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首台套超大型热等静压装备发布
近日，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钢研”）正式发布我国首台套超大型

热等静压装备HIPEX1850。这是目前国内最

大、世界第二大的热等静压装备，可应用于航

空航天等领域大型核心零部件的加工处理。

该装备的发布，标志着我国热等静压装

备研制技术在设备尺寸、加工参数、模块化设

计、智能化控制、设备稳定性等方面取得重大

进展。

中国钢研所属钢研昊普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钢研昊普”）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热等静

压技术服务和装备制造企业。该公司董事长

吕周晋介绍，热等静压是航空航天、电力能源、

燃气轮机、消费电子、医疗设备等高端制造领

域关键零部件生产的必要一环，是推动我国战

略性新材料及核心零部件自主研发的关键工

艺技术。经过热等静压工艺处理的材料组织

均匀，致密度极高，材料内部的微孔、裂纹、偏

析等缺陷可被完全消除。与此同时，材料的耐

磨性、耐腐蚀性及综合机械性能均显著提升，

材料疲劳寿命可提高10-100倍。

据了解，中国钢研最早在国内开展热等静

压技术、装备及材料的研发应用，曾于1977年

研制出我国第一台热等静压设备，并逐步建立

起小型、中型、大型系列热等静压装备体系。

热等静压加工过程需要热等静压设备在高温

状态下承受超高压力，超大型热等静压装备的

研发制造一直是国际性难题。

2019年，中国钢研整合旗下热等静压业

务板块成立钢研昊普，并启动第三代热等静压

系统——超大型热等静压装备HIPEX1850

的研发。历经几年科研攻关，HIPEX1850在

中国钢研青岛基地研制成功。该装备采用预

应力钢丝缠绕结构，钢丝总重350吨、总长度

约6000公里，具备30吨每炉次的高温合金承

载量，能对超大尺寸航空发动机机匣、发动机

叶片、燃油喷嘴、涡轮盘等大型核心零部件进

行热等静压工艺处理。

中国钢研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少明表示，

“未来，中国钢研将继续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加

大在热等静压领域的研发投入，不断提升超大

型热等静压装备的性能和稳定性，为我国新材

料产业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刘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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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更小能量更足

记者8月2日获悉，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

能源与过程研究所（以下简称“青岛能源所”）

研究员崔光磊团队开发出一种均质化正极材

料——锂钛锗磷硫硒。这种全新的电极材料

兼具电导率高、放电比容量高、使用寿命长等

优势，可显著提升电池性能，为新能源汽车、储

能电网、深海、深空等装备提供安全、耐久、可

靠的动力源。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国际

学术期刊《自然·能源》。

崔光磊介绍，新材料的离子电导率、电子

电导率比传统电池材料（层状氧化物正极材

料）高出1000倍以上。这意味着即便不依赖

导电助剂，电池正极也能顺畅地完成充放电

过程。

该材料的放电比容量达到每克250毫安

时，超过了目前使用的高镍正极材料。在相同

的重量或体积下，使用新材料的电池相较于传

统电池能够存储更多的电能，在单次充电的情

况下可持续运行更长时间。并且，使用这种材

料后可使电池体积显著减小，有助于设计更紧

凑的致密储能设备。

值得一提的是，在充放电过程中，新材料

的体积变化仅为1.2%，远低于传统正极材料。

较小的体积变化有助于维持电池结构的稳定

性，从而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研究团队发现，使用这种新材料的全固态

锂电池，能量密度达到每千克390瓦时，是目前

市场上最先进锂离子电池的1.3倍。

“使用该材料的全固态锂电池可以实现大

于10000圈的超长循环，电池在经过5000次

充放电循环后，仍可保持80%的初始容量，使

用寿命更长，能够提供更充足的电量。”崔光磊

说，新材料对开发高能量密度、长使用寿命的

储能设备具有重要意义，为全固态锂电池的商

业化应用奠定了基础。

（科技日报记者 宋迎迎）

均质化正极材料让锂电池化身“劲量小子”

记者5日从中国科学院

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以下

简称“空天院”）获悉，基于

风云3D极轨气象卫星火点

监测数据，空天院科研团队

量化了全球生物质燃烧碳排

放，成功建立了日尺度高分

辨率生物质燃烧碳排放清单

数据集。相关研究成果在线

发表于地球科学顶级期刊

《地球系统科学数据》。

森林火灾、草原火灾、

农作物秸秆燃烧等生物质

燃烧，是全球碳排放的重要

来源，呈现出周期性、随机

性、多点源、范围广、监测难

等特点。“精确量化生物质

燃烧碳排放是理清陆地生

态系统碳循环的基础，也是

阐明全球和区域尺度碳收

支平衡的前提。”论文通讯

作者、空天院副研究员石玉

胜说。

此次最新研究结果显

示，2020年至2022年间，全

球生物质燃烧碳排放量高

达25.9亿吨/年。生物质燃

烧碳排放在时间和空间上

存在显著差异。数据显示，

非洲南部的生物质燃烧碳

排放量最高，达到8.5亿吨/

年；接下来是南美洲南部5.3

亿吨/年，非洲北部3.9亿吨/

年，东南亚2亿吨/年。

研究还发现，在全球生

物质燃烧碳排放贡献中，草

原火灾位居首位，年均贡献

量为12.1亿吨碳，占总排放

量的46.7%；其次是灌木火

灾和热带森林火灾，分别占

总排放量的33%和12.1%。

石玉胜表示，这项研究

为精细量化全球生物质燃

烧排放对大气二氧化碳浓

度变化的影响提供了新的

途径和方法，为生物质燃烧

管控提供了科学依据。

（陆成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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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功能支持动漫风格

笔者8月3日获悉，亮相2024中关村论坛年

会的人工智能视频大模型Vidu日前宣布在全球

正式上线。Vidu开放文生视频、图生视频两大核

心功能，提供4秒和8秒两种时长选择，分辨率最

高达1080P。

Vidu是北京生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

数科技”）联合清华大学发布的自研长时长、高一

致性、高动态性视频大模型。据介绍，此次面向全

球上线，Vidu在基础功能外新增动漫风格、角色一

致性等功能。生数科技有关负责人表示，Vidu实

现了业界最快实测推理速度，仅需30秒就能生成

一段4秒片段。目前Vidu无需申请，用户直接使

用邮箱注册即可上手体验。

今年初，文生视频大模型Sora在全球引发广

泛关注。目前业界对视频模型的评价主要围绕三

大核心维度：语义理解准确性、画面美观性、主体

动态一致性。Vidu较好平衡了这三方面的表现。

它能准确理解并生成提示词中的文字，包括字母、

数字等，并能生成文字特效。对第一人称、延时摄

影等镜头语言，Vidu也能精准表达，用户只需细化

提示词，即可大幅提升视频可控性。同时，Vidu支

持大幅度、精准的动作生成，保持高流畅、高动态

的画面效果。此外，Vidu在构图、叙事和光影等方

面，能达到接近电影级效果。Vidu还能生成影视

级特效画面，如烟雾、炫光效果、CG（计算机图形

学）特效等。 （崔爽）

我国自研视频大模型全球上线我国自研视频大模型全球上线

记者8月1日从中铁山桥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铁山桥”）获悉，该公司纯净钢

辙叉生产线正式生产出我国

第一组纯净钢辙叉。

相比普通高锰钢辙叉，纯

净钢辙叉的耐磨性大大增强，

辙叉的通过运量和使用寿命

均提升了1.7倍。纯净钢辙叉

通过选择优质原材料、采用先

进工艺和精确控制制造过程，

使钢水中的主要化学元素含

量更为精准稳定，大幅减少了

有害物质、杂质、夹杂物和氧

化物。

技术人员介绍，纯净钢辙

叉的生产线在先进设备和智

能制造方面有众多亮点。

在冶炼环节，中铁山桥率

先应用了偏心底电弧炉，既降

低能耗，又提高产出、减少排

放。纯净钢辙叉的生产线涵

盖铁路辙叉自动造型生产线、

快速精准固溶处理等先进设

备，采用高端传感器、控制系

统集成、5G工业网络等智能

制造技术，实现了整个铸造和

热处理过程的集中控制、智能

调度和远程监测，整体生产效

率提高了 15%，能耗降低了

7%，年生产能力达到15000

组，较投产前提高20%。

业内专家认为，纯净钢辙

叉的生产采用了先进的材料

配方、冶炼精炼技术以及精密

的铸造工艺和精准的热处理

技术，显著提高了铁路辙叉的

组织结构、机械性能和稳定性

等，达到了高纯净度、高致密

性、高稳定性的投建目标。纯

净钢辙叉的生产改变了目前国

内高锰钢辙叉传统、落后的冶

炼工艺和铸造、热处理生产方

式，扭转了我国在高锰钢辙叉

的技术标准方面落后于世界先

进水平的局面，对提升我国铁

路运营安全性、通过运量、使用

寿命和减少养护维修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矫阳）

我
国
第
一
组
纯
净
钢
辙
叉
正
式
产
出

8月5日，铜陵市气温达到39摄氏度，户外的体感温度更高，下午在铜陵有色绿色智能铜基新

材料项目现场，工人们顶着烈日施工作业，现场一片繁忙景象。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03亿元，

占地约1060亩，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熔炼、电解、铜材加工等主体工程以及相应配套工程、公用工

程、储运工程、环保工程。目前，整个项目工地有2000多人进场施工。 通讯员 储著传摄

坚守岗位战高温坚守岗位战高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