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次喷施释放的营养元素，能令稻田亩均增产近百斤？由浙江大

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高级经济师熊义勤团队研制的水稻穗期强化靶

向专用有机叶面肥“真打粮”，在国内多个水稻主产区实现了这一目标。

近日，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与浙江大学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联合发文，将在杭州建德市、嘉兴嘉善县等十个城市对“真打粮”开展

试验推广。经过十余年的研发完善，这项技术成果已被应用于湘南

红壤、推广至东北黑土。

创新配方专注水稻肥效

“叶面肥顾名思义，就是将营养元素施用于农作物叶片表面，通

过叶片吸收发挥其功能，弥补根系吸收养分的不足，是一种常见的施

肥方式。”熊义勤向记者解释道，自己与叶面肥结缘，源于一次水稻种

植的经历。

1996 年，熊义勤任职于当时的浙江农业大学，被委派管理学校

位于湖州市长兴县的农业基地，最终因种植成本过高、土壤恶化等因

素导致收成不甚理想，这令农学专业出身的熊义勤烦恼不已。

由于氮碳等元素的超施，土壤恶化问题在当时已经显现出来，试

图兼顾成本控制和绿色种植的熊义勤有了研发一款新型生物叶面肥

的想法。

“抽穗灌浆期是水稻生长关键期，团队根据水稻这一时期的氮碳

代谢特点，研发了由植物提取物小分子有机酸、氨基酸等为原料的新

配方。”熊义勤说，“这项技术还很‘专一’，区别于广谱性的作物叶面

肥，可以针对水稻成长的特点研制配方，为水稻种植专向定制。”

一次喷施令增产一步到位

“油足灯才亮，肥足禾才壮”。类似诸多的农业谚语均主张“肥料

要喂足”，而在熊义勤看来，“足”并不意味着多多益善。

“水稻种植的利润本来就有限，使用肥料提升产值的同时，若不

降低使用成本，研发意义将大打折扣。”浙江省科技特派员陈银标说，

市场上的水稻叶面肥，至少需要两次喷施才起效，为确保高效控量施

肥，熊义勤团队经过不断试验，令“喷施一次达到预期效果”的想法得

以实现。

据了解，水稻抽穗灌浆期，除了要保证营养输送，病虫害防治也

是关键，避免水稻侵染稻曲病、纹枯病等。研发团队依靠一次喷施，

还增强了水稻的抵抗力，病虫害率显著降低。

“区别于其他叶面肥靠增加稻穗实现增产，这项技术更注重稻穗

自身的‘素质’。”熊义勤介绍道，令水稻叶色深绿、茎秆健壮，也是这

项成果喷施后的效果，同时着力于促进碳代谢，加快水稻碳水化合物

运转，从而降低瘪谷率，提高水稻结实率和千粒重，达到增产的目的。

“水稻产量的增加与否，最终靠出米率衡量才够实在。结合多地

实测的数据，‘真打粮’可令稻谷出米率增加 5%左右。”熊义勤给记者

算了笔账，中等肥力的稻田产米约 600 斤，使用“真打粮”，在增产的

基础上又提升出米率，按约 3 元每斤的收购价，每亩即可增收 300 元

左右。“亩均成本我们则极力控制在 30元内。”熊义勤说。

这种肥料

一次喷施稻田亩产增百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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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技术

“充电焦虑”和“里程焦虑”是纯电动汽车大规模

产业化面临的一大障碍。在近日召开的2019世界新

能源汽车大会上，一项名为“高比能快充锂离子电池”

的技术获得了全球新能源汽车创新技术奖。

该技术突破了石墨体系不能快速充电的技术

瓶颈，在保持高能量密度、高安全性、长寿命等优

点基础上，可在 15 分钟内完成 100%充电，确保电

动汽车 300公里的续航里程。

这一技术的秘诀何在，如何能够在实现电

动车快速充电的同时，也让新能源用户感受到

类似手机一样的“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的

便捷？

众所周知，对于纯电动汽车而言，电池系统的

充放电性能是决定车辆实际使用效果的重要指

标。高能量密度和快速充电能力不仅是各动力电

池厂商不断努力开发的技术方向，更是新能源技

术的核心领域。

“锂离子电池又被称为摇椅电池。”宁德时代

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德时代)科

研项目主管程晓燕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摇椅的两

端为电池的两极，锂离子在摇椅的两端来回奔

跑。充电时，锂离子从电池的正极经过电解液移

动到负极。作为负极的石墨呈层状结构，锂离子

通过层间嵌入到石墨中,嵌入的锂离子越多，充电

容量越高。

衡量电动车充电效率的一个关键指标是充放

电倍率（C）。充放电倍率，可以简单理解为充、放

电的速率。锂离子电池的充放电倍率，决定了我

们可以以多快的速度，将一定的能量存储到电池

里面，或者以多快的速度，将电池里面的能量释放

出来。例如，额定容量为 100 安时的电池用 20 安

放电时，其放电倍率为 0.2C，所用的容量 1小时放

电完毕，称为 1C 放电；5 小时放电完毕，则称为

0.2C放电。

业界普遍认为，电动汽车快充是指充电倍率

大于 1.6C 的充电方式，也就是从 0%充电到 80%时

间小于 30分钟的技术。

顾名思义，要缩短充电时间，就要不断提高充

放电倍率。快充技术的核心，就是通过化学体系

和设计优化，加速锂离子在正负极间移动的速

度。但是，在研发快充技术时光考虑速度还不行。

快充时，锂离子需要加速瞬时嵌入到负极。

这对负极快速接收锂离子的能力挑战很大。普通

化学体系的电池，在快充时负极会出现析锂等副

产物，影响电芯的循环和稳定性，只能采用可承受

快充大电流的负极材料来做到快充。

目前业界的快充方式均有弊端

“我们以石墨作为负极主材，创新性运用孔道

优化和‘快离子环’技术，在石墨表面打造一圈高

速通道，使锂离子能快速嵌入石墨的任何位置，大

大提高锂离子在石墨负极的嵌入速度，并且，修饰

后的石墨兼顾超级快充和高能量密度的特性，不

会在快充时在负极会出现副产物，影响电芯的循

环和稳定性。”程晓燕说。

此外，技术团队开发了“超电子网”技术修饰正

极材料，结合正负极极片的晶体取向和容量过量系

数等设计参数调配，优化电解液、正负极的动力学

性能，使化学体系和电池设计参数达到最优匹配。

“通俗来讲，‘快离子环’和‘超电子网’分别作

用于负极和正极，为大量锂离子同时涌入负极建

立快速通道，提高锂离子扩散速率。”程晓燕说。

此外，在机械件设计方面，该团队创造性地对

电池单体顶盖进行简化设计，将电极端子设置到

顶盖板侧面并减小端子厚度，显著降低内阻，有效

控制快充发热量，保证快充可靠性的同时提高 5%

以上能量密度。

“我们的快充技术具备 4C—5C 快充能力，

实现 10—15 分钟快速充电，与钛酸锂负极的快

充体系相比，具有明显的能量密度和成本优势，

与行业内同样用石墨作负极的其他快充技术相

比 ，保 持 同 等 电 池 能 量 密 度 条 件 下 ，能 提 高

20%—30%充电速度，并具有更好的循环和耐候

性能。”程晓燕说。

快离子环和超电子网让充电加速

充电充电 1515分钟分钟，，畅行畅行 300300公里公里

新型电池让电动汽车甩掉新型电池让电动汽车甩掉““充电焦虑充电焦虑””
本报记者 操秀英

本报记者 江 耘

鸭子曾经是农户用来给水田除杂草的帮手，现在一位工程师发明了一种“机械鸭”。这个长相酷似

扫地机器人的块状物体可以通过搅浑水来阻止水中杂草获取阳光，从而妨碍它们生长。

“机械鸭”搭载了 GPS和 WiFi模块，并使用太阳能为自身充电，制作者希望“机械鸭”能像真正的鸭

子那样不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机械鸭”成水田除草小能手

多显示器能提升办公效率，但你想过外出办公时，笔记本也能用上多屏幕吗？由Mobile Pixels开发的

“TORIO”可以安装在任何笔记本电脑上。其自带180度的转轴，可通过磁吸方式固定在笔记本A面。

当不用多屏时，屏幕可被收起在笔记本 A 面，因为轻薄，所以不会有不协调的感觉。如果要使用第

二块和第三块显示屏，只需从侧面滑动展开即可。

提升移动办公效率，笔记本也能用上三块屏

目前，宁德时代研发的以快充石墨为负极主

材的超级铁锂快充电池，已经应用在超过 5000台

电动大巴上，大巴运行状态良好，得到整车企业和

公交用户的好评，该电池也被交通部评为“新能源

公交最佳口碑电池”。

该电池除了能量密度有较大优势，在循环寿

命方面，以应用工况较为苛刻的公交车为例，平均

每天满充满放次数约 2 次，粗算下来，满足 8 年运

营需求，电池循环需要 5600次以上。超级铁锂电

池电芯循环寿命则可达 10000 次，不仅能完全满

足电动车运营需求，电动车退役后还可用于储能

等梯次利用，创造更多经济价值。

“为了确保快充电芯的安全可靠性，我们还开

发了专门的技术来识别化学体系在不同温度和

SOC 状态下的‘健康充电区间’, 然后在这个‘健

康充电区间’范围内进行快充，就可以既实现快速

充电，又可以不让电池受到快充的损害，做到快

充、长循环和安全可靠性兼顾。”程晓燕表示。

耐候性方面，为满足北方冬天低温充电和南

方夏天高温工况的要求，技术团队专门开发了高

效热管理系统，确保电池处于合理的温度区间。

低温时可快速为电芯加热，温度达到要求即可开

启快充模式；高温时，系统会给电芯降温，真正做

到“全气候”的快充。

“我们正在开发单体能量密度大于 160 瓦时

每千克的 2C—2.5C高能量密度长寿命（循环大于

6000 次）快充铁锂电池，预计 2019 年年底量产。

本技术同时向三元体系乘用车应用与发展，已实

现 350公里续航，15分钟内完成充电。”程晓燕说，

公司还计划在未来 1—2 年内推出能量密度高达

255 瓦时每千克的三元动力电池产品，可在 18 分

钟内完成快速充电。

已成功应用于5000多台大巴

程晓燕表示，目前业界为了实现快速充电，普

遍采用钛酸锂和无定形碳作为负极活性材料，但是

钛酸锂和无定形碳在实际应用中均不可避免的存

在能量密度严重不足、成本高的缺陷，常规增加导

电材料用量的设计，也会影响电芯的能量密度。“近

年来，部分厂商开始探索将石墨作为活性材料，但

石墨在作为快充材料时面临的难题是，如何让锂电

子快速从正极释放出来，再快速从负极进去。”

程晓燕解释说，石墨更像高速路，虽然能量密

度更高，但锂电子只能顺序通过。

也就是说，石墨并非天生适合于快充技术的

材质。“但我们用技术突破了材质本身瓶颈，它的

杀手锏就是‘快离子环’和‘超电子网’。”程晓燕感

叹道。

石墨表面的高速通道石墨表面的高速通道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记者从青海电力检修公司获悉，日前，该企业成功应用 X光无损

检测技术对青藏联网工程±400 千伏柴拉直流线路共 29 基耐张塔

232个耐张线夹开展检测工作。

据悉，±400 千伏柴拉直流线路耐张线夹无损检测项目北起柴

达木换流站，南至唐古拉山，途经纳赤台、昆仑山、五道梁、沱沱河等

地，全线海拔在 2790至 3060米之间，所处环境高寒缺氧。

“长期以来，输电线路耐张线夹和压接管均处于高处悬空的巨大

张力下，运行状况无法直观辨识，常规检查需要拆卸、检查再重新组

装，流程繁琐、耗时费力。”该项目主要负责人李明告诉科技日报记

者，“X 光无损检测技术可借助塔上塔下成像数据的实时无线传输，

对高空中不易拆卸的耐张线夹结构内部缺陷、压接缝隙等不符合运

维要求的问题形成最佳高清光片，经过软件处理后进行图像分析，及

时发现隐患并处理，充分掌握设备运行状况，有效提升输电线路运维

的安全质量水平。” （记者张蕴 通讯员高小军 丁媛）

联网工程用上X光无损检测技术

近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主要工程项目如期竣工，工作重点转

向准备投入运行。记者从中国建材总院获悉，其所属国检集团为机

场建设过程中的产品提供了检测服务。

据了解，国检集团第一检验认证院检测的产品类型包括硅烷浸

渍剂等，检测项目包括材料物理性能检测、主体化学成分分析、有害

物质检测。

由于机场跑道混凝土易被腐蚀，新机场建设过程中使用了硅烷

防护剂，第一检验认证院采用其主持编制的建材行业标准《硅烷/硅

氧烷建筑防护剂中有效成分及有害物质测定方法》，最终客观评价了

产品的品质，确保了工程质量。HDPE 缠绕结构壁 B 型管主要用于

地下大口径排水管网，其性能优劣直接决定地下管网排水排污功能，

以及地面抗压能力，避免地面沉降和塌陷。针对机场的 HDPE 缠绕

增强管，工作人员采用差示扫描量热法表征其热稳定性，通过该项测

试，从大批样品中有效剔除了一些不合格产品，降低了质量风险。

国检集团第二检验认证院则承担了新机场飞行区场道工程、旅

客航站楼、航站区综合服务楼、综合换乘中心、新机场噪声影响区等

16个重点场所的工程及材料质量检验和控制工作，涉及土工合成材

料、建筑防水材料、加固材料、建筑外窗、保温节能材料、路基材料等

几十类建筑工程材料。 （记者陈瑜 通讯员彭超 刘清华）

高科技助力北京新机场检测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