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冰雪舞台、通信保障到技术实力、管理理念

中国航天为北京冬奥增添科技色彩
■TMT快报

近日，特斯拉官方宣布，该公司已于1月份

成功生产下线了第100万个4680电池。根据此

前消息，首款搭载 4680电池的 Model Y 车型，

将于今年3月末正式交付。

有分析认为，尽管数量不大，但这标志着

4680电池已经正式进入量产阶段。

特斯拉已生产百万块4680电池

2020 年，特斯拉首次推出新型 4680 电

池。4680 电池以其尺寸命名，是一款直径 46

毫米、高 80 毫米的圆柱体电池，是 21700 电池

体积的 5.48 倍。据特斯拉披露，全新的无极

耳及尺寸使得电池续航里程提升 16%、生产

成本降低 14%、功率输出提升 6 倍、能量提升

5倍。

此前，特斯拉 CEO 埃隆·马斯克发布 4680

电池概念时提出计划：4680电池产量在2022年

达到一年100GWh、在2030年达到一年3TWh。

特 斯 拉 搭 载 4680 电 池 的 车 型 有 Model

Y、Cybertruck以及Semi。海通证券预计，2022

年，Model Y产量将达到100万辆；Cybertruck和

Semi在2023年实现量产后，产量每年将分别达

到25万和10万辆。

数据显示，一辆Model Y、Cybertruck、Semi

的 电 池 容 量 分 别 为 75kWh、250kWh 和

500kWh。依此计算，2022 年 4680 电池产量需

求约为75GWh，2030年4680电池产量需求约为

3.16TWh，增长约4113%。数值与马斯克的计划

基本符合。

4680电池概念股业绩普遍高增

国元证券认为，4680电池可大幅提升高镍

三元电池的性价比，有望给三元技术路线带来

明显的技术升级红利，大幅提升三元高镍电池

竞争力。提前布局的相关动力电池厂商、上游

原材料的高加工硅料以及镍原料的头部供应商

有望受益。

市场表现方面，受电池板块整体回调影响，

2月以来，19只概念股平均下跌3.47%。宁德时

代、杭可科技、联赢激光等5股领跌，跌幅均逾

10%；同期仅华友钴业、中国宝安、宁波精达和

科恒股份4股上涨。

机构评级方面，宁德时代获得最多关注，评
级机构多达41家；参与当升科技、天赐材料、华
友钴业和璞泰来个股评级的机构也均在20家
以上。

在2021年新能源车、锂电池板块表现强势
的大背景下，概念股全年业绩表现亮眼。以净
利润增幅中值计算，已发布业绩预告的 13 股

增幅均超 50%。其中，杉杉股份居首，公司预
计 2021 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2146%-2356%，主
要是公司锂电材料销量和盈利水平同比大幅
提升所致。天赐材料、华友钴业、科达利 3 股
净利润增幅预计突破200%。

产业链方面，宁德时代、亿纬锂能 2022年
将投入量产特斯拉4680电池，中伟股份、芳源
股份正极材料前驱体业务双双打入特斯拉供应
链，杭可科技已完成4680电池样机并交付客户
使用，赢合科技则供应满足4680电池生产的关
键设备。

综合《证券时报》等多家媒体

2 月 20 日晚间，第二十
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
北京圆满闭幕，留下无数动
人的回忆。

本届北京冬奥会上，从
精彩五环到奥运火炬，从冰
雪舞台到通信保障，从技术
实力到管理理念，中国航天
为北京冬奥增添了浓浓的科
技色彩。

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 在20日举办

的北京冬奥会闭幕式中，高科技材料石墨烯

的应用有效解决了半开放场馆工作人员的

抗寒保暖问题，为国家体育场“鸟巢”提供了

温暖保障。

当日北京气温最低可达零下 7 摄氏

度。“鸟巢”作为半开放场馆，需要解决参加

闭幕式人员以及工作人员的御寒问题。观

礼台椅子、嘉宾区沙发的内部都嵌入了新型

石墨烯柔性发热织物材料：只需轻触圆形的

控制按键，即可实现47、37和30摄氏度三个

档位温度的调节控制。观礼台的地毯也应

用了石墨烯智能温度控制系统，可使地毯表

面温度均衡处于20摄氏度以上。

据介绍，石墨烯是目前已知最薄、强度

最大、导电导热性能最好的新型纳米材料，

电热转换效率达90%以上。为保证在室外

长时间工作的人员不感到寒冷，我国科研人

员为北京冬奥会开发出了多种产品，满足多

场馆不同类型人员的需求。

除了应用于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之

外，不少观众对北京冬奥会的颁奖仪式印

象深刻。在社交媒体上，网友们发出了“颁

奖礼仪小姐姐穿那么薄会不会冷”的疑问

和关心。

张家口赛区礼仪志愿者洪羽瑶告诉记

者：“我们所在的张家口在冬奥会举办期间

室外温度可达零下20摄氏度。我们的礼仪

服装虽然看起来非常薄，但是我们一点不觉

得冷，在室外站半个小时完全没有问题。”

记者了解到，本届冬奥会颁奖礼仪服装

下面还有一套应用第二代石墨烯纺织物柔

性发热材料的内胆，有快速升温的功能。当

人体感觉寒冷时，通过隐藏按钮打开加热功

能，可在30秒内将温度升高到人体的舒适

温度。

记者在北京石墨烯技术研究院现场体

验了第二代石墨烯纺织物柔性发热材料“上

身”的效果。石墨烯加热马甲的口袋里装有

一块卡片大小、连接着马甲内部的“轻便充

电宝”，穿上马甲，按下胸前袖珍按钮开关，

不一会儿，浑身就感受到一股暖流。第二代

石墨烯纺织物柔性发热材料相较于第一代

材料有了功能方面的迭代：基材是布料或纤

维肌，摸上去柔软，而且安全透气。

此外，为保障冬奥会工作人员的对讲

机、手机、摄像机、照相机等设备在寒冷户外

也能正常工作，它们也穿上了石墨烯“外

套”。据介绍，应用石墨烯柔性发热材料的

云转播背包可瞬间产生50摄氏度的温升，

并配备低温电池，保证在冬奥赛场零下20

摄氏度及更低温环境下云转播设备的正常

运转和有效续航。

北京冬奥会后，石墨烯柔性织物低温环

境智能发热技术将在汽车热管理系统、低温

环境特种加热服装服饰、医疗健康装备等领

域提供更专业的技术解决方案和产品，让全

民共享科技冬奥的成果。

清洁能源利用
取得重大突破

新华社武汉2月21日电 我国科研人员

领衔的国际科研团队攻克了甲烷的选择性氧

化这一催化研究中的世界性难题。利用新开

发的催化剂，该团队实现了氧气条件下将甲烷

选择性氧化为甲醇和乙酸。这一研究对于甲

烷的转化利用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记者21日从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科学与

技术创新研究院获悉，该院徐君研究员、邓风

研究员、齐国栋副研究员等科研团队成员联合

英国卡迪夫大学格雷厄姆·哈钦斯教授等合作

者，开发了金（Au）负载的 ZSM-5 沸石分子筛

（Au/ZSM-5）催化剂，并利用该催化剂实现了甲

烷在温和条件下的选择性氧化。

据齐国栋介绍，甲烷广泛分布于天然气、页

岩气、煤层气、甲烷水合物等之中，是最清洁、

最丰富的天然碳资源。由于甲烷的储藏地区

往往十分偏远，因此在开采现场将甲烷转化为

可运输的含氧化合物对甲烷的高效利用具有

重大意义。因甲烷的化学键能较大，通常需要

高温高压的苛刻条件才能将其转化。工业上

采用的办法是先将甲烷转化为一氧化碳和氢

气组成的合成气，再转化为高附加值的产物。

这一过程不仅能耗极高，而且容易出现二氧化

碳等副产品。如何在温和条件下直接将甲烷

催化氧化为高附加值的化学品，是化学界一道

备受关注的世界性难题。

据悉，利用 Au/ZSM-5 催化剂，可在 120 摄

氏度至 240 摄氏度的温度范围内，通过氧气

将甲烷选择性氧化生成高附加值化学品甲醇

和乙酸。该团队对催化反应过程进行了深入

研究，阐明了甲烷的转化反应机制。相关研

究成果近日已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

然·催化》。

三星电子连续16年
获得电视市场冠军

本报综合消息 Omdia 近日发布的 2021

年全球电视市场调研显示，2021年三星电子以

销售额为准的全球市场份额为29.5%、以数量

为准的市场份额19.8%，连续16年获得冠军。

三星电视能够稳居全球第一，其高端产品

的表现功不可没。数据显示，从2017年上市以

来，其 QLED 产品阵容累计销量已经超过了

2600万台。根据Omdia的统计，仅2021年三星

就卖出了943万台QLED电视。

此外，三星电子还发布了2021年第四季度

财报。数据显示，2021年第四季度公司合并营

收达 76.57 万亿韩元（折合人民币约 4042.9 亿

元），同比增长24.39%。2021年全年，三星电子

的营收达279.6万亿韩元（折合人民币约1.48万

亿元）；营业利润达51.63万亿韩元（折合人民币

约2726.06亿元）。

另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计划在2022年上半

年完成其3纳米GAA工艺的质量评估。

不过消息人士称，尽管三星电子正努力迈

向下一个先进的半导体工艺节点，但该公司

在围绕3纳米GAA建立知识产权库方面却落

后了。

消息人士指出，三星电子的代工芯片制造

业务部门目前正在与客户一起进行产品设计

和批量生产的质量测试。该业务部门的目标

是击败竞争对手台积电，在3纳米GAA领域获

得“世界第一”的称号。然而三星能否在3纳米

的性能和产能上满足客户的要求还有待观察。

韩国远大证券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

三星电子的代工芯片制造业务部门拥有的专

利仅为7000-10000项，而其竞争对手台积电已

获得约3.5万至3.7万项专利。

特斯拉4680电池进入量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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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闭幕式背后航天技术硬核支撑

重3.2吨厚度仅35厘米、采用火箭结构设计

技术，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呈现的“冰雪五环”

惊艳世界；穿过 14年光阴，2008年北京奥运会

开幕式奥运五环又一次闪耀在国家体育场“鸟

巢”上空，与冬奥会闭幕式奥运五环“梦幻联

动”……

精彩的背后，离不开航天技术的支撑。

开幕式上，一块由“黄河之水”凝结成的巨

大冰立方，震撼了所有观众。这块通体晶莹的

冰立方，总重量约400吨，升降重量达180吨，升

降载荷超过一般剧院大型升降台的8倍，是整

个开闭幕式最大功率的驱动设备。

而举起它的，就是隐藏在舞台下方的16名

航天“大力士”。项目负责人之一、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一院15所长征天民公司特种机电事业部

副总经理高军介绍，团队成员借鉴火箭发射塔

架的设计理念，自主研发出了全新的电机驱动

系统——在冰立方底部布置了16套由链条、钢

丝绳和导轨组成的机械结构，就像 16名“大力

士”，相互配合着，把冰立方稳稳地从舞台平面

上托起。

不仅如此，冰立方的“肚子”里还有乾坤

——藏着奥运五环。在音乐烘托下，“冰雪五

环”于碎冰中徐徐升起，宛如夜空中璀璨的明

星，将开幕式气氛推向高潮。

把航天质量管理方法融进冬奥专项

2019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与北京冬奥组

委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正式成为北京2022年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式主要的技术保障实

施单位。

在科技部“科技冬奥”重点专项支持下，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承担了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

超大尺寸LED屏幕控制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主火炬关键技术研究、手持火炬关键技术系统

研究。

在“鸟巢”内，由冰瀑、冰立方和地面显示系

统共同构成的立体空间显示系统，总面积约

14000平方米，分辨率达8K，是世界上面积最大

的一套显示系统。每块小屏幕相当于一个显示

器，4万多块显示器联袂出演，这意味着容错率

不超4万分之一。

“本次冬奥会开闭幕式项目系统复杂，工程

量前所未有。不仅实施时间短，从下达任务到

交付不到两年，更重要的是，安全可靠要求高，

必须确保万无一失，一次成功。”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一院冬奥会专项工程总设计师王缜说。

此外，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还承担了地面舞

台及旗杆、空中设施设备、主火炬、冰瀑装置、冰

立方装置、指挥监控系统、指挥通信系统、地面

显示系统共 8 个开闭幕式舞台装置的研制任

务，以及氢燃料手持火炬、卫星通信服务保障等

3项与开幕式演出相关的冬奥项目。

以指挥监控系统为例，基于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一院12所“长征云”工业互联网平台研发的

指挥监控系统，承担了开闭幕式指挥运行监控

和应急决策两项职能，实时显示开闭幕式期间

的整体运行情况，为运行团队指挥调度和应急

决策提供辅助支撑。

“冬奥会的开幕式是导演、演员、舞台装置、

电视转播的一次大协同，一旦启动，就无法暂

停，这与航天发射任务相似。”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副总经理张忠阳表示，航天科技集团把北京

冬奥会开闭幕式技术保障任务作为国家重大任

务进行管理，运用航天质量管理方法，对冬奥专

项工程实施全生命周期和全要素质量管理，在

确保任务进度和工程质量的同时，完美呈现艺

术效果。

赛场内外处处皆有航天身影

1分多钟识别雪上项目赛道雪的状态，6分

钟自动给出一组观测点上空数千米高度的风场

观测数据……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23所为

三大赛区提供气象雷达、自动气象站等多型气

象产品，为冬奥气象预报“三维、秒级、多要素”

监测网络建设提供服务。

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十一院设计并承建的

我国首座体育综合训练风洞，在短道速滑等项

目的训练中发挥了作用。

在风洞测试中，运动员会站在特制的六分

量传感器上，风以运动员的运动速度迎面吹来，

六分量传感器会测出不同动作姿态下阻力的细

微变化，运动员和教练员由此可知，哪个动作能

获得更小的风阻。

从开幕到闭幕，从航天到冬奥，航天技术也

正进一步走进千家万户。《中国航天科技活动蓝

皮书（2021年）》显示，我国在轨运行应用卫星数

量约400颗，服务1.48亿直播卫星用户，有力支

撑了各行业、各区域的综合应用，带来了显著的

社会和经济效益。 据新华社电

石墨烯成为冬奥保暖“黑科技” 中国广电将于5月
运营192手机号段

本报综合消息 近日，第四大运营商“中国

广电”正式透露，将于今年5月正式运营192移

动手机号段。

2月17日上午，中国广电5G核心网贵州省

级节点建设正式启动。此前，中国广电海南、

湖南、河南、四川、江苏等省级节点均已分别启

动建设，5G核心网节点的建设完成后，中国广

电将具备承载 5G 移动互联网、工业互联网、

VoNR/VoLTE 语音等业务的能力，并支撑广电

5G在智慧广电、生态、旅游、农业、教育、医疗、

工业互联网、高清视频、NR广播等领域的广泛

应用。

据了解，2020 年 10 月 12 日，中国广播电

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广电）正式在

北京成立，成为国内第四大运营商，不但同

样拿到了 5G 商用牌照，拥有对外发放 5G 手

机号码的资格，而且还是优质的 700MHz 频

段资源。

2月4日晚，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在北京国家体育场举行。这是开幕式
上的“冰雪五环”。 新华社发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