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张伟） 记者近日从阿

里云获悉，全国近 30个城市的 100座垃圾焚

烧炉已装上阿里云工业大脑，通过AI技术使

生活垃圾焚烧的环保指标更稳定，单位发

电量提升，全年可多发 3.6 亿度“绿电”，相

当于一个中型水电站的发电量。

垃圾焚烧发电是生活垃圾减量化、无

害化、资源化的重要手段。当前，我国生

活垃圾焚烧日处理量 50 余万吨，产生上亿

度绿电供千万家庭使用。预计到 2025 年，

日处理量可达 80 万吨。但生活垃圾成分

复杂、热值变化范围大，导致垃圾发电难

以实现高度自动化。为了将烟气排放、蒸

汽流量等指标稳定在一定范围内，需要手

工调节控制焚烧炉。然而，大量人力投入

并未有效解决相关指标的波动。

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院副院长黄群星

认为，垃圾发电产业经历了 10 年间数量上

的爆发式增长，在“双碳”的背景下，未来

垃圾发电厂会更关注与 AI 等技术结合，进

一步降低二次污染，提升设备运行稳定性

和生活垃圾的吨发电量。

为帮助垃圾发电厂解决环保和发电效

率两大难题，阿里云工业大脑 AICS 智能控

制系统通过学习历史数据、识别火焰形态

信息、构建预测模型，可预测出垃圾焚烧

炉内十多个变量的变化趋势，并自动把控

制指令下发到设备，实现了焚烧炉的自动

运行。

据阿里云智能制造与能源电力技术总

经理孔令西介绍，全国有近 30 个城市的

100 座垃圾焚烧炉都已引入阿里云工业大

脑，北至吉林松原，南到广东佛山。通过

AI 技术提高生活垃圾发电效率，全年可多

发 3.6 亿度“绿电”。

垃圾焚烧炉的稳定性提升是其中的关

键。武汉汉口北生活垃圾发电厂运行值

长朱灿刚的日常工作是监控、调节垃圾焚

烧的情况。“过去指标波动夸张得很，一

上、一下就像心电图，一天要调上万次。”

用上阿里云工业大脑后，他的工作量减少

了 90%，“系统自动就会调节，而且波动很

小，基本上就是一条直线了。”该电厂统计，

稳定性提升后每吨垃圾可多发25度电。

“这意味着同样多的垃圾能发出更多的

绿色电力，这本身就是一种碳减排。”中国节

能抚州生活垃圾发电厂负责人王宗林表

示。在江西，抚州成为省内首个引入AI技术

进行生活垃圾发电的城市。通过给焚烧炉

装上工业大脑，自动投运率可达95%以上，稳

定性提升30%，降低了烟气排放超标的风险，

提高蒸汽品质和发电效率，每天的发电量至

少可增加1.62万度。

《“十四五”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

施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底，全国城镇生

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占比要提升到65%。同

时，焚烧设施要加快推进升级改造，优化焚烧

处理技术，进一步提高设施运行的环保水平。

据了解，到2022年底，全国约300座垃圾

焚烧炉将应用工业大脑AI技术。除了焚烧炉

的改造升级外，阿里云工业大脑还将对垃圾发

电各环节做进一步改进，实现垃圾发电厂的全

厂智能化，提高垃圾发电的综合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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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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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于大勇

俄罗斯科学家发现改性纳米

金刚石可作为定向送药载体

本报讯 近日，俄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克拉斯诺

亚尔斯克科学中心与韩国同行所组成的联合科研团

队通过对爆炸法生产的纳米金刚石进行改性处理，使

其成为定向送药的载体，并同时具备延长药物释放时

间、提高治疗效果的功效。

相关成果发布在《Applied Surface Science》学术

期刊上。

联合团队采用氯化钠处理爆炸法生产纳米金刚

石，以提高其在水溶液中的胶体稳定性，进而使纳米

金刚石更好地“捕捉”和缓慢“释放”被吸附物质。

联合团队采用甲基泼尼松龙和地塞米松作为吸

附试验的药剂。此类药物为广谱治疗药物，可用于包

括风湿病、皮肤病、过敏、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病在内

的多种疾病治疗。科研人员先将纳米金刚石放置在

药剂水溶液中进行药物吸附，随后观察载体如何释放

所吸附的药物。试验证明，改性纳米金刚石的药物固

定能力提高了50%以上，与被吸附物质的结合强度也

大大增强，由此保证了更长的释放时间。作为比较，

未改性纳米金刚石在9小时内可释放80%以上的吸附

药物，而改性纳米金刚石在同一时间仅释放 50%，这

证明了改性纳米金刚石作为定向送药载体的潜在能

力。在此基础上，联合团队选用皮质类固醇（肾上腺

产生的激素）作为被吸附药剂，试验验证了纳米金刚

石作为定向送药载体的适用性。

美国科学家发明出用于检查

芯片质量红外成像仪

本报讯 近日，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研

究团队发明了一种新型红外成像仪，能在不接触皮

肤的情况下绘制人体血管并监测心率，还能透过晶

圆片检查电路板质量和组成。

研究报告发表在《先进功能性材料》杂志上。

该成像仪由多层数百纳米厚的有机半导体层堆

叠而成，其中 3层分别是光电探测器层、有机发光二

极管（OLED）显示器层和二者中间的电子阻挡层。

研究人员使用短波红外光照射目标物体时，光电探

测器层吸收短波红外光（低能量光子，肉眼不可见）

生成电流后流向 OLED 显示器层转换为可见图像

（高能量光子），即完成上转换（upconversion）；中间的

电子阻挡层能够防止OLED显示器层电流流失，从

而生成更清晰的图像。该成像仪能同时提供光电读

数，还能显示血管图像和可记录心率。

相比目前的红外成像仪，该成像仪材料更安全、

成本更低廉、操作更灵活，可用于生物医学设备，且

检测到的短波红外光谱更广（波长1000-1400纳米），

成像分辨率更高。此外，上转换过程采用电子形式，

无需外接屏幕显示数据。

加拿大研究人员发现诊断

急性髓系白血病新方法

本报讯 近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和安大略省癌

症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发现，观察血液干细胞的突变情

况，将有助于快速检测急性髓系白血病（AML）。

相关研究成果刊登在杂志《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上。

急性髓系白血病是一种快速发展且通常致命的

疾病，长期以来无法在病情早期进行诊断并治疗。该

团队发现，有一种叫作年龄相关克隆造血作用

（ARCH）的血液干细胞突变，与AML高度相关。突

变分为积极、中性和消极。消极突变存在于未患

AML的人群中，阻止了致病细胞在细胞群中占据主

导地位；而积极突变则增加了AML的患病风险。

研究人员通过计算生成了 500万个血液样本，训

练了一个深度神经网络模型来识别不同的突变动态，

使用该模型来分析经过深度基因组测序的血液样

本。深度学习工具和群体遗传模型的应用，可以让研

究人员以极高的准确度对血液样本中血液干细胞的

突变动态进行分类，了解积极和消极突变如何导致血

液干细胞的老化，并将其与个人健康相联系。未来，

通过筛查血液样本就可以发现早期疾病和白血病。

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

据显示，2021 年，我国汽车产销双双超过

2600万辆，结束了三连降趋势。与此同时，

汽车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同比也保持稳定增

长。对于2022年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中汽

协预测，总销量或将达到 2750万辆，同比增

长5%左右。

产销突破2600万辆

2021 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

2608.2 万辆和 2627.5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3.4%和3.8%，结束了自2018年以来连续3年

下降的局面。数据显示，2021年第一季度，

由于上年同期基数较低，汽车市场呈现快速

增长；第二季度增速有所回落，第三季度受

芯片供给不足影响最大，出现较大幅度下

降；第四季度明显恢复，好于预期，确保了全

年稳中有增的良好发展态势。

作为车市“主流”，乘用车表现亮眼。

2021年，我国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2140.8万

辆和 2148.2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7.1%和

6.5%，增幅高于行业3.7和2.7个百分点。在

国内强大的消费市场促进下，我国乘用车市

场的年度新车销量已经连续 7 年超过 2000
万辆。其中，乘用车市场消费升级的需求在

2021年表现得非常明显。2021年，高端品牌

乘用车销售 347.2万辆，同比增长 20.7%，高

于乘用车增速14.2个百分点，占乘用车销售

总量的16.2%，占比高于上年1.9个百分点。

“这为我国工业经济持续恢复发展、稳

定宏观经济增长，贡献了重要力量。”工业和

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王卫明在工业

和信息化部举办的线上发布会上表示，当前

我国汽车产业处于技术变革、生态重塑的关

键时期，保障稳定运行、推动转型升级的任

务异常艰巨繁重。面对全球疫情持续演变、

汽车芯片供应紧张等复杂严峻形势，为推动

汽车产业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取得新成效、

见到新气象，工业和信息化部为有效缓解芯

片供应紧张，组建汽车半导体推广应用工作

组、保障汽车企业稳定生产工作专班，先后

采取了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实施产品准入

“容缺受理、先办后补”等政策措施，并建立

央地协同机制，动态跟踪重点物料保障情

况，推动解决散点疫情造成的关键零部件断

供问题。

中国品牌表现强劲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品牌乘用车表现强

劲。2021 年，中国品牌乘用车销量达到

954.3 万辆，同比增长 23.1%；市场份额达到

44.4%，同比提升 6个百分点，接近历史最高

水平。

“在新一轮技术突破阶段，中国品牌抓

住了发展机遇，尤其是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

车方面，快速推进，做到了与国际大品牌并

肩前行、同台竞技，并不断推进品牌向上。”

在中汽协轮值会长朱华荣看来，中国主流汽

车品牌取得长足进步主要因素有3点。一是

技术能力已经全面构建，从整车、车身、底

盘、发动机到变速器等核心部件，已完全具

备自主研发能力；二是产品创新持续不断，

中国品牌已经形成了造型美、颜值高、技术

配置高、新技术应用多等品牌特征，满足了

中国市场消费者升级的需求；三是中国品牌

汽车的质量达到甚至已经超过了一些国际

品牌，主流品牌的千车故障率已经优于国际

品牌的平均水平。

“当前，新一轮技术变革正为中国汽车

产业大发展带来机遇。要抓住未来 3-5 年

发展的机遇期。”朱华荣认为，中国品牌汽车

企业应从战略上加速战略转型或能力重塑，

抓好智能化、电动化、低碳、出行服务等战略

转型机遇。同时，产品要加快向智能化、电

动化、网联化、轻量化、健康化方向发展。此

外，加快品牌营销变革，向中高端市场进军。

“中国品牌汽车要加速在新的赛道突破创新，

通过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助力品牌向上，促进汽

车产业的良性竞争发展。”

2021年，我国汽车出口首次超过 200万

辆，打破了多年来一直徘徊在 100万辆左右

的局面，我国汽车全球化发展已经迈入了新

阶段。

“中国品牌汽车出口实现快速增长。”中

汽协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付炳峰介绍说，

2021年在中国汽车品牌出口排名前 10的目

的地中，有9个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4个增

速超过100%。与此同时，中国品牌的海外发

展取得一定突破。上汽、吉利等在外海建厂项

目加速推进，直接在海外落地生根，为未来中

国品牌的海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品牌要强化‘走出去’战略，加速

向欧美等发达国家开拓市场，方能在全球市

场中占据良好席位。”朱华荣说。

2022年国内车市走向

对于国内车市接下来的走向，付炳锋表

示，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汽车产业在

2022年将会继续克服诸多不利的条件，实现

稳中有进、稳中向好。

根据中汽协预测，2022年我国汽车总销

量预计将达到2750万辆，同比增长5%左右，

继续保持增长。其中，乘用车为 2300万辆，

同比增长 7%；新能源汽车将达到 500万辆，

同比增长42%，市场占有率有望超过18%。

“一是我国宏观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不会改变，保障了汽车市场持续增长；二是

汽车市场潜力巨大，需求依然旺盛；三是疫

情防控措施常态化，由疫情带来的市场影响

逐渐减弱；四是伴随芯片短缺逐渐缓解，汽

车供给能力将进一步得到释放；五是新能源

汽车市场需求旺盛，进一步推动汽车销量稳

定增长。”付炳锋说。

抓住新一轮技术变革带来的机遇

中国汽车需加速在新赛道突破创新

云南加快打造

风光水储一体化基地
本报讯 近日，云南省政府发布《加

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行动计划》，提出全面构建云南特色绿色

产业体系，继续做大做强清洁可再生能

源发电装机规模，促进源网荷储一体化

协调发展。

加快推进在适宜地区适度开发风

电、光伏发电基地建设。打造金沙江下

游、澜沧江中下游、红河流域“风光水储

一体化”可再生能源综合开发基地，继续

开展大江干流水电站前期研究。促进大

中小水电与光伏、风电优势互补，构建智

能、高效、绿色、可靠的智能电网。推动

昆明市建设智能电网示范城市。发展电

化学储能项目。推进“风光储充放”一体

化发展。到 2025年，该省电力装机总规

模达1.5亿千瓦以上。

打造绿色能源产业集群，把曲靖市

打造成“绿色能源牌”先进制造基地、光

伏之都核心区，以昭通市为重点加快建

设绿色能源产业创新发展示范区，把文

山州打造成中国绿色铝谷核心区。奚霞

“十四五”宁夏将建设

1850万千瓦新能源项目
本报讯 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生

态环境厅发布了《应对气候变化“十四

五”规划》。在清洁能源方面，宁夏将大

力发展光伏发电。开展太阳能资源精细

化评估，优化产业布局，提高资源利用

率。重点在红寺堡区、中宁县、宁东基

地、盐池县等地规划建设一批百万千瓦

级光伏基地。充分发挥风、光资源多能

互补优势，鼓励利用风电场空闲土地建

设风光互补电站。因地制宜建设各类

“光伏+”综合利用示范项目，有效提高

用户侧光电应用比例。“十四五”期间，建

设1400万千瓦光伏项目。

有序发展风电。加强风电项目前期

规划管理，开展风能资源评估，提高项目

开发前期工作质量。在吴忠、中卫、固原

等风能资源丰富区域，统筹电网接入和

消纳条件，稳步推进集中式平价风电项

目建设。在风能资源适宜、靠近负荷中

心区域，完善市场交易机制，推动分散风

能资源开发。启动老旧风电项目技改升

级，探索采用高塔筒、大功率、长叶片风

机及先进技术发展低风速风电，“十四

五”期间将建设 450 万千瓦风电项目。

仲婕

1月17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试验十三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

得圆满成功，同时也实现了2022年首次发射开门红。 新华社发 许春雷/摄

垃圾焚烧进入AI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