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0日，中国中煤能源集团张家口煤矿机

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张煤机公司”）研发

的世界首台套8兆瓦超长运距智能刮板输送装

备在张家口联合试运转成功。该装备是满足采

高3米以上煤层一次采全高的SGZ1400/8000

型刮板输送设备，生产能力为6000—8000吨每

小时、输送长度为400—600米，全生命周期整机

预计寿命为6000万吨以上，满足了特厚煤层一

次采全高年产2000万吨工作面配套需要。

张煤机公司总工程师胡登高介绍，8兆瓦超

长运距智能刮板输送装备是目前行业最大型号

规格产品，在智能变频永磁驱动技术应用方面实

现巨大突破，兼顾了设备运输能力及节能低碳使

用要求。据了解，该设备配套关键部件均由张煤

机公司自主研发设计，整机实现全国产化研发制

造，使用性能、可靠性、智能化程度均达到领先水

平，下一步可进入井下工业性试验阶段。

（科技日报记者 孙明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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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辽鲁航线的旅客可以在船上“刷手

机”了。在7月11日中国航海日到来前，辽鲁

航线海域首次实现宽带网络全域覆盖，完成国

内首个5G网络海上规模化连续覆盖。

搭建海域5G需考虑多种因素

在陆地上，5G网络早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

部分，但海上通信覆盖难，各大航线海域网络

不连续、信号不稳定，海上5G网络覆盖仍是难

题。

信息通信专家陈志刚告诉科普时报记者，

要在海域实现5G网络连续覆盖，需要精准的

传播模型，来预测并优化网络信号在复杂海洋

环境中的传播特性。建设海上基站，要攻克海

面作业所面临的自然条件束缚和安全风险，并

考虑设备的耐腐蚀、防水防潮等性能，以应对

恶劣的海洋环境。另外，基站选址规划、高增

益天线配备和大功率基站运用等超远覆盖技

术的推行，也都需要缜密筹划与优化。

“成本及效益问题也至关重要，毕竟海上

网络基站的建设与维护成本远高于陆地，同时

还要保证建设流程符合海洋相关法规与通信

标准，以降低对海洋生态环境的不良影响。”陈

志刚说。

近年来，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联

合山东、辽宁海事机构和山东移动、辽宁移动

等移动通信运营商，开展基站补点和网络优化

工作，助力实现辽鲁航线海域5G网络的全域

覆盖。

海域5G助力智慧海洋

当前，我国海洋产业智能化进程不断加

快，海洋牧场、智慧海洋装备、海洋大数据等一

批新产业、新业态发展提速，对海上通信的需

求与日俱增。

据陈志刚介绍，

海域5G网络的覆盖

可以帮助船舶实时

获取气象、海况、导

航等关键信息，提高

航行安全性，帮助渔民实

现渔船的远程监控、渔网

的智能化管理，促进渔业市场的

信息共享。

海域5G网络对海洋资源开发与海洋环境

监测也有助益，可以为海洋石油、天然气等资

源在勘探、开采以及运输过程中的数据传输与

监控提供支持，并实时监测海洋水质、海洋生

态等情况。同时，海域5G网络还能为海上游

客提供高速网络服务，提升旅行体验。

6月26日，在辽鲁海域交通宽带网络建设

运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上，交通运输部海

事局副局长李宏印表示，这次开通辽鲁海域交

通宽带网络，是国家海上宽带建设试点的重要

节点，对提升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海上搜救应

急能力，满足海洋监测、海洋渔业通信保障需

求，支撑航运高质量发展，均有重要意义。

（科普时报记者 陈杰）

55GG网络海上覆盖难在哪网络海上覆盖难在哪

数字科技与声乐艺术深度融合，会擦出

怎样的火花？

在人工智能（AI）的加持下，我们已经可

以利用AI作曲、编曲、即兴演奏辅助，完成一

首歌曲的创作；也可以通过AI提取片段式声

音进行声音克隆，让声音被“造”出来……而

这也容易在声音的真伪判别上，给人带来极

强的不安全感。

7月5日，在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组委会主

办、北京市科协支持，北京乐器学会、北京声

学学会等协办的“为未来做好准备——数字

音乐科技创新发展论坛”上，与会专家介绍了

AI在音乐、声学方面给生活带来的变化，以及

可能伴随的种种挑战。

给声音打上“水印”

在石景山首钢园中关村科幻创新中心一

层报告厅，一段二胡“模仿秀”之后，中国科学

院声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中国科学院大学特

聘教授王秀明深入浅出地阐述了音高、音色、

音强等名词背后的科学原理，“在科学家的眼

里，音调是由频率决定的。”

在随后的视频演示环节，王秀明带领观

众走进声音的世界，展示了声音的拆分与合

成技术，也引出了一个让人深思的话题——

声音克隆。在音乐原理中，除了发音体整体

振动产生的最低的音是基音，其他均为泛

音。泛音的幅度和组合决定了特定的音

色。“我们抓住了基音和泛音的声音特征，

再结合声音的频率分析，就意味着可以‘造

声音’。”王秀明说。

中国科学院大学企业导师、声智科技创

始人陈孝良介绍说，结合大模型，人们已经可

以通过一段较短的声音片段，抓取声音的主

要特征进行声音克隆了。

此前，通过模型训练和后期处理，“AI歌

手”能模拟真人歌手声音进行翻唱，“AI孙燕

姿”就曾走红网络。声音克隆技术在引发社

会广泛关注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我们该如何保护声音的版权与隐私？

当前，声音水印成为一个新的研究方

向。陈孝良说，声音水印技术通过在声音信

号中嵌入不可察觉的标识信息，实现对声音

的追踪和验证。“这种技术不仅可以有效防止

声音数据的非法复制和传播，还能为声音内

容的版权保护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声音水印可广泛应用于多种场景，如音

乐版权保护、广播监控、音频文件的防伪溯源

等。“未来，随着大模型和深度学习技术的进

一步发展，声音水印技术有望变得更加智能

化，应用也将更加广泛，为声音安全和版权保

护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陈孝良说。

数据安全仍是痛点

当前，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正

在重塑音乐的创作、传播和消费方式，为音乐

行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AI为音乐创作和生产带来了新的可能，

AI作曲、智能混音、自动编曲等技术激发了人

类的创作灵感，让音乐创作变得更加便捷和

多样化。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新技

术所带来的伦理和法律问题。”中国社会科学

院中国文化中心副主任张晓明表示，AI可以

分析海量的音乐数据，生成具有创意和独特

风格的音乐作品，甚至定制个性化的音乐体

验。但是，如何有效地收集、管理和利用这些

数据，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陈孝良提醒，声音克隆带来的数据安全

风险不容小觑。此外，由于声音分类、音乐合

成等技术的出现，音乐产品的数字版权问题

也有待解决。

未来，我们还需要在数据、模型和应用

上下功夫，特别是要重视音乐数据的有效

获取与隐私保护。“呼吁建设开放共享的数

据平台，以实现数据的合法、安全利用。”

张晓明说，在模型应用上还需在技术革新

与人文关怀之间寻找到恰当的平衡点，确

保技术为艺术服务，以推动音乐科技行业

的健康持续发展。”

（张英贤）

AI时代，警惕声音被克隆

近日，“和气一号”项目在中核

集团田湾核电基地正式建成投产，

这是我国首个工业用途核能供汽项

目，标志着我国核能综合利用从单

一发电、满足城市居民供暖，拓展到

工业供汽领域。

整个过程就像“烧开水”

江苏核电二厂厂长、正高级工

程师张祥贵将核电厂核能发电比喻

成“烧开水”。“主要是依靠核裂变释

放能量，将水加热转化为蒸汽，从而

驱动汽轮机发电。”张祥贵说。

他告诉笔者，如果把上面提到

的蒸汽“截胡”，不再让它用于发电，

而是作为热源去烧海水淡化后的除

盐水，烧开后产生的蒸汽就是工业

蒸汽。这些蒸汽温度约为248℃，

气压为1.8MPa，通过能耗每公里热

损低于1.5℃的蒸汽管道输送到石

化基地。如果工业用户想要温度更

高的蒸汽，可以使用压水堆耦合高

温气冷堆，提供更高参数的蒸汽。

由于核电厂一般临近大海，通

过反渗透膜技术可以获得源源不断

的除盐水。张祥贵表示，这样一来，

我们就可以把海水利用起来。

每年供汽量可达480万吨

一说到核能，很多人都会先想

到安全问题。据张祥贵介绍，核能

供汽其实是非常安全的。“和气一

号”项目在田湾核电3、4号机组热

源的蒸汽管道上增加了快关阀。当

需要紧急停止供汽时，阀门会在5

秒之内关闭，蒸汽被迅速隔离，停止

向石化基地供汽。

此外，核电厂一回路、二回路与

蒸汽回路实现了多重隔离设计，在

物理隔绝的情况下制备工业蒸汽，

这些蒸汽在每个回路间只有热量传

递，没有发生物质接触。这些措施

保证了核能工业蒸汽的安全、清洁。

相比于传统的燃煤获取蒸汽，

核能大大降低了蒸汽生产中的碳排

放。根据测算，“和气一号”项目建

成后，每年供汽量将达480万吨，可

等效减排二氧化碳107万吨、二氧

化硫184吨、氮氧化物263吨，相当

于新增植树造林面积2900公顷。

同时，未来随着“碳核算”的逐步展

开，它还可以每年为石化基地节省

碳排放指标70多万吨。

（张英贤）

核能如何生“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