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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睛科技点睛科技

可实现零排放的“绿氢”“蓝氢”

前沿科技问答前沿科技问答前沿科技问答前沿科技问答

为什么航天飞机不怕热
航天飞机返航时，最难克服的技术难关是如何

穿越大气层，因为航天飞机的运行速度太快了，当它
进入大气层后，容易跟空气产生剧烈的摩擦而起火
燃烧，产生几千上万摄氏度的高温，这就需要一种材
料来防护航天飞行器。科学家经过反复研究，研制
成了一种特殊的防热材料——隔热瓦，用它制成航
天飞机的“防热外衣”，来抵抗摩擦时产生的高温。

航天飞机的隔热瓦不是靠自身被熔来达到防热
目的，而是靠材料良好的散热性能来降低表面温度。

这种特制的隔热瓦，基本材料是普通的沙子，被
做成很细的纤维。由于隔热瓦90%是空气，所以它
的重量极轻，拿在手上就像拿了一块塑料泡沫似
的。飞机表面与空气摩擦产生的高温，每时每刻都

被它以极快的速度散发掉，余热则被空气所隔而无
法传递到内层。为了保护航天飞机的要害部位，隔
热瓦的表面还涂有一层黑色闪光的硼硅酸盐玻璃，
它能反射机体与空气摩擦生成的95%的热量。在
受热最高的机头和两翼前端，则采用了强化防热材
料，既提高了耐热性，又增加了受力强度。

之所以强调是“黑科技”，是因为这些隔热瓦
在高温条件下稍经冷却后，就可以用手直接接
触。此时隔热瓦的内
部仍然保持着上千摄
氏度的高温，外部已经
冷却到可以直接触摸
的程度。

本报讯（记者 谢力）近日，一艘来自四川宜宾的
货轮缓缓停在了两江新区果园港的码头边。船上满
载了各种矿石，而在果园港中转后，这些矿石将会被
分拨至长江下游地区。

随着成渝合作的不断深入，宜宾港目前已经有
90%的货物选择在果园港进行中转，两地合作日益紧
密。今年前三季度，宜宾港与果园港之间完成水水中
转78768TEU（标准箱）。

物流共通是川渝自贸试验区协同开放示范区建
设的重点领域之一。记者从两江新区自贸办（中新
办）获悉，截至目前，两江新区已经以果园港为核心，
开通了至四川宜宾、泸州、广元等6条水水中转航线，
实现了长江上游干线的航线全覆盖，有力推动了川渝
自贸试验区协同开放示范区建设。

今年9月，果园港国家物流枢纽还与成都经开区

签订了协议，将共同建设成都无水港。无水港建成
后，从成都经开区经果园港公水联运至上海的集装箱
货物，货运时间可节约8天，货物周转率提升40%，为
企业降低物流成本10%以上。

“果园港是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前沿阵
地。依托于此，两江新区也在积极推动川渝国际物流领
域合作交流，建设西部出海出境大通道。”两江新区现代
服务业局局长、两江新区自贸办（中新办）主任郑航说。

不仅如此，建设协同开放示范区，统筹打造高水
平对外开放平台，还可以形成川渝协同对外开放发展
新引擎，营造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在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我国经济转型发展中发挥
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

去年3月，两江新区（自贸区）法院与天府新区法
院（四川自贸区法院）共同签署了《川渝自贸区司法合

作共建协议》，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专业
化、高水平的司法服务。

今年4月，两地自贸区法院又共同签署了《川渝
自贸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合作备忘录》，联合发布《知
识产权纠纷行为保全申请指引（试行）》《知识产权纠
纷行为保全审查指引（试行）》以及《川渝自贸区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在此基础上，目前两地自贸区法院已经实现了跨
域立案、远程庭审、异地执行、远程线上调解等多项合
作工作机制。

两江新区（自贸区）法院副院长贾科表示，下一
步，双方将多措并举共建司法协作新体系、探索多元
解纷新机制、培育交流合作新模式，以加强两地自贸
区司法协作为支点，示范带动整体司法协作，争取在
全国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深化川渝全面合作 打造长江黄金航线

果园港中转已实现长江干线全覆盖

近日，重庆理
文造纸有限公司工
作人员在生产车间
作业。

近年来，重庆
永川港桥产业园按
照集群创新的理
念，以纸业龙头企
业为牵引，携手川
渝两地 24 家纸业
企业共同发展，拓
展纸业产业链，形
成集聚效应和雁阵
效应，有效降低了
相关企业的生产、
物流等成本，推动
纸产业健康发展。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本报讯（通讯员 江麟麟）近日，经江北区科
协批复同意，重庆市江北区智能科技发展商会、
重庆图行天下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微奥云芯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3家企业成立了科协，为江北区企
业科协注入新的活力，目前全区累计建立企业科
协45家。

据了解，此次成立的3家企业科协包含行业商
会、科技企业、生物医药企业。重庆市江北区智能科
技发展商会于2021年4月成立，是聚集新兴智能化
发展、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科技产业专业化服务等
领域的新型行业商会，目前已凝聚了超100家潜力
型、发展型、创新型科技企业会员单位。重庆图行天
下科技有限公司从事的是计算机、互联网、物联网领
域的技术开发，配有先进的GPS卫星全球定位仪、全
站仪、水准仪等，拥有几十种行业软件。重庆微奥云
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是主要从事生物传感器、生物
芯片、医疗器械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科技型
企业，现已申请3项专利，其创新科技项目和技术已
处于全球领先状态。

江北区科协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区科协将继续
围绕中心工作，牢牢把握“四服务”工作职责，为企业
科协做好全方位服务，更好地发挥科协组织服务科
技工作者的桥梁纽带作用，凝心聚力助力创新驱动
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杨鑫）近日，大渡口区科协完
成了对九宫庙街道办事处、新山村街道新一社区、
建胜镇百佳园社区申报基层科普行动计划项目验
收工作。

据了解，在验收过程中，大渡口区科协按照相关
文件要求，开展了“基层科普行动计划”项目推荐工

作。他们组织专家对3个街道（社区）基层科普行动
计划项目逐一进行了验收。通过实地查验、查阅资
料、现场答辩等方式，全部通过验收合格，出具了审
计和验收报告，确保专款专用，使有限的资金真正用
到科普项目的建设上，确保了“基层科普行动计划”
保质保量落实。

在今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网球运动员大坂
直美手持火炬点燃圣火，为人类使用清洁环保新能
源提供了示范。此次奥运火炬和圣火，使用的燃料
不是传统的天然气，而是氢气。

据媒体介绍，东京奥运圣火燃烧所用的氢气，产
自全世界最大的制备基地——福岛县。此基地生产
的氢气，是利用光电通过电解水技术来实现零排放制
备的氢气。此项技术被称为“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
术”，是利用化石燃料制备氢气和氨气，再利用“碳捕
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将“灰氢”转化为“绿氢”。

2016年，日本在世界范围内率先提出用氢气体
让经济脱碳。目前，日本的氢技术领先世界，相关专
利技术最多。今年又推出了新的气候和能源战略，
助推“蓝色”思路发展。“蓝氢”是通过天然气中的甲
烷生成氢气的能源，通过加热、蒸汽、压力将甲烷转
化为氢气和二氧化碳。“蓝氢”的过程更进一步，还收
集了一些额外的二氧化碳，有利于实现零排放。

氢作为清洁能源载体，被全世界视为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的重要手段。因此，面对
全球气候变暖，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发展氢能源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江北区新增3家企业科协组织

大渡口区科协完成基层科普行动计划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