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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电（记者 李伟）国际
学术期刊《自然》近日正式刊印了华中
科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团队的最新研
究成果，这一研究是在前期总结武汉
市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与疫情流行趋势
关联性的论文基础上，进一步通过数
学模型评估了防控效果，揭示了新冠
病毒的传播特征。

记者8月25日从华中科技大学
获悉，该研究考虑了人口流动和干预
强度在不同阶段的变化，提出了新的
动力学模型，对武汉市截至3月8日
的疫情流行曲线进行拟合及参数估
计。通过模型比较，研究估计武汉采
取的集中隔离“四类人”等系列干预措
施降低了69.6%的感染。

新的模型研究揭示了新冠病毒具
有两大特征：高传染性和高隐蔽性。

新冠病毒的高传染性和高隐蔽性大大
增加了疫情防控的难度，也解释了病
毒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的原因。研
究还进一步通过模型预测，评估了在
不同条件下解除防控措施导致疫情反
弹的可能性。

“如果有87%的感染者未被发现，
并在连续14天零确诊病例之后解除
所有防控措施，出现第二波疫情的概
率为32%。如果只有53%的感染者未
被发现，相应的疫情反弹概率则降至
6%。过早地解除防控措施将大大增
加疫情二次暴发的可能性。”华中科技
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该课题相关负责人
介绍，这一研究结果提示，面对狡猾隐
蔽的新冠病毒，我们应该在复工复产
恢复经济秩序的同时保持疫情监控，
根据疫情变化及时调整防控措施。

是轨道也是承重结构

轨道梁既是车辆的走行轨道
又是承受车辆荷载的承重结构。
可采用预应力混凝土梁、钢梁，目
前多采用预应力混凝土梁。简单
的轨道构造建设费用低、工期短、
维护费用低。

国外的PC轨道梁的架设，一般
采用汽车吊装方式。重庆地理环境
复杂，不全适合汽车吊架设，而且汽
车吊架设对城市交通影响较大。重
庆2号线PC轨道梁一般跨度20~22
米、最重梁片约62吨、曲线半径最
小R等于75米、最大纵坡为6%、最
大横坡为12%，且大多数线路在城
市既有道路的上方，其施工难度国
内外少见。

重庆单轨交通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苏明辉介绍，
他们的项目团队经过研究对比选
择，最终2号线采用了自行研制的
JQ60型架桥机和YL60型运梁车架
设安装PC轨道梁，在已架设的PC轨
道梁上运输和架设下一片梁，按此
顺序依次向前推进，可解决地面交
通问题，也可不受地面场地影响。

架设顺序采用单机单架，即
架桥机和运梁车沿左线或右线架
设，架设一定区段后再换到另一
条线上架设，能够大大提高架设
效率。“采用特制的架桥机和运梁
车架设 PC 梁，借鉴了铁路桥梁架
设中的架运技术，为国内外的 PC
轨道梁架设提供了新模式。”苏明
辉说道。

铺就坚实的“道路”

在单轨系统中，轨道梁系统是
三大核心之一。通过多年努力，实
现了PC轨道梁系统关键技术自主
创新并获得多项国家专利，该项技
术可使轨道梁振动、噪声更小，乘客
舒适度显著提高，轨道梁制造运架
及调整技术输送到了韩国，并先后
到了东南亚、南亚及中南美洲、北非
等地进行技术交流和推广。

苏明辉说：“跨座式单轨PC轨
道梁采用混凝土结构形成，需确保
PC梁混凝土工程的安全性和长寿，
使用年限达100年。”

重庆地区气候环境复杂，空气
湿度大，酸雨多，夏季持续高温时间
久。根据重庆气候条件，若采用高
水泥用量配置的高强度等级混凝
土，后期强度储备不足，对PC轨道
梁的混凝土耐久性不利。需研究适
应重庆气候环境特点的耐久性混凝
土，并在单轨交通系统中的推广使
用已刻不容缓。为此，重庆单轨交
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联合重庆大学
成立课题组，确立了“PC轨道梁混凝
土耐久性优化配合比”研

究课题，明确了“耐久性混凝土水胶
比低，掺加足够数量的活性矿物掺
和料和高效外加剂，可明显降低水
泥用量，减少水化热，不但可以满足
强度要求，而且混凝土的工作性能、
抗渗性、体积稳定性、耐腐蚀性等都
明显提高”这个研究思路与方向，历
时一年多顺利完成了PC轨道梁混
凝土耐久性优化研究工作。

研究显示，PC梁混凝土配合比
中掺加矿物掺合料，为混凝土提供
足够的后期强度储备，减小混凝土
早期开裂的可能性，减小混凝土的
收缩，对防止混凝土开裂有利，并且
明显改善混凝土的抗冻性，提高混
凝土耐久性，混凝土的抗渗性能、抗
碳化性能、电通量、护筋性、耐磨性
均可满足PC梁百年耐久性的要求。

PC梁间装上“手风琴”

轨道3号线不仅跨过嘉陵江，
还通过菜园坝大桥，跨过长江。然
而，在跨江过程中也遇到了难题。

菜园坝大桥主桥最大的伸缩
量是80厘米。在冬天最冷和夏天
最热的时候，伸缩达到了80厘米，
而我们的PC梁水平误差不能超过
3 毫米。怎样把这不同等级的伸
缩量，让其伸缩同步，考验着设计
团队。

后来，设计团队利用手风琴的
原理，通过小段小节的伸缩，最终达
到和菜园坝大桥主桥同步伸缩。团
队研发了“手风琴”式的连接器，将
其装在轨道PC梁上，以实现和菜园
坝大桥主桥的同步伸缩。同时，为
减轻荷载，采用钢轨的梁设计方案，
其内部检修维护方式填补了国内相
关技术空白。

在3号线横渡嘉陵江从江北区
到渝中区这一段，是位于江面上的
高架，在进入牛角沱站时几乎呈
90°弯道且有坡度。这一媲美过
山车的弯道，却并不会让乘客觉得
站不稳，这其中的秘密就在于创新
设计。

PC梁是支承和约束车辆行驶
的轨道，也是牵引电网的载体，和
人们预想中承载梁横断面是长方
形不同，这段PC梁是一条动态的空
间曲线。在这个区间转弯处的PC
梁并不是长方形，而是不等边的梯
形，而且PC梁拼接误差不超过3毫
米，且幅度控制在12%以内。这一

创新最大可能地保证了乘客
的舒适性。

新华社南京电（记者 王珏玢）近
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
泊研究所获悉，该所研究团队最近为
一种超微藻麦可属完成了全基因组测
序。这种藻类广泛分布在长江中下游
的巢湖、鄱阳湖等淡水湖泊中，不仅承
担着制造氧气和营养物质的“重任”，
还能产生丰富的油脂。解开其“基因
密码”，有助于人类深入研究其生态功
能，并发挥其能源价值。

领导此项研究的中科院南京地理
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史小丽介绍，麦
可属是一种粒径小于3微米的超微藻
类，生活在淡水之中。它们在湖泊生
态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对水体含氧
量的贡献率最高可达60%左右。

此次，研究团队基于流式细胞分
选技术等，成功获得麦可属藻株，并

进行全基因组测序。科研人员共获
得 5.8Gb 有效序列，蛋白编码基因
6649 个。进一步基因分析显示，麦
可属既能利用多种分子形态的营养
盐、多种波长的光进行光合作用，还
具有独特的低温适应机制。这使它
具有很强的生存能力，能够在富营养
化、浑浊度高、温度较低的湖泊中大
量存活。

“值得一提的是，麦可属是水中的
‘产油能手’：每一升麦可属，每天可产
大约86毫克油脂。这次，我们在基因
层面也找到了它产油力强的原因。这
种藻类的基因组中，与油脂合成代谢
相关的基因种类、数量都很多。考虑
到它高效的光合速率和旺盛的生长
力，麦可属很可能成为将来能源生产
的潜力物种。”史小丽说。

PC轨道梁助重庆单轨
本报记者 沈贝

无论是在电影《疯狂的石头》还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里，重庆的单轨
十分吸睛。轨道梁与其他梁结构的主梁存在根本的区别，对其几何尺寸和
安装精度要求极高，此外，接触轨、通信信号电缆等设施也敷设在轨道梁上，
集多种重要功能于一身，因而它是单轨系统的关键系统之一。

最新研究成果
揭示新冠病毒的传播特征

科学家为水中“产油能手”
解开“基因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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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从城市的天空轨道交通从城市的天空““飞飞””过过。。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