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蓄势待发

瓦斯气是煤矿开采过程中

释放出的有害气体，主要成分

是甲烷；乏风被称为“煤矿风排

瓦斯”，其甲烷浓度极低。这对

“废气兄弟”渴望在清洁环保与

能源再利用的舞台上展现自己

的价值，由此开启瓦斯氧化蓄

热旅程，乘坐瓦斯输送管道来

到第一站——掺混器皿。

在一次掺混器中，“瓦斯

气 ”和“ 乏 风 ”翩 翩 起 舞 、融

为一体，掺混为浓度 2.4%的

气体。在二次掺混器中，它

们迎来了新的朋友“氧气”，

共同混合成为浓度 1%的“混

合气体”。

2.焕然一新

3.步步高升

“混合气体”按捺不住激动

的心情，进入瓦斯氧化蓄热装

置，在这座“高温桑拿室”里，“混

合气体”褪下“伪装”，在950摄

氏度蓄热装置内氧化分解变成

了水和高温烟气。至此，“废气”

变成“暖气”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4.重获新生

950 摄氏度的高温烟气通

过引风机的召唤进入第三站

——余热锅炉。在这里高温

烟气释放热量，“废气”彻底变

为高温“暖气”，产生 1.25 兆帕

饱和蒸汽来加热管壳中的“水

兄弟”。“水兄弟”满心欢喜，

一路顺着蒸汽和供水管路来

到 矿 区 完 成“ 废 气 ”的 使 命

——满足矿区冬季供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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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巴黎协定》签署，承诺将

制定并实施一系列计划，旨在将全球平

均气温升幅严格限制在1.5℃以内。然

而，到了2023年，全球气温在全年大部

分时间甚至整个年度都突破了这一临

界值，这不禁让人对实现该宏伟目标的

长期可行性提出质疑。

为了扭转这一趋势，全球必须致力

于削减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为

此，人们已经提出并采纳了多种旨在

“稳定气候”的应对策略。其中，许多

策略都聚焦于大幅削减二氧化碳排

放，并辅之以直接空气捕获（DAC）技

术，该技术能高效去除二氧化碳。

高效降低大气中碳浓度

想象一下，一个堵塞的浴缸已经

水满为患，眼看即将要淹没浴室。这

时，人们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关掉水龙

头，要么舀出水来，争取时间疏通排水

管道。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排放就像浴缸

溢出的水。二氧化碳的点源捕集技术

就像是关掉水龙头，在排放源（如烟

囱）处捕获二氧化碳，防止其进入大气

层引发变暖；而二氧化碳移除则像是

从浴缸中舀水，移除已排放到大气中

的二氧化碳。点源捕集技术旨在从源

头防止排放导致变暖，而二氧化碳移

除则是逆转已导致变暖的排放。尽管

这两个概念经常被相提并论，但它们

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是两种截然不

同的手段。

《麻省理工技术评论》和《福布斯》

周刊网站介绍，二氧化碳去除是通过

物理方式从大气或海洋中去除二氧化

碳以减缓全球变暖的过程。其中，

DAC 可从空气中去除二氧化碳，而直

接海洋捕获（DOC）可从海洋中去除二

氧化碳。

DAC 技术具有两个显著优势：它

能直接检测量和验证移除的碳量，效

果立竿见影；当与地质储存结合时，能

永久隔离二氧化碳，避免其重新释放

至大气中。

业界争相押注DAC技术

据 投 资 银 行 杰 富 瑞 集 团 称 ，自

2018 年以来，致力于从空气中捕集二

氧化碳的公司已筹集了超过 50 亿美

元。在此之前，这类投资几乎为零。

例如，加拿大深空公司已筹集了

5000 多万美元用于开发二氧化碳去除

项目。该公司成立于 2022 年，总部位

于蒙特利尔，是一家技术中立的碳去

除项目开发商，其在加拿大开展的“深

空阿尔法”项目采用了从DAC到DOC

的方法，目标是从大气中去除数十亿

吨的碳并将其永久封存在地下。该项

目完全由太阳能发电场提供动力，将

使用类似于巨型抽风机的直接空气捕

获系统，每年从大气中清除 3000 吨二

氧化碳，并将其注入地下2公里处进行

永久封存。预计该设施将于今年春季

投入运营。

市场普遍认为，该领域即将迎来爆

发式增长，掀起新一轮“气候淘金热”。

然而，《纽约时报》刊文称，尽管巨

额资金涌入，现有数十个运营中的

DAC 设施的处理能力，仍仅占人类排

放量的极小部分。即便扩建数百座工

厂，去除量也远不足以抵消年度排放

量的1%。

仍面临四大现实考量

麻省理工学院能源倡议团队认为，

DAC 技术目前仍面临四大核心挑战，

直接关乎该技术的可行性与效率。

第一个挑战在于规模。大气中二

氧化碳浓度极低，约为 0.04%，相比之

下，工业排放源中的浓度高达 3%—

20%。因此，从大气中去除一吨二氧化

碳需处理约 720 个奥运会标准游泳池

体积的空气，这要求有巨型设备，如 4

层楼高、近5米长的空气接触器。尽管

预测显示 DAC 技术每年可去除 5 亿—

40 亿吨二氧化碳，但实现亿吨级部署

的可能性高度不确定。

其次，能源需求是另一大障碍。由

于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低，DAC 技术

需捕获大量空气，能耗巨大，每去除 1

吨 二 氧 化 碳 至 少 需 要 1.2 兆 瓦 时 电

力。若使用高碳电力，将违背减碳初

衷。大规模部署DAC技术需超过全球

总发电量40%的电力，且随着电气化进

程加速，清洁电力将面临更多竞争性

需求，引发资源分配争议。

最后，成本问题不容忽视。基于前

述挑战，DAC技术的成本高昂，每去除

一吨二氧化碳的成本远超当前模型预

测的 100~200 美元。与从工业排放源

中捕获二氧化碳相比，大气中二氧化

碳的低浓度导致成本显著增加。

（来源：科技日报）

日前，由科技日报社主办、部分两院院士和媒体负责人

共同评选的2024年国内、国际十大科技新闻揭晓。

入选的 2024 年国内十大科技新闻分别是：全国科技大

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召开；“拉索”确认

首个超级宇宙线源；复粒稻遗传奥秘破译；光子的分数量子

反常霍尔态首次实现；世界首款类脑互补视觉芯片研制成

功；嫦娥六号实现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国家重大工

程深中通道建成开通；异体通用型 CAR-T 治疗自身免疫疾

病获突破；首个国产移动操作系统发布；大洋钻探船“梦想”

号正式入列。

入选的2024年国际十大科技新闻分别是：全球最大古人

类基因库创建；首例脑机接口设备人体移植完成；OpenAI公

司文本-视频程序 Sora 惊艳全球；最大神经形态计算机研制

成功；分子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首次形成；嫦娥六号实现世

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自身免疫性疾病治愈曙光初现；

“星舰”上演“筷子夹火箭”场景；第三种磁性材料交变磁体发

现；新一代量子芯片纠错能力达到实际应用必要条件。

（来源：科技日报）

据最新一期《先进能源材料》杂志报道，德国慕尼黑工业

大学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新方法，可将水性锌离子电池寿命

延长几个数量级。锌离子电池不再是只能充放电几千次，而

是可以承受几十万次的充放电循环。这项创新的关键在于

为电池锌阳极设计了特殊保护层。研究人员使用了被称为

TpBD-2F 的多孔有机聚合物。这种材料在锌阳极上形成一

层稳定、超薄且高度有序的薄膜，使锌离子能够通过纳米通

道高效流动，同时还能使水远离阳极。该保护层解决了长期

存在的问题，如针状锌结构（锌枝晶）的生长，以及引发腐蚀

和生成氢气等不良的化学反应。

研究人员说，带有这种新型保护层的锌离子电池可以在

大规模储能应用中取代锂离子电池。它们的使用寿命更长、

更安全，而且锌比锂更便宜、更易获得。

虽然锂仍然是电动汽车和便携式设备电池的首选材

料，但较高的成本和对环境的影响使其在大规模储能领域

缺乏吸引力。

研究人员表示，新开发的化学方法不仅可行，而且可

控。目前，已经开发出第一个原型纽扣电池，未来有望应用

于更多领域。 （来源：科技日报）

科技前沿

全球首款碳-14钻石电池有望供电数年

2024年国内国际十大科技新闻揭晓

新保护层能极大延长锌电池寿命

科普天地 直接空气碳捕获能否减排“降温”？

科技大观

手机放在口袋中即可完成充电？这不是科幻小说中的

场景，而是韩国蔚山国立科学技术研究院团队实现的真实技

术。这一创新技术使设备在三维空间内不受位置限制实现

无线充电，为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的充电技术发展铺平了道

路。该成果发表在最新出版的《先进科学》杂志上。

这项新技术叫作电共振无线电力传输。它允许在三维

空间内的任何位置为设备充电，无论是通过墙壁、地板还是

空气。这一进步解决了传统磁共振无线电力传输中遇到的

难题，如需要精确对准接收器和发射器的问题，并提供了一

种不受位置限制的高效充电方法。

传统的无线充电方式依赖于磁场，这就要求设备必须

放置在特定位置上才能有效充电。而新技术则利用了电荷

的特性，即使设备不在固定位置，也能保持高效的充电效

率。实验显示，新技术能够在 2 米距离内以 46%的功率传输

效率传送高达 50 瓦的电力，不论设备如何移动，充电效率几

乎不变。

与 2007 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使用磁共振技术达到的

40%传输效率相比，这次的进步显得尤为突出。更重要的是，

这项新技术不仅限于为单个设备充电，还可同时为多个设备

充电，且不会影响充电速度或效率。

这项技术的关键在于其独特的开放式双线圈设计。这

种设计优化了电谐振，使得设备可以在电场中自由移动而不

影响充电效果。新技术不仅有望彻底改变电子设备的充电

方式，还可能改变人们对于电磁力的理解。（来源：科技日报）

新技术可不受位置限制无线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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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海能源作为一家

有着60余年开采历史的

老煤炭企业，一直以来高

度重视瓦斯治理和综合

利用工作，通过大胆创新

和实践探索，走出一条煤

炭企业瓦斯综合利用的

新路径，将昔日令人闻之

色变的“毒魔”，“变身”为

清洁无污染的“绿电”和

供热供暖的“暖气”，既降

低瓦斯对煤矿安全生产

的重大威胁，又为企业带

来了良好的安全效益、社

会效益、环保效益和经济

效益。接下来，就让我们

了解一下乌海能源公司

让瓦斯“变身”，都有哪些

“秘籍”。

“毒魔”变“绿电”安全有保障

瓦斯被煤矿职工称为“毒魔”，是威胁煤矿安全

生产和矿工生命安全的重大隐患之一，治理瓦斯一

直以来都是煤矿安全管理的难题。

瓦斯，主要成分为甲烷，易燃易爆，早年间，为

保障矿井安全生产和矿工的生命健康，都是将煤

层中的瓦斯抽出后直接排入大气，对人类生存环

境造成极大影响。为减少瓦斯外排污染，充分利

用瓦斯与天然气相当的燃烧值，乌海能源先后建

设了五虎山瓦斯电站一期、二期、三期工程和黄白

茨瓦斯电站，以用促抽、以抽促采，降低瓦斯灾害

事故的同时，将瓦斯源源

不断地转化为电能，不

仅 完 美 实 现 减 碳 降

碳 ，还 创 造 良 好 的

经济效益，让“毒

魔”瓦斯改头换

面，成为受人喜爱

的“绿电”，在乌海能

源人的手中实现了华

丽转身。

在百米井下煤层深处沉睡了亿万年的瓦斯被

安装在井下的瓦斯抽放真空泵“唤醒”，沿着瓦斯抽

放管道被输送至地面瓦斯发电机组的气缸中，在气

缸内被压缩的瓦斯和燃油混合后，被火花塞点燃，

产生高温高压气体，推动活塞向下运动，通过连杆

带动发电机的转子旋转，从而产生电能。

该项目可将矿井低浓度瓦斯再利用，实现低碳减排、变废为宝，

按照设计能力计算，每年可消耗纯瓦斯 518.4 万立方米，每天可产生

高温饱和蒸汽约220吨，满足约4.82万平方米矿区供热需求，有力推

动了矿区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废气”变“暖气”节能又增效

前世今生

“变身”通道

为进一步提高瓦斯利用率，乌海能源黄白茨瓦斯氧化蓄热项目

于2023年5月20日开工建设。该项目是乌海市、乌海能源重点打造

的绿色、节能、环保项目。该项目于近日正式投运，标志着乌海能源

公司在瓦斯治理、节能降碳领域取得新突破，为煤炭行业绿色低碳

转型探索出一条新路径。

看看 国能科普

氧化蓄热炉氧化蓄热炉。。

黄白茨瓦斯电站发电机组黄白茨瓦斯电站发电机组。。

余热蒸汽锅炉余热蒸汽锅炉。。

据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官网 4 日报道，来自该校和英国原

子能管理局的研究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碳-14钻石电池，这

款电池有望为设备供电数年。团队透露，碳-14在放射性碳

测年领域举足轻重。此次，他们借助一种新兴技术，使用人

造钻石安全地包裹少量碳-14，打造出这款独特的电池。

碳-14钻石电池的工作原理十分巧妙。它利用半衰期为

5700年的碳-14的放射性衰变，来产生低水平的能量。这一

原理与将光转化为电能的太阳能电池板类似，但不同的是，

太阳能电池捕获的是光子，而这款电池则是从钻石结构中捕

获快速移动的电子。

团队表示，钻石电池不仅安全可靠，而且可持续提供微

瓦级电力。这款生物兼容的钻石电池可用于眼部植入物、助

听器和起搏器等医疗设备内，最大限度地减少更换电池的频

率，并纾解患者的痛苦。

此外，这款钻石电池也可用于太空和地球上的极端环境

中。在这种环境里，替换传统电池往往不切实际。而钻石电

池能数十年如一日，为有源射频标签供电，不仅可降低标签

使用成本，还可延长其使用寿命。通常，这些标签被应用于

识别和跟踪在地球上或太空中的设备，如航天器或其他有效

载荷。

（来源：科技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