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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邱小雅

刚刚过去的清明节假
期，去哪儿平台数据显示，拥
有“小机场”的三线及三线以
下城市迎来爆发性增长。其
中，“热辣滚烫”的甘肃天水
机票提前预订量，同比增长
七成以上。

很多游客发现，作为支
线机场，天水麦积山机场目
前恢复的2条航线，均由华
夏航空独家承运，其两个通
航点分别是重庆和天津。以
至于很多游客为了去天水，
到重庆来转机。

为什么是重庆？在国内
航线网络中，重庆如何发挥
枢纽作用，链接起支线机
场？打通支线“毛细血管”又
将带来哪些经济“热效应”？

重庆至天水航线
5年前就开通了

“我们这次计划带孩子
在重庆玩两天，然后坐飞机
到天水，计划去看麦积山石
窟和品尝天水麻辣烫。”4月
5日，重庆江北机场T2航站
楼登机口，上海旅客张先生
告诉记者，目前从上海去天
水可以选择高铁或者飞到
甘肃兰州再转火车，几乎都
要花上大半天时间，不如通
过重庆中转直飞天水，又快
又舒适。

天水一夜之间走红，其
实大家都没想到，重庆江北
机场公司市场部王栋说：

“去年三季度，在一次民航
市场交流会上，江北机场与
天水机场市场相关负责人
就重庆往返天水航线恢复
展开了座谈。双方一拍即
合，后在华夏航空的支持
下，去年底就复航了。这也
是天水机场第一条恢复的
航线。”

王栋告诉记者，早在2019年，
重庆就有直飞天水的航线，也是华
夏航空在执飞，航班早中晚全覆盖，
以商旅客为主。

华夏航空数据统计显示，重庆
至天水航线复航后客座率从3月上
旬的65.4%提升至目前的85%，机
场的日均电话咨询量也增长了
50%。“这趟航班中转旅客占了很大
一部分，其中，三亚、上海、丽江这些
城市中转占比最大。”华夏航空相关
负责人介绍。

“所谓‘干支通，全网联’，重庆
直飞天水就是很好的实践，先将小
机场连接到枢纽机场，利用枢纽机
场已有的航线网络，直接联通全
国。”王栋说，目前重庆江北国际机
场总航点数达到159个，旅客只要
抵达重庆，中转的选择就非常多了，
通达性大幅提升。

用支线“喂给”提升枢纽
机场功能

其实，华夏航空独飞重庆—天
水—天津，只是重庆密织支线航空
网络的缩影。

“我们在国内支线机场的通航
率排在全国前列。”王栋告诉记者，
具备通航条件但没有开通的支线机
场是重庆机场重点打通的对象；开
通了飞得比较好的支线机场航线则
是重庆机场努力加密的对象。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为何如此重
视打通支线？业内公认的事实是，
核心枢纽做强做优做大，离不开众
多支线机场的支持。

以北京首都机场为例，有数据
统计，2019年，首都机场往返国内
支线机场的旅客吞吐量超过600万
人次，航班5.4万架次。可以说，因

为与支线机场的联通，首都
机场增加了一个中型机场
的运输量。

近年来，重庆机场集团
也进行了“干支结合”的探
索。比如，联合华夏航空、
黔江武陵山机场启动“重庆
飞黔江快线”产品。重庆至
黔江每周往返航班班次增
至22班，黔江出港当天可
达城市数由 97 个提升至
154个，新增57个当天可达
城市，经由重庆衔接的航班
组合也更为丰富，极大便利
了旅客的行程安排。

“该快线的打造是重庆
‘一大四小’干支联动的重
点样板工程，同时也是增强
重庆市内支线机场竞争力
的重要载体。”重庆机场集
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外，重庆江北国际机
场还推出众多中转服务产
品。比如，经重庆江北国际
机场隔夜空空中转，始发地
与目的地为不同城市，且中
转衔接时间在 8—48 小时
内的两联程中转旅客，可享
受指定商务酒店一晚免费
住宿（一人一床）及江北机
场至酒店往返免费接送。
同时，为了便于旅客中转，
江北机场已经实现跨航站
楼，跨航空公司“一次值机、
一次安检、行李直挂”服务，
旅客可以在重庆机场舒适
中转。

打造西部航空新高地

在小众目的地不断走
红的背景下，重庆市综合经
济研究院经济空间规划研
究与应用实验室主任贾静
涛认为，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要大力拓展加密新航线，积
极开发航旅联线产品，打造

“干支结合、支支联动、支通
互动”的航线网络。

首先是增加国内特色
航线。发挥支线机场空域时刻相对
充裕优势，加大干支、支支、支通航
线开发，提高支线航线覆盖面，打造

“黄金交叉点”。发展“干支通”三网
高融合、高密度、高便捷空中快线，
提升偏远地区航空可达性。

与此同时，加大“航旅结合”力
度。加强与湖北恩施、湖南张家界、
贵州铜仁、四川九寨沟、云南丽江等
周边主要旅游地区合作，开发环飞
航线、直飞航线、包机航线等，打造

“重庆飞·三峡游”“重庆飞·武陵游”
等航线品牌。

不仅如此，在贾静涛看来，目前
重庆作为全国十大国际航空枢纽，
与其他国际航空枢纽相比，在旅客
吞吐量、航线数量、空域时刻、基地
航司、航权开发方面还存在一定差
距。“从广义上讲，国际航空枢纽是
机场、航司、口岸、平台、交通等关联
主体协作构成的综合性航空系统，
充分体现一个城市或地区在全球航
空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

贾静涛说，大力发展支线航空，
增加支线机场，新开干支中转航线，
强化航空资源统筹利用，加快构建

“国际枢纽机场—区域枢纽机场—
功能疏解性机场”三级机场群，有利
于拓展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腹地，提
高重庆各机场综合容量和航空服务
保障能力，支撑重庆国际航空枢纽
建设，打造西部航空新高地。

此外，扩大支线客机、公务用
机、私人飞机需求，引进培育支线航
空企业，壮大重庆航空产业集群，从
目前通用航空向价值链更高端的支
线航空拓展，建立更为完善的航空
发动机、飞机整机、产业配套和安全
运营航空产业体系，加快重庆新旧
动能转换与产业结构调整，可形成
更高水平的制造业供给体系，推动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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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杨骏

今年年初，全国头部动力电池生产
企业——超威电源集团在两江新区注
册成立重庆超威镁储能研究院有限公
司，开发镁电池商业化产品。

是什么吸引动力电池头部企业来
渝布局？

原来，中国工程院院士、重庆大学
教授潘复生带领的团队，依托重庆大学
国家镁合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攻关镁
电池的技术。如今，该研究中心已拥有
世界上最大的镁电池研究团队，在相关
技术的研发上，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2022年，该团队“镁离子电池”拿下了
全球镁行业唯一的“未来技术奖”。

制成全球首款安时级镁电池电芯

随着新能源汽车、手机、计算机等
技术的发展，电池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
的必需品。但是，锂电池也存在资源短
缺、成本高、安全性等问题。

为此，全球都在寻找新一代高效环
保安全的电池，像氢燃料电池、硫系全
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等，都进入科学
家的探索目录中。

选择镁电池的路线，潘复生团队有
足够的理由。

潘复生介绍，镁电池体积理论能量
密度和锂电池相当，但我国镁资源丰
富，占到全球的70%，且镁成本只有锂
的2%—4%。在环保方面，2015年之
后，镁在冶炼、制造、应用及回收过程
中，污染排放都小于铝合金，已经成为
先进绿色材料。

同时，镁材料具有较为稳定的化学
性质，其熔点高达651℃，不易发生爆
炸等危险。

“一旦技术突破，镁电池将成为电
池工业的颠覆性革命，市场可达万亿元
以上。”潘复生说。

其实，镁电池研发在发达国家和地
区也得到足够重视。

欧盟把镁电池明确为重点研究项
目；美国能源部也支持一批著名研究单
位，介入镁电池研究；日本电池行业更是
认为，镁电池可能成为锂电池的颠覆者。

因此，重庆即便入局镁电池研发，
也需与时间赛跑，尽快获得实质性成
果。

潘复生团队核心成员，重庆大学分
析测试中心主任、储能研究院副院长周
小元介绍，电池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正
极、负极和电解液。想要在镁电池上实
现突破，就必须从这三个方面发力，分
别找到相匹配的材料。

她举例说，锂电池有现在的技术突
破，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业界找到了它
的正极材料“磷酸铁锂”。而镁电池的
正极材料在业界没有可参考性，团队只
有凭借自己的经验探索试验。“我们要
先做纽扣镁电池，做出来的样品基本可
以堆满一个正常的衣柜。”

经过多年的技术攻关，潘复生团队
基本掌握了镁电池的正极、负极、电解
液三部分材料，也成功实现这些关键材
料的批量试制。2021年，该团队制成
全球首款安时级镁电池电芯，标志着镁
电池从理论成为了现实。

2022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
的第79届世界镁业大会上，潘复生团
队“镁离子电池”项目荣获2022年国际

“镁未来技术奖”。这是全球镁行业唯
一的“未来技术奖”，也代表镁电池技术
获得了全球层面的认可。

让镁电池尽快实现商用

“安时级镁电池电芯的出现，意味
着镁电池已经具备作为动力电池商用
的可能。”周小元说，如今镁电池的性能
基本达到磷酸铁锂电池的水平，至于取
代锂电池，还需要进一步的技术研究。

在研发进度上，潘复生团队步步为
营，已掌握了多项镁电池技术。

比如镁空气电池，它是一种清洁、
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电池，可为电视、
照明灯、便携电脑、手机等设备供电。
目前，潘复生团队已经找到了相关企业
合作，将开始批量生产这种电池。

再如镁海水激活电池，它可以直接
利用海水，将金属镁的化学能转化为电
能，具有能量密度高、安全性好、可进行
全海深工作的优点，在深海着陆器、深
海原位实验站等海洋装备领域具有很
好的应用前景。

什么时候能够在新能源汽车上看
到镁电池？周小元的回答是：尚需时
日。

她说，电池体积每增加一倍，其技
术难度则要呈几何倍地增加。这就好
比传统家用的锂电池，因为其体积小，
几十年前就已经普及了。但新能源汽
车使用的锂电池，其体积大、密度也高，
也是近几年有了技术突破才实现运用。

目前，潘复生团队掌握的镁电池技
术处于小试阶段，后续必须要通过中
试、大试后，才能应用在新能源汽车上。

在此背景下，由重庆大学与两江新
区共建的重庆新型储能材料与装备研
究院（以下简称储能研究院）应运而
生。该研究院瞄准国家能源战略和能
源转型前沿技术，聚焦科技成果转化，
目标是建成世界最大的新型储能材料
与装备研究院。

周小元介绍，一项重要的技术，想
要最终转化为成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仅靠科研团队很难实现这一目的。储
能研究院的成立，则能让更多企业加入
成果转化中来，从而加速让镁电池走出
实验室，实现商用。

超威电源集团在重庆的落子，就是

一个典型案例。据了解，超威电源集团
在重庆布局后，将会和储能研究院携
手，建设镁电池的研发平台和中试产
线，逐步开发镁电池商业化产品，并拟
在电动自行车上试用镁电池产品。

让“镁”的科技树开枝散叶

潘复生团队掌握的不止是镁电池，
还有一系列“镁技术”。

以镁合金为例，其密度比铝合金低
1/3，是更好的轻量化材料。如今，镁合
金产品已经广泛运用在全球数千万辆
汽车中，在节能减排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

而重庆大学国家镁合金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镁合金
研究平台，多项镁合金技术在世界上有
重要的话语权。

在该中心的助力下，潘复生团队联
合宝武镁业、重庆镁利信等单位研制，
目前试制出了一体化车身铸件和新能
源车电池箱盖两个镁合金超大汽车压
铸结构件，投影面积均大于2.2平方米，
是目前世界同类产品中最大的镁合金
汽车压铸结构件。

这两款铸件与常用的同类铝合金
铸件相比，力学性能相当，减重32％，展
现出巨大的轻量化应用前景。为此，镁
合金超大铸件节能构件入选2023年重
庆“十大科技进展”目录中。

在“镁储氢”上，潘复生团队也取得
了相当的进展。

据了解，传统的氢气储存方式依赖
于高压气罐，存在安全隐患，而镁的固
态属性有望实现高压低温向常温常压
的转变，从而解决氢能战略实施过程中
的瓶颈问题。

目前，储能研究院已经研制出了工
业级镁基固态储氢材料与装备，目前已
与宝钢金属签订《低成本镁基固态储
氢》合作协议，目标是2—5年实现工业
化生产。

潘复生表示，重庆在新型储能材料
和技术的研发方面具备技术优势，在某
些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包括镁电池
材料、镁储氢材料以及新能源转型的安
全控制等。

同时，重庆还拥有国家级平台和制
造业基础，这些都为储能产业发展提供
了良好的条件。未来，重庆可以整合各
方力量，推动包括镁电池、镁储氢材料
等储能产业的快速发展，让“镁”的科技
树开枝散叶，美不胜收。

拿下全球镁行业唯一“未来技术奖”

“镁电池”技术 重庆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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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报观察

重庆市城市管理局供水水质情况简报
2024年2月，重庆市城市管理局对我市2家供水企业的5个水厂开展了水质抽样监测工作，抽检结果公布如下：

抽查单位

重庆市自来水有
限公司渝中区水
厂大溪沟车间

重庆市自来水有限
公司丰收坝水厂

重庆市自来水有限
公司和尚山水厂

重庆市自来水有
限公司井口水厂

重庆中法供水有
限公司悦来水厂

《生活饮用水卫
生标准》

GB5749-2022
（限值）

备注

发布单位：重庆市城市供节水事务中心 咨询电话：63061623

出厂水

管网水

出厂水

管网水

出厂水

管网水

出厂水

管网水

出厂水

管网水

出厂水

管网水

游离氯/二氧
化氯mg/L

0.70

0.36

0.65

0.63

1.01

1.15

1.03

0.90

1.03

0.80

游离氯≥0.30
二氧化氯≥0.1
游离氯≥0.05
二氧化氯≥

0.02

1、本月供水水质监测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22）。
2、重庆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渝中区水厂大溪沟车间，重庆市自来水有限公司丰收坝水厂，重庆市自
来水有限公司和尚山水厂、重庆市自来水有限公司井口水厂、重庆中法供水有限公司悦来水厂均
按原水29项指标、出厂水97项指标、管网水43项指标、管网末梢水9项指标进行检测。
3、本月抽检单位的出厂水、管网水各项检测指标均达标。

浊度
NTU

0.15

0.29

0.20

0.18

0.15

0.58

0.17

0.17

0.18

0.11

1NTU

高锰酸盐
指数mg/L

1.07

1.16

1.12

1.09

1.09

1.29

1.40

1.44

1.14

1.17

3 mg/L

色度
(度)

＜5

＜5

＜5

＜5

＜5

＜5

＜5

＜5

＜5

＜5

15度

臭和
味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异
臭

异味

菌落总数
CFU/ml

3

5

7

3

4

7

3

7

3

5

≤100
CFU/ml

总大肠菌群
CFU/100ml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00ml
不得检出

大肠埃希氏菌
CFU/100ml

未检出

--

未检出

--

未检出

--

未检出

--

未检出

--

100ml
不得检出

肉眼
可见物

无

--

无

--

无

--

无

--

无

--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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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梁平区双桂街道黄泥村郑渝高铁线上，高速列车从美丽的田园中飞驰而过，与绿
树、农房、道路相映成景，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特约摄影 刘辉/视觉重庆
梁平：高铁田园相映成画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
记者 张亦筑）4月8日，记者从市政府
网获悉，《重庆市打造西部科普中心实
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近日由市政
府与中国科协联合印发。《方案》提出，
力争到2027年，西部科普中心基本建
成，全市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超过
17%、保持在西部地区前列。

据介绍，《方案》的出台，旨在充
分发挥重庆在推动西部地区科普事
业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更好服
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市将
坚持立足重庆、联动四川、辐射西部的
功能定位，勇当探路先锋，形成一批
具有重庆辨识度和全国影响力的科
普工作成果。

力争到2027年，重庆将打造一批
在西部地区乃至全国具有影响力的科
普示范样板、科普理论成果、科普活动
品牌、科普人才团队、科普创作平台、科
学传播矩阵，科普组织动员能力、理论
研究能力、资源聚合能力、示范引领能
力显著提升。

记者了解到，《方案》提出了推动组
建西部科普大联盟、建设西部科普人才
聚集地、搭建科普创新研究新平台、完

善成渝地区大科普格局、打造区域科普
示范样板、培育数字科普新范例、深耕
青少年科学教育试验田和创建科普研
学试点城市8个方面的重点举措。

比如打造区域科普示范样板，《方
案》提出以深化全国科普示范区县创建
活动为载体，打造区域科普高质量发展
示范样板，实现“一区一品牌”“一域一
特色”。在超瞬态实验装置、金凤实验
室等大科学装置及科研平台中突出科

普元素，打造科技资源科普化、科普资
源产业化示范区。

再如创建科普研学试点城市，《方
案》提出要深耕青少年科学教育试验
田，推动科研院所、企业、高校的优质科
技资源面向青少年开放。充分挖掘现
有旅游资源，建设具有重庆辨识度的自
然景观科普馆，串联科普教育基地和旅
游景区，开辟精品科普研学线路，形成

“科普+文旅”研学旅游新模式。

《重庆市打造西部科普中心实施方案》发布

西部科普中心力争2027年基本建成

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