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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套太阳能电水联产实验示范系统

报告

动态

姻本报记者 王晨绯 郑千里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以下简

称新疆理化所）的标识外型酷似“北斗星”。北斗
星的每一颗星都不如太阳系的恒星知名，但通
过策略组合，形成独一无二的特色，在天空找到
自己的位置。这也象征了新疆理化所凝练领途
北斗星，以创建中国西部乃至中亚地区一流研
究所为奋斗目标的雄心。

厉兵秣马以待命

“不止袁群慧来新疆了，她的老公和孩子都
从国外到新疆了。袁群慧举家搬到新疆是新疆
理化所近年来引进人才的缩影之一。”2012年，
中科院院长白春礼视察新疆理化所时，所长李
晓向白春礼介绍该所引进的“百人计划”之一袁
群慧。看到自己的学生成为其中一员，白春礼高
兴又意外。

近年来，新疆理化所在制约发展的人才因
素上苦下功夫。面向社会设立“伯乐奖”，鼓励
“社会伯乐”引贤纳才。

与此同时，对人才的“水土不服”进行多方
面协力、配套投入、重点突破，集结了一支“能打
仗的队伍”。

提及人才成长，李晓谈到“百人计划”入选
者潘世烈从美国回所后，在所里多方面关怀下
迅速发展成为青年领军人才，从当初充满怀疑
到如今坚定地在新疆扎根发展。
“新疆理化所这些年人才引进趋势不错，引

进国家‘青年千人’4人，‘百人计划’17名。所内
具有博士学位的占 33%，专业技术人员占比
85%，高级科研人员平均年龄由 45岁降低到 41
岁，人才梯队已经形成。”日前，李晓接受《中国
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研究所人才聚齐后，还缺一个好的规划。

我们广泛听取了自治区科技厅及行业主管部门
领导和专家的意见，并到南北疆各地进行深入
的需求调研，同时赴内地 20多家研究所进行交
流和对接。”由于地处边疆，李晓认为研究所必
须“接地气”，作有特色的研究，否则就得在夹缝
中求生。

突破重转化和应用

基于“以需求为牵引、应用为导向”的指导
思想，新疆理化所发挥中科院整体优势，根据资
源化学、多语种信息技术和材料物理与化学 3
个优势学科，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从
新疆资源开发利用、民生与社会发展凝练出“两
个重大突破”。

其一，在民族药现代化研究方向中，以具有
显示度的“治疗白癜风创新维药研制”作为突破
目标，以期将中药民族药医院制剂提升为国药
准字产品。

新疆维吾尔民族医药针对肿瘤、心脑血管
疾病以及白癜风、银屑病等疾病的治疗效果特
异。但目前维吾尔医药资源流失严重，资源的挖
掘、整理和保护存在明显不足，且大多为维医院
内部制剂。

为促进新疆中药民族药研究和产业发展，

自治区人民政府从 2010年开始，每年投入 3000
万元，由新疆理化所牵头，用于中医民族医院制
剂提升国药准字产品研究。

据悉，依托新疆理化所，联合中科院相关研
究所，将在中亚建成中科院中亚药物研发中心，
成为中科院先期启动的 5个海外机构之一。
“整个中亚干旱区药用植物资源相通，语言

也相通，国际合作走得出去、也引得进来，从而
带动整个中亚的医药产业发展。”李晓信心满满。

其二，以多语种文字语音处理技术研究方
向为突破目标，实现双语教学软件规模化应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区总人口
的 60 %。少数民族青年同时掌握国语和母语，是
事关新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大事。

新疆理化所和自治区教育厅共同提出了新
疆双语教育“一库两平台”建设方案，希望形成
新疆普惠教育云。“一库”即双语教学资源库；
“两平台”即双语教学 IPTV（交互式网络电视）

播放平台和双语教学网络服务平台。最终覆盖学
校、班级和家庭，实现规模化应用。

培育重成长和发展

李晓介绍，基于国家和新疆的重大科技需
求，结合研究所实际，从环境工程技术、材料物理
与化学、多语种信息技术 3个学科中选择了“四
个重点培育方向”。

一是油田工程环境污染治理。新疆油田生态
环境脆弱，高效利用水资源，控制油田开发过程
中造成的污染，是新疆石油资源开发的制约因
素。新疆理化所组建了由德国洪堡学者王传义为
首的 6名“百人计划”团队，针对水体有机物和重
金属污染、石油烃类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利
用新疆特色黏土、蛭石等矿产资源，开展了光催
化材料、吸附材料和装备研究。

二是星用光电成像器件辐射损伤及抗辐射
加固技术。新疆理化所在长期的半导体辐射效
应研究基础上，面向国产抗辐射光电器件研制
和空间应用需求，将光电成像器件辐射损伤机
理和抗辐射加固技术研究作为新的增长点进行
重点培育。

三是感知边疆网络集成技术。新疆理化所面
向边疆地区反恐维稳和边防封控的迫切需求，对
多项中科院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单元技术进行
了集成测试，搭建“感知边疆”集成示范验证平
台，解决边防看不见、听不到、联不通、用不起的
问题。

另外，新疆理化所还完成了“车载气瓶电子
监管系统”的体系设计和开发。该系统将通过电
子标签给车载气瓶发放“身份证”，通过电子标签
和网络，对车载气瓶的“生命周期”进行全过程
监控，使得政府职能部门、车载气瓶改装厂、
特种设备检验站、天然气充装站、车辆营运
人员等群体的安全监管、决策支持、信息查询有
数据可依。

四是开发深海快响应温度监测材料与器件。
李晓告诉记者：“我们所从 1965年为我国‘东方
红一号’第一颗人造卫星研制配套热敏电阻器开
始，一直从事空间敏感材料及元器件。我们想走
进海洋，让热敏电阻成为海陆空三栖。”

姻本报记者 沈春蕾
当记者应邀来到中国科学院电工所（以下

简称电工所）研究员王志峰的办公室时，与办公
室温馨的白色贴纸墙壁形成明显反衬的是几位
被烈日晒得黑亮黑亮的研究人员，这其中唯独
少了王志峰的身影。
原来刚从海南回到北京的王志峰，此刻正

忙碌在位于北京延庆的亚洲首个兆瓦级太阳能
塔式热发电站———中科院八达岭太阳能热发电
实验塔里，而实验塔里的手机信号比较弱。项目
组的其他成员先向记者介绍了国内首套太阳能
电水联产实验示范系统的整体情况，随后王志
峰的电话也拨通了。
虽然记者没有亲历现场，但这些刚从海南

现场回来的科研人员用语言和图片，把记者带
入了他们在海南热火朝天的工作现场。

北京到海南的迁徙

在海南临高县的实验基地，现在可以看到
三个大的设备，分别是槽式太阳能聚光器、海水
淡化设备和热工设备，他们共同构成了太阳能
电水联产实验系统。
项目组成员原郭丰告诉《中国科学报》记

者：“受到实验基地现场条件的限制，这些看似
常规的实验设备，大到太阳能聚光器，小到密封
垫，全部由北京设计并加工完成后托运至海南
进行组装与实验测试。不过这里丰富的太阳能
辐照资源条件和典型的海洋性气候条件，为本
项目的研究提供了最佳的实验条件，也不枉这
些设备和零件的长途跋涉。”
随着设备迁徙的还有电工所的太阳能热发

电技术。王志峰带领项目组针对海南海洋性气
候及相似区强风载荷特征，开发出适应于该类
地区气候特征的大风载荷轻量化槽式聚光器和
防风技术。同时，该项目对太阳能电水联产技术
进行实验测试研究，推进太阳能热发电系统能
量梯级利用，以提高太阳能热发电系统综合能
量利用效率。电工所在此项目中共申请了太阳
能海水淡化系统、太阳能槽式集热器结构等 3
项专利。

项目组提供的数据显示，建成后的示范系
统集热器面积达到 200平方米，蒸汽发生器工
作压力为 2.35MPa，海水淡化系统设计容量 5吨
/日，并实现 2.0MPa饱和蒸汽输出，海水淡化产
量达到了 0.35吨 /小时。

在这场从北京到海南的迁徙过程中，王志
峰带领着一支小团队，在海南砖红色的土地上
抛洒下了汗水。

事无巨细亲力亲为

项目组成员付向东被大家亲切地称为“付
工”，采访过程中他很少发言，但通过原郭丰的
介绍，记者发现付向东是名副其实的“付工”。

项目需要的设备从北京运到海南当地后，
安装调试工作也随之展开，因为雇用的吊车和
安装人员是按时收费，因此项目组刚到海南的

前三个月，是在争分夺秒地安装、检查和调试设
备中度过的。

付向东笑称自己就是打杂的，其实他干的可
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杂活”，比如从太阳能槽
式集热器结构的设计到槽式集热器现场安装调
试的质量检验，其中较重要的一项是槽式集热器
钢结构最后一道的防腐处理。原郭丰向记者介
绍，因为海南的海洋性气候环境，空气湿度大、盐
分含量高，需要严格控制设备的防腐等级。

工人只负责安装，如果安装环节把关稍有
不慎，就将影响到设备的抗腐蚀能力，为此付工
经常在工人安装完成后，再独自一人检测设备
的每一个细节防腐处理是否到位。

海南的光照很充足，但也很毒辣。项目组成
员初到海南时忽略了太阳的威猛，顶着烈日一
干就是半天，大家裸露在外的皮肤开始大出红
疹，伴着钻心的痛痒，至今都在每个人身上留下

了或多或少的印记。
“由于长期在烈日下工作，防晒霜在这里根

本不起作用。”原郭丰说，“我们的同事李石栋博
士，有时一边撑着伞，一边在烈日下实验，不过他
可真的不是娇气，虽被晒伤了,现在仍然坚持在
现场进行连续性实验测试工作。”

虽然条件很艰苦，但在项目组成员的共同努
力下，顺利完成了国内首套太阳能电水联产实验
示范系统的建设与调试。示范系统解决了海南地
区太阳能规模化应用系统选址、太阳能中高温热
利用系统低成本化以及系统集成等关键问题，对
解决我国海岛地区用电用水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等明年项目顺利结束后，电工所希望能把这
套系统推广到更多有需求的地区，比如有着丰富
苦咸水的西部地区。

新兴产业打好根基

这支团队都来自中科院电工所太阳能热利
用及光伏系统院重点实验室，当记者问及他们如
何看待太阳能产业现在和未来的发展时，大家不
约而同地把这个问题抛给了远在延庆的王志峰。
电话终于接通，还没有从刚才的忙碌中缓过神来
的王志峰却思路清晰地给出了答案：“太阳能是
一个年轻的产业，需要全面性、连续性的政策支
撑；需要从起点把好质量关；需要过硬的技术水
平。”

2012年，王志峰主笔撰写了《中国太阳能热
发电产业政策研究》报告，他在报告中分析了光
伏产业过剩受到了来自政策不连续性的影响，动
摇了投资方的决心，他希望太阳能产业遵循产业
建设的惯性，利用全面、连续的政策驱动太阳能
产业的发展，避免重蹈覆辙。

一个新兴产业的健康发展需要好的环境。王
志峰希望国家能建立太阳能热发电质量检测体
系，从源头杜绝低价劣质的竞争，从大环境上保
证太阳能产业的良性发展。

此外，太阳能产业还需要从科研阶段给予较
大投入，增加技术含金量，申报自主知识产权，而
不是在技术成型后再给予补给，王志峰认为这样
能让太阳能产业避免像光伏产业那样在国际上
遭遇“双反”，他对新兴的太阳能产业充满信心。

电水联产：向太阳要能源

凝练领途北斗星
———访中科院新疆理化技术所所长李晓

今年 5月底，国内首套太阳能电水联产实验示范系统在海南省临高县完成系统建设与调试，该示范
项目由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协同海南天能电力有限公司、北京寰能天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科技部国
际合作项目的支持下共同实施。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的“一个核心定位”是：紧紧围绕着国家、新疆战略需求，坚持以科
技创新为中心，以提高关键技术创新和系统集成能力为主线，以对新疆社会和经济发展作出有显示度的
贡献为目标，将研究所建设成为中国科学院服务新疆的“桥头堡”和技术创新、集成、转移的基地，建设成
为西部乃至中亚一流的高技术研究所。

新疆理化所主办
“中美环境科学与技术”学术研讨会

本报讯 7 月 1 日至 3 日，在中国科学
院—国家外国专家局“创新团队国际合作伙
伴计划”的支持下，由中科院新疆理化技术研
究所主办的“中美环境科学与技术”学术研讨
会在乌鲁木齐召开。

本次研讨会期间共有 18 位学者作会议
发言，围绕环境污染和质量控制、环境监测和
评估、环境化学和可持续性、环境友好材料和
工程、清洁与再生能源等主题展开广泛深入
的讨论，就相互之间的进一步合作与交流达
成了广泛共识。 （池景慧）

国际阿秒激光科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本报讯 由国际著名超快激光科学家、德
国马普量子光学研究所所长 Ferenc Krausz、韩
国浦项科学技术大学阿秒科学技术中心主任
Kim Dong Eon、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魏
志义等人发起的国际阿秒科学暨第三届马普
阿秒科学中心研讨会于日前在北京中德科学
中心举行。

与会专家们就阿秒激光光源、高次谐波
产生、载波包络相位控制、超快动力学、强
场物理、理论模拟、超快非线性现象及其
应用等八个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不仅
报告了最新的前沿成果，而且专门讨论了
未来阿秒激光科学的发展趋势，给与会学者
及研究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赵岩）

化学所五位博士后获得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

本报讯日前，从中科院化学所获悉，按照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规定》，经专家评
审，并经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理事会、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审核，批准该所孙康、冯立
恒、刘美英 3位博士后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第六批特别资助，该所朱才镇、刘娟两位
博士后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五十三批
面上资助。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在站博士后研
究人员的科研工作，基金资助形式分为面上
资助和特别资助。面上资助是对博士后研究
人员从事自主创新研究的科研启动或补
充经费；特别资助是对在站期间取得重大
科研成果和研究能力突出的博士后研究人员
的资助。 （李丹）

古脊椎所召开青年科技人才座谈会

本报讯 7月 3日上午，在中科研古脊椎
所综合处和中科院青促会古脊椎小组的组织
下，古脊椎所青年科技人才座谈会在所一楼
报告厅如期召开。

古脊椎所所长周忠和表示，青年科技人
才承载着未来和希望，这个座谈会一是希望
通过这个交流平台，让大家相互学习、取长补
短，分享成长体验；二是希望大家能够畅所欲
言，提出各自当前面临的问题或困惑；三是希
望大家能够提出一些好的建议，帮助研究所
今后把相关工作开展得更好、更有成效。

座谈会上，青年科技人员代表张颖奇、盖
志辊、王世骐等人围绕青年如何成长、成才、
创新等主题与大家一起分享了他们个人的苦
与乐以及成长感悟。 （马行超）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李晓

昆明动物所
细胞重编程与胚胎发育

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生化与细胞所研究员
李劲松于 7月 5日应邀到访中科院昆明动物
所，并作了题为《细胞重编程与胚胎发育》的
学术报告。

李劲松主要从事体细胞重编程及其分子
机制研究，近年来在核移植诱导细胞重编程、
核移植与 iPS技术诱导重编程的共性规律等
研究中取得了多方面的前沿性进展。研究成
果 2011年和 2012年两次入选科技部评选的
“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力学所
高雷诺数壁湍流内外区关系研究

7月 5日，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流体力学
研究所所长许春晓做客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
所，并作了题目为《高雷诺数壁湍流内外区关
系研究》的学术报告。

许春晓主要从事湍流的相关研究工作，
包括湍流的机理、数值模拟和减阻控制等。已
发表 SCI收录论文 30余篇、专著 2部、教材 1
部。他曾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北京市科
技进步二等奖、清华大学优秀青年教师奖等多
项奖励。

中科院大学
地缘基因

7月 1日晚，由中科院大学建筑研究与设
计中心开设的中国当代建筑大师系列讲座第
五场继续在中关村教学楼 S106开讲。本次讲
座的嘉宾是法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获得者，
齐欣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建筑师齐
欣先生，讲座的题目为《地缘基因》。

其间，中央美术馆副馆长谢小凡以客串嘉
宾的身份穿插了中央美术馆新馆的简短报告，
作为地缘基因的呼应。 （雨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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