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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发展持续高歌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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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发现碳青霉烯类一个关键原理

本报讯 近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和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了碳青霉烯类化合物

侧链的产生原理，可能为复制这一过程和改进抗生素

提供重要的帮助。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杂志上。

碳青霉烯类是天然产生的强效广谱抗生素，由

于其结构中有一种特殊的原子链，可以绕过抗生素

耐药性，因此被认为是临床上的最后手段。在很多

情况下，细菌可以通过降解抗生素中被称为 β-内

酰胺环的结构来进化出对β-内酰胺抗生素的耐药

性，但在碳青霉烯类侧链中添加甲基基团能够阻止

这种降解。该研究对一种名为 TokK 的蛋白质进

行了成像。TokK 是一种自由基 SAM（s-腺苷甲硫

氨酸）酶，参与甲基化过程，有助于将 3 个甲基基团

添加到抗生素中，从而构建对这种抗生素至关重要

的侧链。

研究人员发现，TokK首先使用铁硫簇将SAM分

子转化为自由基，然后自由基从正在构建的抗生素中

取出一个氢原子。TokK将甲基从其结构的甲基钴胺

素中转移到抗生素上去除氢的空位。该甲基化过程

共重复3次，最终产生具有3个甲基的侧链。

日本：
首次成功拍摄到原子磁场

本报讯 近日，日本东京大学和日本电子公司利

用电子显微镜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对原子磁场进行了

直接观测，并以小于 1埃（埃为 100亿分之一米）的分

辨率将磁场方向和排列方式可视化。该技术可分别

观察原子的电场和磁场，将加快磁体和磁性半导体的

开发以及自旋电子学等的研究。

相关论文发表于《自然》。

研究人员将能测量电子束偏转的检测装置安

装于零磁场的原子分辨率电子显微镜中，当电子束

通过时，会因受到原子的电子云和磁场的影响而弯

曲。通过对由检测装置获得的弯曲数据进行分析，

并扣除电子云等的影响之后，原子磁场的分布情况

便浮现而出。该检测装置的检测面设计为 40 个小

格，通过对大量的透射电子进行计数，测算出电子

束重心的偏转量。在实验中，研究人员实际拍摄了

赤铁矿中氧化铁的原子磁场，得到了不同温度下的

磁场变化情况。

以往通过同步辐射光源也能测量微磁场，但分辨

率只有10纳米左右。而此番利用电子显微镜开发的

新技术，在分辨率上要高出 2-3个量级，能检测原子

尺度下的磁场特性。日本电子公司正在推进该技术

的产品化开发，并已接到日本国内订单，欧美也对该

产品询价。

西班牙：
开发出一种新的油凝胶

本报讯 近日，西班牙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油凝

胶（液体植物油），可以在面包和香肠等食品生产中用

作饱和固体脂肪的替代品。该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藻类研究》和《碳水化合物

聚合物》杂志上。

油凝胶是一种含有液态植物油的材料。研究人

员在其形成过程中使用了胶凝剂，使液态植物油结构

发生变化。该胶凝剂是可食用的碳水化合物，来自红

色藻类的琼脂和角叉菜胶，可捕获油并获得类似固体

脂肪的物质，对人体无害。

油凝胶可作为脂肪加入香肠的制备过程中，还可

作为控释载体，利用其含有的对健康有益的化合物增

加产品附加值。例如，在姜黄素中加入油凝胶，不仅

可以溶解姜黄素，还能提升姜黄素的抗炎和抗氧化活

性。此外，研究人员还将油凝胶用于生物医学，可模

拟脂肪组织，用于开发癌症检测的成像系统。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近日发布的最新数

据显示，受一系列利好政策的推动，8月份我

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继续高歌猛进。其

中，月销量更是历史性地突破 60万辆大关。

专家表示，在“双碳”转型势在必行的背景

下，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将更加光明。

再创历史新高

今年 8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

成69.1万辆和66.6万辆，月度产销再创历史

新高，产销同比分别增长 1.2倍和 1.0倍，市

场占有率达到 28%。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

分别完成53.6万辆和52.2万辆，同比分别增

长1.1倍和92.9%；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

分别完成15.5万辆和14.4万辆，同比分别增

长1.7倍和1.6倍；燃料电池汽车产销分别完

成 97辆和 255辆，同比分别增长 1.4倍和 5.7
倍。

“这是我国新能源汽车月销量首次突破

60万辆。”中汽协副秘书长陈士华表示，在新

能源汽车主要品种中，与上月相比，纯电动

汽车产销增长明显，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呈

小幅增长，燃料电池汽车产量明显下降、销

量小幅增长；与上年同期相比，上述三大类

品种产销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延续实施

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购税等政策，促进大宗消

费；交通运输部等联合印发《加快推进公路

沿线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完善基

础设施布局，支撑了新能源汽车行业的蓬勃

发展。”陈士华说。

1-8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97万辆和 38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2倍和

1.1 倍，市场占有率达 22.9%。其中，纯电动

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11 万辆和 304 万辆，同

比均增长 1倍；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

别完成85.7万辆和81.8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9倍和1.7倍。

“1-8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形成‘W
型’走势。”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

长崔东树介绍说，在燃油车购置税减半政策

实施后，新能源汽车市场不仅没有受到影

响，反而6-8月走势超过预期增长。

乘联会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在 6月份

新能源乘用车批发销量达到 57万辆后，7月

份新能源乘用车批发销量达到 56万辆，8月

份进一步实现63万辆的批发销量，同比增长

104%，环比增长12%。“供给改善叠加油价上

浮，带来了市场的火爆，油价上涨而电价锁

定，带动电动汽车订单的火爆。”

自主品牌表现亮眼

乘联会发布的数据还显示，8月份，新能

源汽车的厂商批发渗透率为 30.1%，较去年

同期 20.4%的渗透率提升 9.7个百分点。值

得关注的是，国产品牌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渗

透率高达49.8%。

“8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创历

史新高，比亚迪的纯电动与插电式混合动力

产品夯实领先地位；以奇瑞集团与广汽集团

为代表的传统车企在新能源板块表现相当

突出。”崔东树表示，在产品投放方面，随着

自主品牌车企在新能源路线上的多线并举，

市场基本盘持续扩大。

“8月份，纯电动乘用车市场仍然是自主

品牌为主的格局，除了特斯拉，合资车企没

有进入销量前10名。”崔东树说。

除了国内市场表现亮眼，自主品牌新能

源汽车在出口方面的表现同样不俗。8 月

份，我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达 7.7万辆。其

中，上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15004辆，比亚迪

汽车出口5092辆，吉利汽车出口1933辆。

“伴随着复工复产政策的支持，越来越

多的自主品牌新能源产品走出国门，在海外

的认可度持续提升以及服务网络逐渐完善，

市场前景向好。”崔东树说。

未来会更好

对于新能源汽车接下来的发展，陈士华

表示，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稳经济、促消费政

策持续作用下，加之夏末秋初南方极端高温

干旱天气造成的电力紧张问题有所缓解，伴

随传统黄金消费季的到来，未来几个月乘用

车仍将呈现较快增长。在此背景下，新能源

汽车也将延续良好发展势头。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展仍有小幅波

动，恢复基础还需加力巩固，汽车市场仍需

政策持续提振；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峻，世

界经济复苏放缓，全球通胀压力居高难下；

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又出现上涨苗头，以及

国内疫情多点散发、多地频发，为产业链供

应链带来不确定性。”陈士华说，这些因素将

影响汽车工业经济运行质量，需要行业企业

密切关注，审慎对待并及时采取有效应对措

施。

“目前，油价持续高位，有利于新能源汽

车销量的增长。”在崔东树看来，我国新能源

汽车市场的发展仍将全面加速，原因有四：一

是自主品牌经济型电动车（A00级+A0级）会

持续放量；二是新能源车型新品持续推出，覆

盖广泛的价位段和产品特点，在主流价格区

间均有高性价比产品供应，各主流厂商的推

广积极性处于高位，増程式等车型在市场面

的接受度也有所提升；三是部分地区因电力

紧缺导致的短暂使用不便现象，伴随高温天

气的减少而得到有效缓解；四是长期来看，随

着储能等基础设施的完备，电力紧缺导致使

用不便的情况将会得到更为妥善地解决，不

会动摇新能源汽车市场化的趋势。

本报讯（记者 李洋） 近日，中国建筑

材料联合会发布《建材工业“十四五”发展实

施意见》提出，“十四五”时期要加快绿色低

碳建材产品发展和技术装备升级。同时，着

眼于加快补短板、强化锻长板，着眼于产业

基础的再造、高级化、现代化，全面提升行业

创新投入力度和产品技术装备水平。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建材工业进一步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制造大国向制

造强国转变的重要时期，也是建材工业推进

高质量发展，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阶

段。据悉，受工信部委托，中国建筑材料联

合会组织中国建材规划院等单位共同编制

了《实施意见》。《实施意见》以实现建材行业

碳达峰目标为统领，以有效贯彻落实《“十四

五”原材料工业发展规划》为目标，紧紧围绕

绿色低碳安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线，提出了

6个方面、24项具体任务，构建了“十四五”时

期建材行业加快绿色低碳安全高质量发展

的工作体系和工作路径，将对建材行业、企

业加快绿色低碳发展，组织开展转型升级相

关工作提供具体指导。

《实施意见》提出，到2025年，建材工业

形成与保障国民经济建设、满足人民高质

量建材需求相适应的良性发展新格局。行

业全面实现碳达峰，水泥等行业在 2023年

前率先达峰。水泥等主要行业碳排放总量

控制取得阶段性成果，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生产体系初步形成，生态宜业成为行业主

流价值观。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党委书记、会长

阎晓峰表示，《意见》立足建材行业当前发

展现状，着眼未来行业发展方向及在国民

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十四五”

时期建材行业发展的总目标、总任务，体现

出了谋大势、抓重点、促落实、可操作，具有

较强的前瞻性、科学性。

据了解，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还同期

发布了《建材产品使用说明书通用要求》和

《建材产品追溯 追溯体系通用要求》两项

基础通用标准。

阎晓峰表示，新发布的两项标准是从

标准创新角度开展的，是有利于行业发展

质量整体提升的、开创性的、填补国内行业

空白的工作。通过标准的实施、应用，努力

做到应用合理、安全可靠、健康放心、减少

浪费，实现精准使用建材商品，并做到来源

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促进建材产品

的合理化使用和全生命周期质量安全管理

与风险控制，不断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中国建材品牌。

本报讯（记者 于大勇） 近日，工业

和信息化部组织有关单位编制完成了《有

色行业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2
版）》（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社会各

界意见。

《指南》提出，以推动有色金属行业智

能化升级为主线，围绕有色金属行业采

选、冶炼和加工领域的实际需求，充分发

挥智能制造标准体系的引领和保障作用，

不断推进有色金属行业智能化发展。基

本目标是：到 2025 年，基本形成有色金属

行业智能制造标准体系，累计研制 40 项

以上有色金属行业智能制造领域标准，基

本覆盖智能工厂全部细分领域，满足有色

金属企业数字化生产、数据交互和智能化

建设的基本需求，实现关键技术标准在行

业示范应用。

为达成上述目标，《指南》明确，要坚

持统筹规划、突出特色，坚持需求牵引、

急用先行，坚持基础共用、协同配套等基

本原则。

《指南》提出，要紧密围绕国家智能制

造产业政策、发展规划和建设指南，加强

顶层设计，加快构建与国家智能制造标准

体系协调配套的有色金属行业智能制造

标准体系，结合有色金属采选、冶炼、加

工的行业特点，明确智能制造标准研制重

点，指导有色金属行业智能化建设。

《指南》还提出，要聚焦有色金属行业

的迫切需求，加快推进有色金属行业智能

装备、数字化平台等标准的研制。针对有

色金属行业智能化升级过程中亟待解决

的工艺装备智能化程度低、信息孤岛等问

题，优先研制基础通用和关键技术标准。

在实施路径方面，《指南》提出，加强

组 织 协 调 、推 动 成 果 转 化 、加 强 宣 贯 实

施、及时评价与更新等四条措施，旨在依

托各部门协作，协调各方资源，加强有色

金属行业各方的参与度，促进智能制造

标准在行业内的落地和推广，并及时动

态更新，推动标准体系与行业智能化发

展协同配套。

有色行业智能制造
标准目标初定

近日，历经13天连续施工，“西电东送”大动脉白鹤滩-浙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白浙线）重庆段顺利完成长江大跨越放线作业。

白浙线是国家“西电东送”、清洁能源外送的重大电网工程，途经四川、重庆、湖北、安徽、浙江5省市，线路长度2140公里。其中，重庆段线路长度

331.25公里，于2021年10月启动建设，计划于9月底实现全线贯通，11月具备带电条件。图为工人在白鹤滩-浙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

工程（重庆段）江津长江大跨越施工现场作业。 新华社记者 黄伟/摄

建材行业将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受消费者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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