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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导报讯 1 月 1 日，东南大学发布了由其科研

团队自主研发的国内首辆分布式电驱动飞行汽

车———“东大·鲲鹏 1 号”。该飞行汽车是国内首辆全

轮转向全轮驱动、四轴八桨构型飞行汽车，也是江苏

省首辆陆空一体飞行汽车。

“东大·鲲鹏 1 号”整机尺寸为 2.1伊1.2伊1.5 米，最

大起飞重量为 500 千克，飞行续航时间逸20 分钟，最

大飞行高度逸300 米；其地面运动模式基于四轮毂分

布式电驱动系统，电液复合制动，最高时速可达 60 千

米。

“这款陆空一体的飞行汽车以汽车为主要载体，

而非当下以无人机为主技术路线。它可以在地面行驶

与飞行移动间随意切换。”该项目负责人、东南大学机

械工程学院教授殷国栋介绍，传统电动垂直起降飞行

器（eVTOL）不具备地面移动能力；而“东大·鲲鹏 1 号”

为陆空一体构型，兼具地面运载装备的快速移动与空

中运载装备的灵活移动能力。同时，“东大·鲲鹏 1 号”

集多项创新技术于一身，突破了陆空一体化车身结构

拓扑优化、动力系统全域冗余机制、多模态交互数字

化座舱、跨域共用多维数据融合、陆空分布式电驱动

系统以及双阿克曼协同转向等关键技术。

“东大·鲲鹏 1 号”续航主要依靠大功率动力电

池。项目团队成员庄伟超说，团队还开发了增程式航

空电推进系统，相比现有纯电池驱动系统，具有大功

率、长续航、高可靠等特点，飞行续航时间有望突破 2
小时，将在下一代陆空一体飞行汽车上应用。

殷国栋表示，团队致力于探索未来交通出行的新

模式，希望通过这一创新成果，为未来的交通出行提

供更多可能，并在低空经济领域贡献自己的力量。

金凤

前不久，“水利一号”遥感卫星在山西太原卫星发

射中心发射后，成功传回首幅影像。影像清晰显示了

黄河位于乌拉特前旗段的凌情信息，封冻河段、清沟、

堤防等水利工程影像特征明显，地物纹理清晰。这充

分表明我国水利专业监测手段和效能有了进一步提

升，水利科技创新成果又有了新突破。

治水兴水，离不开先进水利科技的保障。近年来，

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极端天气事件多发频发重发，

暴雨洪涝干旱等灾害的突发性、反常性越来越明显，突

破历史纪录、颠覆传统认知的水旱灾害事件频繁出现。

为获得及时、准确的雨水情监测预报信息，水利部门加

快建设现代化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水利科技创新取

得长足发展。比如，气象卫星、测雨雷达、智能传感等现

代监测技术，为雨水情监测预报提供了先进的感知手

段；降雨预报、产汇流、洪水演进等数学模型的研发应

用以及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的迭代更新，

为雨水情监测预报提供了算法支撑和算力保障。

加快推进水利科技创新，是发展水利新质生产

力、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特别是以数智融合应用

为驱动的新技术快速发展，为预报、预警、预演、预案

“四预”能力提供了强劲支撑。在 2024 年的堤防溃口

险情处置中，水利部门统筹调度卫星资源开展高频次

遥感监测，动态分析淹没面积与决口变化，为险情处

置提供了有力支撑。在 2024 年珠江流域的洪水防御

中，数字孪生北江系统基于广东省级数字孪生平台及

时预警，比选优化调整水库调度方案，成功将洪水量

级控制在北江大堤安全泄量以内。这些经验告诉我

们，治水兴水都要依靠科技。

水利科技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在统筹

谋划、顶层设计上下功夫，还要在补短板、强弱项上持

续用力。一方面，要完善水利技术标准体系，加快推进

数字孪生水利、国家水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急用先行”

标准制定修订，及时将先进适用水利科技创新成果融

入标准，推动标准质量提升和迭代升级；另一方面，要

完善水利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加快创新链、产业链、应

用链精准对接、融合发展，让更多创新成果转化为新

质生产力。

水利科技创新还要不断扩大“朋友圈”。要积极参

与全球水治理和科技治理，参与水利国际标准制定，

全方位、多层次推进水利科技国际合作。完善水利科

技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结合水利重大项目建设、科技

计划组织实施与创新平台建设，大力加强水利高层次

人才培养，构建先进、实用的水利科技支撑体系，全面

提升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保障我国水安全能力。

姻 吉蕾蕾

K 评论
kexuepinglun

科技创新助力治水兴水

孔照胜在试验田里观察高粱生长情况 姻 受访者供图

姻 科学导报记者 隋萌

在山西这片古老而丰饶的土地上，杂粮作为传

统农业的瑰宝，闪耀着千年的农耕智慧。它不仅见证

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与生生不息，更铸就了华夏

儿女坚韧不拔、勤劳勇敢的精神品质。今天，在这片

充满生机、迈步全方位转型新征程的三晋大地上，孔

照胜带领一批怀揣梦想与激情的农业科研工作者，

投身于杂粮种质创新与设计育种的伟大事业，为山

西杂粮的现代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让这些古老神

奇的作物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孔照胜，1975 年生于山西文水，现任山西农业大

学（省农科院）党委常委、副校（院）长，山西省后稷实

验室（杂粮生物育种山西省实验室）主任，农业农村

部杂粮种质创新与分子育种重点实验室主任。他的

科研之路，勤奋与坚持相伴、热情与执着交织。

矢志不渝追梦 笃行科研之路

“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强调，山

西农业的出路在于‘特’和‘优’。”

谈及发展杂粮的初衷,孔照胜坚定

地说，“山西杂粮有着悠久辉煌的

栽培历史，且品质优良，营养丰富。

大力发展杂粮产业是践行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推动山西

‘特’‘优’农业发展战略的一项重

要举措。”

“我从小干农活、吃杂粮，与农

田亲密接触，所以我始终对农业有

着难以割舍的初心与情结。”少时

的农村生活让他记忆犹新，也对他

后来坚定地选择农业研究工作产

生深远的影响，所以高考时他报考

了山西农业大学。

此后，孔照胜继续在科研深造的道路上坚定前

行，未曾懈怠。1997 年，他本科毕业后又在山西农业

大学续读硕士，2000 年获农学硕士。随后，他赴中国

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学习并获理学博

士。2012 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完成博士

后工作后，他回到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从事豆

科植物共生固氮研究。在中国科学院独立领导创新

研究团队的十年经历，锻炼了他对科学前沿与国际

最新动态的洞察力，也使他深刻认识到科研一定要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为他日后回到母校领导杂粮科

技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下接 A3 版）

科研墨韵 绘就杂粮绮梦
———记山西农业大学副校长孔照胜

国内首辆分布式电驱动飞行汽车亮相

1 月 1 日拍摄的漳州核电 1
号机组（画面左侧）（无人机照片）。

当日 0 时 17 分，经过 168 小
时满功率连续运行考核，全球最大
“华龙一号”核电基地迎来新年“开
门红”，中核集团旗下中国核电投
资控股的漳州核电 1 号机组正式
投入商业运行，标志着“华龙一号”
批量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姻 漳州核电供图

“华龙一号”

投入商运

“面面”俱到“麦”出发展新步伐
山西沁州白面

年终岁尾，寒冬已至。《科学导

报》记者走进位于长治市沁县段柳

村的山西沁州白面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山西沁州白面”），在全自

动化生产车间内，工人们紧张而有

序地忙碌着，伴随着机器的轰鸣

声，饱满的麦粒经过一道道工序，

被加工成质地细腻的面粉并打包

装好，重型运输车、叉车往来穿梭，

现场秩序井然，一派繁忙的景象。

“我们公司拥有多条自动化生

产线，可对小麦制粉的全过程实时

智能控制，生产线现场分线、分段

一键启停，各项数据可实现动态采

集、智能分析、动态预警。”山西沁

州白面经理贾少峰表示，为了提升

生产加工效率，实现生产过程全流

程监测，公司引进一流全套配麦、

配粉技术设备，对生产工艺、面粉

配比进行全方位优化，年处理 8000
吨小麦，可加工 5600吨小麦粉。

在山西沁州白面智能生产中

控室能源管理平台上，一组组数

据实时变动，清晰地显示着各生

产线机器的电流、温度等数值。

“年关将至，我们生产车间的工人

们都在加班加点赶订单，我们不

仅要圆满完成沁县的面粉保供任

务，还要兼顾外地的订单生产加

工任务，争取打好年末的‘收官之

战’。”贾少峰如是说。

作为沁县粮食加工企业，山

西沁州白面充分利用城乡结合的

优势资源，积极发展小而精、小而

特、小而优的产业，按照“绿色、营

养、健康、安全、优质”的生产理

念，全产业链把控面粉品质，做精

做深本土市场，打造沁州好面粉

品牌。“为了充分保证面粉的口

感，公司从前期原材料筛选、清

洗，到磨面、筛分等各个环节都严

格把关，始终坚持以工匠精神打

造高品质产品。通过引进面粉生

产设备，收购沁县本地粮食，生产

本土优质面粉，不仅为当地村民

创造了在家门口稳定就业的机

会，还成功打造出一条全新的农

业产业链条。”贾少峰说。

用精麦做好面粉，守护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在源头把控方面，

山西沁州白面实行订单制农业，

精选山东、新疆优质小麦，在全县

小麦种植黄金区遴选种植基地。

在生产加工环节，山西沁州白面

严格控制物料研磨的粒度、均匀

度，对研磨出的面粉进行灰度测

定和色选，把控面粉中的麸星、黑

星和糊粉层，再配比不同层级面

粉，得到高精度、高出粉率的小麦

粉。“我们与农户签订收购订单

后，公司采用统一的管理方法对

农户提供帮助，小麦的耕、种、管、

收等全程都由公司组织部门进行

托管服务。此外，我们的面粉不提

取麦芯粉，小麦的营养成分全在

里面，而且无任何添加剂。”山西

沁州白面销售经理王江介绍道。

面粉之舞，匠心独运；岁月沉

淀，品质如初。“接下来，我们将继

续坚守‘办企一处，造福一方’的

发展宗旨，为耕者谋利，为食者造

福，努力把公司建设成为行业标

杆，进一步增强农业产业化国家

重点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能力。

同时，充分发挥连接农民与市场

的桥梁作用，全力助农致富，为沁

县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赋

能助力。”谈及未来发展，山西沁

州白面经理张耀文信心满满。

姻 科学导报记者 魏世杰

用心做油 创新做事
鑫晋商生物科技公司

冬日暖阳倾洒而下，山西文

水仿佛被温柔的金纱笼罩，每一

寸空气都弥漫着温馨与惬意。在

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山西鑫

晋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宛如一颗

璀璨明珠，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步入山西鑫晋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晋商生物科

技公司”）生产车间，“源于天然生

态，分享绿色品质”标语首先映入

眼帘，5 条先进的生产流水线井

然有序地忙碌着，28 个百吨大型

恒温储油罐整齐排列。

“在生产过程中，公司采用的

是物理冷榨方式，对每一个环节

实施严格把控。”鑫晋商生物科技

公司生产车间厂长赵岩伟介绍

说，“油料经过 4 路破碎后，由提

升机运送至立式液压冷榨机。在

冷榨机中，以间隙压榨的方式反

复挤压，借助产生的压力将油料

中的油脂挤出，形成毛油。冷榨要

求温度低于 40益，我们将温度控

制在 35益左右，以确保油品的营

养成分完好无损。此外，我们还采

用冷冻脱蜡工艺，有效去除油中

的杂质。食用油在 5益的环境下

运行 48~72 小时，冷冻脱蜡即可

完成，从而保证油脂在低温情况

下也不会产生沉淀物。”

在鑫晋商生物科技公司研发

化验中心，《科学导报》记者看到，

几名工作人员正全神贯注地忙碌

着。据了解，他们正在仪器上检测

各种油品的质量参数。“亚麻籽油

富含 VE、类黄酮化合物、高级脂

肪醇、甾醇、矿物元素等。纯正的

亚麻籽油气味芳香、清雅，品尝起

来略带一种清淡的鱼腥味，是因

为其富含亚麻酸成分所致。核桃

油新鲜纯正、营养丰富、口感清

淡，极易被消化吸收，是儿童发育

期、女性妊娠期及产后康复的高

级保健食用油。有机小米油营养

价值高，含有多种维生素、氨基

酸、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等营养

成分。”鑫晋商生物科技公司研发

化验中心主任孟燕华有条不紊地

介绍着他们研发的产品。
“产品研发是灵魂与根基所

在，必须严格把控。技术创新如同

一根贯穿始终的红线。从种植环

节的科学精细管理，到压榨、精

炼、灌装等生产环节的先进工艺

运用，再到质检环节的严格精准

把控，每一个步骤都生动彰显着

科技的强大力量。”鑫晋商生物科

技公司总经理杨龙如是说，“我们

公司持续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

检测仪器，大力提高生产效率与

产品质量。同时，积极主动开展产

学研合作，与高校和科研机构携

手合作研发新产品、新技术，为公

司的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鑫晋商生物科技公司在全力

打造健康用油新标杆的道路上砥

砺前行。据了解，2023 年鑫晋商

生物科技公司的有机种植基地面

积大幅增加，年产量高达八千多

吨；经营着 34 种优质食用油和

23 种有机植物油，涵盖 200 多个

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产品；这些

产品不仅在全国十几个省市和地

区畅销无阻，还远销新加坡、马来

西亚等国家，在国际市场上赢得

了良好的口碑。

展望未来，杨龙信心满满地

表示，鑫晋商生物科技公司将以

更加坚定的信念和饱满的热情，

不断创新、开拓进取，努力将公司

打造成国内乃至国际舞台上知名

的食用油品牌，为人们的健康生

活增添绚丽光彩。

姻 科学导报记者 王俊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