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20日，台灣中時集團旺報總編輯王綽中（左一）一行到訪

香港文匯報，獲本報副總經理康海峰（右一）等熱情接待。

■侯麗江(左三)一行拜訪本報，與康海峰（左二）、姜增和（右一）等領導商討

貴州千名公務員赴港培訓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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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九龍總
商會日前召開第三十七屆理監事第七
次聯席會議，之後在禮堂舉辦慶祝國
際母親節大會。

李光華主持例會報告工作

龍總理事長李光華在主持會議時報
告指，該會早前通過捐款港幣50萬元
為四川雅安賑災，並已於4月23日到中
聯辦進行支票遞交儀式，由副主任林
武接受。
他續說，該會於4月29日至5月1日，

組團赴台北訪問交流，拜會亞太商工
總會、中國青年創業協會總會、「行
政院大陸委員會」、外貿協會、台北市
中醫師公會、新北市金銀珠寶商業同
業公會、「教育部」等，以及與當地
的新紀元舊生代表相聚，行程緊密，
獲益良多。
5月8至10日，該會一行30人赴廣東

省訪問各友好團體，中聯辦九龍工作
部部長何靖擔任名譽團長，李光華擔
任團長，增進兩地經貿合作，拜訪深
圳市工商聯，副主席薛興強親自接
待；廣州市海珠區貿促會，由主任唐
志榮接待；廣東省工商聯，由副主席
盧小周接待；廣州市工商聯與副主席
劉定銳進行座談；參觀考察廣州立白
企業集團，了解廣州民營企業的規
模；佛山市工商聯副主席勞俊豪帶領
參觀考察佛山新城的環境及最新投資

發展項目；佛山市副市長麥潔華設午宴款待；順
德區工商聯安排參觀順德區展覽館及清暉園，了
解當地古今歷史文化及工商業發展，成果豐碩。
另該會於本月25日將舉辦首次龍總開放日。
當日，龍總還在禮堂舉辦慶祝國際母親節大

會，由該會婦女部主任鄔欣餘擔任大會主席，台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組長杜嘉芬任主禮嘉賓。鄔主
席借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著作中的引文歌頌
母親的社會功能和作用，說明母愛的偉大，認為
關愛母親才不失紀念母親節的真正意義。

言愛基金河南增建6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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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貴州省人力資源和社
會保障廳（人社廳）副廳長、貴州省
公務員局局長侯麗江一行昨日就2013
年「貴州省千人赴港培訓計劃」的安
排，與香港文匯報董事副總經理康海
峰及文匯報副總經理、香港文匯報管
理學院常務副院長姜增和洽談。

侯麗江訪本報洽談安排

座談中，侯副廳長對第一期的貴州
省千人赴港培訓計劃做了總結：第一
期培訓專題共有25個，包括現代金融

管理培訓班、廉政建設與紀檢監察培
訓班、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培訓班、
教育科技管理、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
等，學員反響熱烈。他指出，貴州省
公務員赴港培訓是有必要的，而第二
期的千人赴港計劃將加大力度，預計
在一年內完成此培訓計劃。
康海峰歡迎侯副廳長一行的到訪，

並指出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管理學
院對貴州省千人赴港培訓計劃全力以
赴、加強雙方的合作，並對貴州省長
期的培訓計劃給予大力支持。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昨日舉行
集思研討會，殷曉靜發表了講

話。大會並邀請了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
委員會副主任周安達源，就「香港社團
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進行專題演
講。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會長譚錦

球、該會主席陳清霞主持研討會，數十
名會員參與研討會。

譚錦球陳清霞主持研討會

殷曉靜對該會舉辦集思研討會表示認

同，指自己首次參與在港社團的集思研
討會，有助大家從具體工作事務中抽身
出來，從宏觀發展方向、從比較長遠的
角度考慮問題，有助提升大家到一個新
的工作檔次，希望該會未來不定期地就
一兩個問題舉行研討會，就有關問題進
行溝通和形成共識，相信對該會工作有
很大幫助。
就港區省級政協聯誼會的未來工作，

她認為，今年全國「兩會」，前後兩任
的全國政協主席均對港澳政協明確提出
希望，希望委員們在國家事務和港澳事

務中發揮積極作用。該會應將這兩個
「積極作用」與該會「服務國家、服務
香港、服務委員」的宗旨相結合，並做
好這3個方面的服務。

冀為國為港發揮積極作用

殷曉靜對該會提出3點希望：一是希
望該會重學習，提高會員的綜合素質。
在知識時代，知識的折舊率是很大的，
若單依靠原有的底子，很快便會「資不
抵債」。她點出，該會會員可以學習從
國際環境的角度和國家的角度去認識香

港問題，指「國際上有些勢力並不希望
見到香港風調雨順；同時，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和發展利益與香港本身的繁榮
穩定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二是要
重團結，形成工作合力，一方面要做好
會務團結，同時亦要協助社會團結。就
社會團結，她稱會員有許多來自專業
界、工商界，應做好團結中產和專業人
士的工作，「團結面越廣，力量越
大」；三是重服務，建設一委員之家，
希望該會可以更好地組織不同形式的活
動，吸引會員參與其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駱佳 鄭

州報道）香港言愛基金捐建河南
省第二批共6所思源實驗學校的
簽約儀式近日在鄭州舉行。
據了解，言愛基金為每所學校

無償捐助1,000萬元，建成後將
招收農村貧困學生免費入讀。言
愛基金2011年9月首次進入河
南，到目前已確定在河南省15個
縣捐建共15所思源實驗學校。其
中第一批共9所學校將有7所於

2013年秋季開學，第二批6個縣
的學校計劃2014年春季開學。
香港言愛基金成立於2006年，

主要支持內地貧困地區的教育和
醫療衛生事業。言愛基金與當地
政府共同出資，建設義務教育階
段全寄宿的公立學校，幫助偏遠
地區貧困家庭的孩子同城裡的孩
子一樣享受優質教育資源。目
前，全國已有13個省份建有思源
實驗學校。

殷曉靜提3點希望 勉「重學習重團結重服務」

港區省級政協聯會辦集思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昨日舉

行集思研討會，探討會務工作發

展。中聯辦副主任殷曉靜出席向

該會提出3點希望，希望重學習，

提高會員的綜合素質；希望重團

結，形成工作合力；希望重服

務，建設一委員之家。她期望港

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成為眾多

愛國愛港社團中的一面旗幟，並

鼓勵他們未來應不定期就一兩個

問題舉行研討會，就有關問題溝

通及形成共識，展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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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各界持續透過中聯辦向四川雅安災區捐

款。香港藍園教育基金會陳允輝（右二）昨日往中聯

辦港島工作部，代表藍園教育基金會捐款1.37萬港

元。陳偉峰副部長（左二）代表接受捐款。

■李光華致送母親節紀念品。

■港區省級政協聯誼會舉行集思會研討未來工作。中聯辦副主任殷曉靜(前排左六)出席致辭。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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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金蘭 北京報道）近期，《現
代振動與噪聲技術》第十卷上發表了中國虛擬儀器之
父、北京東方振動和噪聲技術研究所名譽所長應懷樵教
授署名文章《太陽黑子爆發與共振實現核聚變的探
討》。日前，他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目前國
內外正在研究的人工可控核聚變進展緩慢或許是受制於
其研究方向。他認為，實現核聚變的研究應將長期以來
模擬太陽核心區的高溫高壓方案轉向模擬太陽表面黑子
爆發的方向，而這或將能夠在地球上低溫低壓條件下用
粒子共振實現核聚變。

「人造太陽」正由夢想變為現實
在古希臘神話中，普羅米修斯從太陽神阿波羅處盜下

的天火，照亮了人類的黑夜。而在現代綠色能源科技
中，被譽為「人造太陽」的核聚變又將照亮人類能源的
未來之路。
所謂「人造太陽」，即可控核聚變技術，因其產生能

量的方式與太陽類似而被稱為「人造太陽」。早在一百
多年前，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便預見了在原子核中蘊
藏㠥巨大的能量。1939年，美國物理學家貝特證實，一
個氘原子核和一個氚原子核碰撞，結合成一個氦原子
核，並釋放出一個中子和17.6兆電子伏特的能量。正是
這個發現揭示了太陽「燃燒」的奧秘。
世界上，氫彈是最早製造出的「人造太陽」。最初，

人們認識熱核聚變也是從氫彈爆炸開始的。此後，科學
家一直希望發明一種裝置，能有效控制「氫彈爆炸」的

過程，讓能量持續穩定的輸出。科學家通過一種名為
「全超導托克馬克」的試驗裝置實現了可控聚變反應。
自首個托克馬克裝置於1954年在前蘇聯建成至今，全球
共建成該類裝置一百餘套。
據了解，目前世界最大的托克馬克裝置「歐洲聯合環」

已經獲得了最大的聚變功率輸出，達到16至17兆瓦。但
美中不足的是，該聚變反應只能短暫地運行幾秒、十幾
秒鐘而已。而這也就意味㠥雖然核聚變理論上能夠提供
源源不斷的清潔能源，但是人們卻始終沒有找到可以實
現它的辦法。

研究表明，太陽核心區溫度高達1500萬攝氏度，氣壓
達到2500多億個大氣壓，在此高溫高壓條件下，氫原子
核聚變成氦原子核，並釋放出巨大能量。一直以來，科
學家對可控核聚變的研究正是冀望通過在地球上建一個
能夠模擬上述太陽核心區的高溫高壓環境來實現。
據了解，應懷樵教授1959年就讀於浙江大學工程物理

系理論物理專業，1965年至1980年參加中國西部羅布泊
地區的原子彈和氫彈的核爆炸試驗工作，長期以來對核
聚變有特殊的興趣和激情。他對可控核聚變的研究，最
早始於對太陽黑子爆發及太陽耀斑的關注。作為國際國
內振動學科研領域最具權威專家之一，應教授出於其對
自然現象的敏銳觀察，近年來開始關注有關於太陽黑子
爆發異常現象的新聞報道，並引發了對太陽黑子為什麼

會爆發的思考。
在應懷樵教授看來，太陽黑子爆發和耀斑是太陽表面

核聚變的集中爆發，其循環周期大約為11.2年。他大膽
猜想，太陽黑子爆發恰恰是在4500℃—6000℃、0.01個
大氣壓理論上不可能產生核聚變條件下產生的；而其形
成原因是氘氚等粒子共振產生與積聚了可以產生核聚變
的巨大能量。據了解，利用共振實現核聚變的設想是應
教授最早於2000年在中國振動學會溫州會議上提出來
的，該理論一經提出便受到時任中國振動學會理事長聞
邦椿院士的熱情支持與鼓勵，同時也得到了該學會名譽
理事長胡海昌院士的首肯和贊同。
應教授思考：太陽黑子爆發與共振有關係嗎？黑子爆

發可以利用嗎？經歷一段時間專研，應教授對上述問題
研究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第一：黑子爆發在太陽表面。太陽表面溫度4500℃—

6000℃，核心區是核聚變區，溫度在1500萬℃左右。而
核聚變的溫度通常需要幾千萬甚至上億攝氏度的溫度，
至少也要幾百萬近千萬攝氏度。太陽表面黑子溫度卻只
有4500℃左右，遠遠不夠核聚變的溫度條件，在表面溫
度下是不可能產生核聚變的。
第二：太陽表面壓力是0.01個大氣壓，遠遠達不到核聚

變的條件。太陽內部由於壓力非常之大，核心區氣壓約
2500億大氣壓，溫度非常之高，達到核聚變的條件，因而
實現核聚變是很正常的。而在太陽表面的黑子溫度很低、
壓力也不高，遠遠達不到核聚變的條件，那麼為什麼近11
年太陽黑子大爆發，實現了實際的大規模核聚變？

第三：太陽核心區核聚變爆發產生的粒子到達表面，
據說要100萬年，而為什麼黑子群卻以11.2年為周期大
爆發呢？
據此，應懷樵教授分析一定有另外的原因——共振。他

猜想，太陽黑子是太陽表面的等離子氣體，溫度較低，為
4500℃左右，是一種高速氣體漩渦，像地球上的巨大龍捲
風。這種快速氣旋，它的直徑小的達千米級別，大的達10
萬千米。約11年一個周期的加速達到光速，黑子相互擾動
引發沸騰。其中在眾多黑子相互擾動中產生太赫茲
（1THz=1000GHz）頻率範圍內的共振，並引起等離子體自
激顫動——共振，最後產生大規模核聚變爆發的可能模
式。如果不是高溫高速的碰撞引發共振與顫振，在太陽表
面較低溫低壓條件下是不會引發核聚變的。
應懷樵教授由黑子爆發現象猜想：因太陽黑子爆發實

現了核聚變的過程，可以認為，較低溫度（4500℃左右）
較低壓（0.01個大氣壓）太陽表面附近能實現核聚變。
黑子漩渦的「龍捲風」能把太陽內部部分氣體捲上表
面，加劇擾動下的共振發生，經過11年左右的培養加
強，產生了周期為11年左右的太陽黑子大爆發。
事實上，直至目前國內外正在研究的人工可控核聚變
的方案主要是模擬太陽核心區高溫高壓條件來實現。應
教授表示，這一思路可能存在誤區，因為在地球上實現
太陽核心區的條件難度太大，成本很高。如果轉變思
路，採用模擬太陽表面黑子爆發共振實現核聚變的方案
即在地球表面低溫低壓條件下實現可控核聚變或許是一
條捷徑，屆時能源危機將迎刃而解。

從關注太陽核心區到太陽表面黑子
利用共振原理或將實現低溫低壓可控核聚變

中國虛擬儀器之父應懷樵——用共振實現核聚變之「哥德巴赫猜想」

核聚變或是解決能源危機的終級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