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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从水中提取可再生能源
■ 鲁 亦

锯末制成的生物塑料
可在三个月内完全降解

新华社合肥电（记者 徐海涛 陈诺）记者从中科
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获悉，该院有“人造太阳”之称
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将于近
期完成新一轮升级改造，向芯部电子温度1亿摄氏
度、100秒长脉冲等离子体的科研新目标发起挑战，
力争将世界可控核聚变能源研究推向新高度。

“万物生长靠太阳，EAST拥有类似太阳的运行机
制，因此有‘人造太阳’之称。”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
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王腾博士表示，煤、石油、天
然气未来有枯竭的危险，还存在一定的环境污染，而

“人造太阳”核聚变反应所需的原材料在地球上几乎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生成物也没有危害，被认为是理
想的“终极能源”。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
研究所所长宋云涛表示，EAST是我国重大科学工程，目
标为人类开发核聚变能源提供工程和物理实验基础，建
成以来已开展实验96000余次，先后实现了稳定的101.2
秒稳态长脉冲高约束等离子体运行、电子温度1亿摄氏

度20秒等离子体运行等国际重大突破。
从去年7月起，EAST启动新一轮升级改造，在尖

端材料、关键部件、主要子系统等方面实施一系列重
大提升。“装置升级的技术难度高，工作量大！”中科院
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制中心主任吴杰峰说，“‘人造
太阳’非常复杂，要让上亿摄氏度高温与零下269摄
氏度低温1米内共存，上万个零部件，有一点点瑕疵，
未来实验可能就会失败。”

“党员带头，我们每个人都是缺一不可的螺丝
钉！”EAST升级改造项目内部施工负责人胡凯说，近
百人的科研工程团队每天超过12个小时“争分夺秒”
工作，从春节前到现在一直没有休息。

“从1亿摄氏度20秒到1亿摄氏度100秒，这是一
个巨大的技术跨越，也将把人类核聚变能源研究推向
一个新高度！”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托卡马克
物理实验研究室主任龚先祖介绍，目前升级改造工作
进展顺利，预计将于4月底结束改造，向“1亿摄氏度
100秒”的新目标发起冲击。

直接空气捕获 从空气中吸收二氧化碳

随着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严峻，各界已经对
塑料的生产和处置环节都施行了更严的管控。与
此同时，科学家们正在努力研究更环保的可生物
降解塑料。近日，耶鲁大学研究人员就提出了一
种具有诸多优点的新型生物塑料，其在保有高强
度的同时，还能够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完全降解。

研究团队选择了来自木材厂的典型废弃
物——锯末。研究人员通过可生物降解的溶剂，
将其还原成具有纳米级氢键和与之缠结的有机聚
合物和纤维素的浆液，然后浇铸成生物塑料。

测试期间，研究团队将新型生物质塑料埋在了
土壤中，发现该生物塑料可在两周后破裂，三个月
后彻底降解。此外，新型生物质塑料表现出了相当
高的机械强度，能够在接触液体时保持优秀的稳定
性，并且对紫外线有一定的抵抗力。

研究者表示，这种新型塑料可通过木材来生产
基于生物质的塑料，且具有良好的机械性能。并且，
除了能够快速降解，新型生物质塑料还可轻松恢复
成原浆液，可回收和再利用的水平也相当高，有望将
进入自然界的塑料废弃物减至最少。 （本报综合）

近期，瑞典林雪平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新
材料——纳米多孔立方碳化硅（3C-SiC），它可以捕
获太阳能，并将水分解以生产氢气。

当氢气被用来产生能量时，唯一产物是纯水。
然而，每产生 1 吨氢气，就会排放 9~12 吨二氧化
碳。因此，利用太阳能分解水分子产生氢气是一种
可持续的方法，而且不会导致二氧化碳排放。这种
方法的一个主要优点是能将太阳能转化为可储存
的燃料。

传统的太阳能电池在白天产生能量，但这些能
量必须立即使用或储存在电池中。为此，研究人员
需要找到一种经济高效的材料，可以通过光电解将
水分解成氢和氧。阳光中可以用来分解水的能量
主要以紫外线和可见光的形式存在，因此，需要一
种能够有效吸收这种辐射从而产生电荷的材料。

该研究小组开发的这种碳化硅有许多非常小
的孔，它可以利用阳光从水中产生氢气。实验显
示，这种新型多孔材料可以有效地捕捉和收集紫外
线和大部分可见光。而且，多孔结构促进了具有所
需能量电荷的分离，而小孔隙则提供了较大的活性
表面积，增强了电荷转移，增加了反应位点的数量，
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水分解效率。

“直接空气捕获（简称DAC）”工厂的工作就是吸
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以此缓解全球变暖的危机，它
致力于捕获化石燃料的残留物——空气中的二氧化
碳，并将其泵入被抽空的地下储库。

从源头清除温室气体

“直接空气捕获”的科学原理很简单，Carbon
Engineering公司的系统是利用风扇，将二氧化碳含
量为0.04%的空气经过滤器吸入氢氧化钾溶液中。氢
氧化钾从空气中吸收二氧化碳后，溶液通过管道输送
到另一个反应室，与氢氧化钙混合。氢氧化钙会吸收
溶解的二氧化碳，形成小片的石灰石。将这些石灰石
薄片筛掉之后，剩余物质被输送至分解炉进行加热，
直到分解释放出可被捕获并储存的纯二氧化碳。在
每个阶段，剩余的化学残留物都会在过程中被回收，
形成一个封闭的、不断重复的反应，不产生任何废料。

在全球碳排放持续上升的背景下，如果没有这样
的干预措施，想要实现1.5摄氏度的气候目标将极为
困难。帝国理工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研究所的高
级研究员阿杰伊·甘比尔说：“如果没有直接空气捕
获，就可能发生各种各样难以预料的情况。”IPCC也确
实提出了一些不依赖于直接空气捕获的气候稳定模

型，但这些模型对于能源效率提高和人类行为改变意
愿的假设都过于不切实际。

面临巨大挑战

但使用直接空气捕获这样的技术除碳，面临的挑
战是巨大的。甘比尔发现，如果要追上目前全球二氧
化碳排放（每年360亿吨）的步伐，就需要建造3万个
大规模的直接空气捕获工厂，是今天世界上运行的燃
煤电厂三倍还多。而每个直接空气捕获工厂的建设
成本将高达5亿美元，总成本可高达15万亿美元。

每一个这样的碳捕获设施都需要配备大量的溶剂
来吸收二氧化碳。在一座足够大的直接空气捕获工厂
中，如果捕获100亿吨二氧化碳，将需要大约400万吨氢
氧化钾，这相当于全世界氢氧化钾年供应量的1.5倍。

当数以千计的直接空气捕获工厂建成之后，其运
行也需要大量的电力。如果这是一个每年吸收100亿
吨二氧化碳的全球性产业，那么将消耗100艾焦（10~
18焦耳）的能量，约占全球总能源的六分之一。这些
能量中的大部分都用于将分解炉加热到大约800摄
氏度，而这对单一电源而言要求太高，因此每个直接
空气捕获工厂都需要配备燃气炉，以及现成的天然气
来源。

地球气候或可
看到希望

有人指出，目前
直接空气捕获技术的
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在于一种只存在于假想中
的承诺，允许了人们继续过富碳生活的愿望。

如果人们认为直接空气捕获将在中长
期的未来出现，那么在短时期内，过量的排放
就不会有所减少。如果直接空气捕获工厂的
规模无法扩大，比如很难生产足够的吸附剂，
或者吸附剂很快就会降解，这项技术就可能会
变得更加棘手，成本也会比预期的更加高昂。
即在某种意义上，如果短期内没有采取有效措
施的话，地球的温度就注定会上升得更快。

“我们需要在近期迅速减少排放，但与此同时，也
要坚决发展直接空气捕获，以确定其能否在未来为我
们服务。直接空气捕获是平衡碳预算的关键工具，能
让我们今天还无法移除的碳在未来进行移除。”科学
家表示，在寻求扩大直接空气捕获规模的同时，最重
要的根本因素是证明大规模直接空气捕获是“可行
的，也是负担得起并可用的”。如果最终取得成功，地
球气候的未来可能就将看到希望。 （本报综合）

3 月 26 日，
在雄安智绘未来
科技园，雄安数
字交通实验室工
作人员操控无人
驾驶汽车进行自
动驾驶。

雄安数字交
通实验室位于河
北雄安新区的雄
安智绘未来科技
园。实验室致力
于提供数字交通
共性技术研究方
案，助力智慧城市
建设，目前已吸
引 30 余家知名
智能化设备制造
商落户科技园。

新华社记者
金皓原 摄

1亿摄氏度“燃烧”100秒
中国“人造太阳”将再冲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