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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观察R ■科技大观R

在沙特阿拉伯红海海岸，一座

新城正在打造，被称为“新一代的城

市”，未来其电力供应将完全来自新

能源。这一愿景的实现，不仅仅依

靠成片的太阳能光伏板，还有能源

的“蓄水池”“调节器”——储能技

术。最近，中国企业成功签约红海

新城储能项目，储能规模达 1300 兆

瓦时，是迄今全球规模最大的储能

项目，将助力沙特打造世界级清洁

能源中心。

以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为主

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对绿色低碳发展

有着重要意义。不过这些能源受天

气影响，具有间歇性和波动性，会导

致发电高峰与用电高峰不匹配，带

来电网调节能力不足和频率稳定难

度上升等挑战。储能技术的发展，

能使电力供需更趋平衡、提升电力

传输配送质量、提供应急备用能源

等。国际能源署和国际可再生能源

署研究显示，随着新能源发电规模

迅速扩大，到 2050 年全球储能容量

规模需求将是目前的 300 倍至 500
倍。储能正日益成为新型电力系统

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支撑技术。

储能是指采用物理或化学方法

将能量进行储存和再释放的过程。

目前，可以利用蓄能水库、飞轮、化

学电池设备和压缩空气装置等，根

据需要“存取”电力。其中，抽水蓄

能是发展最成熟、装机容量最大的

储能技术。它利用水能发电，工作

原理简单、技术成熟、使用寿命长，

不过也受到选址、建设周期长和初始投资大等因素制约。

以电化学储能、氢储能为代表的新型储能技术可以广泛

应用于新型电力系统发、输、配、用各环节，是未来重要的发展

方向。新型储能技术不仅可以“填谷削峰”，抚平电力供需，还

具有响应速度快等特性，能够涵盖秒级、小时级、数周乃至数

月等各种时长的能量储存和再释放的场景，从而提升新型电

力系统的灵活性，保障电力供应安全和稳定性。

电化学储能近年来发展迅速，全球装机规模从 2012 年的

不到 1 吉瓦增长到 2020 年的超过 13 吉瓦，贡献了同期电力储

能装机的主要增量，其中又以锂电池应用最广。储能锂电池

就像是超大型的“电池”，在持续放电能力、响应速度和使用寿

命等方面均有较大优势，可以在发电侧、用户侧和电网侧等许

多场景应用。特别是在深山、海岛等一些偏远地区，使用家庭

锂电池储能系统可以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稳定性和使用

率，在用户端实现“自发自用”，节省用电成本。

氢储能技术正成为储能领域的新秀。氢气是具有高能量

密度特性的气体，可以通过电解水制取氢气实现储能。目前，

多个国家正研究利用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发电，制取氢气作

为工业原料、燃料或发电原料，从而形成“电—气—电”的能量

转换，实现跨季节的储能和长距离的输送，支持新能源电力的

消纳。

全球多国还围绕超级电容、飞轮储能、压缩空气储能、储

热和储冷等方面，进行储能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示范。此外，

储能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仍需解决成本、安全性等一系列问

题。各国应进一步加快相关基础研究和技术合作，推动储能

产业市场走向成熟，加速全球绿色低碳电力系统和能源体系

变革，让清洁的电力早日普及。

（作者为清华大学清华三峡气候与低碳中心、核能与新能

源技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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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外长——

西方国家没资格充当民主“教师爷”
据新华社万象 1月 24日电 （记者章建华）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沙伦赛

24 日与中国驻老挝大使姜再冬交流时指出，西

方国家没有资格充当民主“教师爷”。

沙伦赛说，老挝曾同多个西方国家就民主

和人权问题举行对话，其中不少国家以“民主榜

样”自居，声称老挝在民主事业上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却从不反思自身所谓“民主体制”早已千

疮百孔。一个国家是否民主、实行什么样的民

主，应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说了算。

沙伦赛说，一些民调结果显示，不少西方国

家民主饱受本国国民诟病，政府公信力不断下

滑。但这些国家却执迷不悟，仍一味要当民主

“教师爷”，实际上根本没有资格，只会贻笑大方。

沙伦赛表示，老挝高度赞赏中国民主事业

成就，认为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广泛而

坚实的民意基础且务实管用，为包括老挝在内

的广大国家提供了宝贵借鉴。

中国将向柬埔寨派遣中医抗疫医疗队

新华社金边 1月 25日电 （记者吴长伟）中

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黄璐琦和柬埔寨卫

生大臣曼本亨 25 日在金边签署了关于中国派

遣中医抗疫医疗队赴柬埔寨工作的协议。

中国驻柬大使王文天出席了签字仪式。根

据协议，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派遣一支以中

医师为主的中医抗疫医疗队赴柬埔寨金边考斯

玛中柬友谊医院执行援外医疗任务，为期一年。

据了解，这是中国派出的首支援外中医医

疗队，这支医疗队将提供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

等医疗服务，还将培训柬医务人员，制定有针

对性的培训手册和 课 程 ，为 当 地 人 民 提 供 包

括新冠肺炎在内的常见疾病的防治和康复服

务 。 不 仅 将 加 强 中 柬 两 国 抗 疫 合 作 ，还 将 极

大推动两国在传统医药领域的交流互鉴。

韩国明确“2030国家自主贡献”减排目标

本报首尔 1月 25日电 （记者马菲）韩国政

府日前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

了“2030 国家自主贡献”减排目标，计划到 2030
年温室气体较 2018 年减排 40%，高于此前设定

的 26.3%的目标。韩国政府表示，“2030 国家自

主贡献”减排目标是走向碳中和的中期目标。

据韩联社报道，为实现“2030 国家自主贡

献”减排目标，韩国政府制定了国家碳中和、绿

色增长战略和基本计划。韩国环境部计划全

方位推进社会、经济结构碳中和转换及建立行

业扶持制度。通过碳中和绿色城市试点项目，

确立以城市为单位的碳中和模式，引进“碳中

和实践积分制”，指定并运营 17 个道市碳中和

支援中心，加强地方碳中和力量。同时，加大

力 度 支 持 产 业 绿 色 转 型 ，培 养 一 批 具 备 引 领

作 用的绿色企业，促进金融界投资低碳产业

技术。

2020 年 10 月，韩国正式宣布到 2050 年实

现碳中和。此后，韩国政府制定《碳中立基本

法》，新设总统直属机构“2050 碳中和委员会”，

并制定了《2050 碳中和方案》。 本版责编：邹志鹏 陈一鸣 曹师韵

日前，西班牙的瓦伦西亚获得“2022 欧洲智慧旅游之都”

称号。由欧盟推出的这一奖项自 2018 年启动，评审团从可及

性、可持续性、数字化程度、文化遗产和创新力等方面，对参与

角逐的旅游城市进行评估和推广。为促进疫后经济复苏，欧

盟希望通过分享智慧旅游的成功案例和实践，推动欧洲旅游

业更快发展。

瓦伦西亚是西班牙第三大城市，坐落于地中海沿岸。这

里历史文化悠久，拥有丝绸交易厅和法雅节等文化遗产，美食

与海滩更是吸引了各地游客。近年来，瓦伦西亚致力于发展

智慧旅游产业，不断创新旅游模式，推动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和数字化转型，改善游客体验。

瓦伦西亚在全市范围内设立了 5 个智能旅游信息办公

室，可以 24 小时为游客提供旅游信息查询、旅游服务产品购

买以及网络订单领取等服务。市政府推出智慧旅游数据平

台，通过市区内的传感器收集相关信息，包括公共交通运营情

况、城市租赁自行车使用情况以及游客消费偏好等，通过大数

据分析并形成游客旅游和消费活动报告，帮助旅游企业更好

决策。

为了进一步丰富游客的旅行体验，瓦伦西亚旅游部门还

推出了专门的手机应用程序，规划了不同主题的城市地理寻

宝游戏，将不同景点进行串联。市政部门还修建了超过 156
公里的自行车道，对更多道路和建筑进行了无障碍改造，推广

绿色出行和慢享旅游。

瓦伦西亚是西班牙政府积极推动智慧旅游发展的一个缩

影。早在 2013 年，西班牙工业、贸易与旅游部就推出了智慧

旅游目的地项目，制定相关标准，对满足条件的旅游目的地进

行认证。2019 年，该部又推出了智慧旅游目的地网络，各地

可以共享智慧旅游发展和创新经验，加强各旅游目的地间的

协调。目前该网络已经有包括 226 个旅游目的地和 68 家企业

在内的 347 个成员。

去年，西班牙政府决定成立智慧旅游目的地平台，并投入

1.3 亿欧元用于平台建设，通过集合公私数据，将游客、旅游目

的地和企业连接在一起。借助该平台，游客可以与旅游目的

地和相关企业建立联系，获取旅游资讯和促销信息；旅游目的

地可以对游客数据、旅行信息等进行汇总分析，为制定旅游政

策提供依据；企业可以加速业务电子化，推出更有针对性的旅

游方案进行宣传和营销。 （本报马德里 1月 25日电）

西班牙力推智慧旅游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姜 波

泰国猜纳府大米研究中心，一块块长 5
米、宽 3米的试验田里，绿油油的稻苗长势喜

人。每块稻田旁都竖着一块牌子，标明稻谷

的品种、特性和种植方法。“我们正在参加优

质水稻品种竞赛。这 48 块试验田几个月后

就将迎来收获期，届时我们将根据口味、产

量、耐病虫等标准，推选 3 个最好的品种。”

猜纳府大米研究中心主任巴塔娜说。

大米种植是泰国经济重要支柱产业。

据统计，泰国大米种植面积 6931 万莱（1 莱

约合 2.4 亩），约占全国农业用地的 46%，从

事水稻生产的农户有 416 万户，占农业总户

数的 65%。为了不断提高大米种植产量、培

育更多优质稻种，泰国政府十分重视水稻

科研，不仅设立了全国性水稻研究所，还在

全国设有 28 个大米研究中心。每个中心负

责若干个府的稻谷研究，形成了覆盖全国

的稻谷科研网络。

猜纳府大米研究中心参与的这次优质

水稻品种竞赛，由泰国农业与合作社部组

织，由当地大学、农户、协会等提供共 48 种

稻种，在猜纳、彭世洛、孔敬 3 个大米研究中

心同时种植，以研究在不同的气候和土壤

条件下，哪些稻种品质最好。最终在香米、

硬质大米、软质大米 3 个种类中各选出一个

最优稻种，再进行全国推广。

“研究中心主要承担大米研究、品种培

育和技术传播三大任务，目的是让更多农

户种上优质稻种。”巴塔娜说，研究中心需

要在试验种植的基础上，不断推出优质新

品种，淘汰退化品种。“新品种不仅要在品

质、口感上有所提高，还要有更强的应对气

候变化、病虫害能力，并且是市场需要的。

例如，18 号品种就是由口感好的品种和抗

病虫能力强的品种结合改良而成的，20 号

更抗旱、22 号成长更快。”据介绍，每个新品

种从研发到完善成熟需要近 20 年时间。新

品种只有经过国家权威部门批准认可后，

才能推广种植。猜纳府大米研究中心研发

的品种主要是适宜泰国中部种植的硬质大

米和软质大米。

每个大米研究中心都设有农民服务中

心，向当地农民传授大米种植技术。罕咯

县农民威奈告诉本报记者：“我种了 34 莱稻

谷，每年两季，能卖上百万泰铢（1 美元约合

33 泰铢）。村里几十户农民组成了合作社，

政府给予优质种子、种植技术、防治病虫等

方面的支持。农户投入少了，产量却高了，

靠的就是优质稻种和现代种植技术。”

泰国国家稻米政策管理委员会通过的

《国家稻米五年计划战略（2020—2024）》，

提出用 5 年时间研发包括软米、硬米、香米、

高 营 养 米 在 内 的 12 种 新 水 稻 品 种 ，突 出

“短、矮、大、优”特质。为了进一步提升在

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泰国国家粮食工作小

组委员会提出 2021/2022 年度采取“精减”

措施，在缩减全国稻米种植面积的同时，更

专注于研发生产全球市场最畅销的茉莉香

米等 5 种稻米品种。泰国大米出口商协会

主席查伦表示，为了促进出口，种植者必须

根据各国市场需求，不断研发新的大米品

种，满足不同群体的消费需要。

“发展农业要培养智慧农民，在信息研

究、农产品技术、农业管理等各个环节更多

运用现代技术。”泰国农业与合作社部部长

差林猜表示，通过研究培育大米等农作物

新品种，农作物产量和质量不断提高，不仅

将满足市场的新需求，还能使农民收入稳

步提升。 （本报曼谷 1月 25日电）

“让更多农户种上优质稻种”
本报记者 孙广勇

土耳其多地近日遭遇连续强降雪，多条高速公路封闭，大量航班被迫取消，部分地区供电中断。至少 1 人因大雪造成的交通事故死亡，

另有 38 人受伤。图为 1 月 24 日，在首都安卡拉，人们在雪中出行。 新华社发

核心阅读

20年前，美国在古巴关
塔那摩海军基地设立监狱，
用以关押“9·11”恐怖袭击
事件后美军在全球反恐行动
中抓获的嫌疑人。多年来，
关塔那摩监狱因多次传出虐
囚丑闻而备受谴责。一些人
权专家指出，关塔那摩监狱
是美国海外诸多人权侵犯的
一个铁证，是美国抹不去的
人权污点。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委派的人权问题独立

专家组日前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仍在使用备

受诟病的关塔那摩监狱，称其为“美国政府在

法治承诺上的污点”。联合国网站发表文章

援引专家组的声明说，美国在关塔那摩监狱

进行的未经审判就任意拘押并施加酷刑或虐

待的做法，对于任何政府，尤其是一个声称要

保护人权的政府来说，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连日来，人权专家纷纷敦促美国关闭关

塔那摩监狱，结束“肆意侵犯人权的丑陋篇

章”，同时按照国际法赔偿遭受酷刑和任意拘

押的人，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对人权的重大破坏”

今年 1 月 11 日是关塔那摩监狱设立 20
周年。监狱一度关押约 780 人，目前仍有 39
名在押人员，仅有 9 人被指控或被判有罪，大

部分人没有被判有罪。2002 年至 2021 年期

间，有 9 名在押人员在拘留期间死亡，而这些

人并没有被指控或被判有罪。许多在押人员

得不到审判并被长期关押，部分在押人员遭

到毒打、强制脱光衣服、强行喂食等虐待。

专家指出，关塔那摩监狱是一个“臭名

昭著的地方”，其特点是对数百名被带到该

地点并被剥夺最基本权利的人，“系统地使

用酷刑和其他残忍的、不人道的或有辱人格

的待遇”。

美国法律专家拉姆齐·卡塞姆说，人们在

关塔那摩监狱看到的是“无可争议的可怕的

身体与心理折磨”。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

在关塔那摩监狱，许多人遭受酷刑，并在未经

审判的情况下被无限期拘留。人权组织认

为，这座监狱是“对人权的重大破坏”。

“可耻和不道德的象征”

20 年前，西班牙记者埃玛·雷韦特尔曾

前往关塔那摩进行了采访。她说，囚犯在关

塔那摩监狱的生活“就像是在地狱”，“在不到

4 平方米的牢房里待上 20 年会损害任何人的

健康”。雷韦特尔说，该监狱是“人类历史上

非常黑暗的一页”。

另一名西班牙记者弗朗西斯科·埃兰斯

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网站刊文说，这所监狱

是美国以所谓反恐战争名义有系统地实施虐

待和酷刑的“可耻和不道德的象征”。埃兰斯

认为，关塔那摩监狱是一种“暴行”，这座监狱

每多存在一年，就会增加一分美国政府的“不

可信度”。

美国民权联盟国家安全项目负责人沙姆

希指出，关塔那摩监狱的存在是法律、道德和

伦理上的失败，是美国的不公正、滥用酷刑和

无视法治的象征。美国众议员伊尔汗·奥马

尔指出，关塔那摩监狱继续损害美国的声誉，

已经造成并继续造成严重的人类痛苦。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表示要关闭这座监

狱，但美政府一直没有兑现承诺。卡塞姆表

示，根据美国现行法律，不存在阻止该监狱关

闭的法律障碍。能否关闭这一监狱其实是政

治意愿的问题。

“诸多秘密监狱的一个例证”

不只是关塔那摩监狱，美国在全球设立

诸多黑监狱的丑陋现实不断被曝光。英国

《卫报》报道说，“9·11”事件后，美国中情局在

海外设立了许多秘密监狱，并使用极端的审

讯手段，这些手段普遍被视为酷刑。关塔那

摩监狱是“诸多秘密监狱的一个例证”。

2004 年，美军士兵在伊拉克阿布格里卜

监狱虐囚的照片曝光，震惊世界。一位名叫

阿拉·卡里姆·艾哈迈德的伊拉克民众曾被

美军无故抓捕监禁，在狱中受尽迫害。他最

近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依然悲愤交加：“美方

非人道地对待我们，至今没有道歉，没有赔

偿。美国在伊拉克的罪行不会被历史遗忘，

永远不会。”

在阿富汗，巴格拉姆监狱被称为“阿富汗

的关塔那摩”。曾被关押过的阿卜杜勒·卡迪

尔·希杰兰控诉美军的暴行：“美军士兵毒打、

虐待、羞辱我们，让我们生不如死。有人为了

摆 脱 美 军 士 兵 的 非 人 折 磨 ，选 择 吞 刀 片 自

杀。”希杰兰说，34 个人挤在一个大铁笼子

里，监狱不给毯子或垫子，囚犯们缺吃少喝。

立陶宛政府曾允许美国中央情报局将被

称为“永远的囚犯”的阿布·祖贝达关押在维

尔纽斯郊外的一处秘密地点。祖贝达在那里

遭受了各种酷刑，但至今没有证据表明他是

“基地”组织高层人物以及参与了“9·11”事

件，他也未受到任何指控。《纽约时报》报道

说，祖贝达是美国中情局一系列刑罚的“首位

体验者”，仅被施以水刑的次数就多达 83 次，

还曾被关进一个棺材大小的盒子里长达数

日。2019 年，《纽约时报》曾刊登和祖贝达相

关的“美国酷刑图鉴”手绘图，包括水刑、蹲禁

闭箱、撞墙、剥夺睡眠等一系列刑罚。

美国声称维护“民主”“人权”，却在监狱

虐待囚犯，肆意践踏人权，进一步暴露了其在

人权问题上的虚伪与丑陋。德国《青年世界

报》刊文评论，美国每年发布报告评判其他国

家人权状况，但自身民主和人权状况却不断

恶化，甚至出现“国家授意实施的虐囚行为”，

“其厚颜无耻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本报华盛顿 1月 25日电）

关塔那摩监狱，美国抹不去的人权污点
本报记者 李志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