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出版：《科学导报》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址：太原市长风东街 15 号 电话：（0351）苑缘猿苑园84 邮编：030006 每周一至五出版 全年订价：288.00 元 发行：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 印刷：太原日报传媒集团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太原唐槐路 80 号 广告经营许可证：1400004000089 总编辑：曹俊卿

SCIENCE GUIDE
山西省科学技术协会主管 山西科技新闻出版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主办

思想·深度·引导 推进创新驱动 彰显科学魅力

网址：http://www.kxdb.com 投稿邮箱：kxdbnews@163.com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悦晕 员源原园园员缘 邮政发行 邮发代号：圆员原27 今日 8 版

全国优秀科技报

山西省十强报纸

第二、三届山西出版奖提名奖

第26 期 总第 4357 期

创刊于 1984 年

圆园25 年 4 月 17 日 星期四

姻 吴月辉

不久前，北京市、中国科学院发布怀柔综合性国

家科学中心科技设施开放运行报告，怀柔综合性国家

科学中心已布局建设 37 个科技设施，其中 16 个已向

全球开放，包括多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2024 年，

这些科技设施新增向全球开放机时 43 万小时、累计

超 123 万小时。

近年来，包括“中国天眼”在内的多个国家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持续向全球开放使用，助力来自世界各地

的众多科研团队开展研究。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也被称为大科学装置，是

为进行大规模科学研究而建造的大型设施，投资大、

周期长，其知识创新、科学成果产出丰硕，技术溢出、

人才集聚效应显著，通常被认为是国家创新高地的重

要要素。

大科学装置如此重要，有人肯定会有这样的疑

问：我们辛辛苦苦建成的大科学装置，为何要开放共

享给别的国家用呢？不妨从几个视角来看。

推动全球科技进步。大科学装置建设成本高昂、

技术复杂，向全球开放可以推动更多的国际合作，共

享科研资源，促进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研究。通过国

际合作，能够集中全球的智慧和资源，加速科学研究

的进程，从而促进全球科技创新和科学进步。例如，上

海同步辐射光源在新冠病毒结构解析、新能源材料研

发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全球团队共同受益。

激发本土创新能力。通过与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合

作，可以学习到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带动国内科研梯

队建设，弥补自身不足。位于上海的国家蛋白质科学

研究设施，自 2015 年建成以来，一直对全球科研机构

用户免费开放。科研人员或团队只要通过评审获得机

时批复，就可以来上海做实验，使用全球最好的蛋白

质仪器设施。10 年来，设施累计支撑国内用户发表高

水平研究论文 4000 余篇，为我国在蛋白质结构生物

学、药物研发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通过开放大科学装置，

中国得以进一步深度融入国际科研体系，逐步从跟跑

转向并跑甚至部分领跑。中国主导的全超导托卡马克

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近年来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创

新成果，为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运行提供了重

要的实验基础，影响全球能源的未来。此外，吸引国际

顶尖团队在华合作，也能增强中国在全球科学议题中

的影响力，同时提升国内科研标准与管理水平。

最后，体现大国担当也是开放共享的一个重要方

面。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能源危机等全球性挑

战，大科学装置提供了关键科研平台，彰显了中国对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

当然，开放的同时也必然会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和

课题。比如，如何权衡国内外用户的需求？如何保护知

识产权？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去探索。

科技进步是世界性、时代性课题，唯有开放合作

才是正道。开放是一种自信，分享是一种胸怀。中国大

科学装置的全球开放，既是科技实力的体现，也是积

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实践。将科技成果用于造福全

人类，让中国和世界能共享共赢发展，这才是科技之

于人类文明的应有之义。

中国大科学装置全球开放体现胸怀K 评论
kexue pinglun

科学导报讯 记者杨洋 4 月 14 日，记者从中车永

济电机公司获悉，搭载该公司自主研制的刀盘主驱动

电机的全球最大直径土压平衡—双护盾组合式盾构

机“强基号”在长沙顺利下线。

“强基号”最大开挖直径达 12.68 米，整机长 107
米，总重量 3500 吨，是一台超大直径双护盾隧道掘进

机。盾构机刀盘驱动电机用于驱动盾构机刀盘旋转，

切割岩层，达到掘进目的。由于产品工作岩层硬度变

化大，对电机负载和振动提出更高要求，必须具备超

高可靠性。所以，盾构机电机等关键核心部件是制约

我国盾构行业发展的短板，也是制约我国盾构机产业

链发展的断点。

中车永济电机公司传承高铁品质，依托其 17 年

深耕盾构领域核心技术积累和平台建设，成功研制

400kW 大功率电机，为“强基号”刀盘作业注入强劲动

力，其以模块化并联驱动模式实现动力高效协同，完

美适配隧洞软硬不均、软硬交替等复杂地层工况。为

了更好适应施工挑战，公司研发团队依托现有技术平

台，通过软件仿真，对电机的电气性能、水路结构、密

封结构及机械结构展开全方位优化设计。通过创新改

进，电机轴向尺寸有效减小 10%，功率密度提升 8%，

防护等级大幅提高，稳稳应对复杂地层挑战。该产品

顺利交付使用，标志着公司在盾构电机领域再攀新高

峰，实现重大技术突破，为隧道施工行业提供了坚实

可靠的动力保障。未来，公司主要承担杭州城西南排

工程南段 12.28 公里输水隧洞的掘进任务，最大掘进

埋深处约 350 米。该工程是国内城市排涝规模、洞径

和埋深最大的深层隧洞排水系统工程，也是特大型城

市深隧排涝项目的首次实践。

中车永济产“强基号”盾构机顺利下线

科学导报讯 笔者 4 月 10 日从中国铁建电气化

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铁建电气化局”）获

悉，交通强国试点项目———“新朔铁路巴准线贯通式

同相供电工程化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近日通过验

收，标志着世界首条全线贯通式同相供电示范工程顺

利应用。

在铁路两段不同相位的供电区之间，有一段被称

为电分相的无电区。列车经过时需短暂断电，避免不

同相位的电流直接接触，确保安全。对于重载货运列

车，频繁断电会降低运输效率，增加运营成本。

新朔铁路巴准线长 128 千米，全线取消电分相，

开创重载铁路运输取消电分相操作先河。“以往，铁路

多采用电分相模式，存在 30 米至 40 米无电区，而贯

通式同相供电技术有效解决了无电区问题。”中国铁

建电气化局新朔铁路项目总工程师郑鑫介绍，贯通式

同相供电技术还解决了传统牵引变电带来的负序等

电能质量问题，提高了变压器容量利用率，提升了线

路运能，增强了牵引供电系统的稳定性，有效减少运

营维护成本，保障了煤炭等重要物资的高效运输。

项目以西南交通大学李群湛团队提出的贯通式

同相供电理论和分段保护与测控技术为基础，整体开

发贯通式同相供电工程化应用成套关键技术，同步实

现牵引网分段测控技术应用及智能化升级。项目由西

南交通大学牵头研发，中国铁建电气化局、中铁第五

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参与。

孙瑜

4 月 14 日，观众在观看一款电动垂直起降固定翼运载型无人机。
第五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首次设立低空经济展示专区，聚焦智能立体出行与产业协同创新，展示跨城物流、应急救援、低

空文旅等多领域应用场景。 姻 郭程摄

世界首条全线贯通式同相供电示范工程验收

低空科技秀

“每一粒荞麦种子，都承载着

丰收的希望；每一朵荞麦之花，都

绽放着生命的绚烂。我们荞麦研

究者，就是努力把它们的优势发

挥到极致。”4 月 1 日，《科学导

报》记者采访原山西农业大学农

学院三级研究员李秀莲时，这位

在荞麦科研道路上默默耕耘数十

载的专家用朴实而坚定的话语，

道出了她对荞麦事业的深厚情感

与执着追求。

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

科技赋能荞麦产业

李秀莲 1988 年从山西农业

大学毕业，直至去年退休，她将整

个职业生涯都奉献给了荞麦科研

事业。在漫长的科研岁月里，她始

终专注于荞麦种质创新、新品种

选育以及栽培技术等关键领域的

研究。她深知，实验室中取得的科

研成果，唯有真正应用于田间实

践，才能充分彰显其价值与意义。

她时常鼓励年轻的科研人员

要深入田间地头，将实验室的理

论知识与实践生产紧密结合：

“‘头戴珍珠花，身穿紫罗纱，出门

两三月，霜打就回家。’这既是一

句充满诗意的农谚，也是荞麦种

植生活的真实写照。如此通俗易

懂且蕴含哲理的话语，是当地世

代种植荞麦的百姓口口相传下来

的。因此，我常跟青年人说，要走

到田间去，在那里能学到比实验

室更多的东西。”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前，

农民种植的荞麦是直根细、侧根

少、茎秆细弱、几乎无分枝、抗旱

性差、易倒伏的独杆小粒品种，易

受冰雹、干旱等恶劣天气的影响，

导致产量水平低。所以我之前的

工作都是在培育抗倒伏性强的高

产品种。”李秀莲介绍起专业来中

气十足。

“以前，我们团队只有一间简

陋的实验室，连一台像样的显微

镜都没有。”李秀莲回忆道。为了

筛选抗逆性强的荞麦品种，她带

着团队跑遍山西的沟壑梁峁，采

集野生荞麦资源。白天在田间记

录数据，晚上回到实验室分析样

本，常常工作到深夜。功夫不负有

心人，在这期间，李秀莲及其团队

育成荞麦品种 6 个，其中“晋荞麦

2 号”是山西第一个通过国家鉴

定的苦荞品种，“晋荞麦 7 号”为

山西首个四倍体甜荞品种。“四倍

体甜荞品种‘晋荞麦 7 号’的选育

与应用”2021 年荣获山西省科学

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在实验数据和实践中，这些

“新荞麦”的抗灾害能力和产量都

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些品种在

田间的大面积推广，为农民带来

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也推动了荞

麦产业的发展。

李秀莲常年深入田间地头开

展科研工作，皮肤上留下的点点

晒斑正是其常年下地劳作、为农

业科技事业默默奉献的勋章。除

此之外，她还笔耕不辍，发表了 30
篇学术论文，参与编写了 4 部学

术著作，为推动农业科技的进步

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培育红花观赏新品种

丰富荞麦品种资源

传统上，荞麦因生长周期短，

常被农民作为“救灾、填闲作物”

种植。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对农产品的品质和多样性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李秀莲敏锐地捕捉

到这一市场需求，将目光投向了

观赏荞麦新品种的培育，将研究

方向拓展至荞麦的多元化开发。

荞麦分为甜荞和苦荞。甜

荞，被誉为 21 世纪的明星作物，

不仅具有食用价值，还有药用价

值。我国是世界第二甜荞生产大

国，在山西，甜荞是特色优异杂

粮作物，常年种植面积约 30 万

亩。甜荞的花朵颜色有粉色和白

色，与苦荞比，花朵较大，带有香

气；而苦荞只有极小的无香型黄

绿色花朵。

（下转 A3 版）

姻 科学导报记者 隋萌

实习记者 董舒方

李秀莲：深耕沃野育荞麦
匠心坚守农科情

李秀莲在试验田观察荞麦生长情况 姻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