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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第二看台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
源产业……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实施国家节水行动，降低能耗、物耗，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

近年来，内蒙古科技大学一直致力于研究如何将白云鄂博尾矿及包钢每年产生的大量钢渣、铁渣变废为宝，目前已经
取得科研成果并形成一系列产品，应用到建材、冶金、电力、化工等各行业中。其中，稀土微晶管材、板材目前在市场上尚
无同类产品替代品，渗水砖技术在国内同行业属于领先技术。

“五化”协同
创新驱动

□林小春

美国政府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南极
上空的臭氧空洞缩小至1988年以来的最小面积。

美国航天局、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近日联合
发表声明说，卫星数据显示，今年南极臭氧空洞单
日最大值出现在9月11日，约为1970万平方公里。

“南极臭氧空洞今年特别弱小，”美国航天局
戈达德航天中心地球科学首席科学家保罗·纽曼
说，“鉴于南极平流层的天气状况，这在我们的意
料之中。”

两个机构的科学家指出，这是南极上空平流层
变暖的结果，并不意味着南极臭氧空洞得到快速恢
复。今年南极臭氧空洞受到一个不稳定但温暖的
南极涡旋的强烈影响，使平流层形成的云减少，从
而抑制了导致臭氧损耗的化学反应的发生，减少了
对臭氧层的破坏。

自1991年以来，南极臭氧空洞单日最大值的
平均水平为2590万平方公里。南极上空的臭氧空
洞一般每年8月出现，9月至 10月时空洞面积最
大，12月前后消失。

过去10多年来，由于国际社会在生产使用制
冷、空调和消防设备的过程中，逐步停止应用消耗
臭氧层的全氯氟烃、全溴氟烃等物质，大气层中消
耗臭氧层的这类物质逐渐减少，南极上空的臭氧空
洞面积开始趋于稳定。科学家预计，南极臭氧空洞
将会在2070年左右恢复至1980年的水平。

南极臭氧空洞
缩至近30年最小面积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近日，
内蒙古青少年科技中心党支部来到结对帮扶学校
和林格尔县第二小学，开展了“责任担当，服务圆
梦”主题党日活动，为学校捐赠价值6万多元的青
少年科学工作室设备及学习用品，并给同学们带
来了精彩的比特实验室科技体验课。之后，内蒙
古青少年科技中心党员干部还与和林二小的老师
们进行了座谈。

捐赠仪式后，比特实验室-创新体验课正式开
始。在课堂上，比特实验室的老师们利用物联网
这个平台，把科学、技术、工程等领域知识融入到
课程中，积极引导孩子们通过自主创意、集体构
思、分工搭建的方式，充分发挥自身的想象力搭建
属于自己的作品，让孩子们真正“玩”出乐趣、“玩”
出创意、“玩”出精彩。 （青科）

锡盟现代畜牧业科技合作大会
签署39项协议

日前，锡林郭勒现代畜牧业科技合作大会召
开。会议期间，锡盟与区内外科研院所签署了39
项科技合作协议。这是该盟首次与科研院所联合
签署科技合作协议。

会上，锡盟与中国农科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中科院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内蒙古
农牧业科学研究院动物营养与饲料研究所等区内
外科研院所，签署了羊尾脂深加工技术合作协议、
草原生态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开展生态气象大数
据应用、草原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现代草牧业示范
合作框架协议、农作物、畜种繁育、饲草料种选育
等39项科技合作框架协议，协议内容涉及草原生
态保护建设、现代畜牧业科技研究发展、“互联
网+”战略合作等方面。 （锡迅）

科技让磴口县治安防控无死角

今年以来，磴口县公安局在推进平安磴口建
设中，以信息化手段为依托，为治安防控插上科技
的翅膀，着力构建立体化、全方位、多领域的社会
治安防控网络。

该县成立了由情报、刑侦、治安等部门组成的
合成指挥中心，通过公安局局域网和微信群等，每
天收集指挥中心和各实战单位接报的案情，汇总
分析，从中掌握各类案件的高发区域、规律特点、
重要线索等，让民警每天都可以看到警情发布，指
导各基层单位科学合理地调配警力。

同时，构建天网，实现服务管控一体联动。强
化信息化建设支撑，视频监控覆盖临街商业网点
和住宅小区共566个点，有摄像头3938个，开通了
平安磴口微信公众平台，做到基础信息网上录入、
立体防控视频留痕，实现了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
设全方位、无死角。 （潘生富 李家伟）

内蒙古青少年科技中心
为帮扶学校送科技体验课

短波

白云鄂博矿是世界上最大
的稀土—铌—铁多金属资源共
生矿，探明稀土资源储量1.2亿
吨，工业储量4300万吨；铌的
储量132万吨，居世界第二位；
钍的储量也居世界第二位；还
有多种战略金属资源。目前，
白云鄂博矿的开采和利用以铁
为主，兼顾稀土，稀土利用率不
足10%，其他战略金属几乎没
有得到利用。

包钢每年产生700万吨尾
矿，同时每年排放400多万吨
钢渣、铁渣，其中含有一定量的
稀土、铌、铁等金属元素。如何
消化这些钢渣、铁渣，减少环境
污染？如何提取其中有用的元
素使尾矿变废为宝？长期以
来，这是一个业界在不断思考
并研究的问题，也是包头本土
高校——内蒙古科技大学始终
重点关注的课题。

近日，记者走进该校工业
技术研究院下设的内蒙古自治
区白云鄂博矿多金属资源综合
利用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
培育基地（以下简称重点实验
室），以及白云鄂博共伴生矿废
弃物资源综合利用国家地方联
合工程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工
程中心）2个国家级研究平台，
亲眼目睹了尾矿是如何变废为
宝的。

微晶玻璃不是玻璃

走进工程中心，“微晶玻璃”
是这里工作人员最常提到的4
个字。原来，它就是工程中心多
年来最核心的科研产品——结
合地区特色和优势，通过技术创
新，开发出的矿渣微晶玻璃系列
产品。产品以白云鄂博尾矿、高
炉渣及各种尾矿、冶炼渣、粉煤
灰、煤矸石、陶瓷废料为主要原
料，制备出可应用于冶金、电力、
化工、煤炭等行业恶劣工况下使
用的耐磨、耐腐蚀、耐高温的稀
土微晶管、板、涂料，以及建筑行
业用高性能轻质保温材料、用于
海绵城市建设的陶瓷渗水砖等
产品。资料显示，2011年微晶
玻璃复合管材问世时，这种同时
具备玻璃陶瓷与金属性能的纳

米级微晶玻璃复合管材在国内
外从未见过报道，国家有关部
门将此材料作为国家标准予以
公示。

据工程中心工作人员介
绍，目前，稀土微晶管材、板材
项目已进入产业化阶段，开发
出的系列产品已应用到建材、
冶金、电力、化工等各行业中。
如包钢冀东水泥有限公司、大
庆华能新华电厂、内蒙古能源
准大发电厂等都已使用了这种
微晶管。实践证明，与这些企
业之前使用的耐磨、耐腐蚀、耐
高温材料相比，微晶管的使用
寿命提高了5—7倍。

内蒙古科技大学工业技术
研究院副院长赵鸣给记者举了
个例子：“神华准格尔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使用的煤燃烧后含氧
化铝成分，电厂建立了一个在
煤灰中提炼氧化铝的生产线，
需要用酸性特别高的盐酸提
取。他们在生产线上使用了很
多厂家生产的耐磨耐腐蚀的材
料都不行，甚至使用了金属钽，
这是被应用于航天航空领域的
金属材料，造价昂贵，但也只能
坚持1—3个月。自从2013年
使用微晶玻璃材料替代了钽
管，至今还在用。”

据了解，目前企业常用的
管道等设施防护材料有：陶瓷
马赛克，有抗磨作用，但不耐
酸碱，易脱落；聚四氟乙烯等
塑料材料，可耐酸碱但不抗
磨、不耐高温；铸石材料等，可
抗磨、耐腐蚀，但性能不及微
晶管材、板材。稀土微晶管
材、板材在工业应用中的结果
表明，目前市场上尚无同类产
品替代品。

多孔材料优势明显

在内蒙古科技大学的国家
重点实验室里，还陈列着通过
综合利用尾矿工业固废制备出
的另一种产品——高性能多孔
材料稀土泡沫微晶玻璃砖。据
介绍，这种材料的固废利用率
在85%以上，主要有2类产品：
集轻质、高强、耐久、保温、隔
音、装饰性能为一体的新型绿

色墙体材料，这种材料是住建
部力推的烧成材料作为装配式
建筑需求材料；具有良好的渗
水、保水、耐压、降噪及抗冻融
性能等特点的渗水砖，该材料
完全符合国家海绵城市建设所
需材料的性能要求。

据了解，与传统建筑填
充墙材料相比，这种新型绿
色墙体材料具有导热系数
低、隔音效果好的突出特点，
是建筑的理想材料，大大提
高了建筑外墙保温性能并减
少施工工艺工序，可用于公
共大型建筑，如候车场、展览
馆、教室等日常民居建筑内
外墙装修，还可作为高架公
路底面及地铁、隧道等地下
潮湿环境的吸声材料。

此外，渗水砖技术为内蒙
古科技大学自主知识产权，在
国内同行业属于领先技术，其
渗水情况高于相关国家标准的
2倍左右。

在重点实验室里，工作人
员给记者做了一个对比演示：
把一杯水分别浇在一块常见的
道牙石和一块渗水砖上，道牙
石上的水马上渗过去并流出；
而渗水砖的渗透速度较慢，流
出时是细小的水流。据介绍，
与养护型混凝土渗水砖相比，
这种渗水砖具有高抗压强度、
高耐久性的优点，而且其无重
金属离子溶出，承重的同时通
过孔径渗水，是一种保水功能
较强的无机路面材料。而与传
统不透水的人行道、广场路面
相比，这种渗水砖具有渗水、保
水、降噪等功能，可缓解城市排
水压力，同时收集的雨水还可
回收利用，调节城市水循环。
怪不得有人称这种渗水砖为

“城市的加湿器”。
目前，内蒙古科技大学的

这些科研成果都在积极转化为
生产力，以服务社会及百姓的
生活。赵鸣说：“我们要认真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将科
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形成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
模式，打造新兴产业，实现新的
经济增长点，这也是我们科研
人共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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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演示渗水砖的渗水效果。

重点实验室里展出的微晶玻璃管材。

这些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管子、弯头的内
壁都是微晶玻璃材质。

（配图源自网络）

□新华

如今，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快的超级计
算机，而且整体性能在全球也是最强悍的。

日前，新一期的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
发布，中国的“神威·太湖之光”和“天河二号”
毫无悬念连续第四次分列冠亚军。

超级计算机500强的第三名是来自瑞士
的“代恩特峰”，第四名是日本的“晓光”。美
国超算“泰坦”名列第五。

中国超级计算机的上榜总数也反超美
国，夺得第一。在上一次的排名中，美国有
169台入榜，领先于中国的160台。而在最近
发布的500强榜单中，中国占了202台，美国
仅有143台。这是25年来，美国计算机上榜
数量最少的一次。

此外，中国超级计算机的总性能也超越
美国，占该榜单总处理能力的35.4%，美国则
占29.6%。从任何角度来看，中国超算都“霸
榜”了。

据了解，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始

于1993年，由美国和德国的专家联合编制，
以计算机实测速度为基准，每半年发布一期，
是全世界最权威的超级计算机排名榜。

这次中国超级计算机的优异表现引得全
球媒体纷纷展开围观。

英国广播公司认为，中国超级计算机领
跑全球反映出中国在研发方面的投入。据调
查，中国的研发经费占全球研发经费的
20%。业内人士也介绍，最近，中国超级计算
机投入很大，研发单位和厂商注重产品技术
创新，这才有了“霸榜”的惊艳成绩。

科技网站CNET指出，这项成绩不仅反
映了近年来中国超级计算机的不断攀升，也
标志着高端计算能力在国际平衡上的显著转
变，而这项能力与一国的工业、学术和军事能
力密切相关。

超级计算机体量巨大、造价高昂，能占据
整栋建筑物。这种拥有数以万计处理器的设
备主要用于执行专业性强、计算密集型的任
务，堪称计算机领域的“珠穆朗玛峰”——既
可以用于民用的天气预报、石油勘探，也可用
于军事的核爆模拟，还可以用来进行DNA测

序、生物分子建模，甚至还能重建数十亿年的
宇宙历史。

目前，名列全球第一的“神威·太湖之光”
浮点运算速度为每秒9.3亿亿次，几乎是第二
名“天河二号”的三倍。而美国最快的计算机

“泰坦”最高速度为每秒1.76亿亿次浮点运算。
不过，“神威·太湖之光”最令人感到骄傲

的不是其运算速度全球第一的名号，而在于
其核心部件全部为国产。与使用英特尔芯片
的“天河二号”不同，“神威·太湖之光”使用的
是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

另外，在体系结构、高速互联、系统软件
等关键技术上，“神威·太湖之光”都实现了前
所未有的突破。

曾经，在500强榜单上，没有中国超级计
算机的踪影。2010年，“天河一号”夺得榜单
冠军，这也引起了其他国家的警惕。2015年，
美国政府将4家中国超级计算机相关机构列
入限制技术出口黑名单，但这仍挡不住中国
超级计算机的崛起。

《纽约时报》网站11月7日报道，中国将
开发出可以令中国超级计算机更全面、兼容

性更好的芯片，取代外国厂商的芯片。文章
表示，在以芯片为代表的尖端技术领域，中国
将掌握明日技术，彻底改变全球商务规则。

虽然连续多年高居榜首，但这并不代表中
国超级计算机在全球竞争中可以高枕无忧。

目前，美国能源部正在支持建造两台新
的超级计算机“Summit”和“Sierra”。其中，
位于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Summit”预
计明年投入使用，计算性能将是“神威·太湖
之光”的约两倍。最快半年后，美国超级计算
机将夺回榜首。

现在，高性能计算市场上主流产品的核
心技术（如中央处理器、图形处理器）仍由美
国公司主导。此次500强榜单中，有471台超
级计算机使用美国英特尔的芯片，有14台使
用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芯片。虽然中国
近年来在高性能计算领域取得了很大突破，
但和美国相比仍有差距。

其他国家的表现也不可小视。据了解，
此次榜单总体性能增幅放缓，国际TOP500
组织开始以高性能共轭梯度为基准对各国超
级计算机进行排序，日本的“京”表现最佳。

超级计算机世界排名 中国全面“霸榜”了

“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 “天河二号”。 （配图源自网络）神威蓝光计算机系统装配的国产中央处理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