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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资讯

科技改变生活

3月21日是春分日，当日凌晨天宇将上演“土
星合月”美丽天象，届时只要天气晴好，我国公众
肉眼可赏“指环王”约会“月姑娘”的美丽画面。

行星和月亮正好运行到同一经度上时，两者
距离最近，这一天象叫“行星合月”。“行星合月”
时，月亮和行星在人的视觉上很靠近。

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赵之珩
介绍，21日凌晨，面向西南方天空，可以看到在月
亮旁边不远处，有一颗亮星闪耀着金黄色的光芒，
这就是有着“指环王”美誉的土星。此时此刻，头
戴“草帽”的土星正向“月姑娘”近距离展示自己的

“星姿”，星月相伴，辉耀天宇，共舞苍穹。
土星是夜空最美丽的星球之一，也是肉眼易

见的太阳系大行星中离地球最远的，它拥有雄伟、
美丽的光环，在望远镜中其外形像一顶草帽，被誉
为“指环王”。我国古代称土星为“填星”或“镇星”。

美国行星科学家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在木星
和土星大气深处，可能漂浮着大块的钻石，而在海
拔低于钻石稳定态的区域，压力和温度非常高，能
将钻石融化，形成钻石雨或液体钻石。

（据新华社天津3月19日电）

明日“土星合月”迎春分

“指环王”
约会“月姑娘”

旋转式直流摩擦发电机、刹车发电模
拟装置、自驱动无线触摸警报器、脚踏式
摩擦发电机、潮汐能收集装置……在实验
室里，王中林展示了20件摩擦发电装置，

“这些装置能实现对空气流动、水体流动
和人体活动等各种机械能的高效收集”。
王中林预测，未来35年到50年，摩擦发电
机将实现大规模产业化应用。

王中林认为，摩擦发电机在大规模
发电上也大有可为，“我们都知道潮汐能
发电，但目前的技术只能利用潮汐的流
动能。摩擦发电机有 4 种模式：纵向接
触—分离、横向滑动、单电机极、自由浮
动，将使潮汐能的利用率大大提高。我
们将其做成阵列，就能够实现大规模发
电”。

“当然，大规模发电涉及工程技术、建
设施工等方方面面，很难做出预测。但我
认为在基础研究方面，这不是个难题。”王
中林说，“只要有足够的投入，我相信未来
10年到15年，利用摩擦发电机进行大规
模发电是可以实现的。”
（据《光明日报》）（本组图片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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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知道摩擦可以产生电，可这些电如何才能
利用起来呢？人的行走、身体的晃动、手的触摸、车轮
的转动……在中科院北京纳米能源所首席科学家
王中林眼中，把摩擦发电机附着在这些产生
动力的物体上，就能实现对机械能的
有效收集。

简单地说，电要能做功，也就是“能
用”，电压和电流两个因素缺一不可。“摩
擦只是产生了电压，没有电流，就无法使
用。”王中林介绍，摩擦发电机的原理与
传统的电磁感应式发电机和摩擦起电机
原理完全不同，是利用摩擦起电和静电
感应效应的耦合，同时配合薄层式电极
的设计，实现电流的有效输出。

人的行走、身体的晃动、手的触摸
甚至车轮的转动、机器的轰鸣……在王

中林眼里，这一切皆能发电：“只要把摩
擦发电机附着在这些产生动力的物体
上，就能实现对机械能的有效收集，就
连拍拍手都能发电。”

王中林在 2012 年 1 月成功研发世
界首台摩擦发电机。两年来，他带领团
队成功克服了摩擦发电机输出电流小、
电压高、难以直接给用电器有效充电的
缺陷，实现了对小型电器的实时供电，让
产业化成为可能。

虽然名叫“发电机”，但摩擦发电机
不是庞然大物——其结构极为简单、精
巧，有些仅有巴掌大小。王中林介绍：

“基本元件都是仅有微米级厚度的薄膜
材料。”

小巧的结构也让自供能成为可能。
王中林说，夜间在高速公路上工作的人
员需要穿带 LED 灯的服装，“这种装备

原来是需要电池供电的。现在，只需将
摩擦发电机放入衣服里，只要他们在走
动，就能实现自我充电”。

摩擦发电机另一个优势是成本低。
“布料、木材都可做，摩擦发电机主要部
件是由有机材料和常见金属构成的，而
且用量极少，非常适合大规模产业化。”
王中林说。

精巧、成本低、自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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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款摩擦发电装置，只要对着
吹气，就会有电流产生，使灯亮起

科研人员展示一款风力摩擦发电装置

纺织品摩擦发电手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