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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列氢能源市域列车完成满载运行试验
3月21日上午，全球首列氢能源市域列车

在中车长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中车长客”）

试验线上进行了时速160公里满载运行试验。

当日试验过程中，车以160公里/小时速

度运行的列车，每公里实际运行平均能耗仅

为5千瓦时，最高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以

上。这是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实现了时速

160公里氢能列车全系统、全场景、多层级性

能验证。

据介绍，氢能市域交通具有清洁环保、运

维简单、建设周期短、固定投资少等优势，具备

高速度、大运量、快速乘降、安全智慧等特点。

该列车由中车长客自主研制，2022年12

月正式下线。该车内置氢能动力系统，应用多

储能、多氢能系统分布式的混合动力供能方

案，同时采用了中车长客自主开发的氢电混动

能量管理策略和控制系统。

“我们在完成氢能源市域列车氢动力系统

及其关键部件耐久、高低温、振动、电磁兼容、

防火安全等方面试验验证的基础上，进一步开

展了不同速度等级下能耗、续航里程、可靠性、

牵引、制动、动力学等整车试验。”中车长客国

家轨道客车工程研究中心新技术研究部副部

长王健介绍，此次还首次验证了氢能列车在-

25℃至35℃环境温度下的实际性能，试验结果

显示各指标均达到车辆设计要求，车辆性能指

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业内人士介绍，氢能源市域列车试验工作

的高质量完成，是我国轨道交通行业和氢能源

技术研发应用的重要里程碑，将进一步助推高

端交通载运装备关键技术实现自主可控。

（孙海博 金万宝 杨仑）

“穿上就走”的通用外骨骼面世

瑞士日内瓦大学的一个科学家团队在人工智能

（AI）研究方面取得一项突破：他们让两个AI系统进

行了前所未有的语言交流。该成果发表在最新一期

《自然·神经科学》上。

研究人员开发的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展示了AI

系统解释语言指令并相应执行任务的能力。在学习

并执行一系列基本任务后，其中一个AI系统能够向

其“姐妹”AI系统提供这些任务的语言描述，而后者

又执行了这些任务。

研究中使用的人工智能模型建立在S-Bert体

系结构基础上，由3亿个经过语言理解训练的神经

元组成。通过精心设计的模拟人类认知过程的训练

方案，该网络首先被教导解释类似韦尼克区的语言

输入，负责语言理解。随后，它被训练来复制任务，

类似于布罗卡区，负责任务执行和发音。

参与这项研究的雷达尔·里夫兰博士解释说，该神

经网络学会了解读英语书面指令，并执行各种任务，包

括指示刺激位置和对视觉提示做出反应。经过训练

后，它可以有效地向另一个AI系统描述这些任务。

两个AI系统完全通过语言进行交流，而不依赖

于预定义的命令或编程。除学术意义之外，这一突破

还为实际应用带来巨大希望，特别是在机器人领域。

让机器具备理解和执行语言指令的能力，为未来

先进类人机器人的自主协作与解决问题奠定了基

础。展望未来，研究人员认为，AI系统将不仅能深刻

理解人类，更能以近乎人类交流的方式实现相互交互与协作，这预示着

AI技术将开启全新的发展纪元。

目前的应用场景中，AI一般只负责执行某个具体环节的任务，而任

务与任务之间的沟通和协调，依然需要人来完成。假如AI之间可以进

行语言交流，比如AI质检员向机械臂发送调整加工工艺的语言指令，那

么，AI将在工厂生产等众多应用场景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同时也可进

一步解放人力资源。 （张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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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师开发了一种控制机器人外骨骼的

通用方法。无需专门训练、特别校准，对复杂算法进行调整后，用户穿上

外骨骼就可以直接行走。研究成果3月20日发表在《科学·机器人》上。

新系统使用深度学习自动调整外骨骼为人类提供帮助的方式，现

已证明这种外骨骼可顺滑地支持行走、站立以及爬楼梯或坡道等动作。

该领域之前的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单项活动上，例如在平地行走

或爬楼梯，所涉及算法通常会尝试对环境进行分类。佐治亚理工学院

团队将关注环境转移到关注人类，也就是关注肌肉和关节的活动。

与不佩戴设备的人相比，用户穿上新开发的髋部外骨骼能量消

耗更少，他们自己的关节也不再那么“辛苦”。

研究团队使用现有算法，并根据实验室收集的力量和动作的捕

捉数据对其进行通用训练。不同性别和体型的受试者佩戴动力髋外

骨骼，在测力板上以不同的速度行走、爬上可调节高度的楼梯、上下

坡道以及在这些动作之间进行转换。

研究人员称，未来，机器人外骨骼将使士兵、航空行李搬运工或

任何从事高强度体力工作的人群受益。 （张梦然）

两个AI系统实现相互对话，预示着AI系统将像

人类一样进行互动交流。图片来源：slguardian.org

笔者3月20日从中国科学院地

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获悉，该所科研

人员在东北黑土区开展了大范围的野

外调查和样品采集工作，通过分析采

集的黑土样品发现，黑土物质最初都

是由风力搬运而来。相关研究成果在

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Catena》。

黑土是世界公认的最肥沃的土壤

之一，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东北

黑土区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

然而，在人类活动影响加剧的背景下，

东北黑土正受到侵蚀的严重威胁。“厘

清东北黑土的成因及其沉积背景，将

有助于针对性开展东北黑土地的侵蚀

防治工作。”论文通讯作者、中国科学

院地质地球所研究员杨石岭说。

此次，科研人员对采集到的东北

黑土及下伏沉积物样品进行了粒度分

析与光释光测试，以探讨东北黑土的

成因和沉积背景。粒度分布结果显

示，位于东北西部的黑土与黄土高原

北部砂黄土类似，表现出典型的风成

特征；位于东北东部的黑土与冲积平

原上的次生黄土类似，具有后期水力

改造的特征。同时，黑土平均中值粒

径以及砂含量结果显示，东北黑土自

西向东粒度整体由粗变细，其空间分

异方向与东北地区尘暴季节的风向完

全一致。

“我们认为，尽管东部黑土存在局

地的水力改造，但是并没有改变大范

围内粒度的空间分异格局，黑土物质

最初都是由风力搬运而来的。”论文第

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地质地球所博士

生张师豪说。

年代学研究显示，东北黑土主要

形成于距今约1万年以来的全新世，而

其下伏沉积主要形成于末次冰期且年

龄分布范围较宽（距今1.2万年-6.5万

年）。“该结果意味着，在末次冰期，东北

黑土区的地貌条件并不稳定，受到不同

程度的侵蚀，这可能与冰期增强的风蚀

以及周边山岳冰川融水导致的水蚀密

切相关；而全新世气候温暖湿润、植被

发育，使得风尘物质得以保存并发育为

富含有机质的黑土。”张师豪解释。

杨石岭表示，这项研究对东北黑

土地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考虑到植被

对于风尘物质堆积和土壤发育的重要

性，适当的植被恢复将有利于黑土资

源的可持续开发。 （科讯）

我国科学家揭示东北黑土成因

近日，由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

究所研制的中国超重元素研究加速器

装置（CAFE2）取得重要进展，成功实

现了14.8粒子微安流强、224兆电子

伏能量的束流在靶稳定运行，创造了

国际同类装置运行束流参数的最高流

强纪录。

来自兰州大学、中国原子能科学

研究院、湖州师范学院、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四川大学、中国

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

对CAFE2进行了现场测试。

超重元素合成研究一直是科学界

的热点，目前科学家总共发现了118种

元素。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日本、

德国、俄罗斯等国家成功合成了十多个

新元素和数百个新核素。俄罗斯和日

本还研制了用于超重元素研究的专用

加速器装置，最高流强10.4粒子微安。

CAFE2于2022年建成出束，装

置运行时间已超过10000小时。截至

目前，近代物理所成功合成了38种新

核素，研究成果多次在国际学术期刊

《物理评论快报》（Physical Review

Letters）发表，并被美国物理学会的

Physics杂志在线报道。

CAFE2为超重新元素合成研究

积累了宝贵的数据和经验，而14.8粒

子微安流强的成功运行更为冲击合成

119号、120号新元素提供了良好的实

验条件，为中国科学家率先合成元素周

期表第八周期新元素，实现元素命名零

的突破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王喜宁）

中国超重元素研究加速器装置刷新纪录

3月22日，工人在淮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新能源用再生低碳铝热传输材料生产企业车间忙

碌。位于淮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的新能源用再生低碳铝热传输材料生产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铝

热传输材料产品，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知名新能源汽车品牌，现已成为法国、日本、德国、美国、韩国等世界

知名汽车系统零部件企业的供应商，新能源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 万善朝 摄

铝
热
传
输
材
料
产
销
旺

铝
热
传
输
材
料
产
销
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