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大利亚男子达兹·菲罗斯日前成功建造了一款以喷气引擎为动力的旱地雪橇，
通过多次公路和风洞测试，其时速可达到 500公里。

这款旱地雪橇长 3 米，由碳纤维和碳纤维燃料电池组成，安装有两个喷气推进器，
每个全功率开动时可产生 91公斤推力。此外，尾部安装的燃烧室，可增加 35%到 43%的
推力。 雪橇由拇指加速器控制，通过滚动加速器上的滑轮可控制速度，并可调整方向。
整个动力系统通过开关电缆与雪橇控制者相连。 遇到紧急情况时，电缆可被随时拉断，
动力系统关闭。 雪橇上还有备用系统，在雪橇控制者看不到的情况下，第二个人可按下
按钮，关闭系统。

当前世界上最快的旱地雪橇纪录是杰森·布拉德伯里 2011 年创造的， 时速为 186
公里。 菲罗斯计划于 2015年 4月到 8月间冲击世界纪录。

（摘自新浪科技）

道县科技特派员
下乡传技术

本报讯（通讯员 杨兴明）“这圈猪长势
快，但是天气热了，要注意防暑降温，加强饲养
管理。”5月 27日，在道县四马桥镇生华养猪场
内， 科技特派员何四新向饲养员传授养猪技
术。

近年来，道县科技特派员以科技项目为抓
手，多措并举发展农业特色产业。 选准服务产
业。今年该县确定了以水果、油茶、蔬菜、厚朴、
水稻、烤烟等 6 大特色产业为重点，大力实施
科技富民推进行动，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
应用，效果明显；完善管理模式。探索并建立了

“科技特派员 + 基地 + 农户”的模式，引导和
帮助农民走规模化、特色化、优质化的路子，促
进了农业特色优势产业调整； 加大科技宣传。
通过现场指导、办培训班、“12396”科技服务热
线、科教片电视展播等方式，在农村传播新知
识、推广新品种、提供科技服务。

自 2010年以来，全县下派科技特派员 100
人，组建科技特派员团队 6 个，开展各类科技
服务 1050余次， 实施科技特派员创业项目 12
个， 吸收了 3.6 万户农户直接参与项目实施，
带动农户 15.7万户。

炎陵发现
近千株长柄双花木

本报讯（通讯员 彭绍兴 刘文彦） 近日，
炎陵县林业科技人员在该县策源乡考察森林
资源时，在海拔 1000 多米的倒坑村长坪组，新
发现近千株生长较好的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
物———长柄双花木。此为在长株潭地区首次发
现。

长柄双花木为金缕梅科双花木属的一种
落叶灌木，系单种属植物和孑遗种，在探索植
物系统发育和东亚植物地理方面具有一定的
科学研究价值。此前，仅在我省道县的空树岩、
常宁的阳山、宜章的莽山，以及江西南丰军峰
山、浙江开化龙潭（现已灭绝）等地有少量发
现，残存于山地矮林或灌木丛中，呈“岛屿状”
分布，易遭山火焚毁。尚无栽培记录。 1999年 9
月 9 日， 被列为第一批国家重点二级保护植
物。近年，由于天然阔叶林的减少，长柄双花木
的生存区域日渐狭窄、 个体数量越来越少，已
成为濒危物种。

炎陵县林业科技人员介绍，这次在策源乡
长坪组发现的长柄双花木，生长于天然阔叶林
中，树高 2 至 4 米，呈带状分布，数量近千株。
湿润的山地气候、湿度较大的森林环境、肥沃
疏松的土壤是该乡长柄双花木生生不息的主
要条件。

城步有机苦笋
俏销东南沿海

本报讯 （通讯员 阳望春 唐承元） 近
日， 城步南洞林场新华工区的苦笋基地来了
一群江浙客商。 工区队长李曙明一边忙着打
包装车，一边喜滋滋地说：“今年雨水好，头茬
苦笋每亩就收了 90 多公斤，每公斤卖 5.5 元。
单苦笋一项，收入就有 16000元。 ”

5月份以来，该县五团、江头司、长安营等
地的苦笋卖得异常火爆，日销量达到 6000 公
斤，鲜笋畅销港澳及广东沿海等地区。

享有“夏天冬笋”美誉的苦笋原产于平均
海拔 1760 米的南山国家风景名胜区周边，产
笋期跨越春夏秋 3个季节，长达 170天。 具有
健脾胃、促食欲、助消化等功能，是深受广大
群众喜爱的高纤维绿色食品。 上市初期，每公
斤带壳鲜笋售价在 8元以上。 近年来，城步从
湖南农大和省林科院请来专家，对全县 39 万
亩竹林的土壤、水质、空气等进行检测，确定
以南山为中心的 5 个高海拔乡镇（林场）的
8700亩连片原生态苦竹林为有机苦笋重点保
护基地，鼓励农民在“三边”隙地栽植苦竹。 采
取“公司 + 基地 + 农户”的经营模式，通过技
术培训、定期抚育、测土配方施肥改善了苦笋
品质，延长产笋期 30 天，提高可食率 27%，并
与沿海地区客商签订了购销合同。

目前，该县已建立有机苦笋农民合作社 5
个，发展苦竹 11000亩。 在“三边”隙地里栽植
的苦竹也开始有了收益， 年产有机苦笋接近
170万公斤。

兴湘学院大三女孩
获 4项专利

本报讯 （通讯员 袁丽霞） 湘潭大学兴
湘学院大三学生游天娇这几天喜事连连：她
的 4 项专利产品之一“多功能健康床垫”相继
获得东莞一厂家、 北方一大型医疗器械公司
的青睐，有望实现规模生产，进入市场。

发明源于孝心。“中学的时候，我爷爷中
风后只能躺在床上， 护理困难， 背部满是褥
疮。 我当时就想，今后一定要研究出一款适合
患者长期卧床的产品，解除爷爷的痛苦。 ”游
天娇说， 多功能健康床垫采用微电脑遥控系
统控制，通过床垫各部位自动交替充放气，高
频率地产生波浪从而转移身体受力点， 促进
血液循环。 此外，床垫各部位频繁的充放气，
保证空气自然流通， 使患者身体受压部位与
床垫之间保持良好的空气流通， 从而使皮肤
干燥清爽舒适，达到防痱、防褥疮的效果。“产
品主要面向长期卧床患者、 老年人以及婴幼
儿，填补了国内医疗健康床垫的空白。 ”游天
娇介绍。

目前，游天娇发明的“越野鞋”、“多功能
健康床垫”、“安全软梯”、“重力张帆风车”已
经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游天娇还组织同
学们成立创新小组，目前该小组发明的“海上
浮油收集器”和“折叠梯子”正在申请国家专
利。

湖南省老科协协办

编外科技大军风采

———记省老年科技精英张永康

通讯员 钟雅洁 洪雄

坚守心中的那份执着

本报讯（通讯员 颜常青） 无需架设空
中电缆，可避免暴雨季节漏电的危险，通过
智能控制系统可实现与汽车的路权共享。 什
么样的车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呢？ 中国南车株
机公司近日自主研制的世界首列超级电容
100%低地板有轨电车，满足了人们的愿望。

2013 年 6 月，中国南车株机公司与广州
市签订了广州海珠区储能式现代有轨电车
项目 7 列车的购销合同，此次研制成功的列
车将于年底在广州海珠示范段上线运营。 据
悉， 这是世界上首次将 100%低地板技术与

超级电容相结合的有轨电车。
这种车采用三动一拖的四模块编组，车

体采用轻量化不锈钢材料，最高运行时速 70
公里。 车辆长度约 36.5 米，最大载客能力为
368人。与普通有轨电车相比，这列电车采用
低地板设计，地板距地面仅 32.5 厘米，轨道
也采用凹进地下的阴轨， 两旁无需站台，方
便乘客上下车，同时采用流线型铝合金车身
设计，车厢两边设置了大面积玻璃窗，在城
市内运行时，将好比是“流动游览车”。

据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南车株机公司

专家委员会主任刘友梅介绍，这种电车最大
的特点是采用了世界最大的 7500F 的超级
电容作为牵引供电源， 其充放电次数可达
100 万次，站内最大充电时间 30 秒，一次充
电后能连续行驶 4 公里，刹车制动时还能将
85%以上的动能转化为电能反馈到超级电容
存储再使用。

得益于关键核心技术的掌握和产品的
独到产品应用优势，目前，中国南车株机公
司已经先后获签广州、宁波、淮安三个城市
的储能式有轨（无轨）电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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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着“果王素”之父的美称，他是湘西
“三带理论”的创始人，他也是吉首大学原副
校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他就是张永
康。 多年来，他一直奋战在科研第一线，创造
了骄人的成绩， 为湘西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
贡献。

张永康从教育岗位上退休后， 担任了湘
西州老年科协会长。 他全然没有把它当成一
个退休后休闲、娱乐的精神依托，而是把它看
成了一块新的阵地。 从 2002 年开始，张永康
着手从杜仲果中提取亚麻酸的研究。 这项研
究的关键是要把果壳和果仁分离， 因果壳上
密布了胶丝，脱壳难度很大。 开始，张永康尝
试着组织学生手工分离，结果 60 名学生 1 小
时只剥了 1公斤果仁，他想，如果用这个速度
开发杜仲，成本实在太大，会严重影响杜仲翅
果的利用，更会影响到产业化生产。为了攻克
难关，张永康开始了技术攻关，经过半年的反

复研究，成功研制出了转动撕裂干式脱壳机，
每小时脱壳 80 公斤以上， 出仁率高达 95%，
这项创新成果已成功申请专利。

为了提高杜仲翅果的综合利用， 张永康
带领科研团队分别对脱壳分离后的果壳和果
仁以及超临界萃取后的果粕进行了应用研
究。研究中，他们惊奇地发现杜仲翅果全身是
宝： 杜仲果仁可提取亚麻酸油并开发相关产
品，亚麻酸油为重要的保健食用油，提取完杜
仲油的杜仲果粕还可用来提取桃叶珊瑚苷、
杜仲蛋白，可做中成药、饲料添加剂、食用菌
底料等。更让他们振奋的是，翅果壳是杜仲全
身含胶量最高的部位， 是提取杜仲胶的最佳
原料。 如果能通过杜仲胶开发解决工业用橡
胶问题，将对国家经济发展、国防安全做出重
大贡献。

开发杜仲产业，是历史使命。张永康和他
的科研团队深深感到责任的重大， 他们决心
进一步完善从果壳到橡胶的工艺流程实验，
并和有关单位一起进行应用性的研究， 目前
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创新的科研成果，得到了
国内同行的高度肯定。 但要真正使之成为国
家强大的支柱产业，还需要大力宣传。

这些年来， 张永康一方面继续完善研究
成果， 一方面在科学讲坛上为开发杜仲鼓与
呼。 2011年 3月 16日，我国第一个杜仲产业
战略联盟组织在青岛成立， 吉首大学被推选
为副理事长单位， 张永康当选为学术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2011年 10月 17 至 20 日，首届

“2011 中国杜仲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在吉首
成功召开，160 多名国内专家盛赞湘西的杜
仲综合开发利用的研究和产业化在全国起到
了示范作用。现在，杜仲产业已列为国家发改
委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国家科技部武陵山区特
色植物综合开发利用重大项目。

为更好的发展杜仲产业，2011年 7月，张
永康带领团队与重组后的湘西老爹生物科技
公司共同组建了“吉首大学、湘西老爹生物产
业科技开发研究院”，并规划在“十二·五”内，
在武陵山区建成 30 万亩新型杜仲示范林基
地。

谈到许多人遥不可及的成绩， 张永康深
情地说， 是吉首大学和湘西成就了自己的事
业，自己所取得的点滴成绩，都是与这片神奇
的土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人生七十正当年，
他将继续勤勉进取。

南车株机再推世界首创

超级电容 100%低地板有轨电车亮相

旱地雪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