吨二氧化碳。

这揭示了一个核心问题：尽管技术

进步提高了效率，但为了实现更强大的

AI 能力，对于算力和能源的需求也在不

断增长。效率提升可能刺激更广泛的应

用场景和更复杂的需求，最终导致资源

消耗总量增加。例如，AI 芯片能效比10
年前提升了千倍，但超算中心的能耗却

因算力需求暴增而持续攀升。

据预测，我国到 2030 年智算中心年

用电可能达到 0.6 万亿千瓦时至 1.3 万

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的 5%至10%。

如何在推动 AI 发展的同时，平衡能源消

耗与可持续发展，将成为未来我们必须

面对的重大挑战。

在数字化、智能化的过程中，

我们要促进 AI 与可持续发展

的良性互动，架设数字文明与

生态文明之间的坚实桥梁，构

建资源循环的共生生态。

推动人工智能实现资源高效利用与

绿色低碳发展，您有哪些建议？

邵春堡：在数字化、智能化的过程

中，我们要促进 AI 与可持续发展的良性

互动，架设数字文明与生态文明之间的

坚实桥梁，构建资源循环的共生生态；开

发更节能的 AI 系统，创新更多的 AI 应

用，推动可持续发展；加强场景建模和数

据收集，支持相关政策制定和可持续 AI
的发展，让 AI 技术进步真正服务于人类

永续发展。

在此进程中，需要建立三项核心机

制。

一是建立数据资源产权制度，制定

数据采集、共享与交易的规则。明确数据

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规范数据资

源产生和运行的全流程规则，确保各参

与方在法律框架内操作。通过建立透明

的数据管理流程，保护个人隐私及企业

数据权益，同时促进数据要素市场的健

康发展。

二是制定算法能效准入标准，将碳

排放纳入 AI 研发的硬性约束。从制度上

明确要求新研发的算法满足特定的能量

效率最低标准。这将会有效地减少因 AI
运算能力提升带来的环境负担，还能激

励科研人员开发更加绿色高效的算法解

决方案，推动信息技术产业向低碳方向

转型。

三是建立跨学科创新平台，形成材

料科学、信息技术与环境工程的深度融

合机制。打破传统学科的界限，通过构建

开放的合作网络，汇集多方智慧和技术

资源，催生更多相关创新成果，促进AI 技

术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相契合，为应对

全球性挑战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开展碳排放统计核算，建立产

品碳足迹管理体系，要将“算

法碳足迹”也纳入其中，测算

AI 模型在训练、运行（推理）以

及硬件维护等全生命周期中

所产生的碳排放。通过这些量

化指标，评估 AI 项目的环境成

本，从而推动企业选择更高效

的算法，减少计算量。

如何突破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的资源

环境瓶颈？

邵春堡：在资源能源约束日益加剧

的背景下，破解人工智能发展与资源环

境之间的矛盾，要从两方面入手。

一是推动数据资源的优化配置。就

是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

术，提高能源、工业、城市管理等领域的

管理水平，优化资源配置，最终实现资源

消耗的减量化和利用效率的提升。

二是寻找算法效能的提升路径。人

工智能的暴发式增长带来了算力需求的

指数级攀升，提升算法效能已成为平衡

AI 技术进步与资源可持续性的关键支

点。

具体来说，如何推动数据资源优化

配置？

邵春堡：数据资源对物质能源具有

替代效应。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具有

可复制、可共享、可再生的特性。例如在

智能制造领域，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对生

产流程进行全生命周期模拟，可减少实

体材料和人工试验消耗。如某耐火材料

厂把各环节整合到数字孪生体系，极大

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事故率降低 25%，品

质率也提高了 10%。这种“以虚代实”的

模式，能够直接减少物质资源的开采与

能源的浪费。

同时，通过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数字化技术对资源的流动和使用进

行实时监控、分析和优化，从而形成一种

高效的资源循环利用模式。以动力电池

回收为例，截至 2023 年我国动力电池规

范化回收率不足 25%，通过嵌入传感器

与区块链账本，可实时监控电池健康状态

并精准匹配回收需求，使部分电池回收价

值提升 3 倍。欧洲“电池 2030+：欧洲电池

研究路线图”计划通过智能传感器与区块

链技术结合，实现 75%的电池回收率和

接近 100%的关键原材料回收率的目标。

这种“数据+物质”的协同循环，让资源流

动从线性消耗转向闭环再生。

此外，还可以利用平台经济实现资源

效率革命。通过数字化平台对资源进行共

享和优化配置，打破传统资源独占性使用

的局限，大幅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浪

费，减轻环境影响。比如出租车原先的空

驶率高达 40%，使用滴滴等共享软件后，

空驶率一般不会超过 10%。据统计，一辆

出租车目前平均每天行驶里程大约 400
公里，全国 150 万辆出租车一年碳排放为

4860 万吨。如果能将空驶率下降 10%至

15%，即每年最多可减少碳排放 729 万

吨，这相当于三个中等城市一年的碳排放

量总和。

提升算法效能要从哪些方面寻求新

的突破？

邵春堡：一要推动算法架构的轻量化

革命。优化算法向算力要效率，要重视模

型压缩技术。通过知识“蒸馏”、参数“剪

枝”、减少计算量等方法，可将模型体积缩

小。据报道，DeepSeek 可将每次查询所需

要的计算能力降低 90%。这些改变堪称

效率革命，引领着 AI 模型发展的新范式。

二要提升训练范式的效率。其关键在

于减少数据传输和计算的能耗。一种有效

的方法是避免将大量数据集中上传，只交

换模型参数的更新。此外，只处理那些对

模型性能影响最大的重要参数，从而降低

计算量。这种方法不仅能减少对大量数据

标注的依赖，还能大幅降低训练过程中的

能源消耗。

三要推动算法与硬件的协同优化。例

如清华大学研发了全球首款全系统集成

的忆阻器存算一体芯片。在完成相同任

务时，这款芯片的能耗仅为传统先进工

艺芯片（ASIC）的 3%，但能效却提升了约

75 倍。这一突破将极大地推动人工智

能、自动驾驶和可穿戴设备等领域的发

展。此外，Lightmatter 公司推出的 Envise
芯片用光信号代替传统的电子传输，运

行速度比当时最先进的电子芯片快 10
倍，而能耗仅为后者的 15%。这些创新技

术不仅大幅提升了计算效率，还显著降

低了能耗，为未来科技发展开辟了新的方

向。

四要发展绿色 AI 评价体系。今年全

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开展碳排

放统计核算，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

系。我们也要将“算法碳足迹”纳入其

中，测算 AI 模型在训练、运行（推理）以

及硬件维护等全生命周期中所产生的

碳排放。通过这些量化指标，评估 AI 项

目的环境成本，从而推动企业选择更高

效的算法，减少计算量。目前，欧盟已将

绿色 AI 纳入《人工智能法案》的合规标

准，要求企业从源头设计高效、低能耗

的算法。这种政策倒逼机制，将促使企

业在开发 AI 技术时更加注重生态环境

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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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生态观察
shengtai guancha K 专家之声

zhuanjia zhisheng

涂胶机器人快速挥舞着机械臂，发出

“嘶嘶”的声音，将瞬干漆均匀涂抹在极板

流道槽———这是在位于山西太原的潞安化

工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潞安化

机）新能源装备分公司车间正在发生的一

幕，这是生产碱性水电解槽过程中的场景。

目前，潞安化机新能源装备分公司厂房

面积 5000 平方米，拥有山西省内首条年产

100台（套）电解槽的智能化、自动化生产线。

2024 年 12 月 21 日，山西首台碱性水

电解槽“晋华槽”在潞安化机下线。时隔 3 个

月，生产线运行状态如何？笔者走进潞安化

机新能源装备分公司车间进行实地探访。

创新设计实现低能耗制氢

作为一种来源丰富、绿色低碳、应用广

泛的二次能源，氢能对于构建清洁低碳、安

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

国制氢方法多样，包括电解水制氢、水煤气

法制氢、焦炉煤气冷冻制氢等。其中，电解

水制氢因技术相对成熟且应用广泛而备受

关注。尽管成本较高，但其产出的氢气纯度

也相对较高。

潞安化机新能源装备分公司车间负责

人王成林说，电解槽是电解水制氢系统的

“心脏”，其能耗直接影响制氢成本。2022
年，潞安化机与清华大学、碳能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携手合作，共同研制低能耗强波

动电解槽。

潞安化机总工程师仙运昌介绍，在联

合研发过程中，科研团队通过对电流密度、

新型电极和“热—电—流”场的研究，充分

发挥企业制造安装技术优势，研制了高电

密碱性水电解制氢装备———“晋华槽”。

“‘晋华槽’的产氢量可达每小时 1000
标准立方米，可广泛应用于煤化工、石油炼

化加氢、氢冶金、电厂掺氨燃烧等多个领

域。”仙运昌介绍，“晋华槽”在工作状态下

的额定电流密度可达每平方米 5000 安培，

生产一标准立方米氢气的直流电耗仅为

4.3 千瓦时，具有电解效率高、综合能耗低、

波动范围大等显著优势。它可有效消纳陆

上风电、海上风电以及光伏新能源发出的

绿色电力，并将其转化为绿氢产品。

63 台设备支撑智能化生产

在潞安化机新能源装备分公司车间

里，全自动作业生产线正在平稳运行。在生

产线电子看板上，设备作业率、日计划进

度、设备运行状态一览无余。

“我们融合了自动控制、声光电检测、

AI 算法、大数据、云平台等技术，实现

100%自动化生产、100%质量自判定、100%
产品数字化、100%信息共享。”王成林说，

这条生产线包含 25 种63 台专业化设备，

智能范儿十足。以液压升降组装平台为例，

机组配有高清监控系统，具备扫码以及多

媒体记录功能，可采集、绑定、保存电解槽

零部件数据，对电解槽组装过程、组装细节

等信息进行追溯。

不仅如此，车间生产线还包括双极板

自动焊接线、流道槽自动贴镍片线、镍丝网

自动焊接线和隔膜系统，建有恒温恒湿房，

配备支撑网自动电阻点焊机、焊缝气密检

测机、隔膜自动裁切机等。它们共同支撑了

电解槽的制造安装。

潞安化机副总经理李文忠说，下一步，

公司将与清华大学等单位进一步合作，发

挥技术及制造优势，推出撬装一体式制氢

设备，开展电解水制氢、电解二氧化碳制一

氧化碳等前沿技术攻关，加快氢能成套装

备研发和制造。 韩荣

这条生产线造出制氢系统“绿色心脏”
K 生态前沿

shengtai qianyan

生厂车间姻 资料图

科学导报讯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截至今年 2 月底，中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达到 20
亿千瓦，首次迈上 20 亿千瓦台阶，同比增长 23.3%。“十四

五”以来，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实现翻番，累计增长

了 103.1%。

数据显示，2 月底，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全国总发

电装机比重达到 58.8%，比上年同期提高 4.2 个百分点。“十

四五”以来，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全国总发电装机比重累

计提高了 14 个百分点。

截至 2 月底，以风电和太阳能发电为代表的新能源装机

达到 14.6 亿千瓦，同比增长 32.5%，占全国总发电装机比重

达到 42.8%，比上年同期提高 5.8 个百分点，“十四五”以来累

计提高 18.5 个百分点，电能“绿色”属性显著提升。

在“双碳”目标引领下，电力行业加快建立多元互补绿色

供应体系，电源结构向多元化、绿色化转变。中国电力企业联

合会数据显示，自 2021 年 6 月底中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

首次突破 10 亿千瓦以来，2023 年，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模连

续突破 13 亿、14 亿、15 亿千瓦，到今年 2 月底规模达到 20
亿千瓦，3 年间实现翻番，表明能源电力行业积极落实“双碳”

目标，持续优化调整电源结构，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取得

显著成效。 廖睿灵

我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首次达二十亿千瓦

姻 张晶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