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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内首台民用40立方米液氢罐车研制成
功。这标志着我国在液氢制取、储运与加注等关键技
术装备及安全性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对促进我国
民用液氢储运装备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液氢罐车是实现液氢上路运输的关键装备，也是
实现氢能大规模应用的关键卡点之一。据悉，该民用
液氢罐车由张家港中集圣达因低温装备有限公司设计
制造，北京特种工程设计研究院以及西安交通大学共
同参与完成。

研究团队克服了研制周期短、基础数据缺乏、设
计与制造标准缺失等困难，依次攻克了40立方米液

氢罐车总体工艺流程及安全结构设计、高性能绝热材
料高效配比应用、超低温材料焊接、高真空获取及长
效维持技术等核心关键技术。

其中，张家港中集圣达因低温装备有限公司制
定的移动式真空绝热液氢压力容器企业标准是我国
首个液氢罐车企业标准，该标准已经由全国锅炉压
力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移动压力容器分技术委员
会备案通过；同时，相关工作还为移动式真空绝热
液氢压力容器专项技术要求团体标准的制定作出重
要贡献。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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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化发展迈出关键一步。近期，工业和信息
化部等4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
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首次针对搭载L3级和L4级自动驾
驶系统的智能网联汽车开展准入试点、在限定区域内上路通行试点。
这意味着我国高阶自动驾驶商业化进程将提速，L3级智能网联汽车量
产可能提前到来。

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智能网联汽车的产业发展促
进政策、试点方案、标准体系、管理规范等，高阶自动驾驶商业化落地已
经具备了较好的产业、市场和政策基础。截至2023年8月份，全国累计
开放测试道路超过2万公里，北京、上海、深圳、重庆等城市开展了大量
研发测试，为高阶自动驾驶路测试点提供了智能道路基础。相关经营
主体对搭载辅助自动驾驶系统的智能网联乘用车普遍持积极态度。工
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信息显示，2023年上半年搭载辅助自动驾驶系统
的智能网联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高达42.4%，而2022年的市场渗透率为
34.9%，自动驾驶的市场化推进速度加快。在应用场景方面，自动驾驶
逐步覆盖工业园区、景区、机场、矿山、港口、高速公路、城市等，对高阶
自动驾驶体系提出了更为复杂的适应要求。

当前，我国L2级自动驾驶车型已经被广泛应用，正处于L2级+向
L3级过渡的关键期，智能网联汽车市场接受度显著提升。自动驾驶的
发展与市场化息息相关，资金大量进入加快了技术开发与迭代，产业规
模壮大仅经历了短短几年。自动驾驶发展的核心是关键技术的持续创
新，目前主要有单车智能与“车路云”协同两大技术路线。由于目前单
车智能自动驾驶在安全性和处理突发事故等方面存在技术突破困难，
因此我国走的是“车路云”一体化战略。高阶自动驾驶阶段将是大模型
驱动的智能网联汽车时代，大模型成熟与否决定着高阶自动驾驶系统
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车路云”一体化战略的实施，还需要新型基础设施
的投入和完善，路侧、云端、区域边缘计算中心及城市数据中心等将需
要大量投资建设。

中国自动驾驶汽车产业发展迅速，相关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和应用，
国际竞争力逐渐增强。不过，自动驾驶进一步向高阶发展，仍然需要重
点解决关键技术、成本、数据、基础设施、法律法规等相关问题，强化协
同创新。应在软件、硬件、系统及大模型等领域加强联合研发，形成跨
界创新主体联盟，激活传统车企、造车新势力、大型互联网与科技公司
等方面的技术优势。有机融合单车智能、道路智能、云端智能、城市智
能等多个领域，形成安全、稳定和高效的自动驾驶交通系统。道路智能
化改造等属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同样离不开多部门协同。云端智能
和城市智能还涉及自动驾驶和交通系统的大数据采集、存储、传输、利
用等，不仅要鼓励车企积极参与数据积累，还要有相关法律法规保障数
据实现安全共享。

来源：《经济日报》

推动“聪明车”驶上“智慧路”

在数十千米高的大气中间层，有时会伴随雷雨出现绿色光芒，天文
学家将其命名为“幽灵”事件。西班牙天文学家日前表示，通过多年观测
研究，发现了这种绿光的来源。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天体物理学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人员日前在英
国《自然·通讯》杂志上发表论文，报告了他们自2019年以来对多起相关
事件的观测分析结果。

据介绍，在大气中间层有时会伴随雷雨出现一些发光现象，它们转
瞬即逝，难以捉摸，天文学家便以文学化方式予以命名，将一种发出红光
的现象称作“精灵”事件，将一种更为罕见的、在“精灵”事件的红光上方
出现绿光的现象称作“幽灵”事件。

此前有观点认为，“幽灵”事件中的绿光与绿色的极光相似，也是由
带电粒子与氧原子之间作用产生的，但缺乏观测证据。此次研究通过光
谱分析显示，在“幽灵”事件中氧原子的贡献较小，其绿光主要来自受激
发的铁原子和镍原子。高空中的这些金属原子可能来自落入大气的星
尘。

研究人员表示，这项成果不仅解释了“幽灵”事件中的绿光来源，还
有助于更新相关大气研究模型。 来源：新华网

研究发现中层大气

“幽灵”绿光的来源

记者近日从福州大学获悉，该校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郑仕标课
题组发现，非厄米复合量子系统在奇异点能够呈现出纠缠相变。相关成
果于2023年12月29日发表在国际刊物《物理评论快报》上。审稿专家认
为，这一发现是非厄米量子系统纠缠性质研究领域的一个里程碑。

郑仕标介绍，开放量子系统区别于孤立系统最显著的特征，是对应
的非厄米哈密顿量允许奇异点的存在，在该点哈密顿量的本征能和本征
态均融合。近20年来，人们在理论上预测并实验验证了奇异点导致的
各种非厄米现象。但是，这些现象都可能在量子系统和经典系统中出
现。这导致了一个悬而未决的根本性问题：什么样的非厄米现象能够完
全背离经典物理？

该团队研究发现，非厄米光子—量子比特相互作用系统在奇异点能
够呈现出量子纠缠的突变现象。一方面，纠缠是纯量子力学效应，没有
对应的经典概念；另一方面，该纠缠相变是非厄米系统所特有的奇异点
效应。因此，他们所发现的现象回答了上述根本问题。同时，该团队在
电路量子电动力学系统中实现了量子比特与具有耗散的微波谐振器的
可控耦合，并在此基础上观测到了奇异纠缠相变。

实验结果表明，当量子比特与谐振器的微波光子的耦合系数小于耗
散系数的四分之一（奇异点）时，系统本征态的纠缠度与耦合系数成正
比。当耦合系数达到这个临界值时，纠缠度突然停止变化，其变化率从
一个大于零的常数跳跃到0，验证了理论预测。

由于在奇异点附近，非厄米系统的性质对控制参量的变化很敏感，
奇异点效应有助于实现高灵敏度传感。迄今为止所报道的奇异点增强
的传感都局限于经典系统，该研究所提出的方法有望用于量子系统参量
的高灵敏度测量。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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