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以“核能充电宝”上架“国资小新”淘宝店冲上热搜后，“玲龙一号”又有了新动作。
11月3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中核集团获悉，海南多用途模块式小型堆科技示范工程“玲龙一号”钢制安全壳全部吊

装就位，标志着全球首个开工建造的模块式小型示范堆的关键结构封顶，全面进入内部安装高峰期。
据工作人员介绍，这是一次至关重要的吊装，意味着“玲龙一号”钢制安全壳拼上了最后一块“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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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龙一号”小堆安上“金钟罩”
投运后每年发电量可达10亿度

“玲龙之心”有了避风港

本次吊装完成了钢制安全壳形成整

体的最后一步，为已经先期引入的反应

堆核心模块、堆内构件、稳压器等重要设

备提供了更加完整、可靠的保护屏障。

“玲龙一号”反应堆厂房包括内部结

构、钢制安全壳和外层混凝土屏蔽壳三

个部分，其中钢制安全壳从下至上由底

封头、下部筒体、上部筒体和顶封头四个

部分共同组成，其形似直立式胶囊包容

着反应堆厂房内部结构，犹如保障“玲龙

之心”安全的“金钟罩”，对保证反应堆厂

房完整性和密封性起着关键的作用。

“玲龙一号”是中核集团积极践行国

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实践之一，

是继“华龙一号”后我国核电自主创新的

又一重大成果。工程每一项节点的顺利

实现都彰显我国在核能和平利用领域自

主创新、奋斗不止的底气，更彰显着中国

智慧和中国力量。

为确保此次吊装的可靠实现，项目

团队协调统筹各方资源，从“人机料法

环”五个维度全面开展先决条件分析，逐

项落实管控措施，在密切关注气象窗

口，严格保证工程安全和质量可控、在

控的前提条件下，最终高质量地完成吊

装任务。

“核能充电宝”：最硬核国货

双十一即将到来，各大电商平台纷

纷推出各种优惠活动，吸引消费者前来

抢购，今年双十一“国资小新”发起新一

季#最硬核的国货购物车#，“国家队”携

“硬核国货”继续组团上新。

长期关注中核的核粉们有福了，你

的手机、笔记本、电动车……电量续航再

也不是问题！因为，世界首款名为“玲龙

一号”的核能充电宝，在国资小新淘宝店

上架了。

据了解，这款最硬核国货，如果用来

充手机，按照一天充满2次计算，“玲龙一

号”每天的发电量可为手机充20万年。

“核充电宝”作为最受关注的爆款，

不仅在淘宝上被疯狂加购，也在各大社

交媒体平台被网友热议。不少网友激动

留言：“彻底解决我手机电量焦虑！”有手

快加购型：“加购了，啥时候才能下单呢，

不让我付款啊。”还有看到价格劝退型：

“看到以万为单位，果断打消念头。”

投运后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玲龙一号”昵称“移动充电宝”，更

小巧、更灵活、更安全、用途更广泛，更靠

近用户。其“小”在功率和体积。“玲龙一

号”功率仅有华龙一号的十分之一，较低

的功率降低了核燃料消耗量；体积小，占

地面积也较小。更小的功率和体积，更

好的安全特性在应用场景适配方面就有

了更多选择，不仅可以在陆地，还能在偏

远岛屿等地实现安全可靠的供热供电、

热电联产、海水淡化和蒸汽制冷，实现压

水堆技术的多领域多场景多需求灵活应

用，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更强劲的动力。

同时，“玲龙一号”采用的模块化、开

顶法建造方式，通过单个模块标准化设

计、批量化制造，降低了建造成本，节约

了建造周期。安全分析表明，其固有安

全性和完全非能动的安全设计特点，使

得“玲龙一号”安全性处于三代核电的先

进水平。

“玲龙一号”于2021年7月13日在海

南省正式开工建设，项目由中国核电工程

有限公司EPC模式总承包，并分别由中核

二二负责土建施工，中核五公司负责安装

施工，是全球首个开工建造的陆上商用多

用途模块式小型压水堆。

项目建成投运后，预计每年发电量

可达10亿度，可满足海南省52.6万户家

庭用电需求。同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量约88万吨，相当于一年植树

750万棵。不仅能够助力我国“双碳”目

标尽早实现，也对持续推动核电安全发

展和自主创新，对海南自贸港和生态文

明示范区建设的绿色能源保障具有重要

意义。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边雪

手术方案已经过优化

据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官网消息，

这位名为劳伦斯·福西特的患者入院时

和第一位接受基因编辑猪心脏移植的

患者大卫·本内特一样处于生命垂危的

心脏病晚期，并因为病情危重没有接受

常规人体器官移植手术的条件。“我唯一

真正的希望就是采用猪心脏，即异种移

植。”手术前几天，福西特在病房接受

采访时曾说。

这次手术时，为了避免第一次基因

编辑猪心脏移植手术中曾出现的问题，

医疗团队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包括稍

微调整了免疫抑制方案，确保病人的免

疫不会被过度抑制，并使用了新的测试

来筛查猪心脏中的病原体。

今年6月，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

曾发表了关于世界首例基因编辑猪心脏

异种移植手术的研究报告，其中提到该

手术最终导致本内特心脏衰竭的可能原

因包括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静脉注射

的免疫球蛋白可能对患者心肌细胞造成

损害；移植的猪心脏中可能带有猪巨细

胞病毒。

不过可惜的是，福西特在移植猪心

脏后的生存时间仅为6周，短于“前辈”

本内特的2个月。对于福西特的去世原

因，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暂未公布详细

研究结果，仅表示：“最近几天，他的心脏

开始出现排斥反应的初步迹象，这也是

传统的人体器官移植时最大的挑战。尽

管医疗团队尽了最大努力，但福西特最

终还是在10月30日去世了。 ”

各类异种器官移植研究推进中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每年全

球只有不到10%的器官移植需求能得到

满足。美国约有11万名正在等待器官

移植的病人，平均每天就有17人在等待

器官移植时死亡。

造成这样窘境的很大原因就是可移

植器官的短缺，而基因编辑过后的动物

器官，似乎能成为一个新的器官来源。

其中猪的器官组织结构、生理功能和大

小与人体器官相近，被视为异种器官移

植最佳供体动物之一，因此近年来许多

机构都在进行相关基因编辑猪的研究。

今年7月14日，美国纽约大学朗格

健康中心的研究团队就完成了第五次异

种移植手术。那次移植的单基因编辑猪

肾脏，从植入到因达到“既定结束日期”

被取出，在57岁的脑死亡者体内停留了

61天。

而我国的相关研究也在持续推进

中，例如四川省人民医院器官移植研究

所副所长、中科奥格生物创始人潘登科

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采访时曾

表示，团队经过近15年的摸索研究后，

进行了一系列工作，包括培育基因编辑

猪、临床前试验、探索新型免疫抑制剂、

设计适合异种移植的免疫抑制方案、培

育出符合生物安全要求的供体猪……今

年已在为进入临床试验做准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谭羽清

美“露西”号探测器
飞越首颗小行星
据美国航天局介绍，美国“露西”

号探测器11月1日飞越小行星“丁基

内什”，这是其任务期将飞越的10颗小

行星中的第一颗。此次飞越旨在测试

“露西”号的追踪系统，为其未来探索

木星特洛伊小行星群做准备。

据介绍，“丁基内什”直径不到1公

里，位于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

围绕太阳运行，是“露西”号前往特洛

伊小行星群途中最适合测试科学仪器

的小行星。自9月3日起，“露西”号一

直在追踪“丁基内什”。任务团队说，

“露西”号于美国东部时间11月1日12

时54分（北京时间2日0时54分）以每

小时约1.6万公里的速度从距离小行

星表面约430公里处飞越。

美航天局表示，“露西”号在飞越

“丁基内什”后已向地球发回讯息，目

前“露西”号运行状况良好。任务团队

已向其发出指令，传输其飞越小行星

期间收集的数据。这些数据需要约一

周的时间传输回地球。

“露西”号探测器于2021年 10月

发射升空，执行首次造访木星特洛伊

小行星群的探测任务。该小行星群是

与木星共用轨道、一起绕太阳运行的

一大群古老小行星。

美国航天局表示，木星特洛伊小

行星群是由岩石颗粒和冰组成的集

群，它们在太阳系形成时没有结合成

行星，是那个时期留下的保存最完好

的物质证据之一，因此是了解太阳系

演化史的关键。

据新华社

世界第二位植入“猪心”患者去世
近日，美国马里兰大学

医学中心发布消息，世界上
第二例接受转基因猪心脏
移植手术的患者于 10 月 30
日去世。该手术由马里兰
大学医学中心医疗团队于 9
月20日完成，移植对象为一
位 58 岁 的 晚 期 心 脏 病 患
者。术后第一个月，移植的
猪心脏看起来比较健康，但
在患者去世前的几天里出
现了排异迹象。

“玲龙一号”钢制安全壳全部吊装现场。新华社发

世界第二位植入“猪心”的患者劳伦斯·福西特。
图据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官网

潘登科团队培育的基因编辑猪。
潘登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