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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普 昌 吉

合办昌吉州科学技术协会
昌 吉 日 报

本报讯 通讯员叶钰、段崇军报道：
“飞机是怎样飞上天的”“如何才能当上飞
行员”……孩子们的“飞天梦”里，充满着
好奇心。8月24日，2023全国科普日第四
届“中国飞天梦—科普万里行”活动在吉木
萨尔县第一中学举行，来自吉木萨尔县第
一中学师生共计600余人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中国飞天梦科技志愿团向
昌吉州支队授旗，中国飞天梦科技志愿团
昌吉州支队进行了集体宣誓，随后，新东方
教育科技集团还向昌吉市华洋幼儿园、昌
吉市世纪花园幼儿园、昌吉市第二幼儿园、
吉木萨尔县第二幼儿园捐赠了600套科学
实验操作材料。

中国飞天梦科技志愿团成员还通过讲解
航空理论知识、播放航空科普视频、模拟飞
行、驾驶互动游戏等方式，开展了一场丰富多
彩的航空航天科普活动，以寓教于乐的方式
激发青少年对航空航天的浓厚兴趣，激发青

少年对航空航天探索的热情。
吉木萨尔县第一中学学生姜梦瑶说：

“在今天的活动中我了解了我们国家在航
空航天事业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我感到非
常骄傲，今后我会更加努力学习，提升自己
的综合科学素养，为我们国家的发展贡献
自己的力量。”

吉木萨尔县第一中学科技创新信息中
心主任王旭说：“我们通过把天文科普带进
校园，在学生的心里种下一颗航空航天的
种子。今后，学校还会组织开展多种形式
的科技活动，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促进青
少年科学综合素质的提升。”

中国飞天梦科技志愿团副团长张海
说：“我们希望通过科普万里行活动，让学
生走进航空、热爱航空，未来能够加入到祖
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当中，成为建设者和接
班人。”

据悉，“中国飞天梦—科普万里行”活

动途经全国 6 个省 57 个县市，昌吉州吉
木萨尔县是本届活动的第二站。多年
来，“中国飞天梦—科普万里行”活动，已
为公众开展航空航天科普培训超 1580
场，累计科普超过30万人。

此次活动由中国科协指导，中国飞
天梦科技志愿团、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
自治区科协、北京市飞行者航空科普促
进中心、北京国盛航空航天科技发展研
究院共同主办，昌吉州科协、吉木萨尔县
科协承办。

海洋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采
集器，海水储存的太阳能，就是人们
常说的海洋热能。在倡导发展可持
续能源、积极探索新能源的背景下，
海洋热能的开发和利用，越来越得
到人们的重视。海洋温差发电，是
一种对开发利用海洋热能的积极探
索和有效方式。

海洋温差发电的基本原理是利
用海洋表面的温海水加热某些低沸
点工质如氯氟烃替代物和氨气等使
之汽化，或通过降压使海水汽化以
驱动汽轮机发电。同时利用从海底
提取的冷海水将发电做功后的乏气
冷凝，使之重新变为液体，构成一个
循环。

海洋温差发电具有清洁、环保、
绿色的优势。整个发电过程的能量
主要来自海面的表层水与深海的深
层水之间的年均 20 摄氏度左右的
温差。全程不排放二氧化碳等有害
气体，且设备可实现能源的自给自
足，真正做到了“绿色零排放”。

海洋温差发电的另一优势是功
率变化小，设备利用率高。在使用
海浪和风力时，发电的功率容易随
自然情况产生剧烈波动。而海洋温
差发电受这些客观条件的影响较
小，设备 24 小时都可运转，可以提
供持续稳定的电力输出。

除了发电本身的清洁和稳定，
海洋温差发电还会带来一些有益的
周边影响。比如它可将深海富营养
盐类的海水抽到上层来，有利于海
洋生物的生长繁殖。若将发电、海
水养殖及供应淡水结合起来综合开
发，则可取得更好的经济效果。

我国已进行了多年的海洋温差
发电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海洋温差
发电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在“十
一五”期间我国即重点开展了闭式
海洋温差能利用的研究，科研人员
成功研究出了 15 千瓦温差能发电
装置。

海洋温差能在我国低纬度海域
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特别是在我
国岛屿、海上石油平台上，通过海洋
温差能发电，能够解决能源供应问
题，增强海洋开发能力。除发电外，
深层冷海水还可同时进行空调制
冷、水产品及作物养殖、海水淡化等
附属开发，有效调节运行成本。积
极开发海洋热能，发展海洋温差产
业，对我国实现产业升级和高质量
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来源：学习强国

本报讯 通讯员张利军、任红霞报道：
近日，阜康市博峰街道博峰社区组织辖区
学生在博峰社区五楼参观“流动科技馆”，
体验科技的魅力。

大家实际操作和体验了“流动科技馆”
内的“声光体验”“运动旋律”“数字魅力”

“电磁奥秘”等50余件展出内容，了解生活

当中的自然科学现象。
活动中，一件件充满科技含量的产

品让学生们大开眼界，他们一边看着展
品上面的问题与说明，一边动手体验。

“流动科技馆”工作人员还进行生动讲
解，学生们在体验中产生兴趣，在探索中
提出疑问，在发现中了解原理，在思考中

启迪智慧。
“流动科技馆”开到家门口，为辖区学

生学习科技知识、参与科学实践、感受科技
魅力搭建了平台，不仅让学生增长见识、学
会思考，更让他们在心里埋下了科学探索
的种子。参观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要更
加努力学习，了解科学，了解科技。

为进一步提升农业科技工
作者服务能力和水平，及时了解
现代农业科技新知识、新方法，
近日，木垒县科协组织全县农业
系统 44 名农业技术人员赴吉木
萨尔县、玛纳斯县、呼图壁县、昌
吉市、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
业示范区开展为期2天的观摩培训。

大家通过实地观摩、听取介
绍、现场沟通交流等方式，交流
学习和探讨现代农业绿色种植、
农业产业发展、美丽宜居乡村建
设等方面的经验。

杨梅 摄

神奇的海洋温差发电

科普万里行 筑梦向未来

“中国飞天梦—科普万里行”活动走进吉木萨尔县

“流动科技馆”进社区 学生零距离感受科学魅力

据科技日报报道 （记者陈曦、通讯员
台贺、汪洋）记者8月29日获悉，我国自主
设计建造的国内最大海底管道终端在海南
陵水海域成功安装，这标志着我国深水工
程技术取得新突破，对提升海洋装备制造
能力、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海油“深海一号”二期工程项目副
经理徐化奎介绍，本次安装的海底管道终
端为“深海一号”二期关键控制性工程——
20英寸长输管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于连
接管线和其他海底生产设施，采用不锈钢
内衬复合材质，管径达508毫米，壁厚37.9

毫米，重量达79吨，管径、壁厚和重量均
创国内海底管道终端新纪录。

据了解，本次安装精度要求极高，安
装时需要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将重量
相当于80辆小汽车的海底管道终端，穿
越近千米深的海水放置到海底，艏向（指
船舶纵轴轴向在水平面内的投影方向）
偏差不得超过1.5度，水平偏差不得超过
2.5度，给安装工作带来很大挑战。

中国海油“深海一号”二期工程海上
安装经理宋艳磊介绍，中国海油自主研
发“海底管道终端整体式舷侧安装”“高

精度定位系统水下监控”等5项新工艺，精
心组织安装流程桌面推演、仿真演练和陆
地安装测试，反复优化施工方案，有效提高
安装效率和作业安全性，仅用不到3个小
时就完成海底管道终端下放，安装精度均
满足技术要求。

据悉，“深海一号”二期项目天然气探
明地质储量达500亿立方米，首创“水下生
产系统+浅水导管架处理平台+深水半潜
式平台远程操控系统”油气开发模式，投产
后可使“深海一号”大气田高峰年产量由
30亿立方米提升至45亿立方米。

国内最大海底管道终端完成安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