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沿科技问答前沿科技问答前沿科技问答前沿科技问答

科技创新·综合
2022年3月17日 星期四
主编：刘代荣 编辑：文江南 美编：郑翔
投稿邮箱：cqkejibao@sina.com 05

科学生活知多少
本栏目由重庆市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协办

点睛科技点睛科技

太阳风为地球
带来原始水源

盾构机是如何工作的

日前，由
上海隧道自主
研发制造的超
大 直 径 盾 构
机“ 骐 跃 号 ”

“ 首 秀 ”圆 满
完 成 。 据 介
绍，“骐跃号”
总长约 99 米，
其 中 主 机 长
度约 16 米，刀
盘 切 削 直 径
达 14.05 米 ，
于 2020 年 10
月 完 成 调 试
下线。

新华社记
者 方喆 摄

本报讯（通讯员 李凤林）綦江区老科协成立以
来，紧紧围绕綦江区创建全国高新区的目标任务主动
作为，深入推进院士专家进企业，服务企业创新发展、
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

2021年3月以来，綦江区老科协依据中国老科协
《助力企业技术创新行动计划（2021—2023年）实施纲
要》精神，积极发挥市老科协綦江工作站、市工程师协
会綦江工作站的资源优势，制定了助企创新服务

“136166”工作制度，即：1个月深入工业园区（高新区）
企业走访1次；3个月召开1次工作站办公室主任会
议；6个月组织邀请院士专家深入企业现场指导1次；1
年组织召开1次老科技专家座谈会；坚持6步服务流
程（调查登记、问题梳理、报告传递、专家匹配、解决处
理、结果反馈）和做好6项服务内容（人才服务、创业

与创新服务、投资与融资服务、信息化服务、市场拓展
服务、法律服务）。

2021年9月24日，“院士专家进企业 精准对接
解难题”活动周启动。綦江区老科协邀请市工程师协
会、重庆鼎慧峰合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等有关负责
人、工程师来綦江，就重庆烯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提出的相关技术问题进行解疑答惑，重点针对公司提
出的专业人员引进与培养、工程技术职称的评定辅
导、国际专利申请辅导和对接投资、对外提供成果转
让等技术问题进行对接，并开展了交流互动。

在“院士专家进企业 精准对接解难题”活动周
上，重庆市老科协副会长、投融资咨询专家、正高级工
程师梁伟和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刘双
翼来到重庆驰超科技有限公司，从窑炉节能、拉伸工

艺、矿石选配、石墨烯在汽车后市场产品中的研发应
用等方面给予指导；重庆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重庆新材料学科带头人、重庆市老科协助企创新服务
綦江工作站站长黄福祥与重庆金美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精准对接，解答了企业提出的疑难问题，学校与
企业还在人才招聘、建立长期教学实习基地、开展产
学研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以实现校企双赢，推动地
方经济发展。

近年来，綦江区老科协组织区老科技工作者常态
化深入走访企业30余家，邀请7位院士专家教授来綦
江现场解答企业提出的难题。广大老科技工作者通
过实地考察、问题征集、梳理反馈、专家对接等方式，
共为6家高科技企业解决了12个方面的急难问题，受
到企业的普遍好评。

綦江区老科协发挥自身优势服务企业创新发展

实施精准对接服务 深入企业现场答疑

地球上的水从哪来？长期以来，科学家对水
的确切来源感到困惑。最近，英国一家国际研究
小组发现，地上的水可能来自太阳。

科学家解释，现有理论认为，水是在C型小行
星形成的最后阶段被带到地球上的。然而，此前
对这些小行星的同位素“指纹”测试发现，它们与
地球上发现的水并不匹配，这意味着至少还有另
一个未知的来源。

研究人员通过对 S 型近地小行星“丝川”的
微小碎片进行逐个原子分析，得出了新的“太
阳风理论”。2010 年，该碎片样本由日本隼鸟
号小行星探测器收集并带回地球，研究发现太
阳风是由来自太阳的带电粒子（主要是氢离子）
组成的，在太阳系早期撞击地球的小行星所携带
的尘埃颗粒表面产生了水。

在 地 球 演 化 过 程 中 ，水 起 到 了 关 键 作
用。水是太阳风吹出来的最新研究，支持了
太阳风假说理论，从而帮助科
学家解答了地球水起源之谜，
将为宇航员解决太空水源问题
提供了新思路。

盾构机的最前面部分是机头，上面是一个圆形
的巨大刀盘，刀盘上装有刀片，刀片有好几种，以应
付不同的土层地质。这是最核心的部分，起到掘进
的作用。

后面还有一段密封舱机身，尾随着6节车厢，
用于装载盾构机的动力系统、土体改良系统、密封
系统、辅助系统等，总体结构有60米长，体重300～
500吨。

盾构机的工作原理和电动剃须刀很相似。工作
时它靠着机身内千斤顶给予的动力向前推动，旋转刀
盘掘开土层。挖掘土层的同时用混凝土环管片贴牢，
防止土层塌陷，每次掘进一环1.2米长。每掘进一环，
就安装一环的环管片。盾构机不断掘进，留下来的隧
道直径是圆的，内壁由环管片贴成，非常工整。掘出
来的土会被收集起来，经过处理后由螺旋运输机输送
到装载泥土的车辆上，运到地面上去。

在漆黑的地下，盾构机是如何辨别方向的？它依

靠两个系统：一是人工掌控系统，主要是隧道施工的
传统测量定位系统，用全站仪、棱镜、水平尺、塔尺等
工具，完成初测和复核等工作。二是自动定位隧道导
向系统，也是最核心的系统，由中心计算机、隧道掘进
软件、激光经纬仪等组成，保证掘进方向误差不超过
30毫米。

盾构机问世至今已有近180年的历史。始于英
国，发展于日本、德国，价格极为昂贵，一台进口的盾构
机近8000万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这种巨大、精密
而复杂的工业产品一向是中国制造业的软肋，只能依赖
进口。2015年11月14日由中国铁建重工集团和中铁十
六局集团合作研发的中国国产首台铁路大直径盾构机
在长沙下线，拥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打破了国外近一
个世纪的技术垄断，加速了
中国快速城市化大铁路网
建设的步伐。

本报讯（通讯员 于纹）近日，第十二届大北农科
技奖授奖名单正式发布。重庆市畜科院院长刘作华
团队申报的《生物发酵饲料创制与高效应用技术》获
得大北农科技奖一等奖，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葛良鹏
团队申报的《人抗体转基因小鼠（CAMouse）的培育》
获得创新奖。

大北农科技奖是经科技部批准设立的面向全球
农业行业的科学技术公益奖项，主要奖励在农业应用
研究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由北京大北农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1999年出资设立并具备国家
科学技术奖提名资格。先后已有10余名院士获得该
奖项并推荐获得国家科技奖一、二等奖多项。

市畜牧科学院荣获大北农科技奖

本报讯（通讯员 张峻豪 蒋坐）近日，潼南区
玉溪镇桑园里一片繁忙，村民们正在嫁接桑树。
该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下称农服中心）的技术员
早早地来到田间，为群众嫁接桑树作技术指导，为
今年蚕桑丰产丰收奠定了基础。

“通过对桑树的改良，嫁接后的桑树不仅叶片
大、叶肉厚，而且能提高桑树的产叶量，喂养出来
的蚕茧质量也比较好。”玉溪镇农服中心技术员古
登强说。今年春季雨水充沛，是桑树迅速生长的
大好时节，现在嫁接桑树能提高成活率。

据了解，古登强是一名有着丰富农业种植经
验的技术员，每年的这个季节，他都要深入广大养
蚕户，和村民们一起修剪桑枝条，然后进行剥芽、
划口、捆绑，指导农户进行桑树嫁接。

一株株刚嫁接好的桑树沐浴在阳光下，摇曳
在春风里，桑园基地负责人文超琼看在眼里，乐在
心里。她告诉笔者，今年在五通村共流转了518
亩土地种植桑树，现在正是桑树嫁接的关键时候，
缺技术、缺人手，镇上的农技干部主动来到基地帮
忙，对他们进行技术指导。不仅如此，往年在桑树
嫁接完后，剩余的桑树条没有其他使用途径，只能
当柴烧，农技干部在了解情况后，主动帮忙联系销
售途径，现在一吨桑树条能卖300多元，能增加10
多万元收入，让她干事创业的信心更足了。

潼南区：专家送技术到田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