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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99、100！”5 月 28
日凌晨 3 时 02 分，在中科
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EAST控制大厅，当大屏幕
上数字突破 100秒瞬间，所
有人起立欢呼。

基于 40 多年努力，有
“人造太阳”之称的全超导
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创造新的世界纪
录，成功实现可重复的 1.2
亿摄氏度 101秒和 1.6亿摄
氏度 20 秒等离子体运行，
向核聚变能源应用迈出重
要一步。

实验总负责人龚先祖
兴奋地大吼一声，击案而
起。身旁的中科院合肥物
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
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
云涛轻拍了他两下，两人
拥抱在一起。

EAST 是国家发改委
批准立项的“九五”国家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拥有类
似太阳的核聚变反应机
制。核聚变能源的原材料
在地球上几乎取之不竭，
排放无污染，被视为“终极
能源”。

实现核聚变发电的两
大难点是实现上亿摄氏度

点火和稳定长时间约束控
制。本次实现1.2亿摄氏度
101秒等离子体运行，是中
国首次在国际上采用全金
属主动水冷第一壁、高性能
钨偏滤器等关键技术。

新世界纪录，将 1亿摄
氏度 20秒的原纪录延长了
4倍。

目前，EAST上的核心
技术有 200多项、专利近两
千项，汇聚“超高温”“超低
温”“超高真空”“超强磁场”

“超大电流”等尖端技术于
一炉。总功率达 34 兆瓦，
相当于约6.8万台家用微波
炉一起加热。为了让 1 亿

摄氏度与零下 269 摄氏度
共存，要用地表大气压约
一千亿分之一强度的“超
高真空”隔热。

为支撑这个复杂极端
系统，EAST上近百万个零
部件协同工作。

“实现新纪录，进一步
证明核聚变能源的可行性，
也为迈向商用奠定物理和
工程基础。”宋云涛说。

据悉，下一代“人造太
阳”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
已完成工程设计。根据中
国磁约束核聚变路线图，
未来瞄准建设世界首个聚
变示范电站。

1.2亿摄氏度“燃烧”101秒！

中国“人造太阳”创造新世界纪录

虚拟货币挖矿的高
能耗，已经引起了地方
政府的高度警觉。例如
内蒙古自治区今年以来
采取多项政策措施清退
虚拟货币挖矿项目，截
至 4月底已关停清退 35
家挖矿企业。经初步统
计，清退这 35 家挖矿企
业可年节电 52 亿度，折
合超160万吨标准煤。

“近期看到当地出台
打击虚拟货币挖矿的一
些措施后，我们正在抓紧
清理。”记者走访的那家
企业的负责人表示，最高
峰时厂房里有 2 万多台
服务器。今年2月以来，
一些服务器已陆续搬走
了，现在约剩1万台。

整 治 力 度 不 断 加
大。5月21日，国务院金
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

了第五十一次会议。会
议明确提出，打击比特
币挖矿和交易行为。这
是金融委首次对于比特
币公开发声，直言“打
击”，态度鲜明有力。

“这两天，周围有不
少‘矿主’已考虑关停‘矿
场’或转移到海外了。”一
名“币圈”人士告诉记者，
他们准备漂洋过海，将

“矿场”搬到俄罗斯、芬
兰、加拿大等当地允许且
电力过剩的国家。

要把电用在促进经
济发展的“刀刃”上。专
家建议，电力资源充沛
的地区可以建立市场准
入、互联网企业用电大
户监测、互联网异常流
量监测等多维度常态化
监测体系，加强源头把
控。

挖的是“币”还是“坑”？
记者走访西部某省一家从事“数据业务”的企业，1万台“矿机”一个月能“吃”4500万度电！

N央视 新京报

近日云南罕见向北
迁移的15头亚洲象群，至
今仍未停止“向北”。27
日 20 时 30 分，野象群通
过峨山县城熠峨路，在峨
山县城熠峨路和昆磨高
速民房附近徘徊。

据了解，这15头亚洲
象原本生活在西双版纳州
勐养子保护区。2020年12
月，这一象群首次造访普
洱市墨江县，2021年4月，
它们北上进入玉溪市元江
县觅食，并于24日晚进入
到峨山县地界。走了一个
多月，这群象至今还没有
停止脚步，一路向北行进。

据“云南发布”官方
消息，短短 40天，这群亚
洲象在云南玉溪市元江
县、红河州石屏县共“肇
事”412起，直接破坏农作
物达 842 亩，初步估计直
接经济损失近 680 万元，
严重影响当地群众的正
常生产生活秩序。

大象为何会走出这
么远？专家推测，目前西
双版纳旱季刚结束，雨季
才开始，可能当地新鲜的
植物尚不丰富，所以它们
不断北迁。另外，带头的
母象首领可能经验不足
导致迷路，同时它们行走
的路线上没有天然的大
森林供它们停留觅食。

云南15头大象一路北上
它们为何集体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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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高大上的“大数据中心”，实则为虚拟货币
“矿场”，能耗“无底洞”。

近年来，虚拟货币风生水起，引得不少人趋之若
鹜。比特币等虚拟货币没有实物，由计算机生成的
一串串复杂代码组成，需要根据算法通过计算机运
算获得，俗称“挖矿”。用于挖矿的“矿机”一般功率
较大，需要消耗大量电力。

“矿场”到底长啥样？
挖矿究竟多耗电？

近日，记者走访了西部
某省一家从事“数据业务”
的企业。现场偌大的厂房
内部用白色隔板分出约 30
间机房，每间机房的金属架
上摆满了闪烁着彩光的服
务器，杂乱无章的电线与插
线板上盖着厚厚的灰尘。
厂房里没有什么工人，只听
见风扇的轰鸣声。

“这些都是目前挖矿专
用的主流品牌机型，应该就

是一个‘矿场’。”一名同行
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记者多方了解到，这家
企业 2020 年全年纳税仅 25
万元，但月均耗电量却高达
2500万度！今年前 4个月，
纳税仅 9万元，但月均耗电
量高达 4500万度，折算能耗
约为1.5万吨标煤。

“在我们这里，这个能
耗相当于大型乳品企业 10
条液态奶生产线的能耗总
量。”一位当地人士告诉记
者。

剑桥大学替代金融研
究中心的研究显示，截至
2021年 5月 10日，全球比特
币挖矿的年耗电量大约是
149.37 太瓦时（1 太瓦时为
10 亿度电），这一数字已经
超过马来西亚、乌克兰、瑞
典的耗电量，十分接近耗电
排名第25名的越南。

庞大的电费支出让“矿
主”们好像“候鸟”一般，哪
里电费便宜就把“矿场”搬
到哪里去。

一名“矿主”告诉记者，

冬天他们一般在内蒙古、新
疆等地用火电挖矿，一度电
0.3元左右。到了春天，就陆
续通过卡车将“矿机”运到
川西地区，利用丰水期便宜
的水电“挖矿”。如果和小
水电站谈妥价格，电价可以
每度0.2元左右。

因此，我国虚拟货币
“矿场”大多分布在电力资
源充足而电费便宜的地区，
例如火电资源充足的新疆、
内蒙古和水电资源充足的
四川、云南。

“矿主”像候鸟 往电费便宜处搬

国家明令打击比特币挖矿
和交易行为

在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工作人员对全超导托卡
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进行升级改造（4月28日摄）

正在迁移的亚洲象（新华/图）

记
者
探
访
﹃
矿
场
﹄
现
场
，一
些
设

备
﹃
残
骸
﹄
被
随
意
堆
砌
在
大
厅
一
角

正在燃烧的EA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