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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陨石猎人”齐聚呼和浩特 解密“天外来客”奥秘科普在线

□胡左

近日，国内首条自主知识产权电子铝箔
光箔生产线实现多批量生产。该产品由内
蒙古中拓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制，投放市场
后，用户认为完全可以替代进口产品。这标
志着我区具有高附加值的电子铝箔产业链
瓶颈终于被打破。

据了解，电子铝箔行业的产业链，首先从
铝锭中提炼出高纯铝，高纯铝通过熔铸、热
轧、冷轧及热处理等工序加工成为电子铝箔
光箔，光箔经腐蚀化成生产成用于铝电解电
容器的电极箔。铝产业是我区打造有色金属
基地的优势之一，经过多年发展，高端铝产业
链的上游及下游生产水平和能力有了长足进
步，唯独电子铝箔光箔卡了产业链的脖子。

2009年10月，毕业于清华大学的4位年
轻人立志攻克高端铝产业链的关键瓶颈，在呼
和浩特市如意开发区新区成立了内蒙古中拓
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始了漫长的攻坚之旅。

没有图纸、没有设备，就自己设计、自己
制造。形成生产线后，产品既不符合用户要
求，一致性又差。那就继续不断投入，不断
研发、调试。在攻关期间，自治区科技厅、发
改委与呼和浩特市科技局都向他们伸出援
助之手，给予了重大专项支持。

经过10年不懈努力，这群年轻人终于
突破核心技术壁垒，摆脱了国外技术封锁，
获得4项发明专利，还有10项发明专利在
申请中。2018 年 12 月，第一卷长 10000
米、宽500毫米、厚0.1毫米（比指甲还薄）的
低压电子铝箔光箔问世。

为了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性，中拓铝业
今年更新了部分设备，继续改进生产工艺，
最终使低压电子铝箔光箔实现量产。据企
业负责人介绍，整条生产线均为自主研发、
设计，生产设备成本低，产品性能高。

10月份，该生产线试生产了一张高压
电子铝箔光箔，经检测，产品各项指标完全
符合国家标准。

一条生产线打破
高端铝产业链瓶颈

开灯睡觉危害这么大

10月10日，由内蒙古科协主办，内蒙古
陨石学会承办的2019年内蒙古自治区陨石
学术交流会在呼和浩特举行。会议围绕内蒙
古境内所发现的陨石进行了相关学术交流，
并邀请国际陨石学会会员王子尧参加会议。
与会人员畅所欲言，为我区陨石科研工作建
言献策。

内蒙古科协学会部部长刘卫江出席并讲
话。

与会人员踊跃发言，并积极与大家分享
经验。王子尧介绍了国际陨石研究发展的最
新成果、国内陨石研究发展现状及努力方向
等；李伟超以东乌旗MES和林东OC为例，

通过翔实的数据以及大量的图片、视频详细
介绍了陨石的内部结构；锡林陨石和林东陨
石的发现者苗贵军和王志敏分别与大家分享
了陨石发现过程中的辛酸和喜悦。

刘卫江表示，近年来，内蒙古陨石学会走
进社区、学校开展陨石知识科普讲座，与区内
外公益性社团开展交流合作，为陨石科研事
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他希望，深
入落实学会改革任务，建设一支有能力、懂管
理、善沟通、能奉献的专兼职人才队伍，不断
夯实学会创新发展的人才基础；大力繁荣学
会交流，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努力促进相
关学科之间的科研与合作，拓宽会员的学术

视野；积极面向公众开展科普工作，为提高全
民科学素质做出积极贡献。

陨石俗称“天外来客”，作为人类探索宇
宙和认识地球的珍贵样本，能够让人类了解
太阳系的形成和演化进程，包括揭示太阳系
的物质来源；行星系统的形成过程、异化演
化过程、后期演化历史等等。现今，陨石研
究引起世界各国科学家的广泛关注，毋庸置
疑，它的科研价值非常之高。此外，其科普
教育价值在当今的科技强国时代显得更加
重要，尤其是青少年的陨石科普教育，是他
们接受自然科学教育、天文地理科学教育的
启蒙钥匙。 （周亚军）

科技领航

深空探索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行星中心近
日宣布，研究人员在土星周围新发现20
颗卫星，使土星的被发现卫星总数达到
82颗，超过被发现拥有79颗卫星的木
星，成为太阳系新晋“卫星之王”。

借助建在美国夏威夷的日本“昴宿
星团”望远镜，美国卡内基科学学会研
究人员找到了这20颗尺寸“迷你”的土
星家族新成员。研究团队已向公众发
起在线征名，希望以北欧、高卢或因纽
特神话中的形象为新卫星命名，活动截
止到今年12月6日。

这20颗新发现的土星卫星每颗直
径仅约5公里，其中17颗是逆行卫星，
即绕土星运转方向与土星自转方向相
反；另3颗为顺行卫星。

它们都属于距土星较远的外层卫
星，其中一颗逆行卫星是迄今已知距土
星最远的卫星。依照轨道倾角的不同，
土星的外层卫星被划分为北欧群、高卢
群和因纽特群。新发现的卫星中，有2
颗顺行卫星被归入因纽特群，研究人员
认为这2颗卫星与该群其他成员一样，
都是由一颗大卫星在遥远的过去分裂
而成。17颗逆行卫星被划入北欧群，它
们可能也曾同属于一颗更大的卫星。
还有一颗顺行卫星轨道倾角与高卢群
卫星相似，但其轨道半径比包括高卢群
成员在内的其他顺行卫星都大得多。

“研究这些卫星的轨道可以揭示它
们的起源，以及有关土星形成时周围环
境的信息。”卡内基科学学会研究人员
斯科特·谢泼德说，在木星周围也能看
到类似外层卫星群，这表明土星系统的
卫星之间或卫星与路过的小行星、彗星
等外部天体之间曾发生激烈碰撞。新
发现的卫星在母卫星分裂后仍能继续
绕土星运转，意味着这类碰撞发生在行
星基本形成后。 （据新华社电）

土星成太阳系
新晋“卫星之王”

把厨余垃圾、秸秆、动物粪便放入1
米多高、容量220升的堆肥桶内，撒入专
用腐熟菌剂进行快速腐熟发酵。30天
后，垃圾被降解为棕褐色像土壤一样的
有机质，在桶外经过二次腐熟，就能实现
终极变身，成为“黑黄金”——有机肥。

这一由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
所副研究员李东团队经过2年多时间
研发的村镇生活有机垃圾就地快速腐
熟肥料化成套技术，正在成都市双流区
试点应用。

目前，我国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方式
主要为简易填埋和露天焚烧。针对农
村生活垃圾分布广、规模小、成分复杂
等特点，李东团队自主研发了将湿垃圾
转化为有机肥用于农业生产的技术。
该技术包括快速腐熟与恶臭控制一体
化堆肥机、环保型户用式堆肥桶以及堆
肥腐熟菌剂。

在可腐垃圾堆肥过程中，腐熟菌剂
能够起到压缩堆肥周期、减少养分损失的
作用。李东团队筛选出蛋白降解菌、油脂
降解菌等堆肥功能微生物，经过生物拮抗
测试等实验，将其组配研制出针对不同有
机废弃物种类的专用腐熟菌剂产品。

“一体化堆肥机设备占地 20平方
米，每天可处理约500公斤湿垃圾，适用
于社区；户用式堆肥桶每天可投放3公
斤湿垃圾，一层垃圾一层腐熟菌剂放进
去，即可完成腐熟过程，其自热温度可达
70摄氏度，能有效杀灭病原菌、蛔虫卵。”
李东介绍说，堆肥设备与腐熟菌剂配合
使用，能将原本需要60到90天的腐熟周
期缩短到15到30天。 （据新华社电）

农村湿垃圾
“变身”有机肥

一线

有些人喜欢在睡觉的时候开一盏小夜
灯。但是，这个小习惯正在悄悄地改变着我们
的身体。

人体在进入睡眠之后，最重要的一种反应
就是褪黑素的分泌。褪黑素大家并不陌生，市

面上各种品牌的褪黑素产品都很火热。褪黑
素的作用并不是美白，而是帮助我们入眠。分
泌褪黑素的器官叫做松果体，松果体在我们的
大脑当中，当我们睡着时，松果体就会分泌褪
黑素，它的分泌会抑制我们体内交互神经的兴
奋，让我们可以放松下来，进入深度睡眠。

褪黑素的分泌还可以降低心脏跳动的频
率，让我们的心脏得以休息，提高我们的身体
素质。如果在睡觉的时候开灯，就会抑制褪黑
素的产生，从而加大心脏的负担。

睡觉开灯还会增加癌症的患病率。当我
们在夜晚睡觉却没有关灯的时候，褪黑素分泌
减少，身体的各项机能都不能顺利进入休息状
态，体内的各种新陈代谢活动，以及各种细胞
的活动都正常进行。与此同时，我们体内的原
癌细胞和癌细胞等有害细胞也在进行快速的
分裂繁殖。这就增加了我们的患癌风险。

除此之外，我们体内还存在两种脂肪，即
白脂肪和棕脂肪，白脂肪用于储存多余的热
量，而棕脂肪是通过分解白脂肪产生能量。如

果睡眠质量差，就会影响这种平衡机制，使得
体内积聚过多的脂肪，导致肥胖。

性早熟也和睡觉开灯有关系。人体性激
素地分泌在不同时间是不一样的，一般男性的
雄性激素分泌多在早上7到8点，如果晚上没
有休息好，就会影响性激素的分泌。对于女性
来说，可能会造成性器官的过早成熟，发育过
快。

眼皮具有遮光的功能，但在灯光下我们的
眼睛依然有光感，不能让瞳孔进行充分的休
息，眼部肌肉长期处于紧张的状态，易导致近
视和视网膜损伤，甚至会造成白内障。

因此，褪黑素是我们睡眠中非常重要的分
泌物质，产生褪黑素的过程是让我们身体放松
的过程，褪黑素的正常分泌是保证良好睡眠的
重要条件。

如果被迫在有光源的环境下睡觉，可以带
一个眼罩，让自己处在黑夜环境中，有利于褪
黑素的分泌。良好的睡眠质量才能为我们白
天的工作生活提供充沛动力。 （李蓉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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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土工程是地下隐蔽工程，其灾害
的发生具有突发性，缺少科学的预见。
如今，随着国家建设工程防灾减灾工作
的深入开展，岩土工程的安全性得到越
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

近年来，我区中西部区域开展大量
的高边坡路基施工、大跨度桥梁建设，防

治黄土泥岩界面滑坡灾害刻不容缓。我
区中西部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在矿山、
煤炭、采石场等进行矿产资源开发过程
中，也容易发生岩土灾害。

针对岩土工程地质灾害，李驰团队
通过一系列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提出
行之有效的防治与预控措施，为实际的

灾害防治工程提供理论参考依据与实践
指导。项目成果基于岩土灾害理论，对
岩土体结构的累积损伤机理进行研究，
在岩土灾害的工程防御措施方面取得若
干关键技术和创新性成果，并应用于中
西部岩土工程建设中，为我区岩土灾害
工程防御提供了技术保障。

岩土工程领域的施工已经由过去
的粗放式管理逐渐转向如今的预测、
施工及灾害防控，这凸显了科技支撑
的力量。我们相信，通过一代代科技
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将来一定会充分
掌控和化解地质灾害带来的影响与威
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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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莲

驾车行驶在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和盛路
的柏油马路上，道路两侧耸立的高边坡下松柏
茂盛生长，让人心生惬意。可很少有人知道，过
去，这里高边坡的土质属于典型的湿陷性黄土，
下覆有部分泥岩出露，经常引发界面滑移的岩
土工程灾害，治理难度大，施工技术要求高。

岩土工程属于土木工程领域内的地下工
程，因而又被称为“隐蔽工程”。岩土工程背后，

“隐藏”着一群人，他们不仅需要深入了解区域
不同的地质条件，预测建设中可能产生的各类
地质灾害，还要有针对性地制定防灾减灾方
案，减小建设风险，避开地质灾害。

“岩土工程是实践中的科学，要把论文写在
大地上”

岩土工程专业是土木工程的分支，岩土工
程学是运用工程地质学、土力学、岩石力学解决
各类工程中关于岩石与土的工程技术问题的科
学。在我区中西部，广泛分布有湿陷性黄土、盐
渍土、风沙土等区域性特殊土。近年来，大规模
土木工程建设，使得黄土泥岩界面滑移，导致路
基高边坡失稳破坏、露天采矿边坡崩塌或滑坡
等岩土工程灾害频发，严重制约了区域社会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

内蒙古工业大学教授李驰告诉记者，随着城
市规模扩张，对岩土的工程性质、地基基础工程、
环境岩土工程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提出了新的

要求。然而，由于区域性岩土灾害的发生及发展
过程非常复杂，工程防御措施缺少针对性。目前，
就防御自治区中西部范围内的岩土工程灾害，还
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和关键技术可资借鉴。

因此，研究和发展区域性岩土灾害的理论
计算方法，构建有针对性与区域经济建设水平
相适宜的工程防御技术，已成为我区中西部岩
土灾害与安全防控亟待解决的关键技术难题。

李驰常常教导学生，岩土工程专业是“实践
中的科学”，要把科技创新的论文写在大地上。
工程勘察、设计、治理、监测、检测……她常年出
入于施工地数米深的深基大坑，将岩土工程科学
研究与实践的每一个环节紧密联系。

在多年的科研和实践过程中，李驰带领团队
通过产学研合作模式，自行设计了“黄土泥岩界
面滑坡的半相似材料模型试验系统”，研究黄土
泥岩界面的滑移机理及界面滑坡的启动条件，以

“挡、排、护”为出发点，综合利用工程防御措施，
将黄土泥岩层的锚固与新型土工布的过滤排水
功能相结合，有效阻止坡体中软化层的出现，避
免界面滑移启动，增强了边坡的整体稳定性。

通过多个岩土工程项目的实施，李驰团队在
岩土灾害的工程防御措施方面攻克了一系列技
术难题：提出了我区中西部黄土泥岩界面滑移的
启动条件，集成了界面滑坡的工程防御关键技
术；提出了降雨入渗条件下黄土状粉土边坡失稳
诱发中西部泥流灾害的启动条件，构建了滑坡转
化泥流的平衡关系协调模式；建立了数值风洞对
风机运行进行追踪模拟模型，提出了内蒙古中西
部风电基础地基稳定性的数值评估方法；提出了

低频循环荷载作用下内蒙古中西部特殊地基土
动力变形及动强度的劣化规律。

她和科研团队还通过进行室内人工降雨模
型槽试验，模拟降雨作用下坡面土体因渗流作
用导致失稳并诱发泥流的启动条件及其汇流过
程，研究雨强与土体启动所需时间及启动时总
雨量间的关系，为黄土泥岩地带滑坡的预警、预
报提供科学指导。团队多项成果获得国家发明
专利，研究成果在多项工程中得到成功应用，带
来显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痴迷‘玩土’，爱岩土爱到骨子里”

由于岩土工程专业性较强，相关施工技术
具有隐蔽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需要具有足够
的警惕性，提高岩土工程防灾减灾的安全意识，
容不得一丝马虎。

“很多人说，我们这项工作不适合女性干，
但女性的细心和敏感有时候更会起到独特的作
用。”眼前的李驰老师，外表温文尔雅，谈吐清新
脱俗。从事岩土工程研究近30年，李驰的胳膊
和腿上伤痕累累，但她依然痴迷其中。

“李老师是爱岩土爱到骨子里的人。”学生
们如是评价她。

无论何时，李驰汽车后备箱里一定会躺着
工衣、安全帽、运动鞋这几件宝贝。“我们就像工
地上的‘急诊医生’，接到基坑突发状况的电话，
立刻第一时间奔赴施工现场，为工程提供专业
的科学指导。”李驰乐呵呵地对记者说。

在李驰教授的实验室，两位研究生正在认
真地做着实验，“我们就是‘玩’土的，”李驰打趣

道。去年，她刚从国外带回了一项关于“微生物
诱导矿化膜”的新技术，该技术通过微生物新陈
代谢过程中的酶化作用改善岩土工程性质，是
新型绿色微生物技术与岩土工程改良相结合下
的技术创新。

“20多年来，我们历经岩土工程学科从无到
有，我们的团队从小到大，我觉得，一切辛苦都是
值得的。团队将继续努力，为自治区岩土工程建
设做出新的贡献！”李驰对未来信心满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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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李驰在介绍实验室情况。
本报记者 白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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