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天津
2022年11月2日 星期三 责编：窦晓艳 美编：孟宪东

疫情快报

10月31日0时至24时

新增26例本土阳性感染者均为管控人员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2022年10月
31日0时至24时，我市疾控部门报告新增26例本土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阳性感染者，均为管控人员筛查发现，其中2例为确诊病
例（轻型）、24例为无症状感染者。

■ 本报记者 廖晨霞

昨天上午9:40，走进河西区梅江街
道天潇园居民阎振元家，温度计显示室
温24℃。摸摸暖气片，热的。阳光透过
宽大的落地窗洒在地板上，暖的。
“你看，我这热带鱼新下的小鱼，多

欢实！”68岁的阎振元喜欢拾掇花草、养
养鱼。他乐呵呵地告诉记者，把水族箱
放在暖气边上，既保证温度，又能增加
房间湿度，一举两得，“之前阴天下雨要
用加热管，从前天暖气开始热乎了，我
就把加热管停掉了。”

阎振元所住的房子共有8面大窗
户，经过十几个年头，窗户封闭性不是很
好，每年这个季节，没有暖气的时候还是
挺冷的，要靠空调取暖，如果赶上阴雨天
没有阳光就更难熬了。老阎说：“咱天津
连着7年冬季提前供热，转年春天暖气
停得也晚。你看，我们在家都是单衣，都
不记得以前苦等供热的时候有多冷了。”
“连着7年提前供热，大伙儿心里不

慌，踏实。这幸福值可是噌噌往上涨。”
阎振元一边唠嗑儿，一边拉着记者看他
的花花草草，“这暖气好使，温度够了，
选择就大了。你看这吊兰喜温暖，就摆
在阳面的客厅；这牡丹不爱热，就放在
小屋、敞点窗户；那边不冷不热的是你
阿姨水培的菠萝叶，长了一年多，好着
呢！”这时，温度显示25℃。
“我们社区专门开了供热专题会，

给大伙儿公布了热线电话。这几天每
天走访住户时，我们都特意问问大伙儿
暖气有没有热乎劲儿，上手摸一摸。最
近几年基本没接到供热方面的投诉。”
天潇园网格员王喆表示，“我们会做好
居民的信息对接和供热季服务。大伙
儿暖了，我们也觉得幸福。”

本报讯（记者 王睿）记者昨日从中新天津生态城获悉，生态
城区域内首个商事登记智能工作台揭牌，办事群众可体验“全流
程”市场主体商事登记服务，加快企业开办速度。

生态城商事登记智能工作台包含企业开办一窗通、全程电
子化、营业执照自助打印等基本系统，同时上线市场主体登记档
案查询、食品许可办理、特种设备动态信息监管等常用许可业
务，为市场主体提供相关业务查询办理路径。据了解，生态城商
事登记智能工作台的落地是拓展城市智能化应用场景、助力智
慧城市建设的积极实践。在此基础上，生态城将继续探索便民
利企服务的新渠道、新机制、新模式，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助推
区域高质量发展。

生态城首个商事登记智能工作台落地

“全流程”服务加快企业开办速度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记者从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了解到，
日前，我国完全自主研制的35千伏聚丙烯低碳环保电缆在我市
落地应用，这是我国35千伏环保型电缆首次挂网运行，是环保
电缆关键技术领域取得的一项重大突破，标志着我国在35千伏
环保电缆生产制造领域掌握了核心技术。

作为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35千伏埠窝线电缆工程的重要
组成部分，此条电缆运用高压电缆智能敷设装置敷设，全长1.08
千米，实现了长距离敷设，为我市西青区杨柳青地区安全可靠供
电提供保障。

与传统交联聚乙烯电缆相比，新型环保绝缘电缆具有可降
解、耐高温、载流量高及生产周期短等优点。据估算，相对于传
统电缆，一条新型聚丙烯电缆因绝缘材质耐高温特性，相同电压
等级电缆可承载最大电流提升1.2倍，综合考虑电缆施工等因
素，可有效节省地下管廊空间。此外，在生产和铺设施工环节，
新型聚丙烯电缆无需交联和去气等操作工序，降低了电缆生产
过程中的污染和能耗，且废弃环保材料可百分百回收再利用。
以此条1.08千米电缆计算，相较传统交联聚乙烯电缆，在生产和
回收利用环节可减少电能消耗1100千瓦时，减少1.1吨碳排放，
减少甲烷、苯乙酮、枯基醇等气体排放0.046吨。

聚丙烯低碳环保电缆由国网智能电网研究院有限公司、国
网天津电科院、国网天津电缆公司、宁波东方电缆有限公司等单
位组成的联合攻关团队历时5年研发完成。该团队在材料、生
产、施工、运维等环节进行系统研究，攻克了聚丙烯绝缘材料配
方、成缆结晶控制、大长度电缆排管敷设等多项难题，形成了12
项发明专利，填补多项国内电缆新型环保绝缘材料空白。

首条35千伏环保电缆在津投运

为我国自主研制聚丙烯低碳电缆

本报讯（记者 姜凝）晒晒太阳就能振动，光照不停、振动不
止。南开大学刘遵峰教授、陈永胜教授与中国药科大学周湘副
教授合作团队近日共同开发出一种基于多孔薄膜的自振荡“太
阳能人工肌肉发动机”，可直接将太阳能转化为稳定、持续的机
械能，给人类高效利用太阳能开辟了一条新路径。介绍该研究
工作的论文发表于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通讯》上。

据介绍，该工作首次实现了在包括太阳光、红外光和模拟太
阳光等发散光下的自振荡驱动，也实现了在不同发散光照射角
度下的自振荡运动。这种光响应自振荡驱动器具有优异的振荡
做功性能、出色的负载能力（可负载4倍于自身重量的物体）和
较高的能量转换效率，并在溶剂不断供应的情况下保持持续振
荡运动、不会停止。“这项工作为‘太阳能发动机’提供了一种全
新的设计策略，有助于自驱动设备的研发，并将促进其他领域跨
学科交叉，助力智能材料、柔性器件等智能设备领域的快速发
展。”陈永胜说。

南开大学开发“太阳能人工肌肉发动机”

开辟太阳能高效利用新路径

本报讯（记者 曲晴）日前，宝坻区开展了
为期一周的“古树名木保护科普宣传周”活
动，以“保护古树名木 共享绿水青山”为主
题，通过多种宣传方式介绍古树名木背后的
故事，营造社会公众参与保护的良好氛围。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10月20日，保税区海关为丰益（天津）
反刍饲料研发有限公司设立了首个保税研发专用账册，标志着作
为综合保税区特色之一的保税研发业务首次在我市落地。

据天津海关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研发所用进口原材
料通常采用一般贸易方式申报，按规定征收进口关税和进口环
节税；开展保税研发业务后，用于研发的机器设备入区可以免
征这些税，用于研发的进口原材料也能保税，海关可根据实际
研发耗用予以核销，有助于进一步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

此次丰益（天津）反刍饲料研发有限公司的项目，将针对国内
反刍动物营养领域的难点问题，研发拥有自主产权的生物饲料。
企业进出口部经理杜连娟表示：“一方面，实际用于研发的进口原
材料免予征税，为我们节省了研发资金。同时，利用保税研发专
用账册，我们可以自主备案研发料件和料件成品，根据实际情况
办理报核手续，进一步减少了人力投入，提高了效率。”

保税研发业务首次落地天津

天津保税区海关关员在丰益（天津）反刍饲料研发有限公司

调研。 天津海关供图

本报讯（记者 姜凝）“津D2081试”“津
D2082试”“津D2083试”，这是天津大学无
人驾驶交叉研究中心团队研发的3辆智能
公交的正式“身份证”。11月1日，这3辆
智能网联公交在海河教育园区智能网联
汽车道路上开始常态化运行测试。据悉，
在开展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研究的全国高
校中，天津大学是首个同时取得开放测试
道路牌照和开放测试车辆牌照的。

据天津大学无人驾驶交叉研究中心
主任谢辉教授介绍，根据相关部署，天津
大学无人驾驶交叉研究中心团队与海教
园管委会自2019年起合作开展智能网联
公交研发工作，并于近期通过了获得开放
运行测试牌照相关的法规测试及专家评
审等全部流程。天津大学智能网联公交
搭载了自主研发的智能感知、智慧决策、
高效通行、人机交互、车路协同等10大核
心技术。本次3张测试牌照的获取，标志
着天津大学在智能网联汽车研发技术上
取得新突破。测试道路全程约27公里，设
10个站点，经过20个路口，走完全程大约

需要40分钟。测试智能公交将在每天9
时、10时、11时、14时、15时、16时分别从
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东门站点发车，途经
雅观路、雅深路、同砚路、同德路、宁慧路等
多条园区内道路。

天津大学智能网联公交上路

本报讯（记者 万红）昨天，随着装载6
万吨液化天然气的“耐力”号LNG运输船
顺利靠泊，中国石化天津LNG接收站迎来
今年供热季的首船液化天然气，标志着该
站今冬明春天然气保供正式拉开序幕。

中国石化天津LNG接收站是华北地
区冬季天然气调峰保供的重要组成部
分。今年，其发挥国内首座“双泊位”LNG
码头接卸优势，科学安排船舶靠港，进一
步提升供热季期间生产运行效能。

■ 本报记者 苏晓梅

保障全市人民温暖过冬，我市今年连
续第七年提前启动供热，而让津城百姓暖
身暖心的同时，供热方式也在逐渐转型，
从依赖燃煤锅炉供热到普遍采取天然气、
太阳能等清洁能源供热，津城采暖期，暖
得越来越“绿色”。

就在昨天，我市正式启动今冬供热首
日，一种太阳能光热联合供热的新技术
——“太阳能集热+光伏+PV/T+相变蓄
热”技术就在实际中得到应用。

来到天津市津安热电有限公司北辰
供热服务中心，记者发现建筑物的屋顶上
安装了一排排太阳能光伏板。这些光伏
板可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
“我们铺设了48组太阳能真空管集热

器直接对水加热，同时铺设36组单晶硅光
伏板。冬季电能通过蓄热式电暖器储存
的热能供热，夏季产生绿电直接为建筑提
供电力。”津安热电生产技术部技术人员
王娜介绍。

简言之，这套创新技术不仅利用了太
阳能中的光伏，更结合热能，通过智能化
自动监控系统最大限度利用太阳能资源，
减少化石燃料的消耗和废气排放。据测
算，在满足达标供热基础上，通过应用该
建筑用能系统，预计全年可减少使用82
吨标煤，折合减少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排放分别为213吨、697公斤、607
公斤。

进入这座新型的供热站，记者发现，
相较传统供热站，其运转时十分安静，而
且在布局和占地上也更加紧凑节省。

王娜说：“由于光伏光热一体化设计充
分利用建筑顶层空间，加之集成式的蓄热
设备和控制系统轻巧智能，这种供热模式
适合应用于商场、产业园等建筑体。”

这套系统不仅能在冬天供热，还能在
夏天制冷。王娜介绍：“只要把光伏发电系
统控制开关由相变蓄热用电模式切换到建
筑用电模式即可。”

今年供热季首次投用后，预计该系统
冬季可节省热量720吉焦，夏季节省电量
15840千瓦时。
“这是首个太阳能供热制冷综合利用

项目。它为不同类型建筑提供清洁可靠的
冷热用能。作为重点用能单位，我们会继
续加强节能减排技术研究，推动‘双碳’落
地。”天津市津安热电有限公司北辰供热服
务中心主任陈宗源透露。

本报讯（记者 王睿）记者昨日从中
国海油天津分公司获悉，随着渤海南部
最大油气枢纽渤中28/34油田群完成停
产技改并成功复产，油田群已达天然气
百万方级供气能力，生产作业运行平稳
性较改造前提升50%，有效保障今冬我
市工业、民用天然气供应。

针对停产技改，专项工作小组围绕
多油田停复产协同、施工方案优化、现
场安全管理、检修质量把控、后勤物资
保障等方面多次召开专题研讨，确保风
险无盲点、操作零失误，全面夯实渤中
28/34 油田群的本质安全基础。据了
解，此次停产完成大型设备技改项目2
项、支线项目224项，更换阀门60余台、
替换管线200余米等，提前将数百万方
天然气输送至天津等地。数字显示，渤
中28/34油田群投产至今，外输原油超
5000万方、输送天然气超70亿方。

西青区李七庄街片区供热工作人员

通过燃气锅炉控制系统进行一次管网流

量压力、温度等数据测试。

本报记者 潘立峰 通讯员 袁忠清 摄

新技术让供热越来越“绿色”
——太阳能光热联合供热技术一瞥

渤海南部最大油气枢纽完成技改复产

保障今冬天然气供应
中国石化天津LNG接收站

接卸供热季首船液化天然气

11月1日，装载6万吨液化天然气的

“耐力”号LNG运输船平稳靠泊中国石化

天然气分公司天津LNG接收站1号泊位。

中国石化天津LNG接收站供图

昨日，我市正式供热。图为军电供热服务管家武立振入户为居民查看供热设施。 本报记者 张磊 摄

天津大学无人驾驶交叉研究中心团队

研发的3辆智能公交之一“津D2083试”。

通讯员 刘晓艳 本报记者 姜宝成 摄

供热首日 感受 的幸福

本报讯（记者 曲晴）昨日，市生态环境
局公布了9月我市及各区地表水环境质量
状况。1月至9月，36个国考断面中，有效
监测断面36个，Ⅰ—Ⅲ类水质断面21个，
占58.3%；无劣Ⅴ类水质断面；主要污染物
中，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氨氮和总
磷浓度同比均降低，降幅分别为19.0%、
14.5%、9.7%和4.3%。

据悉，9月排名前三位的区为滨海新
区、静海区和宁河区，排名后三位的区为河
北区、南开区和红桥区。对照9月份综合排
名结果，对滨海新区、静海区、宁河区、北辰
区、河西区、河东区和宝坻区给予财政奖
补。对河北区、南开区、红桥区、蓟州区、和
平区、东丽区和津南区实施扣减财力。按
照有关规定，西青区和武清区不予奖惩。

9月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公布

科普宣传保护古树名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