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张红霞） 11月 26日，为期两天的 2020
年宁夏清洁能源技术发展论坛举办，来自区内外清洁能
源开发、设备供应、金融机构等 190多家机构企业、300多
名专家代表参会。

本次论坛以“领大势·启未来，共促清洁能源产业高质
量发展”为主题，分为开幕式、风电光伏技术发展研讨专题
论坛、光伏及风电制造业现场观摩、风电光伏项目合作洽谈
等部分。开幕式上，由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有限公司、宁
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京能清洁能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宁夏宝丰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和宁夏能源协会
等单位发起组建的宁夏清洁能源产业发展联盟正式启动。

据介绍，我区是一个典型的能源资源省区，煤炭、风
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富集互补，具有综合开发的优越条
件。2012年，国家能源局将宁夏确定为全国首个新能源
综合示范区，吸引了区内外众多有魄力、有实力的清洁能
源企业投身宁夏风、光资源开发，推动我区清洁能源产业
发展驶入快车道。预计到今年底，我区可再生能源发电
装机将达到 2640 万千瓦，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将超过
44%，发电量占比达到 21%，每天发绿色电力约 1亿千瓦
时。在清洁能源装机规模不断扩大背景下，依然保持着
高质量的水平，清洁能源利用率保持在 97%以上。非水
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比重连续四年居全国第一，预计今
年将继续保持在 25%左右。我区将围绕促进清洁能源全
产业链配套发展，推动清洁能源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
智能化、融合化方向发展，努力为我国清洁能源产业发展
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宁夏经验。

地球为何每26秒脉动一次？
60年未解之谜原因仍扑朔迷离

每隔 26秒，地球就会脉动一次，很具规律性。但其
脉动微弱，人体根本感受不到它的存在。过去 60年来，
世界地震学家一直在对“地球脉动”进行追踪和研究，但
其成因仍是未解之谜。

1961年 6月 6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杰克·奥利弗在
拉蒙特·多尔蒂地球观测站，通过纸质记录仪，第一次记
载下了“地球脉动”，每 26秒跳动一次。

1980年，美国地质学家使用地震仪，初步确定“地球
脉动”源头在南大西洋或赤道附近某个地方。北半球的
夏季，“地球脉动”微震强度会有所增加。

同一年，美国地质调查局研究员加里·霍尔科姆称，在
暴风雨中，“地球脉动”幅度会加强。1998年，加里·霍尔科
姆进一步发现，在北半球的夏季，也就是南半球的冬季，“地
球脉动”振幅达到最大。脉动可能来源于海洋或大气。

2005年，科罗拉多大学格雷格·本森利用三角测量法，
成功定位脉动震动信号声源位置在非洲西海岸几内亚湾。

2011年的研究进一步缩小了震源范围，认为位于几
内亚湾的邦尼湾。

2013年，还有科学家提出，“地球脉动”可能由火山引
起，脉动原始点最有可能来自邦尼湾圣多美岛的一座火山。

也有科学家推测，当海浪拍打几内亚湾大陆架这一
特别的地方，有规律的脉动就产生了。

但一些科学家对以上解释持怀疑态度，认为全球海
浪冲击大陆架的地方很多，各地也有很多火山，为什么只
有邦尼湾的大陆架和圣多美岛的火山，会引发这种脉动
信号？难道这里的海浪、大陆架和火山与别的地方有什
么不同之处？

总之，经过 60年努力，科学家已把引发“地球脉动”的
地区定位到很小的范围，但引发脉动的原因仍扑朔迷离。

目前，科研人员希望通过加倍努力，仔细检查全球各
地地震监测仪，发现更多信号，彻底解开这一发现了 60年
的地球每26秒脉动一次的神秘原因。（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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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来自德国哥廷根大学生态
系统建模系的生态学家斯蒂芬·格津，也
在关注这些神秘的仙女圈。2019年，格
津团队用无人机和野外气象站采集数
据，对澳大利亚西部的仙女圈再次展开
了一系列研究。最近，他们发表论文称，
仙女圈竟然和通常用于解释自然界中重
复模式的图灵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格津团队在草地生态系统中，分析
了仙女圈内外草的生长情况、大小与排
布疏密程度以及土壤含水量。基于无人
机的多光谱分析和空间显式统计数据，
他们测试了 5个面积 1公顷的样板地，
看草的活力是否取决于仙女圈模式。他
们还检查了高活力草丛和低活力草丛的
关系，并在 1平方米的小尺度上，评估了
火灾后草木在不同演替阶段的情况。

结果发现，与低活力草相比，高活

力草与仙女圈的系统相关性更高。“在自
然科学中，将经验生态学和物理学联系
起来，是最具挑战性但也是最有趣的努
力之一。这些草通过形成对称间隔的缝
隙模式，积极地改造自己的环境。”格津
说，植被得益于仙女圈提供的额外水分，
即使在非常恶劣、干旱的条件下，也能保
持生态系统的功能。如果没有草类的自
我组织，这个地区很可能变成沙漠。

根据图灵斑的形成原理，生命力较
强的植被应当聚集在一起，而生命力较弱
的植被则会随机散布。他们关于生态学
的发现，证明了仙女圈可以被图灵斑图解
释。在发表于《生态学杂志》的论文中，他
们写道：正如理论模型所预测的，仙女圈
是干旱地区植被的重要额外水源，草是

“生态系统工程师”，可改变其不利的非生
物环境，从而导致植被“自组织”。

奇尔盖尔曾研究指出，小型仙女圈平
均只维持24年，而较大的仙女圈能够存在
75年。然而，他的研究并没有确定仙女圈
最初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们为何消失。

但克雷默的团队发现，是降雨多
少决定了纳米比亚沙漠里仙女圈的分
布，仙女圈似乎只存在于降雨量稳定而
稀少的地区。如果降雨太多，大量植物
将缓和对资源的竞争，这些仙女圈将关
闭；如果降雨太少，竞争将变得异常激
烈，仙女圈也将再次消失。由于仙女圈
出现在这样狭窄的湿度范围内，每年降
雨量的差别，将导致它们忽然消失，或
忽然再次出现。基于这个逻辑，研究人
员发现他们能够预测仙女圈的分布，精
确度高达 95%。此外，仙女圈之间规则
间隔，可能是每一个圈周边的草与其他
圈之间为资源而竞争的结果。

当然，克雷默也不否认仙女圈与
白蚁存在关联。他认为，产生仙女圈是

植物之间的竞争。白蚁则是第二现象，
它的作用是仙女圈的维修工，能够杀死
在圈中央出现的草。

2014 年，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大学
的迈克尔·克拉默和同事尼科尔·巴格
测量了纳米比亚仙女圈的大小和排列
密度，也发现这些数据都与土壤中的水
分和养分含量有关。

与克雷默团队观点相似，他们认为
如果当地降雨量小、土壤贫瘠，地面上会
形成许多巨型的仙女圈，这些沙土圈可以
储存水分、养分，并通过渗透供给周边的
植被；相反，如果当地降雨量变大，土地富
含养分，则仙女圈会排布稀疏并变小。

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团队都发现，仙
女圈是植被在“抢夺”资源时所引起的一
种自发现象。其资源竞争原理是：圆圈内
土壤中不生长植被，所以水分及养分含量
高，充当着“水库”的角色，可以向圆圈边
沿和圆圈外的植被渗透水和营养。

与土壤水分养分及极端天气有关

非生物过程观点

植被仙女圈模式可改变不利环境

图灵斑观点

计 算 机 之 父 艾 伦·图 灵 在
普林斯顿大学时，提出了“通用
计 算 机 ”的 概 念 ，鲜 为 人 知 的
是，图灵生命的最后几年，其精
力大多投入在数理生物学上，
特别是对生物的图案有过许多
重要研究。

图灵在观察鱼的胚胎发育
时，发现胚胎初期阶段所有细胞
形态完全相同。但接下来，胚胎
中不同部位的细胞开始各自聚
拢，并朝不同形态发展。图灵想
知道是什么机制让原本对称的球
状胚胎发育成不对称的胚胎，是
什么打破了这种对称性。 1952
年，图灵发表了人类科学史上第
一篇用数学模型解释胚胎形成不
对称纹样的论文，用二阶抛物方
程，模拟了生物体内发生的这种

“自组织”现象。
图灵假设溶液中有两种分

子，分别称作“激活剂”和“抑制
剂”，通过不断重复“激活—抑制”
过程，就能形成重复的斑纹结构，
这种结构被称为图灵斑。这套机
制被命名为“反应—扩散机制”，也
叫图灵模型。

20世纪 80年代，美国生物学
家詹姆斯·穆瑞发现，用图灵模
型可以解释自然界动物身上的各
种斑纹，如斑马、长颈鹿、海螺
等。哺乳动物通过作用于生成黑
色素的基因通路，可产生从棕色
到黑色的各种颜色。2012 年，牛
津大学科学家菲利普·迈尼等人
发现两组“激活剂—抑制剂”同
时进行反应，能够生成豹皮上的
半封闭圆环图案。这正是图灵模
型的奇妙之处。

（据《科技日报》）

延伸阅读

图灵模型可解释
动物身上各种斑纹

在纳米比亚沙漠间，分布着数千个神秘
的秃斑圆圈，包围着圆圈的是高高的草，这样
的景观往往绵延数千米，从高空俯瞰，奇幻无
比。人们对此提出了许多解释，包括土壤中
的物质含量、陨石、不明飞行物甚至原住民死
亡后的“鬼魂”。

有人认为这些圆圈是“仙女”创造的，也
有人说是外星人曾光临这些地区时留下来的

“痕迹”。纳米比亚当地的传说认为，地底深
处藏着一条巨龙，它呼出的毒气杀死了地表
的植被，形成了这些圆圈。

神秘的仙女圈确实让人脑洞大开，人们
提出各种猜想，但要讲清楚其来源，还得靠科
学考察和深入的研究。

2013年，德国汉堡大学的生物学家诺伯
特·尤尔根斯宣称自己发现了仙女圈形成的
秘密。

尤尔根斯曾数十次往返纳米比亚，花了 6
年多的时间研究仙女圈。在每个采样的仙女
圈中，他几乎都发现了一种鼻白蚁科的沙地
白蚁。而且，这些小家伙的巢穴几乎总是位
于仙女圈的中央，那里泥土湿度明显高于圈
外地带。

尤尔根斯解释说，这些白蚁在土壤中钻
洞时破坏了植物的根部，并以植物的根为食，
才使圆圈内的土壤变得贫瘠，植物不再生
长。因此雨水可以径直向下渗透，汇集到地
下，生活在圆圈内的白蚁便可在干燥的沙漠
中获得充足的水分和食物，在恶劣的环境中
生存下来。尤尔根斯因此推断，是白蚁造就
了这些圆圈。

但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生物学家沃
尔特·奇尔盖尔对此持怀疑态度，他强调说，
尤尔根斯混淆了因果关系。

南非开普敦大学的生物学家迈克尔·
克雷默也认为“白蚁说”不符合常理。他
发表在《公共图书馆·综合》期刊上的研究
认为，解释仙女圈现象的理论，需要克服
的主要障碍是解释圆圈的规则分布、大小
以及它们为何是环状。克雷默表示，白蚁
为什么会导致如此大且均匀分布的圆圈
的产生，尤尔根斯的理论并没有解释出真
正的原因。

创造仙女圈的竟然是白蚁

生物过程观点

纵然人类已将触角伸向了遥远的太空，但对自己居住的地球仍有众
多无法解释的谜团。

随着航空业和无人机的发展，观察地表有了新的视角：人们看到非洲南部纳
米比亚沙漠，以及澳大利亚西部皮尔巴拉、美国爱达荷州等地，在大片干旱贫瘠的
土地上，均匀排列着上千个大小不等的圆圈，直径大多在2至15米。这些圆圈中
荒草稀疏，有的甚至寸草不生。

这些神奇的圆圈被称为“仙女圈”，它像一道难解的题，几十年来困扰着几
代生态学家。它也是自然界最大的谜团之一。最近，一个德国科研团队的研
究表明，仙女圈竟然与计算机之父艾伦·图灵所创立的理论有关。

本报讯（记者 赵婵莉） 近日，记者获悉，为加快实
施一批补链、强链的好项目、大项目，布局一批新材料关
键产业，推动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银川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苏银产业园等部门联合组成反渗透膜产业项目推
进工作专班，按照“策划一批、引进一批、建设一批、投产
一批”的思路，经过前期努力，由阿凯迪亚投资集团投资
建设的工业级高端反渗透膜项目落地苏银产业园。

目前，厂房正在建设中，预计 11月底交工，设备采购
和厂房装修方案在准备中，预计 12月份设备进场，舂节
前试产，明年 6月份投产达效，项目一期投资 1.2亿元，投
产后产能可达每年 25万只，产值预计 7.5亿元，税收贡献
8000万元，项目可填补国内高端反渗透膜领域的技术空
白、拓宽膜材料应用领域、提升国内水处理高端装备行业
技术水平，加快与世界先进技术接轨。

反渗透膜产业项目推进工作专班，将围绕聚焦产业
链式布局，完善头部企业产业生态、推动布局技术链等方
面，做好工作。依托苏银产业园建设膜产业园中园，根据
高端反渗透膜项目，围绕上游无纺布，下游石墨烯喷涂等
产业，面向全球招引纳米复合材料和高端反渗透膜生产
企业，打造上下游产业链衔接与闭环，减少企业生产制
造、物流环节成本，形成产业集聚。作为银川产业技术研
究院下属单位，进一步提升产品技术，持续保持领先技术
水平，推动生产成本降低。建设膜材料展示中心，展示膜
产业上下游重点产品，吸引供应链企业集聚，拓宽销售
链，打造银川高科技材料产业新名片。

反渗透膜产业项目推进工作专班将协调解决项目
建设过程中遇到各项问题，争取自治区工信厅、发改委等
部门及自治区相关部门支持，搭建融资平台，推动产业基
金、金融机构的资本支持，由苏银产业园与投资方协同负
责项目招商引资工作。

银川市加快布局反渗透膜产业
着力推动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赵婵莉） 11月 24日，
在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宁夏研究院的
组织下，自治区科技厅在北京举办了清
洁能源、电子信息、新材料三大自治区
重 点 产 业 推 进 实 施 方 案 的 专 家 论 证
会。来自中国工程院的 13 位院士对相
关方案进行了深入剖析，从强化科技支
撑、突出宁夏特色、聚焦产业重点等方
面对我区三大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宝贵的意见。

我区是国家确定的首个新能源综合
示范区，拥有丰富的太阳能、风能、水能、
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资源，截至 2019年
底，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到 2085 万千
瓦，清洁能源产业实现产值约 300 亿元。
截至 2019年底，全区共有规上电子信息企

业 92家，产业规模达 190亿元，引进培育
了一批国内外知名智能终端、半导体材
料、云计算、互联网服务企业。初步形成
了以银川经开区、银川高新区和中卫西部
云基地为主体的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区。
目前，全区新材料企业数量由 2015 年的
13家增至现在的 100多家，2019年完成产
值约 485亿元。初步形成了银川市光伏及
锂离子电池材料，石嘴山市高性能金属、
炭基及电池新材料，中卫市铝基新材料，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煤基化工材料、特种纤
维及高端电子化学品等特色鲜明的产业
集聚区。

但我区三大产业发展还存在一些问
题和薄弱环节，比如配套产业规模小，发
展滞后于新能源资源开发；龙头企业少，

本地配套能力弱；产业链延伸不足，产品
集中在基础原料和简单组装环节，核心竞
争力不强；电力市场空间有限，清洁能源
电力面临消纳瓶颈，制约进一步规模化发
展；缺乏专业技术人才尤其是领军人才，
制约产业发展和技术水平提升。

据自治区科技厅副厅长黄思明介绍，
今年 10月 11月，在银川召开的建设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院士
专家战略咨询会上，19 位院士专家立足
宁夏实际，在深入研究和调研的基础
上，放眼国内外行业发展最新进展，就
葡萄酒产业发展、能源转型升级、工业
固废利用、水环境保护、食品发酵产业、
枸杞产业发展等方面提出了一批有质
量的决策咨询成果，为宁夏推动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
谋划“十四五”发展献策支招，引起了强
烈反响。

“此次专程来京再次召开相关领域推
进实施方案的院士专家咨询论证会，主要
是为了借力中国工程院的高端智库，有效
发挥科技战略咨询的作用。”黄思明说。
目前，自治区正在制定《关于推动清洁能
源产业一体化配套发展的实施方案》《关
于加快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
方案》《关于加快推进新材料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实施方案》等一系列先行区建设的
配套措施。希望各位专家能继续献计献
策，提出意见和建议，对我区构建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科学
决策提供有效支撑。

我区科技部门为三大产业高质量发展蓄能

本报讯（记者 赵婵莉） 11月 26日，
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指导，宁夏科学技术
协会、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北京林业大学、
宁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共同主办的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科技高峰论
坛在银川召开。论坛邀请了一批区内外
知名专家学者，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相关的管理者、企业家、科技工
作者充分交流研讨，共同探讨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大计。

宁夏作为黄河流域的重要省区，水
土流失导致宁蒙河段泥沙淤积，森林、
草原植被不同程度有所退化，湿地不断
萎缩，水源涵养能力不强，水质污染严

重，先行区建设任重道远。本次论坛以
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先行区为主题，重点围绕黄河流域水资
源集约节约利用、土地资源高效利用、
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城乡融合发展等
议题进行主旨报告和专题研讨，通过共
同努力，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提供更多最新研究成果和解决方
案，为建设先行区“一河三山、一带三
区”总体布局和目标任务的实现提供科
技智力支持。

“我认为，要跳出宁夏看黄河，站位
全国大局谋发展。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
生态环境‘瘤疾’多、发展路径‘转舵’

慢，对外开放程度低、贫困人口多、贫困
程度深，面临抓保护与促发展的双重历
史任务。”中国自然资源学会理事长、中
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成升魁说。先行区建设与黄河流域相关
省区如何协同，建设绩效如何评估等问
题，是需要决策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新
课题。本次论坛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的理论和实
践，邀请了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知名专
家学者，从不同视角分析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面临的问
题、机遇、挑战，探讨先行区建设的新理
论、新方法、关键技术、解决方案以及制

度体制创新，积极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谋划新思路，
探索新路径。

召开此次论坛，是全面践行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助
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先进区，服务宁夏科技经济融合发展
的实际行动和具体举措。“我们也将积
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汇集区内外科技
工作者智慧力量，广泛吸引专家学者为
宁夏建设先行区献智出力，服务国家战
略，全力以赴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宁夏科协副
主席陈国顺说。

区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汇聚银川探索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进京借力高端智库“最强大脑”

沙漠上神秘的仙女圈 竟源于草类自我“救赎”

（视觉中国供图）

推动宁夏清洁能源产业发展驶入快车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