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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人体运动也能产生能量，例如
踩踏自行车产生的动能、脚踩地面
微震动产生的机械能。这些非连
续的、零散的能量，和风力不足时
风力发电时断时续的能量一样，
因为难以被收集储存和利用而被
称为“垃圾能”。

有没有一种设备，可以将这
些“垃圾能”化零为整、二次利用？
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
院大一学生曹家骏和其他三位同
学组成团队，成功发明了一种神
奇“飞轮”，让这些“垃圾能”获得
重生。

将垃圾能“零存整取”
曹家骏科创团队发明的“飞

轮”装置，由一个六线圈磁阻电机
或棘轮分别将电能、机械能输入到
磁悬浮飞轮即可储存，还可通过无
极变速器经直流发电机输出不同
电压。“概括起来，就是利用机械能
为中介代替电子电路，让能量在飞
轮中进行暂态储存，待能量积聚至
足够大时再加以利用。”
小曹用“能量银行”来形容这套

装置，和充电电池不同，“飞轮”储能
“来者不拒”，还能“零存整取”。无论

机械能还是电能，无论电流多少、电
压高低，这套装置都可储存，而且对
于充能时间没有任何限制，可随时
中断，也可无限制反复充放能。

可应用于公共场所
目前团队已制作出“飞轮”样

机，并设想该系统可应用于商场、车
站、办公楼等人流量大的场所。以车
站为例，如果为整个车站走廊铺一
层特殊的地板，将地板与“飞轮”系
统连接在一起，将大量人群踩踏地
板所产生的机械能转换为动能，储
存于转动的“飞轮”中。

成果得到了专家们的肯定，交
大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王如竹教授
认为，这套系统成功示范了各类“垃
圾电”的收集和品质提升，适用于可
再生能源以及各类发电技术的品质
优化，值得推荐。交大电子信息与电
气工程学院唐厚君教授表示，该成
果通过电机—磁悬浮飞轮—发电机
这一机电系统，可较好地解决微弱、
不连续能量的利用问题。

除了项目本身，这支由大一学
生组成的科研团队也获得专家的肯
定，年轻学子提出的节能创意比项
目本身更值得鼓励。本报记者 易蓉

交大学生团队发明节能“利器”

神奇“飞轮”收集“垃圾能量”

! ! ! !本报讯 市欧美同学会将于本
周六上午 !时 "#分至 $$时 "%分
在上海德济医院 !普陀区古浪路

!"#号"举行癫痫病大型公益义诊，
由沪上多家知名医院的海外归国专
家进行讲座和义诊。 （逸帆）

周六有癫痫病义诊

! ! ! !昨天，在浦东新区新川中学高三学生毕业
典礼上，&'%多名高三毕业生为该年级老师隆
重颁奖，感谢老师们 "年来的悉心培养。

所有奖项全部由学生自己设计，获奖教师
也由学生选举产生。颁奖仪式上，一名获奖老
师表示：“学生对我的肯定是我作为教师最大
的荣耀。”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影报道

!"#$%&'()

! ! ! !本报讯（记者 陆梓华）改革开放后国内第
一所由中国人自主管理的公办学校国际部———
上海中学国际部，昨天庆祝成立 (%周年。
经过 (%年发展，上海中学国际部是目前

国内唯一一所能在校内参加 )*、+,、,-+.、
-+.、./012、340考试的中学。学校在 )*考
试中连续 "年平均分超过 5%分，位于全球前

列。!%6的学生进入美国前 '%名大学就读。
上海中学副校长、国际部主管李英表示，

国际部对国内教育发展发挥了示范、影响、辐
射作用。现任国际部常务副主管马峰说，国际
课程中对于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方式
值得借鉴，这对老师的教学和管理，甚至是学
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鼓励学生形成批判性思维
上海中学国际部庆祝成立20周年

! ! ! !本报讯（记者 施捷）据来自市
防治中心的消息，今年起至 (%$7

年，本市将针对 $'岁及以上人群的
沙眼倒睫进行调查和干预。
沙眼由沙眼衣原体引起，早期

会引起不同程度的怕光、流泪、发
痒、异物感、分泌物增多等不适感，
晚期睑结膜会形成瘢痕、内翻倒睫、
角膜混浊、视力下降甚至致盲。

本市开展沙眼调查

! ! ! !本报讯（记者 马亚宁）今天上
午，我国首台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研
制的作业型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
号，搭载着首位真正意义上的“乘
客”下潜———他是来自上海的同济
大学教授周怀阳，下潜区域仍是南
海冷泉区。昨天傍晚，“蛟龙”号刚从
该区域海底回到母船“向阳红 %8”
的甲板上9 顺利完成其首个试验性
应用航次的首次下潜任务，并发现
了大量贻贝等大型生物。
“过去坐美国人的潜水器下深

海做科研，这回坐上了中国人自己

的。”作为随“蛟龙”号下潜的首批科
学家之一，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
学院教授周怀阳为今天已经期待了
十多年。早在 &888年，科技界就讨论
要用我国自行设计的潜水器开展深
海科研。(%&&年 '月，“南海深海过
程演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
计划!简称#南海深部计划$"申请结
合“蛟龙”号的进一步试验，在南海开
展深潜科考，对南海深部过程进行高
精度、高分辨率的现场探测。
终于，“蛟龙”号首次试验性应

用航程聚焦“南海深部计划”，共有

包括周怀阳在内的 7位科学家远征
南海。他们不仅要随“蛟龙”下潜，还
要负责各种实验设备的操作，如保
压流体采样器、沉积物采样器、多参
数传感器等，工作量很大。起航之
前，“乘客”们已完成了培训，了解和
掌握了潜水器的基本性能，以及潜
水器内部的作业规程。对于首位“乘
客”周怀阳来说，这些并不陌生———
早在 (%%'年，他曾作为“中美深海
热液区联合深潜”中方项目的首席
科学家，乘坐美国“阿尔文”号载人
潜水器抵达过海底世界。

据介绍，7月 &%日起航的“蛟
龙”号首个试验性应用航次共分为
"个航段，预计需要 &&"天。科学家
将搭乘“蛟龙”号下潜三四千米，在
南海北部的一座小海山开展科学实
验，进行观测、地形精细测量，采集
岩石、沉积物、生物样品等。南海洋
壳基底、洋中脊热液活动、冷泉等都
是科学家聚焦的研究重点。“此次选
择的冷泉区位于海山区的北部，尽
管水深不超过 &%%%米，但地形相对
复杂。”周怀阳表示，对于潜水器的
挑战在于，目标太小，找冷泉口需要

非常精确的定位。
据“蛟龙”号试验性应用航次总

指挥、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主任
刘峰介绍，此次在潜水器上加装了
一套定位系统，在海底的绝对坐标
定位可以达到米级精度，最大误差
不会超过 &%米。同时，视频系统也
进一步改进，使图像更加清晰。昨天
完成的首次下潜属工程下潜，验证
了潜水器技术状态非常稳定，潜航
员驾驶技能良好，第一次启动的长
基线定位系统运转成功，潜水器具
备了“指哪打哪”的能力。

同济大学教授周怀阳：终于坐上了中国人自己的潜水器
“蛟龙”号搭载首位“乘客”下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