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良电极可将二氧化碳
快速合成为化学原料

■ 陈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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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那些接近生活的 新科技
■ 史 诗

新型纳米复合材料
实现电子产品无污染快速回收

■ 赵晖 陈彬

日本筑波大学研究团队开发出利用二氧化碳
高效制造化学原料甲酸（蚁酸）的方法。

该方法用电还原二氧化碳。研究团队改良
了利用锡片制作的电极。先在锡片上造出很多
小孔，以增加与二氧化碳的接触面积，然后在电
极表面涂覆具有二氧化碳吸收能力的高分子材
料聚乙二醇。

与采用金属锡片的传统电极相比，新方法合
成甲酸的速度达原来的24倍。这种方法可以从
发电站等释放的含二氧化碳废气中获得有机物，
计划10年内进入实用。

利用二氧化碳高效生产甲烷、甲醇和甲酸等
有用物质的研究相当活跃。结构简单的甲酸除
了用于农药等之外，还有望作为储存和运输氢的
手段。

随着5G应用落地的加速，智能新生活离人们已
经越来越近。近日，在北京亦庄举办的2021世界5G
大会展区，能让你重温AI+4K超高清修复技术修复的
红色经典影片、体验专属于自己的5G虚拟驾驶、来一
杯5G智能机器人制作的现磨咖啡……尽情体验触手
可及的精彩5G世界。

遇见另一个自己

LED幕墙中的虚拟世界与机械臂的镜头拍摄视
角实时联动，体验者可游走于多个场景或自由演绎，
在赛博朋克和热带雨林中与自己相遇。体验结束
后，参观者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得到以自己为主角
的大片。

据工作人员表示，这就是“5G+AI时间折叠”，通

过搭建一个基于5G的云端定制渲染虚拟制片场景，
基于5G的高带宽、低时延特性，与AI技术相结合，让
用户体验 3 个自己无缝融合到一个场景的视频画
面。这种技术还可以用于虚拟制片领域，赋能媒体行
业数字化转型。

往事不仅只能回味

在5G大会现场，只需循着一首《延安颂》，就能看
到一台古朴的唱片机。展台工作人员介绍，中科汇金
数字影音互动科技与标准国家重点实验室针对老唱
片和老电影进行了数字化修复。“我们从各大电视台
回收一些旧设备，建成一个工作站。基于5G网络的
超清视频有着广泛应用场景，以4K/8K超高清视频数
字化修复技术为核心，引入领先的修复系统和后期制
作系统，服务于老胶片数字化修复、影视修复再发行、

高清及4K上转、影视后期制作服务等。”
值得一提的是，中科汇金数字化修复

制作的《东方红》还作为2020年长征五号运
载火箭搭载音乐进入了太空。现在，你只需

打开中国音网，就可以聆听10万余张老唱片，
感受爷爷奶奶们的童年音乐。

虚拟驾驶值得一试

在中国信科研发的一辆提供“5G车联网VR
虚拟驾驶体验”的蓝色小车上，体验者仅需坐进模

拟驾驶室，系好安全带，戴上VR眼镜，一场虚拟驾驶

旅程就可以正式开始了。
当体验者尝试踩下油门，在展示屏上就可以看到

车子开始平稳驾驶，而一旦油门踩得太猛，速度过快
的小蓝车还会语音提醒“请减速慢行”。研发人员为
了让体验更加真实，甚至还在这个小场景中配备了交
通信号灯。

中国信科旗下大唐高鸿的工作人员表示：“这是
拥有中国核心知识产权的C-V2X技术在车路协同领
域的应用场景，通过部署智能路侧基础设施、车载终
端所采集的数据相结合，可以分析出更全面、准确的
路况信息，便于车辆提前感知突发状况及时应对，5G
让数据传输更快。目前，中国信科正在亦庄逐步试验
智能网联汽车运营。”

裸眼玩转3D世界

在立体通展区，栩栩如生的动漫、破屏而出的飞
碟、让人躲闪不及的战机、导弹……一幕幕往日需要
走进电影院才能体验的逼真3D场面，现在仅需在立
体通裸视三维显示技术加身的普通手机上就可以轻
松欣赏。

“我们的裸视三维显示技术可以覆盖一百多款
主流型号手机，配合我们的智慧膜和3D App，用户
在手机上通过裸视就能实现观看3D电影、玩3D游
戏等。”立体通相关负责人表示，采用六大核心算法
引擎技术与光学产品相结合，立体通实现了裸眼3D
显示的清晰、逼真效果，成为推动三维互联网建设的
重大突破。

近日，银川市公安
局交警分局车辆管理所
金凤业务大厅，民警在
展示电子机动车驾驶证
（正页）。

自9月1日起，国内
28 个城市开始推广应
用驾驶证电子化，电子
驾驶证与纸质驾驶证具
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在
全国范围内有效。驾驶
员 可 以 通 过“ 交 管
12123”App进行电子驾
驶证申领，电子驾驶证
可以在办理交管业务、
接受执法检查时使用。

新华社记者
杨植森 摄

新华社南京电（记者 朱国亮 邓华宁）记者近日
从国家电网常州供电公司获悉，江苏金坛盐穴压缩空
气储能国家示范工程目前已送电成功，工程进入试运
行阶段。

盐穴压缩空气储能是指在电网负荷低谷期使用
电能压缩空气，将其高压密封在地下1000米的盐穴
中，待电网负荷高峰期再释放压缩空气推动空气透平
发电，从而达到降低电网负荷峰谷差的目的。

所谓盐穴，即地下盐层被开采后形成的腔穴。目
前，金坛拥有地下盐穴储气库约1000万立方米，理论
上可以建设超过4000兆瓦的压缩空气储能电站。

金坛盐穴压缩空气储能国家示范工程于2017年
7月获得国家能源局立项批复，2020年8月主体工程
正式开工。项目初设静态投资4.3亿元，一期工程发

电装机60兆瓦，储能容量300兆瓦时，预计年发电量
约1亿千瓦时。

中盐华能储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国华介
绍，当前国际上投入商运的压缩空气储能系统主要为
补燃式，去除化石燃料部分其电能转换效率只有
20%左右。金坛盐穴压缩空气储能工程采用了更为
先进的非补燃式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可将电能转换效
率提升至60%以上，全过程无燃烧、无排放。

据悉，为帮助这一项目尽早并网发电，常州供电
公司于2020年10月启动了进线工程建设，为这一储
能电站单独新建了一条近8公里的110千伏线路，对
附近变电站进行了扩建。据测算，金坛盐穴压缩空气
储能项目投运后，全年可节约标准煤3万吨，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6.08万吨。

近日，针对全球范围内电子垃圾激增的状况，
天津大学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生物医学工
程系黄显团队从“电子产品环保易回收“的理念出
发，研发出了可溶于水的、用于制造电子产品的纳
米复合材料，可以实现电子产品无污染快速回收，
为电子垃圾无害处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

由黄显团队研发出的这种引线互连的室温水
烧结纳米复合材料，其制成的电子产品在正常使
用条件下可以长期稳定地使用。当需要废弃回收
时，只需要将电子产品丢入水中，即可在几天之内
降解，其中的芯片等元器件仍然可以回收使用，实
现电子产品无污染化的快速回收。

运用该项技术，黄显团队成功研发出世界首
款可溶解智能手表，该款手表与传统智能手表功
能一样，不同的是，当这款智能手表被完全浸入水
中时，其外壳和电路会在40小时内完全溶解，遗
留下来的仅是OLED屏幕、电阻器、电容器等可再
次利用组件。

江苏金坛盐穴压缩空气储能
国家示范工程送电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