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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8 日，笔者走进海南大学海洋学院

101养殖室，只见一尾尾身带斑点花纹的石斑

鱼正在养殖缸里来回游。

过去10年，为了实现石斑鱼集约化养殖，

海南大学教授吴小易及其科研团队克服了重

重困难。

“依靠自己的力量端牢中国饭碗”

海南岛四面环海，海洋生物资源十分丰

富。作为优良热带海产品种，石斑鱼味道鲜

美、市场需求较大，但其规模化、集约化养殖

却面临诸多难题。

“尤其是珍珠龙趸石斑鱼，它是目前海南

乃至全国主要养殖的石斑鱼品种。不过，针

对珍珠龙趸石斑鱼的营养与饲料，此前国内

外学界都未开展过相关研究。”吴小易说。

要实现石斑鱼生态化、集约化养殖，研制

出营养均衡的低鱼粉饲料是关键。鱼粉营养

价值高，是养殖石斑鱼主要的饲料原料，但是

我国鱼粉供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

“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端牢中国饭碗，

让百姓的餐桌更丰富。”吴小易说，要降低进

口依赖，尽可能在石斑鱼饲料中降低鱼粉的

含量。

为此，吴小易科研团队在石斑鱼营养及

功能性饲料开发方面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研

究，并联合5家单位一起进行技术攻关，将饲

料中的鱼粉含量从70%降低到20%。

比例变化的背后，是10年的钻研探索。

“10年间，我们团队不仅构建了石斑鱼基

本营养需求参数数据库，创建了基于陆源蛋

白源和生物基因工程产品的石斑鱼低鱼粉饲

料配比技术体系，降低了饲料中的鱼粉含

量。此外，我们还在饲料中加入蒲公英、银杏

叶等中草药，以提高石斑鱼的免疫力。”吴小

易介绍道。

凭借这一成果，吴小易科研团队获得

2021年度海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相

关研究成果发表在《水产养殖》（Aquacultu-

ure）、《英国营养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Nu-

trition）等学术期刊上。

“搞科研不能脱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搞科研不能自我封闭，更不能脱离经济

社会发展需要。”吴小易说，“10年前，虽然科

研条件有限，但是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我们

抓住校地合作契机，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

县石斑鱼养殖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

如今，基于石斑鱼营养学的多项科研成

果，吴小易科研团队已经与海南省内外多家

企业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相关成果转化

落地，不仅提高了这些企业的经济效益，还带

动了周边农户就业，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在吴小易科研团队成员张金枫看来，吴

小易是一位和蔼可亲、极具耐心的老师。他

向笔者回忆道，在新冠疫情肆虐时，因为学校

封闭管理，科研团队成员不能离开宿舍区，但

研究项目不能随意中断，实验室里的鱼苗需

要有人去喂养。吴小易便一个人早、中、晚3

次到实验室，完成从喂鱼养虾、饲料配制到养

殖系统清洗这一整套的工作。

“吴老师对水产研究的痴迷和执着让团

队上下都十分敬佩。”张金枫说，团队能取得

今天的成绩，靠的就是这股钻研精神。

成绩属于过去，展望未来，吴小易有更高

的目标。

“我们科研团队最终希望通过科技创新，

降低石斑鱼的养殖成本，让老百姓得到实

惠。”他对笔者说，“未来，我们将继续深耕‘蓝

色粮仓’，和产业界同行一起打造高质量、高

效益、品牌化的石斑鱼养殖产业，把石斑鱼送

上更多百姓的餐桌。”

（王祝华谢卓 张刘嘉懿）
【科学家面对面 】

吴小易：把石斑鱼送上更多百姓的餐桌

笔者10月11日从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长光卫星”）了解到，该公司使用自

主研制的车载激光通信地面站，与“吉林一号”

星座MF02A04星的星载激光通信终端开展了

星地激光高速图像传输试验并取得成功。

这标志着该公司已成功实现星地激光高

速图像传输全业务链的工程化。这是我国首

次自主完成业务化应用星地激光高速图像传

输试验。

随着星座时空分辨率的不断提高，其产生

的数据量呈几何级增长。星地数传链路带宽

已成为制约卫星海量数据下传的核心问题。

“激光通信因具有高带宽、低延迟、安全性

好等特点，成为海量数据超高速传输的最佳解

决方案之一。”长光卫星激光通信地面站技术

负责人王行行表示。

2020年3月，长光卫星同步组建基于业务

化应用的车载激光通信地面站与星载激光通

信终端两个攻关团队，采用天地一体联合设计

理念，全面开展研制工作。

今年以来，该公司陆续完成了地面水平对接

测试、星地双向捕获跟踪试验等工作。10月5日，

该公司车载激光通信地面站接收到MF02A04

星星载激光终端下传的120GB遥感图像，完成首

次星地双向激光高速图像传输试验。

据介绍，这一激光通信地面站采用了车载

构型，不仅具备高带宽和小型化的特点，同时

可以随时移动、随地部署，通过地面站站址的

灵活变化，为躲避极端天气、大气湍流提供了

有效支撑，这一特性将大大提升星地激光数据

传输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本次星地激光图像传输试验通信带宽达

10Gbps（1Gbps为每秒1千兆），是传统微波

数传带宽的10倍以上。未来长光卫星计划将

这一带宽扩展到40—100Gbps，并在全国多处

布站，将极大提升‘吉林一号’遥感影像数据获

取的效率。”王行行说。 （杨仑）

首次星地激光高速图像传输试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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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笔者获悉，由北京大学

重庆大数据研究院自主研发的北达飞

易有限元仿真软件（以下简称北达飞易

软件）于近日首次对外亮相，它是基于

最新算法的首款国产有限元仿真软件。

工业仿真软件广泛应用于工业生

产的各个环节，是智能制造的核心驱

动力。它一般由前处理、求解器和后

处理三个基本模块组成，其中底层核

心算法是工业仿真软件的灵魂。然而

许多工业仿真软件底层求解器的核心

算法仍停留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难

以适应当下需要。

北达飞易软件基于北京大学数学

科学学院教授、北京大学重庆大数据

研究院院长胡俊教授团队研究近二十

年的原创成果“胡张元算法”开发而

成，彻底解决了“弹性力学问题混合有

限元方法的构造”难题。

据悉，传统弹性结构仿真分析软

件的求解器底层核心算法是基于位移

的有限元方法间接求解的，而“胡张元

算法”则能直接求解弹性结构的近似

应力。这种算法近似应力精度高，能

更好地满足平衡方程和应力边界条

件，不会出现闭锁现象。

据了解，此次亮相的北达飞易软

件具有面向结构力学仿真分析领域的

模型处理、属性指派、边界条件处理、

求解和后处理等功能模块，可实现高

精度仿真与数值求解，能满足当前先

进制造和基础设施行业对工业软件的

需求。

目前，北京大学重庆大数据研究

院相关团队已与重庆长江轴承股份有

限公司合作“揭榜挂帅”项目，研发面

向轴承行业的国产FEM仿真分析软

件。未来，该团队将与航空航天、汽

车、轴承等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开展深

度合作，通过实际仿真数据不断优化

算法，使软件服务更多产业应用。

（雍黎）

新一代有限元工业仿真软件亮相

10月11日，由三峡集团、中国船舶第七一二研

究所、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中国船级社、武汉长江

船舶设计院、江龙船艇等单位共同研发建造的氢燃

料电池动力示范船“三峡氢舟1”号，在湖北宜昌三峡

游客中心（九码头）完成首航。该船是国内首艘入级

中国船级社氢燃料电池动力船，首航的成功标志氢

燃料电池技术在内河船舶应用上实现零的突破，对

推动“氢化长江”进程、加快内河航运绿色低碳发展

具有示范意义。

据了解，“三峡氢舟1”号为钢铝复合结构，总长

49.9米、型宽10.4米、型深3.2米，乘客定额80人，主

要采用氢燃料电池动力系统，氢燃料电池额定输出功

率500千瓦，最高航速28公里/小时，巡航航速20公

里/小时，续航里程可达200公里，交付后用于三峡库

区及三峡-葛洲坝两坝间交通、巡查、应急等工作。

近年来，新能源动力推进技术应用已经成为绿

色船舶的重要发展方向，氢能具有无污染、可再生、

高效率三大优势，氢燃料电池技术在船舶上应用可

实现能源高效、零排放和船舶舒适度提升，是绿色船

舶的理想动力推进装置。据测算，“三峡氢舟1”号相

比传统燃油动力船舶，预计每年可替代燃油103.16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43.67吨。

据悉，“三峡氢舟1”号能源补给站是国内首个内

河码头型制氢加氢一体站，利用三峡电站发出的清

洁电能进行电解水制氢，氢气经过压缩、储存、加注

等环节，直接供给氢能源船舶。该站2022年12月

25日调试出氢，2023年8月19日向“三峡氢舟1”号

加氢。加氢站包括200标方/小时PEM电解水制氢

系统、500公斤/日加氢系统、船用氢气加注系统、车

用氢气加注系统、8标方/小时氧气充装系统等配套

附属设施，可满足船舶大量、快速充氢需求，实现

240公斤/小时的氢气安全快速充装。 （何亮）

我氢燃料电池动力示范船首航成功

10 月 16

日，在安徽省合

肥庐阳经济开

发区力威汽车

油泵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工人

们正在生产新

能源汽车转向

泵 及 供 电 泵 。

该公司新能源

汽车配套产品

创收能力显著

增长，同期增收

235 万元，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

加 70 万 元 ，增

幅达70%。

通讯员 赵明 摄

日前，巢湖学院电子工程学院

教工第一党支部控制科学与工程教

科研团队主持完成的“商用车辆高

性能制动装置与非线性检测关键技

术及产业化”项目荣获安徽省科学

技术进步奖三等奖，实现了学校科

技进步奖为第一完成单位的突破。

成绩的取得，与党支部一班人的努

力是分不开的。

党支部始终以“党建+教科研团队

建设”为抓手，以思想融合、目标融合、

内容融合、方法融合、责任融合的“五

融工作法”，推动党建和业务双融双

促。该院不断加强对科研人才的关怀

引领，持续推进党组织联系服务科研

骨干，让科研人才队伍“红色属性”更

加鲜亮。近三年，获得国家级项目1

项，省部级项目4项。

同时，该院党支部还大力倡导“抓

落实，从我做起”，将教科研和学生培

养列入年度重点工作。近年来，党员

指导学生在A类学科竞赛中获奖百余

项，指导的学生班级升硕率位居学校

前列，党支部2次被授予校“先进基层

党组织”称号。

（王静 孔鲲鹏 方愿捷 周玉）

巢湖学院电子工程学院教工第一党支部

党建引领 旗红帆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