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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靠太阳”到“造太阳” 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 一字之差的困难

可控核聚变装置俗称可控核聚变装置俗称““人造太阳人造太阳”，”，是照亮人类是照亮人类
未来的终极能源梦想未来的终极能源梦想。。日前日前，，位于法国的世界最大位于法国的世界最大
核聚变反应堆核聚变反应堆————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迎来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迎来
了重要里程碑时刻了重要里程碑时刻，，施工人员开始安装反应堆托卡施工人员开始安装反应堆托卡
马克的首个主要部件马克的首个主要部件。。此前此前，，由中核集团牵头的中由中核集团牵头的中
法联合体按期开展了相关安装底座法联合体按期开展了相关安装底座————杜瓦底座杜瓦底座
的接收及吊装准备工作的接收及吊装准备工作，，为核心设备安装工作全面为核心设备安装工作全面
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是中国向核能高端市场这是中国向核能高端市场
迈出的实质性步伐迈出的实质性步伐，，将为我国深度参与聚变国际合将为我国深度参与聚变国际合
作作、、自主设计建造未来中国聚变堆奠定基础自主设计建造未来中国聚变堆奠定基础。。

可控核聚变装置俗称“人
造太阳”，是全球核聚变人一
代代接力奔跑，致力于照亮人
类未来的终极能源梦想。伴随
全球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能
源需求将持续增长。然而，地
球化石燃料的储量有限，寻找
未来能源成为当务之急。

万物生长靠太阳，无论是
传统的化石能源，还是风能、
生物能等新型能源，其本质都
是太阳能。而太阳的能量，科
学家们早已探明究竟：来自其
内部的核聚变反应。

那么，是否可以模拟太阳
产生能量的原理，研发可控核
聚变技术，制造“太阳”呢？

专家的回答是肯定的：不
仅可以，而且是必须的。

“可控核聚变是目前人类
认识到的，可最终解决社会能
源与环境问题、推动人类社会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重 要 途 径 之
一。”中核集团核工业西南物
理研究院院长段旭如表示。

从必要性来说，化石能源
不可再生且有污染，风能、水
能不稳定，核裂变能原料有
限、核废料有放射性污染，因
此，需要寻找资源丰富、清洁
高效的新能源——目前，最有
可能担当这一角色的只有可控
核聚变能。而且，可控核聚变
不排放有害气体，有利于解决
当前的环境污染问题。

从可行性来说，核聚变的
原 料 是 氢 的 同 位 素 （氘 和
氚）。“氘在海水中储量极大，
1公升海水里提取出的氘，在
完全聚变反应后，可释放相当
于 燃 烧 300 公 升 汽 油 的 能
量。”段旭如说。

从核裂变到核聚变，从不
可控到可控，一字之差，技术
难度差别太大了。世界上首颗
原子弹爆炸后不到 10年，核裂
变技术就实现了和平利用，建
成了核电站。因此，许多人认
为用不了多久就能实现核聚变
的和平利用——然而，经过全
世界科学家超过半世纪的努
力，至今仍未成功。

太阳能稳定核聚变，是因
其内部不仅有 1500万摄氏度以
上的高温，且约有 3000亿个大
气压的超高气压。而地球上无
法达到如此高的气压，只能在
高温上下功夫，需把温度提高
到上亿摄氏度才行。这温度根
本找不到容器“盛放”它，地
球上最耐高温的金属材料钨在
3000多摄氏度就会熔化。

不过，人类不会被困难吓
倒。20世纪60年代，苏联科学
家提出托卡马克方案。托卡马
克，简单来说是一种利用磁约
束来实现受控核聚变的环形容
器。它的中央是环形真空，外
面围绕着线圈。通电时，其内
部会产生巨大螺旋形磁场，将
其中的等离子体加热到很高温
度，以达到核聚变目的。

我国可控聚变研究始自 20
世纪50年代，几乎与国际同步。

1965年，我国建立了当时
国内最大的聚变研究基地西南
物理研究所，也就是中核集团

核工业西南物
理研究院的前
身。

正是在这
里，中国核聚
变领域第一座
大科学装置中
国环流器一号
托卡马克装置
于 1984 年 建
成，为我国自
主 设 计 、 建

造、运行核聚变实验研究装置
积累了丰富经验，培养了我国
第一批核聚变人才队伍，为我
国发展更高参数的磁约束聚变
大科学装置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此中国磁约束聚变一步
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1995
年，中国第一个超导托卡马克
装置HT－7在合肥建成；2002
年中国建成第一个具有偏滤器
位形的托卡马克装置中国环流
器二号A；2006年，世界上第一
个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东方超
环首次等离子体放电成功……

预计今年在四川成都投入
运行的“中国环流器二号 M”
装置，将成为我国规模最大、
参数最高的磁约束可控核聚变
实验研究装置。它可将我国现
有装置的最高等离子体电流从
1兆安培提高到3兆安培，离子
温度也将达到1亿摄氏度以上。

“人造太阳”将为人类带来
巨大福祉。但其技术研发困难
重重，需集全球之力共同攻克。

基于此，国际热核聚变实验
堆（ITER）计划 2006 年应运而
生，由中国、美国、欧盟、俄罗斯、
日本、韩国和印度 7方参与，计
划在法国普罗旺斯共同建造一

个聚变反应堆。ITER凝聚了国
际聚变界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及
技术力量。该项目中国承担了
约9%的采购包研发任务。

参加 ITER计划以来，中国
积极参与建设，目前，中国承
担的 ITER采购包，不管是在研
发进度还是在完成质量方面，

均处于 7方的前列，为 ITER建
设贡献了中国力量与智慧。在
国际聚变舞台上，中国有了更
大的话语权。

“从 ITER 计划进展及国际
核聚变发展进程看，我们有信心
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可控的核聚
变发电。”段旭如说。 晚综

你了解你了解““人造太阳人造太阳””吗吗

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 勇担重任的中国核电人

中核集团建造的中国环流器二号。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人类的共同目标

起重机将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的杜瓦底座吊入托卡马克基坑内起重机将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的杜瓦底座吊入托卡马克基坑内。。

如果挖一条贯穿地球的通
道并“掉”了进去，需要多长时
间才能到达另一端？这是一个

每年都会向学生提出的问题，
且大家算出的答案大多是42分
钟。

亚历山大·科罗茨是加拿
大麦吉尔大学的学生，他对这
个由来已久的物理问题进行了
计算，但他得出的结果却是 38
分钟。

科罗茨认为，在得出42分
钟这个答案时，人们往往将重
力变化产生的影响考虑了进去
（由空气引起的摩擦力在此不

予考虑），因为人在接近地心
时，重力会逐渐减弱；而随后
远离地心时，重力逐渐加强，
这时人体就相当于沿着与重力
相反的方向向“上”飞去。

人们普遍认为，前半程“坠
落”过程中产生的速度足以让
人克服重力，来到通道的另一
端。但科罗茨认为，应当将地
球内部密度的变化考虑进去。

已经有很多研究显示，地
心处的密度比地壳要大很多，

而这无疑会对坠落过程产生影
响。他使用了一系列地震勘探
数据，计算出地球内部不同深
度处的密度，从而对上述问题
给出了一个更精确的答案。最
终的结论是，一个人只需38分
钟 （零 11秒） 便可穿越地球，
而不是42分钟（零12秒）。

有趣的是，科罗茨还注意
到，就算假定全程重力都保持
地面水平不变，计算得出的结
果同样也是38分钟。 晚综

“掉”到地球另一端需要多久

日前，国内最大规模的电
动汽车智能充电综合服务楼宇
（南京电动汽车极客空间江北
新区站）在南京江北新区投入
运营。

不同于传统充电桩点多面
广的布局方式，江北新区电动
汽车智能充电综合服务楼宇将
充电桩由平面布局转向立体布
局，大规模集中布置在城市核
心地段楼宇内。该楼宇总建筑
面积达 3 万平方米，地下 2
层、地上 8层，共配置 430个
停车位，其中充电车位 390
个，总充电容量达 1.2 万千
瓦。 243 个快充桩都实现了

“即插即充、无感支付”功
能，充电过程不需要人为干
预，充电结算无感知。车子充
电的同时，人也能“充电”休
息。楼宇设计了停车充电区、
洽谈休闲区、餐饮消费区等五
大功能区域，让新能源车主在
充电之余享受增值服务。晚综

国内最大
智能充电楼

在一个绘制海底地图的国
际合作项目努力下，地球海底
19%的地图已经绘制。

慈善机构日本财团和非营
利的“大洋地势图”组织2017
年发起“海底 2030”项目时，
全球海底只有 6%有地图。项
目负责人杰米·麦克迈克尔·
菲利普斯说：“今天的水平是
19%，意味着我们还有 81%的
海洋要测量、要绘图。这个区
域是火星 （表面） 的两倍大，
我们要在未来 10 年内完成。”
人类对海底地形的认知不及对
火星、水星和金星表面的认
知。出于海洋经济和环境保护
的考虑，为地球海底绘制一份
详尽地图意义重大。 晚综

全球海底地图
绘制完成近20%

为防止气候变暖令冰川萎
缩，意大利一企业为境内阿尔
卑斯山部分冰川穿上“防晒衣”。

每年滑雪季结束后，卡罗
塞洛·托纳莱公司就会派工人
用白色苫布覆盖大片山坡，阻
挡阳光照射积雪。工人在海拔
2700米到 3000米的山上作业，
把一卷卷 70米长、5米宽的苫
布沿山坡展开，然后将它们缝
合在一起。铺设这些苫布需要
6周时间。 晚综

为冰川穿“防晒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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