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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未来能源世界
2021全球绿色发展高峰论坛在成都举行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刘秋凤
见习记者 邹阿江）“这两个小微传
感器，计划明年逐步替代十几米高
的传感器……”中国工程院院士李
立浧将两个小传感器放在手中，向
观众展示着“透明电网”的未来。

9月6日，作为第十九届中国西
部海外高新科技人才洽谈会的重
要活动之一，以“碳中和愿景下能
源转型与创新”为主题，2021 全球
绿色发展高峰论坛在成都举行，吸
引了 8 名院士级专家参与，李立浧
是来到现场的院士之一。

这场论坛高手云集，全是行业资
深专家。他们紧扣应对气候变化、碳
中和愿景下能源的创新和转型，探讨
中国西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绿
色发展和新型的电力系统。

碳中和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
题，我国已向世界宣布，力争二氧
化 碳 排 放 2030 年 前 达 到 峰 值 ，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要想达成目标并不容易。“碳中
和”“能源转型”无疑是本次活动的
热词，这场活动专家云集，他们通过
线上线下的方式进行着一场智慧的
碰撞，探讨未来的能源世界。

这些“大咖”中不乏院士级别
的专家。据悉，除了40余名大学校
长、教授、专家和领军企业家等重
量级嘉宾，本次活动还吸引了 8 名
院士，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
工程院外籍院士周孝信，中国工程
院院士李立浧，美国艺术科学院院
士丹尼尔·科曼，中国科学院院士
管晓宏，德国地球科学与岩土工程

院院士侯正猛，欧洲科学院院士郭
正晓等。

根据第十九届中国西部海外
高新科技人才洽谈会的安排，在
2021 全球绿色发展高峰论坛举办
之后，9月6日至8日，聚焦“碳中和
愿景下的能源转型与创新”主题，
还将有6场分论坛在成都进行。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加州前州
长、美国好莱坞演员阿诺·施瓦辛
格也通过视频向论坛投来关注。

“我们都知道气候变化、空气污染
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挑战，威胁到
了我们的未来和儿童的未来。”他
说，我们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企业的
事情、政府的事情或其他人的事
情，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做出实
践，社会就会发生巨大变化。

聚焦第十九届中国西部海外高新科技人才洽谈会

在家夹两滴血而替代去医院
里采一管血的价值、把空调改成冷
冻机、让国际货运变得像订机票一
样简单……

9月6日，第七届“海科杯”全球
华侨华人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成
都举行。决赛以“5+3”答辩模式进
行，选手们在短短8分钟内，不仅要
向大家展现出项目的技术创新亮
点与未来商业规划，让观众打开眼
界，还要进行头脑风暴，迅速对评
委犀利的提问做出应答。

主流的血液检查是通过静脉
抽血，再送至检验机构，不仅消耗
大量的时间，还需要专业的医护人
员参与与冷链运输。而第七届“海
科杯”全球华侨华人创新创业大赛
一等奖获得者何涛带来的《基于干
血浆斑技术的远程血检解决方
案》，是以血浆分离卡为核心产品，
通过一层能自动分离血细胞的膜，
允许血浆沉淀下去形成血浆斑。
首先将自助采血的工具包提供给
消费者，再提供一个把干血浆斑还
原成血浆样本，供检验机构使用的

自动化设备。
“我们的成本是最低的，因为

不需要冷链和防撞运输。同时，还
能帮助大家节省时间，人们不用耗
费数小时去医院做检查，反而在家
里花5分钟夹两滴血就可以替代去
医院里采一管血的价值。”何涛说，
他们的愿景是希望实现血液检查
服务的远程化、自动化、数字化，最
终将血液检查服务下沉触达所有

人群。
商业活动最重要的就是连接，

何涛表示，参加“海科杯”的初衷是
希望对接到商业和政府的支持与
合作的资源，未来也希望项目可以
在成都落地。“希望产品能够帮助
大家获得更多的医疗健康检验资
源，促进共同健康。”何涛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见习记者 杨霁月实习记者 赵紫君

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和平：
让煤炭成为清洁能源实现无碳排放

谢和平院士在演讲中提出，碳中和应以技
术为王，发展少碳、无碳技术。要大力发展碳
减排、碳捕捉、碳利用的CCUS新技术，更要攻
关无碳排放能源颠覆性技术，走出适合中国国
情的碳中和路径，而不能简单理解为去化石能
源（去煤化）来实现碳中和，更不能片面性地

“去碳”，甚至将“碳中和”进行“商业化”炒作。
任何化石能源的发电利用都免不了有碳

排放，但能否有一种方法彻底解决化石燃料如
煤炭发电的碳排放，将煤炭也变成清洁能源？

据谢和平介绍，其团队提出并正在探索攻
关的零碳排放直接煤固体燃料电池发电新技
术将可能解决这一世界性难题。核心技术原理
是煤炭不通过燃烧，通过透氧膜后与氧离子
直接结合，释放电子，产生电能，并在体系内原
位将产生的CO2进行催化、矿化转化，实现零碳
排放的新型煤炭发电技术（零碳排放能源）。

该新技术体系有望在未来颠覆现有燃煤
电厂IGCC发电方式，煤可通过零碳排放直接
煤固体燃料电池发电。完全破解煤炭发电的
碳排放问题，使煤从本质上成为清洁能源，真
正实现无碳排放的煤炭发电技术梦想。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刘秋凤见习记者邹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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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立浧：
“透明电网”的未来 社会能源形成一个大系统

“透明电网”的概念是李立浧提出的。什
么是“透明电网”？李立浧用导航系统形容。

“通过导航，我们开车能知道路线，路况、
到达时间等信息，未来，我们的电网就如导航
一样，能显示电力系统的状态。”他举例说，如
果用户自己家装了光伏发电，有储能系统，也
能通过透明电网进行利用。此外，电流能否
通过，给千家万户通电可不可靠……这些信
息全部可显示在透明电网中。社会能源形成
一个大系统。

李立浧致力于研究的“透明电网”已经开
始出成果。他现场展示的“小微智能传感
器”，集成导线温度、振动、环境温湿度、气压、
海拔、可见光图像、红外图像、电流等物理量
新型输电线路传感装备，实现了输电线路实
时全景监测。此外，在变压器内部也可以植
入智能机器人，自动巡检变压器。

“所有的能源基本上最终要以电力的形式
为大众所使用，依靠电力系统才能实现能源转
型，我相信未来透明电力系统肯定能实现。”他
表示，电力系统的核心是电网，电网的透明化
才能支持信息电力系统，才能实现碳中和。

在家如何获得静脉抽血检验？

第七届“海科杯”一等奖项目
关注医疗健康检验资源

第七届“海科杯”全球华侨华人创新创业大赛决赛现场。

9月6日，作为海科会的系列活动之一，全球绿色发展高峰论坛在成都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