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科学击碎流言用科学击碎流言

在“变轨”中坚守
每天，一条条贴地飞行的“铁龙”飞驰在祖

国的大江南北，先进的电气化设备成为铁路上
的主力，大部分铁轨道岔如今都已经变成电子
道岔。 在各铁路车站上，仍有一部分扳道员在
坚守岗位，他们是人工道岔最后的守望者。

57 岁的田跃就是铜川车务段安子沟车站
崔家沟专用线的一名扳道员。11 月，气温已经
降到 0℃以下，田跃依旧在专用线一间 5 平方
米的小屋内坚守着岗位，近 10 年来，他每天
守候的就只是一部电话机和两面信号旗。

入行近 40 年，他累计扳动道岔 9 万余次。
车辆在这里经过调配后重新出发，他用双手保
证了列车安全运行的第一道工序。 （杜风群）

让“K165 次英雄列车精神”不断传承
11 月 3 日上午，一场为原“英雄列车”班

组长劳模王巧芬同志举行了退休欢送仪式
上，王巧芬向昆明车队干部赵俊鹏传授“英雄
列车”牌匾、向 K165 次二组副车长谷雨欣转
送列车长臂章的仪式，这标志着“英雄列车”
的精神将继续得到传承和发扬。

K165 次英雄列车自 2010 年被授予 《感
动中国》特别集体奖以来，着力打造“英雄、民
族、书香”品牌。 近年来，“开学第一课”“邀彝
族孤儿过大年”等活动陆续举办，列车上也开
办了民族小学、 流动书屋。 推行汉彝双语服
务、开发彝族特色餐饮、开展“英雄列车善行
凉山”公益活动，让民族友谊得到升华。

（张雁南）

从“门外汉”成长为技术达人
今年 59 岁的老马从关中平原来到四面环

山的略阳县，从事烧锅炉工作，一干就是 37 年。
烧锅炉听着简单，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现在新式锅炉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生活中，
这种锅炉机械容易出故障， 为了尽快弄清锅
炉设备内部结构、运行原理，他购买大量相关
书籍，一边学一边干。 慢慢地，他已熟练掌握
日常的维修和保养技能。

37 年来，他攻克技术难题 26 个，对青工
不懂的问题答疑解惑， 一批又一批的青工在
他的带领下成为了技术能手。 （高扬）

电务检修基地的“草根创客”
在陇海线集中修更换道岔施工现场，电务

职工使用的专用小推车很是抢眼，近 300 多斤
重的道岔，一个人可轻松装车，让人大开眼界。

发明这个小车的人，只是一名普通的电务
职工，人称“草根创客”的宝鸡电务段综合检修
车间综合工区工长张绍洲。快 50岁的张绍洲，
热衷于探索研究。在一次更换道岔施工中，现场

职工反映校对道岔安装方正杆件垂直偏差不
好测量，他仔细观察、反复琢磨，研制出道岔杆
件校正器，受到职工的好评。

在电务检修基地工作的 17 年间，他先后
创作了电机齿轮拆卸器，转辙机搬运车，转辙
机搬运钩、继电器衔铁调整器、道岔杆件调整
专用扳手等 20 项发明，已经批量生产投入使
用近 3000 多件， 解决了一线职工作业的难
题，深受现场职工追捧。 （宋亚玲）

工人岗位上的能工巧匠
“开启发电机，解锁，放置回收装置，

请仔细观察履带传送平稳状况和回收装
置走形轮的安全……”近日，在西安铁路
局工务机械段设备检修车间的专用线上，
蔡富平正和同事们对他们最新研发的线
路旧料回收机进行着现场试验。这已是他
今年以来研发的第 6 个科研产品。

蔡富平是西安铁路局工务机械段设
备检修车间综合班的一名工长，虽然工作
之初只有初中文化，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
对知识的渴望和开展创新发明的热情。工
作几十年来，他无论走到哪里，身上总带
着图纸、石笔、钢卷尺，这“三件宝贝”成为
他不断学习钻研的真实写照， 到如今，他
已熟练掌握着车工、电工 、机修工 、电焊
工、钳工等十几个工种门类的知识精华。

几十年来，他相继研制发明了 20 余种
大型施工机械，改造革新了 50 余种施工器
具，其中 3 项获得国家专利，他的发明创造
已累计为单位节约各项成本 2000 余万元，
他相继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技术能手、
全路首席技师等荣誉称号。 (邵旭华)

能工巧匠之家“海英工作室”
“杨海英”技改创效工作室是汉中工务段

西乡线路车间机工班的创效小团队， 善于对
废弃机具、路料进行再次翻新拼装，经常为工
区“创新”很多便捷有效的小发明。

为提高铝热焊施工效率和质量， 他和工
作室成员经过多次研讨钻研， 逐步掌握了技
术要领和施工诀窍，“四轻”和“四勤”防止乙
炔着火爆炸， 遇到高温及时采取隔热降温措
施， 大大减少了铝热焊病害的产生。 除此之
外，“杨海英” 团队还总结出了一套精准的焊
补、打磨方法，使线路上的低塌焊缝病害得到
有效整治。 （马瑜阳）

70 后 IT 达人的创新路
年逾 40，西安铁路局榆林车辆段动态监

测设备车间的王晓勇依靠业余时间刻苦自
学，自主研发出多个设备管理软件。

铁路线上 30 公里一处的货车轴温红外
探测设备，冬天大雪会造成探头箱堵塞，往年
需要人工清扫。 为此他研制了可以利用网络
远程控制的融雪装置，今年全面推广使用。

近年来， 他带头组织创新工作室成员研
发的货车动态图像检测发现故障远程预报系
统、汽车管理系统、材料工具一体化配送系
统、7 项制度管理系统等， 既提升了管理品
质，又实现了节支创效。 （吴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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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机车“营养分析师”
试管漏斗、配药打针、检测分析……如

果不是工作台上一张张印有 “机车油脂、水
质化验单”的票单，很难将李娜的工作与铁
路扯上关系。 李娜的职责是，对机车油水的
酸值、黏度、比重等“健康指标”进行检测分
析，及时发现异常并更换油料。 为此，李娜和
工友们也被称为机车“营养分析师”。

39 岁的李娜是宝鸡机车检修厂化验室
工长，每天机车一入库，她立即组织职工对
机车油脂、水质进行采样检测，仔细观察溶
液和仪表的微小变化，精准开出“药方”。

据了解，仅 1台机车的化验项目就有十几
种之多，各类试验台账达 30多本。除化验油脂
外， 还要对关键零件的金属元素含量进行检
测，判断零件是否合格。为精确测出零件的“骨
密度”，经常因 0.0001克的数据误差，她反复增
减药量进行测试，直到丝毫不差才肯收工。

从事化验工作 13 年来， 李娜累计化
验各型机车 3420 台，数据准确率达 100%。

（赵选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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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喜保

11 月 21 日， 央视关于我国首个舰载机的报
道，让“飞鲨”（歼 15）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一步步走向世界前列

5 年前的 11 月底，我国自主研发的舰载机“飞
鲨”首次在航母辽宁舰上着舰和滑跃起飞，实现了
中国战斗机从岸基到舰基零的突破。 自那以后，我
多款自主研发新型战斗机引起世界的关注。

今年 9 月， 中国自主研发的首款四代轻型战
机歼 20 正式列装部队，标志着我国飞机研发生产
能力从三代机跨向四代机。 另外一款重型四代机
“鹘鹰”（歼 31）也于 2014 年首飞成功，一旦完成所
有的测试，也将具备生产能力。

由于各种原因， 许多人不仅不了解我国的航
空工业， 甚至还分不清航空与航天到底有什么区
别，认为中国的航天世界一流，但是航空与世界的
差距很大。 但以歼 15、歼 20、歼 31 为代表的战斗
机陆续研制成功，正颠覆人们的固有印象。

近日， 记者走进中国航空工业沈阳飞机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沈飞）和航空工业沈阳飞机设计研
究所（沈阳所）采访了解到，虽然在发动机等少数

核心领域距离美国、欧洲尚有差距，但中国战斗机
的研制在许多新技术、新材料、新设计领域已经走
在了前列。

在沈飞和沈阳所的采访中，记者获悉，以增材
制造技术（3D 打印技术）、先进的复合材料制造技
术为代表的许多世界领先技术， 已经广泛用在他
们的产品上。

指着厂房里一架黑色英武的“鹘鹰”战机，一
位研发制造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款飞机大量使
用了增材制造技术和先进的复合材料制造技术，
比三代机不仅减轻了重量， 而且大幅减少了零件
的使用，增加了飞机的强度。 ”

记者近观“鹘鹰”：优美的线条，强劲的肌肉，
浑身散发着力量。 作为国内第二款四代战机，其具
有良好的隐形作用，不同于歼 20 的是，这是一架
重型机，一旦投入使用，其载弹量更多，作战半径
更大，会与歼 20 形成轻重四代机体系。

据介绍，四代战机是最先进的战斗机，目前世
界上仅美国同时拥有两款， 即便俄罗斯这样的传
统军工强国， 也只有一款。 一旦这款飞机试飞成
功， 中国就将成为第二个同时拥有两款四代战机
的国家。

一步步攻克技术堡垒

“研制一代新机、掌握一代技术”，这在“鹘鹰”

身上体现最为明显。 据悉，研制“鹘鹰”攻克了数百
项关键技术，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增材制造技术的
广泛使用。

据沈阳所副所长邓吉宏介绍， 这一技术采用
材料逐渐累加的方法制造实体零件， 即把粉末状
材料通过各种手段，重新加工成想要的形状，完全
区别于以往的零件制造方法， 属于一种增量制造
方式。

沈飞从 21 世纪初就开始进行增材制造技
术的探索研究应用 ，在多年实验的基础上 ，2014
年引进国际上最先进的激光选区融化成形设
备， 并与国内一些专业研究机构联合研制了大
型激光熔覆同轴送粉设备 ， 用于复杂零部件的
“打印”。

在沈飞的增材制造车间里， 一个个被打印出
来的飞机零部件摆在那里，看起来奇形怪状，拿在
手上又相当轻便。 一台激光增材设备正在工作，工
作人员向记者演示如何用激光将粉末一层层铺
好，最终打印出想要的零件。

据悉，这些零部件通过激光打印的办法，生产
周期会缩短到原来的十分之一，甚至更短，材料的
使用率也高达 90%。

“迄今为止，已建立了包括铝合金、钛合金等
材料的完整增材制造体系， 成功研制了多个复杂
异形难加工零件， 并在多个主力机型上实现装机
应用。 ”邓吉宏说。

据了解，正是因为采用了这一技术，目前沈飞
解决了批产飞机复杂异形金属构件难加工、 周期
长、生产成本高等企业长期面临的难题，极大地提
高了产品质量， 降低了生产成本。 得益于这一技
术，“鹘鹰”从研制到首飞仅用时 13 个月，创造了
国内军机自主研制的新纪录。

战斗机的生产不仅需要许多复杂零部件，更
需要保证机身的坚固、轻量化。 然而，从传统的金
属工艺来讲，这往往是一对矛盾。 新一代复合材料
的使用，有效解决了这一矛盾。

在沈飞复合材料厂房里， 一件件冲压而成的
材料躺在那里，等待着装备到飞机上。 据科研人员
介绍，这种材料强度高、可设计性强、抗疲劳性能
好、耐腐蚀，便于大面积整体成型。 “鹘鹰”战机相
关负责人称，正是大量采用了这种复合材料，该战
机减少了大量的锻、铸、焊等传统程序，提高了飞
机的整体性， 且重量也比同等体量的三代机轻了
很多。

据了解 ， 航空技术属于军民通用技术 ，在
这一领域 ，欧美国家对我国实施严格的技术封
锁 。 如今 ，随着 “飞鲨 ”和 “鹘鹰 ”的自主研制成
功 ，我国已探索 、突破了许多关键技术和工艺 ，
并已经开始将其用于 我国的 民机制造领 域 ，
C19 大型客机 、国产 ARJ21 支线客机身上都有
这些技术工艺的应用 。 这些突破正在孕育民机
的新希望 。

随着中国对航空领域支持力度的加大，歼 15、歼 20 等一款款新型战斗机横空
出世，在这些飞机上，3D打印技术、先进复合材料技术得以有效应用———

航空技术孕育出的民机新希望

虚拟现实系统
助力康复训练

智慧城市发展———

从“坐而言”到“起而行”

本报讯（记者丛民）济南市近日出台《关于促进高校
和科研院所协同创新和成果产业化的若干政策（试行）》，
设立研发专项资金，采取补助、“借转补”等方式，择优扶
持高校院所和济南企业联合研发并在济南市成果产业化
的项目，一般按项目投资额 10%支持，最高 1000 万元。

为支持高校院所及社会中介机构科技成果转化，济南
市规定，对促成高校院所科技成果向济南市企业转移的济
南中介服务机构和驻济企业，按不超过技术合同中实际发
生技术交易额的 1%给予补助， 单项补助额不超过 200 万
元。对在引进国内外高校院所工作中起重要中介作用的单
位或个人，分别给予最高 200 万元、100 万元的奖励。

此外， 济南对在本地转化的年度技术合同交易额
3000 万元以上的高校院所技术转移服务机构，按照不超
过年度技术合同交易额 2.5‰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对高校院所组织的科研人员服务企业活动，每年最
高给予 30 万元支持。

济南重奖校企合力促成果产业化项目

本报讯（记者黄哲雯）中国农科院作物科研所贾继增
研究员主导的研究团队，在小麦 D 基因组测序研究中揭
示了转座子（TE）在小麦基因组中的重要功能，于近日完
成了染色体级别的基因组精细图谱的绘制， 并首次获得
一个完整的组合图谱。这一研究成果，将极大加速小麦重
要基因克隆和分子育种研究。

小麦是世界上重要的农作物之一， 基因组巨大而且
复杂，这使得小麦基因组测序组装异常困难。粗山羊草是
小麦 D 基因组供体种，对小麦品种改良非常重要。 该研
究团队在 2013 年完成了粗山羊草基因组草图的绘制工
作，研究成果在《自然》上发表后，4 年多来已被引用 412
次，成为小麦研究领域的高引论文之一。然而受当时技术
条件的限制，影响了研究的深入与基因组信息的利用。

近年来，该团队利用二代、三代等测序技术与最新的
组装技术，对 D 基因组重新测序与组装，将组装质量提
高 210 倍，完成了染色体级别的 D 基因组精细图谱的绘
制：利用高质量的组装结果，准确地进行了基因注释，构
建了基因分布图、基因表达图、假基因分布图、重复序列
分布图、甲基化分布图、重组率分布图和 smallRNA 分布
图。研究发现，粗山羊草基因组中有一批基因在近期发生
了复制。研究还重点分析了转座子对基因组结构、基因复
制、假基因形成与基因表达的影响，发现有近 1/2 的基因
中携带有 TE，是已测序基因组中携带 TE 基因最多的物
种，也是迄今为止报道的假基因数量最多的物种。

我科学家首绘小麦 D 基因完整图谱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自 2012 年成立以来，青海省光
伏科研中心联合省内外学研单位， 承担了国家 “863”项
目、省内重大科技项目等多个项目，并建成全国首座百兆
瓦太阳能光伏发电实证基地， 已取得成功研制出 2 种兆
瓦级光伏并网逆变器等“一领二最三第一”的成绩。

据介绍，“一领二最三第一”包括：成功研制出 2 种兆
瓦级光伏并网逆变器，整机最高效率居全国领先水平；成
为国际上光伏组件种类及系统运行方式最全、 容量最大
的实证性研究基地；建成我国第一个寒温（高原）气候的
国家级光伏系统及平衡部件实证性研究基地、 第一个
MW 级光伏系统和平衡部件野外公共测试平台，填补了
我国光伏组件和平衡部件野外公共测试平台的空白、成
功研制了国内第一个模块化可移动光伏系统测试平台。

在产业技术创新方面， 青海已突破水光互补快速调
控和相应技术， 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850 兆瓦水光互
补并网光伏电站， 从电源端解决了光伏发电稳定性差的
问题。 同时，实现光热发电关键装备国产化，建成中国首
座 10 兆瓦塔式太阳能热发电站，并顺利并网发电。

青海光伏领域多项成果全国领先

科技时空

１１ 月 １４ 日～１６ 日，２０１７ 年全球智慧城市博览
会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会展中心召开， 吸引了 ６７５ 家
来自世界各地的参展商。

智慧城市的概念源于数字城市的发展。 ２００４
年， 西班牙工业部完成全球第一个数字城市计划的
制定。 正在参加巴塞罗那全球智慧城市博览会的专
家指出，时至今日，智慧城市的发展正从以前的“坐
而论道”，进入“起而行之”的实施阶段。

２０１４ 年欧洲议会内部政策总署发布题为《绘制
欧盟智慧城市蓝图（４）》的报告显示，如果一个城市
拥有至少以下一个方面的特征就可以被称为是智慧
城市，如智能型经济、智能型人才、智能型环境、智能
型治理、智能型生活等等。

欧盟大部分国家都有不同规模的智慧城市，大
城市往往智慧化程度高一些，而小城市则发展较慢。
西班牙与法国、德国、瑞典、英国和意大利等国家是
欧洲拥有智能治理项目最多的国家。

联合国预测数据显示，到 ２０３０ 年，世界上约三
分之二的居民———近 ５０ 亿人，将居住在城市，届时

住房、资源、环境以及公共服务的压力将日趋严峻。
这也意味着， 未来几年世界各地的城市必须做好准
备，以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满足饮用水、交通运输和清
洁空气的需求。

参加本次博览会的业内人士表示， 智慧城市是
应对城市发展挑战的一把钥匙。然而，目前全球范围
内智慧城市的推进程度并不乐观。 欧洲著名咨询公
司“罗兰贝格”在博览会期间发布了一份关于智慧城
市的报告，从“实践、规划、ＩＴ 基础设施”３ 个维度评
估了全球 ８７ 个城市的智能程度， 出人意料的是，平
均得分仅为 ３７。 从传统城市向智慧城市转型，任重
而道远。

会上，中国企业为全球智慧城市发展献上了“中
国解决方案”。

华为是本届博览会主要参展商之一。凭借 ３０ 多
年的信息技术积累， 以及在全球范围内 ４００ 多家合
作伙伴企业的支持，华为已经从单纯的产品、技术供
应商，升级为智慧城市个性化解决方案的提供者。

山东省潍坊市是与华为开展“智慧城市”合作的

城市之一。潍坊在警务、交通、民生、产业四大领域推
进智能化管理， 对城市发展方向和各类日常事务处
理有了更加科学、精确的指导。

从潍坊智慧照明系统到深圳智能交通信息平
台， 从喀麦隆的微联网太阳能电站到沙特阿拉伯
延布的垃圾回收智能管理，目前，华为丰富的智慧
城市解决方案正在世界各地超过 １００ 座城市成功
实践。

中兴公司方面则介绍说， 中兴的智慧城市项
目有四大方向：基于 ５Ｇ 技术的大连接 、基于大数
据的大智能、 旨在打造平安城市的大安全以及秉
承开放合作精神的大生态。 中兴在电子政务、电力
行业数字化、城市数据运营、物联平台等领域都有
竞争优势， 此次参展是为了争取覆盖更大的国际
市场。

浙江大华、 海康威视等在专项领域有竞争优
势的企业， 也开始从单纯提供产品向提供整体方
案转变。

（综合新华社报道）

本报讯（记者毛浓曦）一个 ２０００ 多吨重的铁路桥梁，既
没办法悬空现浇，也不可能预制后吊装到位，怎么办？ 对于
这个银西铁路 4 标漠谷河 2 号特大桥建设遇到的大难题，
中铁四局银西铁路 4 标项目部通过技术攻关， 实施了一
项全新的施工方法，让该特大桥的建设按期顺利推进。

银西高铁是福银高铁的组成部分， 该特大桥位于陕西
省乾县境内，桥梁全长 1605.22m，是全线跨度最大、墩高最
高的桥梁，为全线的控制性工程。 其中，大桥 5～20# 墩共计
15 孔上部结构设计为 56m 长的简支箱梁。 这么大的箱梁，
一跨就是 2200 吨重，不要说没法吊装，就是在地面预制，也
很难找到这么大的场地；现浇就更不可能了，因为太高、太
重，无法支护。

项目采取 “节段预制胶接拼装简支箱梁” 创新施工
法，把 56 米长的简支箱梁，分成 13 段预制，然后将其吊装
到位，用一种特殊的材料，依次粘起来。目前，该技术已被铁
路总公司立为科研开发项目。

据了解， 在漠谷河 2 号特大桥的施工中， 创新随处可
见。 大直径钻孔施工工艺、承台大体积混凝土水化热控制、
空心高墩爬模施工工艺、 大跨度连续刚构线形控制等技术
创新，让建设者化解了施工中的一个个“拦路虎”。

集攀爬翻越等武艺于一身

“空间萝卜”多功能机器人玩出新高度
本报讯 日前，中国航天科工二院二部研发出了一

款集聚攀爬翻越等多种武艺于一身的“空间萝卜”多功
能机器人。 该机器人采用仿生设计，重 5kg，长度小于
1m，可实现 0.5mm 的末端重复定位精度。 相比其他产
品的平面爬行，该机器人可实现大角度交叉面的跨越，
同时因串联足式的样式使得整机结构紧凑， 将手足设
计成一体，达到了操作便捷、智能灵活的特点。

该机器人是一款军民融合产品。 2016 年夏，项目团
队发现目前大多数写字楼玻璃幕墙的清洁主要是通过
“蜘蛛侠”来完成，操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作业风险
高。而如果将军用的爬行机器人技术转化到民用立体表
面作业上，无疑可以减轻人员负担，提高工作效率。二院
成立青年创新工作室， 于当年完成了第一代样机研制，
并将产品起名为“空间萝卜”，既表明该产品来源于空间
技术，又表示其应用于空间立体表面的清洁作业。

“空间萝卜”机器人目前完成了一代工程样机的研
制，利用末端超声、视觉传感器实现自主爬行、跨面，完
成了 0～270 度交叉面的跨越试验。后续，该研发团队将
深化末端吸附装置设计，提高机器人集成度，增加视觉
导航等功能。 （李海源 李冠礁）

创新施工法破解银西铁路“拦路虎”
热柠檬水可以治疗癌症？
“热的柠檬水 （水温低于 60 摄氏度） 救你一辈

子！ 冷的柠檬水只有维生素 C，而加热后的柠檬水会
变成‘碱性水’，每天饮用对身体有大好处 ”“柠檬已
被证明能够拯救所有类型的癌症， 杀伤癌细胞的效
果比化疗强一万倍”———最近，这样的一些说法在人
群中传播。

本就难以治愈的癌症，用个热柠檬水就能搞定，世
上竟然有这等容易事？

医学专家说，首先，柠檬水是酸的，这是因为柠檬
中含有丰富的有机酸。而柠檬中的有机酸，不可能在单
纯加热的情况下改变成碱性， 使得原本呈酸性的水变
成碱性水。

其次，“碱性水更有益于健康”这种说法，在坊间通
常是建立在“人与人的体质不同，有的是酸性体质，有
的是碱性体质，碱性体质比酸性体质好”基础上的，但
实际情况是，人体根本不存在什么“酸性体质”和“碱性
体质”。因为，人体内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新陈代谢，其
中很多反应对酸碱度十分敏感，所以人体有一套强大、
有效的调节系统，使人体的 PH 值保持稳定，只在一个
很小的范围内波动。

至于网络上盛传的 “柠檬水治癌效果比化疗强一
万倍”，就是一个谣言，因为目前根本就没有比较化疗
和柠檬抗癌效果的相关研究。 （储棕荷）

自 2015 年起，位于浙江
省桐乡市乌镇的一家康复医
院开始探索以虚拟现实系统
辅助中风、 脊柱损伤患者的
康复治疗， 提高康复训练的
趣味性， 并准确记录四肢的
动态数据， 据此调整康复计
划，提升康复效果。

图为患者在治疗师指导
下进行平衡功能训练。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