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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龙一号
■ 罗洪斌

插图 苏盼盼

知多少知多少科技热词、新词
重庆市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主办

提到核电站，大家可能首先想到
的是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2011年3
月11日，日本福岛核电站因为海啸发
生了核泄漏，该事件让人们再次开始
重视核电站的安全问题。

福岛核电站属于第二代核电站，
核心部件的核反应堆是沸水堆。沸水
堆为单向循环回路，安全性较差，但对
热的利用率比较高。第三代核电技术
的关键，就是要具有更好的安全性。
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系统体的名字
叫作“非能动安全系统”，工程师们在反
应堆的上方安放了很多千吨级的冰箱，
一旦遭遇紧急情况，开箱放水可以同时
做到冷却反应堆堆芯，再带走堆芯余
热，并对安全壳外部实施了喷淋，使得
核电站恢复安全状态。这样设计，也
减少了工作人员身临险境的可能。

我国独立自主研发了第三代核反
应堆品牌“华龙一号”，在成熟性、安全
性和经济性三方面都满足了三代核电
技术要求。2020年11月27日，“华龙

一号”全球首堆——中核集团福清核
电5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2021年 1
月30日，全球第一台“华龙一号”核电
机组——中核集团福建福清核电5号
机组投入商业运行。2021年 5月 20
日 1时 15分，“华龙一号”海外首堆工
程——巴基斯坦卡拉奇2号机组正式
投入商业运行。

“华龙一号”汲取了日本福岛核

电站事故的经验教训，以此次事故的
强度等级为蓝本，除了借鉴了压水堆
技术，还做到了能动和非能动的结
合，满足72小时电厂自治的要求，并
使用了大容积双层安全壳，足以抵御
福岛核电站当时遇到的情况。不仅
如此，它还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突发情
况做了有针对性的预案，具有完全自
主的知识产权。

近日，香港理工大学公布，该校跨
学科研究团队研发出一款便携式新冠
病毒检测仪，可于社区现场检测人类和
公共地方表面的样本，精准进行新冠病
毒检测。

该研究团队于2020年获医疗卫生
研究基金拨款开展相关研发工作。在
过去一年半，研究团队利用反转录恒温
环状扩增法，透过金纳米粒子作为核酸
扩增显示剂，成功进行新冠病毒检测，
临床样本测试结果与反转录聚合酶连
锁反应（RT-PCR）标准完全吻合。

检测仪可同时放置六个样本，除一

个阳性及一个阴性对照样本之外，可同
时检测最多四个样本。采集样本后，即
可使用检测仪在现场进行检测，无需将
样本送回实验室。

该仪器会营造65℃的恒温状态，
其内置的光学装置，能侦测到金纳米粒
子的沉淀情况（阳性样本会沉淀，而阴
性样本会保持分散）。相关数据会通过
蓝牙即时传送给手机，并以软件进行分
析并显示结果。在10至20分钟之间，
手机屏幕上会显示数据，如果呈现上升
趋势，即代表该样本为阳性。上升速度
愈快代表样本的病毒载量愈高。这意

味着在25分钟内，可以确认阳性样本，
而整个检测约40分钟内完成，检测结
果也可凭肉眼辨识。

领导该项研究的医疗科技及资讯
学系教授及系主任叶社平介绍，研究
的关键在于金纳米粒子显示剂，通过
自主研发的检测仪进行的检测，其灵
敏度及特异性均能达致百分之百，与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黄金标准看齐。
同时，检测仪可用于检测人类及环境
样本，亦能检测不同的病毒和细菌，检
测成本亦相对RT-PCR偏低。团队希
望能将研究成果转移，正与国际检测

公司洽谈合作，进行商业化量产，届时
每次检测成本会比现有的检测便宜一
半，非常适合在机场、检疫隔离设施、
养老院舍、诊所、口岸、商场、学校、体
育及康乐设施等人流量大的场所使
用，除可化验人类样本、更可透过定时
抽取门把手柄、键盘、扶手等环境样
本，监察场所的卫生安全。

研发团队负责人表示，检测仪配
备内置电源，充电后便可使用，可于
户外无电源环境操作，采样后即时完
成检测，只须稍作调整，亦可用于检
测其他病毒。 （本报综合）

香港高校研发便携式新冠病毒检测仪

到 2030 年，科学家预计太阳能
发电将占全球发电量的10％，为全球
清洁能源转型做出重要贡献。太阳
能面板上的积尘会影响能量输出，因
此定期清洁很重要。清洗太阳能面
板需要大量用水，但很多太阳能发电
场位于光照充足但水资源有限的沙
漠地区。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工程
师为此开发出一种无水清洁系统，可
在干旱地区清除太阳能装置上的积
尘，提升电能输出效率。相关研究成
果发表在《科学进展》上。

此前通常使用的无水清洁法属
于劳动密集型，且往往会造成太阳
能面板表面不可逆的刮伤，这也会
影响电能输出效率。MIT 的研究小
组新开发的无水清洁系统可在与太
阳能面板无接触的情况下实现，即
不会造成刮蹭伤。新系统利用静电
排斥现象，使灰尘颗粒瞬间脱离面
板表面。先使电极在太阳能面板的
上方通过，给灰尘颗粒充电，然后再
给面板本身充电，于是灰尘颗粒就
通过静电排斥力弹出去了。该系统
可使用电动马达和沿着面板侧面的
导轨自动操作。

（本报综合）

为推动知识产权大数据服务产业
转型升级导航定向，加强竞争对手分
析，补足技术创新短板，重庆市于
2019年7月5日正式上线“对手通”，
实现了全球专利技术动态实时推送。
经过两年多的运行使用，“对手通”累
计用户 7552 个，分析国内外企业
29801 家，累计访问 10706 次，提供
32218次查询，推荐专利8655条，推荐
企业600余家。为进一步帮助用户获
取更加丰富的信息资源，更精准推送
关联信息，更深入挖掘专利价值，“对
手通”优化升级，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丰富数据资源。“对手通”打破
信息孤岛，运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大
数据挖掘技术，帮助用户精准挖掘出全
球范围内已知和潜在的竞争对手。“对
手通”在提供竞争对手专利信息的基础
上，增加了所属企业的工商信息、经营

项目、员工概况、经营状态等；有效扩展
信息维度，让用户在制定竞争对手应对
策略时，更加全面地考虑专利研发团队
实力、市场环境等信息，帮助用户作出
更为科学且合理的判断。

二是基于兴趣度的专利精准推
送。“对手通”在展示大量专利数据的同
时，通过分析用户访问的时序信息，挖
掘用户关注核心技术及创新主体。在
首页新增推荐功能，通过获取高关注度
的技术及竞争对手，利用智能算法分析
其相关技术专利及申请人，进而向用户
推荐兴趣度和关注度较高的专利信息，
帮助用户更为精准地找对手、找技术、
找人才，实现精准推送，提高研发效率。

三是检索查询多样化。单一的查
询方式难以满足用户使用场景的多样
性。“对手通”的搜索界面在原有企业、
发明人的基础上，增加了技术关键字的

查询方式。通过输入技术关键词，更加
快捷地找到同类技术专利，并关联到相
关竞争对手信息，丰富检索种类。

四是多维度AI测评。单纯通过
专利信息无法全面地评估竞争对手实
力。在AI测评企业创新力板块，将企
业团队实力、经营状态等加入到评估
模型中，多维度地分析竞争对手，帮助
企业更准确地了解竞争对手实力，更
全面地比较出优劣势，帮助企业制定
竞争应对策略。

“对手通”自升级开发以来，已添
加300多万家企业详情信息，更新近
3000所大学及研究院专利数据，涉及
专利技术信息 350 万条。在测试期
间，新增用户 360 个，累计访问 706
次。共提供2885 次查询，推荐专利
8655条，推荐企业600余家。

（重庆市知识产权局供稿）

新华社电（记者 谭元斌）近日，
从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
新研究院了解到，该研究院高克林研
究团队成功研制105亿年偏差不到1
秒的钙离子光频标。相关研究成果近
日已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应用物理
评论》。

高克林研究团队系统解决了黑体
辐射频移、多普勒频移、电四极频移等
影响钙离子光频标精度的关键物理问
题与技术难题，最终实现了不确定度
为3E-18的液氮低温钙离子光频标，
精度相当于 105亿年偏差不到 1秒。
据悉，这是国际上第五种达到这一精
度的光频标。

高克林说，高精度光频标有助于
推进基础物理研究。同时，它在时间
基准、相对论大地测量、导航定位等方
面具有广泛的应用场景。

光频标是一套高精度测量体系，
用于实现高精度的时间或频率测量。
经过科学家不懈努力，目前国际上已
把锶原子光频标、镱原子光频标、铝离
子光频标、镱离子光频标推进到E-18
同等精度。

我国成功研制
105亿年偏差不到1秒的光频标

科研人员开发出
太阳能面板的无水清洁系统

“对手通”竞争对手分析系统优化升级
持续发力服务科技创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