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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智 /

! ! ! !据英国《卫报》报道，为了能够
模仿太阳产生光能，找到一种更有
效的方法来获取氢气，为工业用氢
和氢气制取开辟新道路，德国科学
家们用 !"" 多盏 #$% 短弧氙气灯
打造出世界上最大的“人造太阳”。
它名叫“融光”系统，高 !& 米宽 !'

米，看起来酷似一个巨型蜂巢，又像
一个反向的抛物面反射器。“人造太
阳”造价 ()" 万欧元（大约合 *'!&

万人民币元），其中大部分费用由北
莱茵威斯特法州政府提供，宝马汽
车公司提供了 !!"万欧元 !大约合

!""万人民币元"。
“人造太阳”已经在德国北莱

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尤里希完工，被
正式悬挂出来。(月 *(日，,-.太
阳能研究所的科学家启动了这个近
(层楼的“融光”系统，开始进行相
应的科学研究，其中包括利用太阳
光生产氢燃料的研发过程。整个测
试实验在一个能防护辐射的房间内
进行，当 !&/个功率得到增强的短
弧氙灯集中照射在 (个不同测试室
中 *"!*"厘米的聚焦平面范围时，
就能够提供 !!0%12

*的辐射量。产
生的辐射强度是太阳光照射同等面
积的 !""""倍，温度最高可达 (""""

3，大约是高炉温度的 *4(倍。当设
置最高功率时，其可以提供 (*"$%

的能量。“融光”实验装置 &小时内
消耗的电量可供一个普通 &口之家
使用一年，如果有人在处于开机状
态时走进屋内，会直接被烧焦。
太阳的光和热来源于氢的两个

同胞兄弟———同位素氘和氚，在聚
变成一个氦原子的过程中释放出的
能量。“人造太阳”就是“模仿”这一
过程，通过可控热核聚变的方式给
人类带来几乎无限的清洁能源。极
高的温度是使用太阳能生产氢燃料
过程中的必要条件，“融光”系统实
验旨在制订出集中自然太阳光、为
产生氢燃料的反应提供能源的最优
方案，探索开发出利用太阳光生产
氢气的最佳装置。研究人员将探索
利用“人造太阳”为从水蒸气中生成
氢气的反应提供能源的可能性，生
成的氢气能够被制成不含二氧化碳
的清洁能源。
“我们实际上是把太阳带到了

地球上，以此研究生产清洁燃料的

新途径。”德国国家航空航天研究中
心（,-.）太阳能研究所贝纳德·霍
夫奇米特教授表示，“这个‘太阳’可
以制造出水蒸气，而水可以被分解
成氢气和氧气，氢气可以被制成不
含二氧化碳的清洁能源。”
氢能源不含碳，具有无污染、可

再生、能量密度高、方便储存和运输
等特点，未来发展前景广阔。尽管在
宇宙中氢是最丰富的元素，然而自然
氢的存在十分稀少，纯度也不高。氢
能是一种二次能源，需通过一定的方
法利用其它能源制取，而不像煤、石
油、天然气可以直接开采。科学界一
直在探索利用更干净的原料来人工
制氢，已经开发出多种人工制氢技
术，包括采用矿物燃料制氢、人工光

合作用、海水电解和生物质反应等。
但在目前的实际运用中，所有这些尝
试都还未能达到最合适的性价比。例
如，通过电解水制造高纯度氢，要破
坏水分子的化学键，释放其中的氢元
素。虽然制氢过程简便，但需要消耗
巨大的能量，造价十分高昂。
太阳能是最大的潜在能源之一，

利用它来制氢是未来的另一种发展
方向。但是太阳能受天气、纬度和地
形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较大，在中欧地
区通常被视为“不规律”的能源，因此
“人造太阳”成为了更现实的选择。为
了提供更可靠和可控的替代品，科学
家和工程师已经为实验室工作建立
了自己的“人造太阳”，希望这种模拟
器能够为太阳能燃料制造带来更快

的进展。德国政府大力投资支持可再
生能源的开发，,-.太阳能研究所
几年前就已经在实验室内成功使用
太阳能生产氢。
“融光”系统可以推进利用太

阳能生产化学原料和减少碳排放
等方面的研究，有望将小型实验室
的实验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进一
步扩大生产范围，利于工业应用。
一旦用 ()" 千瓦人造光来制氢的
技术成熟化，可以使功效提高 !"

倍，达到发电厂的技术水平。如果
资金充足，这个目标有望 !"年内
实现。届时只花费 ()"万欧元（大
约合 *'!&万人民币元）就能修建
一座氢能发电厂。

李忠东

打造世界最大的“人造太阳”

压力宇航服快要用完了
! ! ! !如果网传一种服装即将供
不应求，一定有人蜂拥而上，想
填个空白。不过今天要说的这
种，肯定没人敢随便投资。那就
是美国宇航局的宇航服，现有的
快用完了，而新装的设计方向还
有点迷乱。

压力宇航服本是为宇航员
在国际空间站出舱工作而设计
的，宇航局可能很快就会面对无
压力服可用的尴尬。据其督察长
办公室（567）最近发布的报告，
使用已有年头的舱外活动服（8#
09）即将耗尽。原有的 !:套只
剩 !!套，可能持续不到国际空
间站计划要退役的 *"*&年。
具体盘点一下，先要减掉 #

套太空服，其中 &套在挑战者号
和哥伦比亚号灾难中被毁，!套
损失在 *"!) 年 ' 月 ;<=>?@ 火
箭的爆炸事故中；!套本来就是
不上天的原型，另有 ! 套在测
试。而现今正在服务的 !!套也
有些麻烦：*套因为水系统的问
题正在拆卸检查，*套被指定为
地面处室使用，还有 *套仍在接
受认证。再说，这款舱外活动服
在月球或火星上行走不太合适，
因为它们太重，也不能提供臀部
和膝盖以上部位足够的灵活性。

美国宇航局正在投资下一
代的 809。不过据 567官员，订
购新装将“极为昂贵”，也没有那
么快。未来宇航服的首次迭代不

会早于 *"*(年，所以哪怕进度
稍有延误，就没有足够时间在国
际空间站上测试新装了。

567报告说，美国宇航局花
!"年时间和 *亿美元创建新宇航
服，但“尽管有这些投资，我们还
需要好几年才能有合适的替代宇
航服，用于未来的探索任务。”

公平地说，美国宇航局制定
详细的长期计划的确很难，因为
“游戏计划”尚未确定。未来宇航
员要去哪里，他们需要做什么？
会再去月球吗？是停在火星的某
卫星上，还是直接去火星？所有
这些选项需要不同的宇航服设
计，因为每个目的地的温度、辐
射水平、压力和流动性都可能提
出各异的要求。宇航服的开发计
划远比按基本要求设计一套复
杂得多。当然，还有新总统的见
解，你懂的。

资金不足，也是长期存在的
问题。宇航局近年来又削减了
宇航服开发的资金，更偏重其
他项目（如国会要求建造的深
空栖息地）。

有限的资金又被放在
太多篮子里。*""# 年以
来，宇航局投资了 (个不
同的太空服相关开发计
划，!A()亿美元给星座太
空服系统（3;;;），)*""万
给先进太空服项目，!*""万
建一个在猎户座飞船使用

的宇航服。即使是 *"!"年奥巴
马总统取消了登月计划，转而指
向火星之后，宇航局继续支持
3;;;。
那么，下一步怎么办？
一个可能是，现有的 !!套

宇航服仍足以维持国际空间站
的宇航员用到 *"*& 或更久，空
间站的运行者也是这么想的。宇
航服已经使用几十年了，多用几
年何妨？
原本打算每次用于航天飞机

任务的宇航服都要送回地球进行
维护。现在航天飞机退役了，物件
返回的频度降低，宇航服将在空
间站待久一点，规定是：或者在那
里待 '年，或者用于 *)次太空行
走。宇航员将在空间站对宇航服
进行一些检查和保养，总体而言，
这些宇航服的实际使用要比设计
期限长得多。

凌启渝

! ! ! !)月 )日，美国
得克萨斯州奥斯汀
市，一架 BC+&"固
定翼无人机徐徐降
落，送来的货物是
用黑胶带捆在一
起、重 !A:公斤的气
动零件 （如图，
DE;）。这一单无人
机送货让目击者兴
高采烈，因为他们
知道，飞机来自得
州中部的一个基
地，它创造了美国
无人机送货距离的
新纪录———!)' 公
里。而被打破的无
人机送货距离记
录，则是从内华达
州霍桑市到里诺，
距离为 '*公里。

大家知道，亚
马 逊 、# +8F?G?H、
9I;这些公司都已
有无人机在空中递
送包裹；还有达美
乐，给食客送个披
萨，但这些旅程通
常很短，都是为解
决所谓“最后一公
里”而作的努力。而
这次 BC+&" 的行
程，对送货无人机
而言，称得上是长
途跋涉。如果在中
国版图上找，这大
致就是上海到浙江
湖州的距离。
破纪录飞行由

内华达州自治系统
研究所（D6E;）全程
监视，定位从得克萨

斯中部的起
点开始，通
过蜂窝通信
链路远程控
制。团队采
用移动指挥
控制和目测

观察组相结合的方法，让无人机遵
循由国家空域系统（DE;）通过的预
定飞行路径，直到在奥斯汀市降落。
因为美国现行的规定禁止无

人机飞到视线之外，所以必须沿
途设置观察员，确保飞机随时可
见。位于整个航线固定位置的目
测观察员配备了增强无线电和手
机通信，另有一支地面移动团队
部署在偏远地区。

执 行 团 队 取 名 走 鹃
（.J=KLMHH?L），由 D6E;，NJF=HOPQ，
-=RQRMK?和 E9N航班服务等机构
联手组成，而安柏瑞德航空大学则
提供地面与移动的目测观察支持。
本次飞行的指挥部设在内华达州
的无人机测试站，这里是联邦航空
管理局指定的 #个无人机测试站
之一。

克里斯·瓦莱斯博士是测试
现场的指挥，他说，“这是 DE;迄
今使用蜂窝技术完成的最具有挑
战性、后勤支持密集、距离最长的
包裹递送示范。它让我们有机会
展示无人机产业必须具备的创新
能力。包裹交付证明了无人机新
技术能使无人机安全集成到国家
空域系统，用于长途和城市包裹
的递送。”
“我们组建的团队有能力见招

拆招，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
以创新技术、创业视角，得以完成这
一使命。”

NJF=HO+Q联合创始人 B=HH=H

I=LGQSQ=H说，“这是一项极其复杂
的任务。确保无人机满足所有的
性能要求，只是任务的前提。而重
点则在飞行安全、适航、通讯、指
挥和控制，还有空中和地面协调，
以及物流。各支团队配合得非常
好。我庆幸我们选择了最好的团
队。” 小云

公
里

︱
︱︱
无
人
机
送
货
距
离
新
纪
录

!

"

#

! 霍夫奇米特教授检查实验现场! 酷似一个巨型蜂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