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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藏东南高原，随着汽
车吊将重达110余吨的风机叶
轮组件缓缓吊至110米高空与
机舱精准对接，世界在建最高
海拔风电项目——大唐西藏八
宿100兆瓦保障性并网风电项
目首台风机吊装作业完成。

在新能源项目中，一般将
海拔3500米至5500米的地方
称为超高海拔地区。该项目场
址平均海拔5050米，风机机位
最高海拔5195米，项目采用针
对高海拔、高寒地区特点环境
适应性设计的5兆瓦双馈风力
发电机组，增强外绝缘设计，提

高设备在强紫外线、高雷暴频
次等恶劣环境下的电气安全。

项目风机轮毂中心高度
110米，叶轮直径195米，叶片
最大扫风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
相当于4个多标准足球场的面
积。在满发风速下，单台机组
每转动一圈可发电 9.5千瓦
时。据悉，项目总共要安装20
台风机，预计今年10月底将全
面建成投产。投产后，每年可
新增清洁电量2.23亿千瓦时以
上，相当于可节约标准煤超7万
吨。

（来源：《人民日报》）

世界在建最高海拔风电项目

首台风机吊装完成

记者从近日举行的国新办
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上半年，我
国新注册无人机超60万架，无
人 机 总 数 较 去 年 年 底 增 长
48%。截至目前，超1.4万家无
人机企业持有现行有效的民用
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营合格证，
超22.5万人持有无人机操控员
执照。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我
国低空经济正在步入一个快速
成长的新阶段。”中国民航局局
长宋志勇在发布会上介绍，民
航局持续加强适航审定体系和
能力建设，稳步推进传统有人
驾驶航空器适航审定工作，健
全完善无人机相关技术规范标
准，探索创新无人机适航审定
模式，更好适应无人机研发设
计制造的适航审查要求。

低空经济发展对通用机场
规划、布局、功能等提出了新需
求，近期许多地方出台了支持
低空经济发展的政策举措。宋

志勇表示，民航局正推动完善
通用机场、临时起降点、垂直起
降场地建设和运行标准，引导
支持地方政府完善基础设施规
划建设。

在低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
方面，宋志勇介绍，民航局正加
快推动空域分类管理落地实
施，充分利用低空空域资源。
与地方政府共同推进空天地一
体的低空通信导航监视能力建
设，完善国家、区域和飞行服务
站三级飞行服务体系，逐步实
现低空飞行“一站式”服务。

为强化安全运行监管、规
范市场管理，宋志勇表示，民航
局正建立健全运输航空、传统
通用航空、无人机等融合运行
场景下各类飞行活动的安全运
行规则、标准以及相关监管政
策，规范市场秩序，壮大市场规
模，构建良好的低空经济市场
生态。

（来源：新华社客户端）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注册无人机超60万架
总数较去年年底增长48%

近日，省委、省政府联合发文
公布 2023年度“科技创新鼎”名
单，杭州成为全省唯一四度连获
科技创新鼎的设区市，并联袂西
湖区、滨江区、萧山区、余杭区、钱
塘区成为获科技创新鼎最多的设
区市。

什么是“科技创新鼎”？

“科技创新鼎”是2020年度省
委、省政府正式设立的，代表浙江
科技创新的最高荣誉。通过对全
省各设区市、县（市、区）科技进步
水平和推进创新深化、实施“315”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工程工作成效
等情况进行综合评价，择优授鼎，
含金量满满。

今年，杭州再次获此殊荣，背
后有哪些实招和硬招？

2023年，杭州市以争创综合
性国家科学中心和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首选地为牵引，强力推进创
新深化和“315”科技创新体系工
程建设，以实干实绩实效推动全

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市R&D经
费投入强度达到 3.86%、居全国
GDP前10城市第5位，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突破1.5万家、居全国城市
第5位，技术交易额达到1589亿
元、增长近50%。国家创新型城市
创新能力评价位居全国第5位、全
球创新指数排名稳居全球第14位。

聚焦两大工程协同推进

大力实施推进“创新深化”工
程。出台《关于强力推进创新深
化 厚植创新活力之城特色优势
的实施意见》，制定20条创新深化
举措，形成20项任务清单，4个案
例入选省典型案例，3项工作列入
省创新深化试点，“创新深化”工
程连续获得省季度考评五星。

迭代升级“315”科技创新体系
建设工程。持续加大财政科技投
入，明确“两个 15%以上”；建立
“1245”工作机制，实施技术交易
额、规上工业研发费用“双攻坚”
行动，9项指标排名全省第一；重

大项目实现“投资额超百亿、区县
（市）全覆盖”。首创“315”工程提
醒单制度，形成部门协同、区县联
动大科技工作格局。

聚焦两大目标合力攻坚

争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国家实验室、国际大科学计划实
现零的突破，全国重点实验室增
至18家，位居全国第4，“1+2+18+
7+N”新型实验室体系蔚然形成。

建设成果转移转化首选地。
完善科技成果转化链条，启动运
营杭转中心，建设全国首个成果
转化领域大模型；创建概念验证
中心30家；全市实现技术交易额
超1500亿元；全市科技成果转化
指数达到994.17，高居全省首位。

聚焦两类主体聚力支持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
进科技企业“双倍增”计划升级版
和“两清零一提升”行动2.0版；出
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20条措

施，推动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
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
转化的主体；加快推行“揭榜挂
帅”“赛马制”、创新联合体等攻关
模式，实施国省市科研攻关项目
378项；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突破
1.5万家。

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创新发
展。首设市自然科学基金，支持
科研人员开展前沿基础科学研
究；出台成果转化12条措施，建设
环大学大科创平台生态圈，支持
高校院所科技成果就地交易、就
地转化、就地应用；实施科研机构
分级分类评价和人才授权认定，
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业活力。

站在新起点上，杭州将努力创
造更多“从0到1”的原创性成果，
进一步实现“从1到100”的产业化
跃变，塑造新质生产力，锻造产业
竞争力，营造生态吸引力，在后亚
运时代勇攀科技高峰、勇立创新
潮头。

（来源：潮新闻客户端）

全省唯一！

杭州连续四年捧回“科技创新鼎”

记者近日从中国科学院空间
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西
北工业大学魏炳波院士团队在中
国空间站开展的高性能难熔合金
研究，近期成功获取难熔合金熔
体的关键热物理性质，在空间凝固
制备方面取得多项科学新发现，为
我国空间材料科学理论研究、新型
高性能的难熔合金材料制备等提
供了重要基础，相关成果已发表于
《先进材料》等国际学术期刊。

高性能难熔合金是特种稀有
金属材料，具有“超高温、高活性”
等特征，但地面环境中的难熔合

金研究长期受重力、容器等条件
制约，难熔合金液态性质的精确测
定与快速凝固合成制备存在困难。

2021年4月29日，无容器材
料实验柜随天和核心舱发射升
空。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
究员、应用发展中心主任张伟说：
“实验柜利用静电场所提供的电
场力，使材料样品在真空环境中
保持稳定悬浮状态，避免与容器
壁接触的影响，可进行金属、非金
属等无容器深过冷凝固和热物理
性研究。”

自2021年4月以来，魏炳波院

士团队制备的10余种数百个高性
能难熔合金样品，先后在中国空
间站无容器材料实验柜进行6批
次在轨实验，成功完成难熔合金
微重力条件下的静电悬浮、加热
熔化、降温、过冷、凝固、热物理性
质测定等重要实验。

“我们发现了一系列新成果，
主要包括发现了微重力液滴凝固
的涡旋型特殊组织结构，阐明了
微重力凝固收缩的动力学规律，
揭示了微重力和无容器共同作用
下共晶合金解耦生长的内在机
理，实现了太空环境凝固合金的

微观组织与宏观形态的双调控
等。”西北工业大学物理科学与技
术学院教授王海鹏说。

我国空间材料科学研究始于
1986年，中国空间站的全面建成
为空间材料科学的发展开辟了更
加广阔的前景。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空间材料科学领域首席科学家
魏炳波院士说：“未来我们一定会
取得更多的国际领先成果，利用
空间环境的特殊性制备或合成出
新材料，并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更
好服务于科技强国建设。”

（来源：新华社）

我国空间站高性能难熔合金研究取得多项新发现

近日，由国家数据局会同有关
方面编制形成的《数字中国发展
报告（2023年）》（以下简称《报
告》）正式发布。《报告》显示，数字
中国赋能效应更加凸显，2023年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估计超
过 12万亿元，占 GDP比重 10%左
右。

《报告》指出，我国已完成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相应数据机构的组建工作，上
下联动、横向协同的全国数据工
作体系初步形成。

从数字基础设施来看，《报
告》显示，截至2023年底，5G基站

数 达 337.7万 个 ，同 比 增 长
46.1%；平均每万人拥有 5G基站
24个，较上年末提高7.6个百分
点。全国在用数据中心标准机架
超过 810万架，算力总规模达到
230EFlops（EFlops是指每秒百亿
亿次浮点运算次数），居全球第二
位，算力总规模近5年年均增速
近30%，存力总规模约1.2ZB（1ZB
等于十万亿亿字节）；8个国家算
力枢纽节点进入落地应用阶段；
智能算力规模达到 70EFlops，增
速超过70%；全国累计建成国家级
超算中心14个，全国在用超大型
和大型数据中心达 633个、智算

中心达 60个，智能算力占比超
30%。

从数字技术创新活力来看，
《报告》显示，我国基础数字技术
能力持续增强，数字技术领域保
持较高的创新热度。国内有效发
明专利增速位列前三的信息技术
管理方法、计算机技术和基础通
信 程 序 领 域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59.4%、39.3%和 30.8%，远高于行
业平均增长水平。先进计算、人
工智能、5G/6G等关键技术创新能
力不断突破。人工智能核心企业
数量超过4500家。量子计算机、
新型显示、3D打印、脑机接口等技

术研发进度不断加快。
在数据要素市场方面，《报

告》显示，我国数据产量保持快速
增长态势。2023年，全国数据生
产 总 量 达 32.85ZB，同 比 增 长
22.44%。截至2023年底，全国数
据存储总量为1.73ZB。2023年移
动互联网接入总流量为0.27ZB，
同比增长15.2%。

《报告》指出，展望2024年，数
字中国建设将与我国加快发展新
质生产力同频共振、协同发力，成
为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
变革的重要引擎。

（来源：《科技日报》）

《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3年）》发布
近日，由国机重装研制的

国产化首件世界最大等级FB2
中压转子成功发运，标志着我
国成功攻克百万千瓦级超超临
界机组FB2中压转子锻件全流
程关键核心技术，成功实现了
FB2材料全系列转子锻件进口
替代，为保障国家能源装备产业
链供应链安全提供了硬核支撑。

据介绍，此次交付的FB2中
压转子为当今商运最高温度等

级1000兆瓦超超临界机组的关
键核心部件，重达50余吨，直径
超1200毫米，是目前世界上重
量最重、直径最大的马氏体耐
热钢转子锻件之一，将用于
1000兆瓦620摄氏度超超临界
二次再热机组，进一步加速推
进了FB2转子国产化工程应用，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影
响。

（来源：《人民日报》）

世界最大等级FB2中压转子锻件研制成功

加速推进FB2转子国产化工程应用

记者近日从南京大学获
悉，该校物理学院教授缪峰、副
教授梁世军团队联合南京理工
大学教授程斌，通过构筑特殊
堆垛构型的魔角石墨烯器件，
观测到电子型铁电性与拓扑边
界态的共存，并基于可选择的
准连续铁电开关，首次提出了
噪声免疫的类脑计算方案。该
工作为开发基于拓扑边界态的
新型低功耗电子器件开辟了全
新技术路线。相关成果近日发
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纳米
技术》。

半导体芯片的运行依赖于
电子传输。传统材料中，电子
传输的运动轨迹像十字路口行
驶的车辆一样不规则，消耗较
多能量。而拓扑量子材料中存
在电子传输的“高速公路”——
拓扑边界态。通过按需改变材
料陈数，实现对拓扑边界态数
目的调控，有望开发出以拓扑
边界态为全新信息载体的计算
技术。

莫尔超晶格材料是一类通

过构筑特殊的二维材料异质结
界面结构所形成的材料体系。
研究团队先构建了一个全新的
莫尔异质结结构。他们发现，
撤去施加的外电场后，该莫尔
体系中的电极化不会消失，表
明了铁电性的存在。而在垂直
磁场下，材料中涌现了陈绝缘
体，这使得研究人员能够利用
铁电极化来调控不同的陈数，
从而实现不同拓扑边界态的非
易失切换。随后，他们在魔角
双层石墨烯器件中实现了准连
续铁电态的开关功能。最后，
团队利用铁电陈绝缘体的拓扑
边界态作为信息载体，提出了
噪声免疫的类脑计算方案。

“此次研究主要是概念验
证。未来，我们还需克服大面
积材料的转移、器件的规模化
集成方案、外围适配电路的开
发等诸多挑战，实现拓扑量子
类脑计算芯片原型的开发，探
索其在实际场景中的应用。”缪
峰说。

（来源：《科技日报》）

为开发基于拓扑边界态的新型低功耗电子器件开辟了全新技术路线

我国学者提出新型类脑计算方案
说到生活中那些让人头疼得

要命的声音，比如指甲刮黑板，一
想就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简直就
像触电一样！为啥我们会这么讨
厌这种声音呢？还有哪些声音是
大家耳朵的噩梦呢？

为何某些声响会让人“炸毛”？

人类对声音的感知主要取决
于两个因素：一是先天的耳蜗构
造，决定了我们可以感知频率在
20至20000赫兹区段的声音，并对
1000至5000赫兹区段的声音更敏
感；二是后天习得的经验，生活的
社会环境也会影响我们对特定声
音的主观感受。

大家对响度相同的不同声音
的感知存在很大差异，等响曲线
（表示人耳灵敏度的变化）揭示了
声音对于人耳而言是非线性（指变
量之间的关系不是直线，而是曲
线、曲面或不确定的属性）的。值
得注意的是，等响曲线在2000至
4000赫兹区段陡然下降，说明我
们对于这个频段的声音更敏感，而
指甲刮黑板、刀叉摩擦盘子、椅子

拖地板、婴儿的哭叫等声音，都在
此范围内。

是因为敏感导致难以忍受
吗？研究人员认为，我们难以忍受
这个频段的声音，是自然选择的结
果：野兽啃咬骨头、黑猩猩警告的
声音刚好在此范围内。所以，这个
频段的声音所带来的不适感更像
是一种进化的副作用，或者说是一
种求生的本能，而其中更深层次的
奥秘则隐藏在人脑中。

“兴奋”的杏仁核

利用磁共振成像（在磁场和无
线电波的帮助下，提供人身体部位
特别是软组织精确细节的技术）扫
描大脑，其结果可以直观显示测试
者听到不同声音时的脑部活动。

科学家发现，当人们感知到
2000至4000赫兹的声音（例如指
甲刮擦黑板的声音）时，人脑中的
杏仁核（情绪调节的中枢）和听觉
皮层之间表现得异常活跃。而且，
这些声音不仅会令人不悦，其不悦
程度还与杏仁核和听觉皮层的活
动度成正比：杏仁核调节情绪，它

的激活反过来又会增强大脑听觉
皮层的反应，让大脑更进一步关注
这些声音。在此情况下，这些声音
就变得越发刺耳、越发令人不适。

什么是厌声症？

除了上述多数人难以忍受的
声音，还有一些在特定群体中才会
引发不适的声音。我们将此群体
所受的困扰称为厌声症。

厌声症，又称选择性声音敏感
综合征，通常表现为对一些日常声
音有高度敏感，并会立即产生强烈
负面情绪和身体反应。能触发这
种反感的声音通常是人为噪声，它
不一定很响，但一般是重复性的声
音，多由身边人发出，例如：吧唧嘴
的声音、嚼口香糖的声音、吃薯片
或水果的咔嚓声、敲击键盘的打字
声、按圆珠笔声、剪指甲声、高跟鞋
脚步声等。

研究显示，厌声症群体在听
到触发负面反应的声音时，皮肤
的导电率（一种常见的身体唤醒
指标）会明显升高，这说明此类声
音以某种方式触及了自主神经系

统，进而触发我们的战斗或逃跑
反应。

磁共振成像扫描大脑的实验
结果也显示，厌声症群体的前脑岛
异常活跃——它是人脑中与情绪
处理有关的区域。不仅如此，该群
体的前脑岛似乎与人脑中负责记
忆的部分有着不同寻常的联系，例
如：他们会将很久前的一段消极经
历与某种特定声音关联起来，哪怕
两者间并没有联系。这也证明了
人脑处理声音的区域不止一个：在
最低层次上，人脑仅处理声音的声
学特征；但在心智的更高层次，传
入的声波也会激活与情感或记忆
等相关的人脑区域，受到诸多因素
影响。

目前关于厌声症，听力学家和
心理学家仍在争论它到底是一种
症状还是一类明确的生理疾病。

虽然有厌声症的存在，但也不
要随意给自己贴标签哦！如果你
深受某种声音的困扰，建议寻求医
生的帮助，用最合适的方式摆脱它
们。

(来源：学习强国客户端）

指甲刮黑板、刀叉摩擦盘……

为何这些声音会令人“抓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