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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或有助开发抗疟新疗法

低温等离子体技术
可降解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日前，中科院合肥研究院智能机械所黄青
研究员课题组针对四氯联苯——一种典型的多
氯联苯，应用低温等离子体进行降解处理后发
现，气体种类对等离子体降解四氯联苯效果有
重要影响，且不同气体等离子体处理四氯联苯
的活性物种也存在差别。

据介绍，该低温等离子技术可去除环境中
各种污染物，具有经济实用、简便易行、无二次
污染等优点，利用该技术进行有机污染物的处
理是当前的研究热点之一。

这一成果对利用低温等离子体技术降解多
氯联苯提供了理论支持，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的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对开发高效环
境污染物处理技术、推广等离子体污染物去除
技术的应用化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本报综合）

保真且好看
自动上妆系统提升证件照颜值

近日，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生黄智坤建立了
一套自动上妆系统，该系统能实现给人脸照片上
妆且不失真，上妆程度、风格可控。

“现有的自动上妆方法中存在着两个问题，
一是当背景复杂时，在生成带妆图像的同时图
像的背景也会发生改变，导致图像失真。二是
化妆程度不可控，导致上妆效果不理想。”黄智
坤介绍，新设计的处理方法，能在不改变背景的
条件下，准确、有效地完成人脸自动上妆，使生
成的图像更加真实，更加贴近使用者的需求，又
能用于身份证、护照等证件照，达到了实用和美
观的平衡。

黄智坤还将这套保真自动上妆系统与现在
普遍运用的社交工具上的美颜方法进行了比
较。他表示，美颜照很难满足证件照的保真要
求，但该自动上妆系统则可以。 （本报综合）

新型探针问世
测量原子力有了纳米“触角”

日前，浙江大学胡欢研究员团队联合美国
IBM沃森研究中心以及东华大学彭倚天教授团队
合作发明出一种新型纳米球探针技术，可以精准
测量纳米到微米尺度范围的界面，填补了该尺度
空缺，解决了纳米摩擦学领域的重要技术瓶颈。

原子力显微镜被用于研究物体接触时的“力
量”，其核心构件探针如同昆虫的“触角”，能够将
样品表面的作用力转换成微悬臂梁的弯曲，进而
通过激光束探测到。其中球形原子力探针在形
变、硬度、力学属性等方面更具优势。然而传统
球形原子力探针尺寸为1~10微米，在纳米尺度的
测量存在盲区。与此同时，球形探针通过胶水粘
贴，粘贴位置因难以把控而会影响精确度，遇到
高温或液体容易脱落。 （本报综合）

我国第 大水电站
创造多项世界之最

■ 浦超 姚兵

世界第七、中国第四大巨型水电站——乌东德
水电站近日通过第三阶段蓄水至965米验收，该电站
8月中旬将蓄水至水位958米，8月下旬蓄水至水位
965米。这个巨型水电站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成为
我国水电站建设的又一个里程碑工程。

“最薄”
特高拱坝兼顾经济安全

乌东德水电站位于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县和四川
省凉山州会东县交界，在陡峭的峡谷中，乌东德水电
站工程大坝稳稳“镶嵌”在两岸峭壁之间。

三峡集团乌东德工程建设部主任杨宗立介绍，乌
东德水电站是金沙江下游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向
家坝四座梯级电站的第一级，2015年12月全面开工建
设，总投资约1200亿元。该电站是“西电东送”的骨干
电源和促进国家能源结构调整的重大工程。

7月11日和13日，乌东德水电站第三台、第四台
机组投产发电。水电站全部12台机组计划于2021年
7月前全部建成投产。

据介绍，乌东德大坝坝顶海拔高程为988米，最
大坝高达270米，坝顶弧长326.95米，坝底厚度51.41
米。拱坝的厚薄通常以坝底厚度和最大坝高之比，
即厚高比来衡量。乌东德水电站大坝的厚高比为
0.19，是目前世界上建成的最薄的300米级特高拱坝。

大坝挡水形成的水库正常蓄水位为975米，对
应库容58.63亿立方米。薄薄的拱坝需要挡住库水
水体形成的809万吨推力，这给设计和建设都带来
严峻考验。

拱坝通过向上游方向突出而呈拱形，将水的推
力转为对两侧河岸的压力。乌东德大坝不但在水平
方向上弯曲，垂直方向上也是弯曲的，这样的坝型被
称为双曲拱坝，可以大幅减少建材耗费。为了应对
复杂的地质环境，工程师们提出“静力设计、动力调
整”的设计思想，在不考虑地震可能的静力条件下选
出基本体形，再根据地震动力条件开展优化。最终
混凝土量仅增加3.1%，大坝设计地震最大拉应力降低
达32%，有效兼顾了经济和安全。

“最聪明”
打破大体积混凝土“无坝不裂”魔咒

乌东德水电站大坝被誉为世界上“最聪明”的大
坝。建造过程中使用了许多原创性的新技术，其中
包括全生命周期应用大坝智能建造系统，实现了“在
线采集、后台处理、智能操作、预警控制”的智能生产
管控，展示了中国筑坝技术智能建造的最高水准。

对大坝建设而言，预防裂缝是重中之重。裂缝不
但会破坏大坝结构，严重时还可能会漏水甚至导致大
坝溃决。越薄的大坝，裂缝潜在危害就越大。混凝土
在浇筑硬化过程中，一般会产生大量的热量。由于不

同位置温度不同，热胀冷缩的程度不同，就很容易形成
裂缝。加之乌东德水电站所在的干热河谷大风频繁、
日照强烈，混凝土温控防裂更是难上加难。

为了解决混凝土温控防裂这一世界级难题，乌
东德大坝采用了低热水泥。低热水泥发热量低，能
显著降低混凝土最高温度，有效防止大坝温度裂缝
发生。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全坝采用低热水泥
混凝土来建设300米级特高拱坝。通过采用智能建
造技术，全面感知、真实分析、实时控制，实现混凝土
施工过程管控智能化，有效防止裂缝产生，确保大坝
混凝土施工优质高效。

“乌东德水电站大坝建设代表着中国筑坝技术
的先进水平，全坝应用低热水泥混凝土开创世界先
河，智能通水、智能灌浆、智能喷雾等一批自主创新
的智能化成果实施应用，有效地促进了特高拱坝优
质高效均衡快速上升，实现了大坝工程安全优质高
效建设和全生命期价值创造的目标。”乌东德工程建
设部技术部工程师刘科介绍。

自2017年3月16日开工浇筑，乌东德水电站大
坝混凝土浇筑历时3年零3个月，浇筑总量270余万
立方米，创下单个坝段年上升高度122米的行业最高
纪录，未出现一条裂缝，打破了过去大体积混凝土

“无坝不裂”的魔咒。

“最高”
主厂房高达89.8米

为了容纳水电站主要发电设备——水轮发电机
组，施工人员在山体中开挖了长333米、宽32.5米、高
89.8米的巨大主厂房。光是高度就相当于近30层的
高楼，这一高度打破了地下电站主厂房开挖高度的
世界纪录。

乌东德水电站开发任务以发电为主，兼具防洪、
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改善航运等综合效益。作
为“西电东送”战略的骨干电源，水电站共安装12台
单机容量85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1020
万千瓦。

乌东德工程建设部介绍，水轮发电机组单机容
量达到85万千瓦，这是全球首例，仅次于正在建设中
的白鹤滩水电站的100万千瓦。理论上，如果满负荷
运行，一台机组就能满足大约1000万居民的生活用
电所需。乌东德水电站平均年发电量预计为389.1亿
千瓦时，差不多相当于北京全社会年用电量的三分
之一。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1220万吨，相当于24.4
个年产50万吨的中型煤矿的产量；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3050万吨、二氧化硫排放量10.4万吨，相当于种植
8.5万公顷的阔叶林。

乌东德水电站12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后，将成
为南方电网供电范围内调管的最大水电站，产生的
巨大电流将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为大
湾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绿色能源保障。

新华社堪培拉电（记者 岳东兴 白旭）一个
国际研究团队日前在英国《自然·通讯》杂志上发
表论文说，他们有关疟原虫耐药性相关蛋白的新
发现，可能有助开发新的抗疟疾疗法，也有可能
用于增强现有抗疟药物的疗效。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日前发表新闻公报说，一
种名为PfCRT的蛋白质是疟原虫对多种药物产生
耐药性的关键，且对疟原虫的生存至关重要，但
多年来科学界对PfCRT如何发挥作用知之甚少。
为此，该校研究人员领导的国际团队对PfCRT的
功能进行深入研究，并解开不少谜题，例如PfCRT
如何通过转运肽来为疟原虫提供氨基酸来源等。

论文作者罗伊娜·马丁介绍说，了解PfCRT
的功能有助开发抑制它的药物。这类药物不仅
可杀死疟原虫，还能与其他疗法联合使用，消除
由PfCRT引起的耐药性，从而恢复现有抗疟药物
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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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两江新区
企业——中冶赛迪自主
研发的全球首套智慧铁
水运输系统在宝武湛江
钢铁正式投用，全厂 8
台机车、28台混铁车实
现全系统无人化运行。
目前，系统运转平稳，无
人化率已达 95%，标志
着我国铁水运输“无人
化”时代正式开启。
通讯员 林洪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