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计划
利用海水淡化后的
尾水进行渗透发电
新华社东京10月9日电（记者

钱铮）日本南部福冈地区供水企业协
会近日宣布，将联合福冈市政府相关
部门以及长崎市的一家公司，共同利
用海水淡化后排出的高盐度尾水进
行渗透发电，并争取于2025年建成
验证工厂。这是日本首次尝试渗透
发电。

渗透发电的原理是利用液体的
渗透压差，即不同浓度的溶液之间存
在压力差，会使低浓度的溶液向高浓
度溶液流动，这种压力可以推动涡轮
发电。

根据福冈地区供水企业协会近
日发布的新闻公报，渗透发电将使用
福冈市一家海水淡化中心生产淡水
后排出的盐分浓度8%的尾水和经过
处理、属于淡水的城市废水。当两种
水隔着渗透膜相遇时就会产生渗透
压，淡水会向高盐度尾水一侧流动，
流动过来的水的动能可以推动水轮
机发电。

根据新闻公报，福冈市打算投资
约7亿日元（1美元约合148日元）建
设发电厂，以验证渗透发电实际发电
量、发电效率和设备性能等指标。发
电厂预计 2023年至 2024年开工，
2025年正式投入使用，理论上每年能
发电88万千瓦时，约相当于300个日
本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目前海水淡化后的高盐度尾水被
当作废水排放入海。如果用这些尾水
进行渗透发电相当于废物再利用，发电
厂可以24小时运行且不受天气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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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用科技守住辐射环境安全线
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引发了公

众对核安全的高度关注。在国新办日
前举行的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部长
黄润秋强调，核安全是核事业的生命
线，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多年来，我国核与辐射安全状况总体
良好，未发生过国际核与辐射事件分
级表二级及以上事件或事故。下一
步，我国将严格落实核安全责任，全面
提升核安全监管能力，严格开展核安
全监管，强化核安全科技创新，确保核
安全万无一失、绝无一失。

以安全为前提发展核事业

我国是核能、核技术的利用大国，
大陆地区现有运行和在建核电机组77
台，居世界第二位。我国还有16.5万
枚在用放射源、24.8万枚废旧放射源
和27.1万台（套）射线装置，放射源辐
射事故年发生率保持低水平。

黄润秋说，我国将核安全纳入国
家安全体系，上升为国家安全战略，始
终以安全为前提发展核事业，经过多
年努力，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核安
全之路。

从政策法规体系来看，我国已形
成一套既接轨国际又符合国情的法规
标准体系。2018年实施的《核安全
法》，与《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是2部顶
层法律，还有7部行政法规、28项部门
规章、107项安全导则和千余项技术标
准，确保核安全管理要求从高不从低、
管理尺度从严不从宽。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国家核安全
局局长董保同说，经国务院批准，《核
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三五”规划
及2025年远景目标》发布实施，统筹
提升全行业核安全能力水平。目前，
我国已形成行业主管部门、安全监管
部门、企业主体和地方政府分工明确，
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核安全体系，维
护核安全成为全行业全社会的共同价
值观和行为准则。

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管体系

“我国建立了行之有效的核安全
监管体系。”董保同说。

据了解，为建立核安全监管体系，
我国依靠审评许可实现源头严防，强

化对核设施、核材料、核活动和放射
性物质的安全管控，相关管控覆盖核
设施选址、建造、运行、退役等各阶
段；依靠监督执法过程实现严管，督
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持续健全安全
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依靠辐射监管
实现环境保护，完成核基地与核设施
放射性水平调查、污染源普查，建成
全国辐射环境质量监测、重点核设施
周围辐射环境监督性监测、核与辐射
应急监测“三张网”；依靠经验反馈实
现核安全水平持续提升，建成全国统
一的核电厂和研究堆经验反馈平台，
全面完成日本福岛核事故后我国核设
施安全改进、核与辐射安全隐患排查
三年行动，并实施核电行业安全质量提
升行动等。

红沿河核电厂位于辽宁省大连
市。为全面系统掌握红沿河核电厂大
围堰工程建设过程中海洋动力环境变
化趋势，保障核电厂冷源取水安全，国
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组织开展了核电
厂取水口精细化海流专题监测工作。
据该中心公布的消息，监测工作采用
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仪（ADCP）走航
与定点观测相结合的方式，准确获取
核电厂取水口局部海域三维精细化流
场结构，并精准确定取水口潮周期典
型时刻的流场结构，空间分辨率达5
米，实现核电厂取水口主要通道全覆
盖；准确确定核电厂取水口海流分布
特征和生物入侵路径，为核电厂拦网
布设风险生物、堵塞物打捞等风险防
范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今年夏季，持续的高温天气使核
电站各厂房内温度升高，给设备的可
靠、稳定运行带来了考验。大亚湾核
电站配备了高精度的温度监测设备，
用于实时监测关键设备和部件的温
度。温度监测系统会将实时采集到的
温度数据传输到中央控制室、监控中
心，并通过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进行分
析和处理。

“该系统可实时监视温度变化，并
对异常情况进行自动检测和智能诊
断。如果系统触发报警，工作人员则
会进行调查分析，制定落实处理措
施。”大亚湾核电站日常生产管理副总
工程师曹光炳说。

高水平科技提升监测能力

当前，我国已建成了国家、省和部
分地市三级机构组成的辐射环境监测
组织体系。其中，国家辐射环境监测
网共布设1835个国控辐射环境监测
点位，覆盖了全国各地级及以上城市、
重要河流湖泊、国家重点监管核与辐
射设施周边地区和其他重要边境地
区，实时数据获取率稳定在97%以上。

生态环境部（国家核安全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生态环境部高度重视日
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2021年、
2022年先后组织开展了我国管辖海域
海洋辐射环境监测，摸清了目前相关
海域海洋辐射环境的本底情况。当
前，生态环境部按照监控重点区域、覆
盖管辖海域、掌握关键通道的思路，正
在组织开展2023年度我国管辖海域
海洋辐射环境监测。

为协助公众了解辐射环境变化情
况，在生态环境部（国家核安全局）及
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网站上，实时发
布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空气吸收剂量
率监测数据。而蔚蓝地图等第三方网
站也上线了“福岛环境样本辐射监测”
地图，可查看福岛周边海水、海洋生物、
海底土壤、降水等的辐射监测数据。

当前，辐射环境监测技术已较为
成熟，比如用气溶胶、液体、固体采样
器收集气体、水、土壤等物质，送到实
验室进行检测分析。为进一步推进我
国辐射环境监测技术发展、标准体系
完善，生态环境部辐射环境监测技术
中心开展了国家重点研发项目《主要
人工放射性核素的跟踪监测技术和标
准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我国
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网数据质量关键科
学问题研究》等，编制完成国家或行业
标准20项，研发的全国首套空气氚在
线自动监测系统等仪器设备，提升了样
品采集、处理和监测、预警等能力。

国家核安全局副局长、生态环境
部核设施安全监管司司长江光说，推
动核安全高质量发展，还要继续打造
高水平科技，加快提升安全分析、经验
反馈、海洋辐射环境监测、监督一线辐
射环境监测等能力。

据《科技日报》报道

记者近日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
悉，该校天文学系副教授蔡振翼和教
授王俊贤通过研究类星体中心超大质
量黑洞吸积的极紫外辐射能谱，发现
其与类星体本征亮度无关。

类星体是一类非常明亮的河外天
体，其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持续吞噬
所处星系核心区域的气体。巨大的引
力势在气体形成的吸积盘上得以释
放，转化为热能和电磁辐射，使得星系
核心异常明亮。类星体也因此被称为
宇宙中的“超级巨兽”。

过去，研究界普遍认为，类星体中
心超大质量黑洞吸积的极紫外辐射能
谱与其本征亮度相关。此次研究工作
推翻了该领域的传统认识，研究人员进
一步发现类星体的平均极紫外能谱远
比经典吸积盘理论预期更软，对经典吸
积盘辐射模型产生了严重挑战，有力地
支持了具有普遍盘风的吸积模型。

据介绍，该项研究结果对深入理解
大质量黑洞吸积物理、黑洞质量增长、
宇宙再电离等诸多方面具有广泛影响。

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于国际学术
期刊《自然�天文学》。 据新华社报道

翁牛特旗人民法院
邀请人大代表共商特殊群体
权益保护工作

近日，赤峰市翁牛特旗人民法院
用“请进来”的方式邀请了旗人大代
表翁牛特旗教育教研中心副主任王
宜玲、翁牛特旗紫城街道党群服务中
心副主任东雪梅、翁牛特旗紫城街道
兴华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姜
海英等旁听一起离婚案件审理全过
程，见证法院审判工作的开展情况。

旁听庭审后，翁牛特旗人民法院
民一庭负责人高艳云主持召开关注
特殊群体权益保护工作座谈会。邀
请人大代表旁听见证法院的审判工
作，是法院司法公开的重要举措，翁
牛特旗人民法院将在人大代表“零
距离”见证监督下，积极拓宽监督渠
道，进一步提高审判水平和办案质
量，努力打造让老百姓信服满意的人
民法院。 刘丹丹

我国科学家揭示超大质量黑洞吸积辐射能谱的新规律

◆黑洞吸积盘示意图。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供图）

近日，科右中旗公安局额木庭高
勒派出所组织民警辅警在辖区内学
校，认真开展“护学岗”工作，确保学
校周边安全，增强在校师生安全感，
为学生上下学提供了强有力的安全
保障，得到了辖区学校师生及学生家
长的认可。 韩志斌 白厚和

精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