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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摘要：把科学研究和工业技术研发互相依存联系起来，拟设动态卡西米尔效应创造奇迹的是类似第

五代的“核电宝”----核辐射量减少现象到“色电宝”芯片，为智能手机等不用充电的电池服务。为啥目前

合成单原子催化剂的方法，对单原子和衬底的要求，还不能实现在任何衬底上制备任何的金属单原子催化剂

和“色电宝”呢？这是因为目前“量子色动化学”，我国还没有普及。 

[平角. “色电宝”芯片是“核电宝”芯片的极致 ----“色电宝、核电宝”芯片原理初探. Academ Arena 
2020;12(11):10-17]. ISSN 1553-992X (print); ISSN 2158-771X (online).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2. 
doi:10.7537/marsaaj121120.02. 
 

Keywords 关键词：色电宝、芯片、卡西米尔效应、量子色动化学 

 
一、未来智能手机电池芯片不充电原理 

1、从量子色动力学到量子色动化学 

A、从卡西米尔效应到动态卡西米尔效应 

未来智能手机电池芯片不充电的基本原理，第

一个要说的就是“卡西米尔平板效应”。理论大师

重工业应用，真空涨落被实验证实，早在 70多年前

就有科学家建议，将经验发展成一种研究模式，称

其为科学--技术互惠模式，即科学研究和工业技术

研发互相依存，共同发展的模式。卡西米尔，就是

对此作孜孜不倦探索的人。 

亨里克•卡西米尔（1900-2000）是荷兰物理学

家，他在保罗•埃伦费斯特的指导下于莱顿大学学习，

并获得理论物理博士学位。读博期间他曾经到哥本

哈根研究所，追随玻尔做研究。博士毕业后卡西米

尔又在泡利的指导下作博士后研究。科学和技术是

相互依存的，提出卡西米尔效应的过程也证明了这

点：这个发现产生于卡西米尔在飞利浦实验室工作

时，对用于工业的石英粉末悬浮液的研究。 

卡西米尔效应指的是真空中两片中性（不带电）

的金属板，会出现吸力而互相靠近的现象。理想情

形下，要求平板是无穷大和无穷薄的。这种似乎是

无中生有的吸引力，在经典理论中是不会出现的，

一般被解释为是量子场论的一个重要结果，因为它

证实了零点能的存在。这是卡西米尔在研究胶体分

子间范德華力时，启发了卡西米尔力的计算。卡西

米尔考虑胶体分子问题的相对论修正之后，进一步

思考两个宏观物体之间的色散吸引力问题。当他向

玻尔谈论这项工作时，玻尔说了一句：这一定与零

点能有关！敏感的卡西米尔受到启发后，完成了两

平板之间吸引力的计算，得到了著名的卡西米尔力

公式。 

卡西米尔力可以看作是量子效应在宏观上的

体现。尽管可看作量子效应的宏观体现，仍然难以

实验检测，其原因是因为实验条件要求太高：两个

平行金属板相距很小距离（1微米），还要做到“严

格平行”，表面“纯净无杂质”，等等。因此，直

到卡西米尔效应被预言的 10年之后，斯帕纳伊才完

成了对卡西米尔力的首次测量----这个实验其实精

度虽然不高，却证实了该效应的存在，第一次对检

测卡西米尔力有了实践认知。直到 1997年才有在美

国华盛顿大学的史蒂夫·拉莫洛克斯首次对卡西米

尔的理论，提供了坚定的实验证实。 

虽然卡西米尔最初的理论是用于平行板，但拉

莫洛克斯在 1997年实现了根本的突破，他们测量金

属板和金属球之间的力，这种设置不需要精确对准

两个平面，这时候的卡西米尔力与平面的面积无关。

拉莫洛克斯的实验结果在距离大约为 1微米时，实

验数据在 5%～10%的误差内与理论一致。与之前的

测量相比，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所以，拉莫洛

克斯对方法的改进算是卡西米尔实验的一个里程碑。

自此之后物理学家们考虑、计算、测试了各种不同

几何形状的金属表面之间的卡西米尔效应。卡西米

尔物理已经远远超出了 73 年之前最初研究工作探

索的范畴，成为一个物理丰富的有趣而活跃的研究

题目。 

因为卡西米尔效应等已经让人们切实地体会

到了真空中虚粒子的存在----虚粒子不仅存在，一定

的条件下还能“转化成”实粒子。这包括卡西米尔

动力学效应、黑洞的霍金辐射等热门题材……我们

将介绍的“色电宝”芯片是“核电宝”芯片的极致，

也与此关联。当然这需要一步一步了阐述。先说动

态卡西米尔效应吧。如真空不空，真空的能量暗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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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虚粒子中，而虚粒子可以看成是瞬间生成又立刻

湮灭的一对正反粒子。这个正反粒子对，在一定的

环境被扰动的真空中，虚粒子转化成实粒子的现象

已经被观察到。这个现象被称为动态卡西米尔效应。

传统意义的卡西米尔力指的是相对静止的两平面之

间的吸引，动态卡西米尔效应中，如两面镜子则相

对而言作快速移动（类似机械振动）。也就是说，

相对之间有一个方向大小不断变化的加速度。 

这个很快加速移动的镜面可以将虚光子变成

真实的光子。其过程可以直观地理解为加速度的作

用破坏了瞬间产生瞬间湮灭的正负粒子对之间的正

常时间关系，时间变长，长到虚粒子成为实粒子而

被发射出来，2011年瑞典哥德堡的研究人员，实现

了超导微波谐振器中的动态卡西米尔效应，检测到

从真空中产生的微波光子。把科学研究和工业技术

研发互相依存联系起来，动态卡西米尔效应创造奇

迹的是类似第五代的“核电宝”----核辐射量减少现

象到“色电宝”芯片。 

众所周知，凡普通化学解释和核化学解释生产

核武器原理，延伸扩展核爆都有放射性辐射泄露。

但量子色动化学解释生产的核武器，显著特点是核

辐射的放射性小----2016年1月6日朝鲜在丰溪里核

武试验场进行的第四次核试验，我国环保部在得到

消息后第一时间启动了应对朝鲜核试验辐射，全面

开展东北及周边地区辐射环境应急监测。1 月 6 日

边境地区 25 个自动监测站实时空气剂量率监测数

据在 65至 95纳戈瑞每小时之间，监测结果均在当

地本底范围内。2016年 1月 6-24日公开的朝鲜丰溪

的氢弹实验，是否已超越五大常务理事国等的研究

层次，进入第三个层次“量子色动化学”解释的原

理猜想呢？ 

1869年 2月门捷列夫提出：“如果按照相对原

子质量递增的顺序排列，似乎每 8个元素之后，元

素的性质就会重复出现一次”----极简的《门捷列夫

元素周期表》，151 年来已经引发从拓扑物理学到

量子色动力学结合，揭示科学+统计=量子起伏+卡

西米尔平板效应=智能手机+刀片基站=人工智能+

统计=核电宝+“色电宝”，已涉及从原子弹、氢弹

的核辐射等原理，到涉及防控原子弹、氢弹和对核

武器引爆等原理装置的探索。这首先联系到量子卡

西米尔效应平板。 

卡西米尔效应现象，是由荷兰物理学家卡西米

尔在 1948年发现而首先提出的，随后被很多科学家

也侦测到。后来为纪念他，以“卡西米尔”命名。

但 1948年卡西米尔发现卡西米尔力时，夸克、胶子

之类的量子色动力学还没有出现。卡西米尔等科学

家的探索，还只停留在原子核和电磁场物理学层次

以上，这时的观念还只是一种源于电磁场的量子真

空起伏的力。对这种由于在真空状态有量子力的波

动，两个距离非常近的物体之间存在的奇怪的拉力

或推力，被称为“卡西米尔效应”。这时的卡西米

尔效应源于的量子力波动的量子，人们主要还看成

是“实粒子”。它可以上推论到海浪等液体的水分

子、空气等风流动的空气分子，也能产生卡西米尔

效应。 

B、马成金“油包水”联键剂燃料专利传奇 

数学上，“数”分正、负；虚、实；零等 5种。

实粒子和它的负粒子，在这种卡西米尔效应真空中，

两片平行的平坦金属板之间产生的吸引压力，与牛

顿、爱因斯坦发现的万有引力，其深层次的物理原

理，是不同的。在数学基本推理原理上，深化这种

联系，是等到今天对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和量子

色动力学，追踪到原子核和电磁场物理学层次以下，

出现量子引力和暗能量、暗物质、暗信息、弦论等

问题的考察时，才有说得清楚的思路。 

例如，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可以说明光线

在经过大质量星体附近时，由于时空在大质量星体

附近会发生畸变，使光线沿弯曲空间的短程线传播

而会发生弯曲，形成引力透镜现象。即在观测者到

光源的视线上，如果有一个大质量的前景天体，则

在光源的两侧会形成两个像，就好像有一面透镜放

在观测者和天体之间一样，有一个天体是虚像。这

看起来，当然不是卡西米尔力使光线发生的弯曲。

但卡西米尔力这种压力，在电磁场的量子真空这个

层次上，也可以认为由平板之间空间中的“虚粒子”

的数目比正常数目小造成的。 

这里的“虚粒子”，可以认为类似是虚数的粒

子，而且可以是正、负虚数粒子相等。而前沿科学

国际主流今天的基础研究“脑洞大开”，其思维联

系量子引力和暗能量、暗物质、暗信息等方面的量

子弦论、圈论、扭量等的“虚粒子”，正类似正、

负虚数粒子相等。 

马成金，四川盐亭县三河人，1938年生，工程

师。退休前是盐亭县农机局玉龙镇农机站的站长。

马成金虽然是农机工程师，但他对门捷列夫非常崇

拜。原国家物资部燃料司副司长严谷良高工，上海

人，是“文革”前清华大学原子核物理工程系学了

六年毕业的高材生。2009年 3月 2日严谷良司长专

程从北京到绵阳，再到盐亭县玉龙镇考察考察马成

金。在玉龙镇农机站站长马成金工程师家，严谷良

司长讲述了他与王洪成的“水变油”技术研究联系

的亲身经历。 

严谷良先生作为国家物资部燃料司副司长，是

专职负责管理王洪成的“水变油”的高层，他也是

相信王洪成的“水变油”的人。但马成金是反对自

然环境下“水能变油”的。马成金的人生轨迹，他

家解放前很穷；解放后他读到中专毕业，别人需 12

年的学历他只读了 7 年----1959 年马成金在绵阳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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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校读书时参加大炼钢铁，有同学手里的开水碗不

小心翻落，水滴洒到正出钢水的槽里，发生爆炸，

死伤了人。事故后来使马成金产生了逆向思维：钢

水槽面上的“拉西”（炉渣熔液）是矿物质，是否

可用少量的特殊的矿物质反过来倒入碗里的水，如

能发生爆炸和燃烧，不是可以用来为解放台湾作贡

献吗？ 

因为在 1960 年代初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

国家也在宣传要解放台湾。受此阶级斗争的鼓动，

作为苦大仇深出生的马成金联想到军事用途。这第

一个十年他还没有结婚，劳动又累，他只能思考。

1969年他才结了婚，夫妻都是晚婚。他在农村中有

了家，有了 3个孩子。这第二个十年他在辛苦和欢

乐中，坚持做实验。马成金利用为盐亭中学和玉龙

中学食堂抽水、修水泵等工作方便，经常从学校化

学实验室要到一些药粉，回去暗中做实验。马成金

发现的水化学喷射燃烧，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一次把

装入衣服中的药粉忘记取出，洗衣服时发生了燃烧。

这使他进入第三个十年给一些朋友作表演。到 1984

年盐亭玉龙镇区医院的谢长寿医生推荐他去找盐亭

县科协，这就是 1984年的水“燃烧”喷射实验，他

做得很成功，也做得很规范。 

他先叫舀大碗水，再加了很少一点食盐后，叫

大家离远点。他拿出一个小纸包，将一点药粉倒入

装满水的碗中，水立即喷射出火花和白色的烟雾，

很快满碗水都烧干了，让盐亭县科协主席张应芃也

叫好。事情巧的是，1981年盐亭县科协开始办的《科

学盐亭人》和《科学知识》等铅印科普小报上，在

发表的《生物全息律和自然全息律》、《圈态密码

和物质心脏的夸克》等此类，介绍 1960年代以来“科

学盐亭人”研究圈态三旋量子色动力学等科学成果

的小块文章，还居然在一些全国刊物上被转载，有

一点影响。所以谢长寿医生才介绍马成金来找科协

的。但马成金在 1984年时还十分保密，也不懂量子

色动力学，只说他是在灌县（都江堰市）偶然获得

的“燃烧添加剂”配方。 

马成金在 1990 年代，也曾向四川省专利局申

请过“油包水”联键剂燃料的专利，还缴了 700多

元的代理费，但最终不了了之。事情是原子核不是

一个简单的强力系统，而是接轨有很多的虚量子起

伏；这在原子核内部空间中，再受到外界放入的弱

力能源粉反应的“共振”时，虽此是一种比原子核

弱力效应大尺度得多的情况，但也能够以一种通过

同位素质谱仪以及严格的色谱--质谱联用的检测结

果的方式，测量到这类弱力能源反应的起伏。所以，

“马成金实验”解密，可把原子弱力能源与跟原子

核卡西米效应用，归类于弱力能源研究一样。 

2、从卡西米尔效应到动态量子色动化学 

A、单原子内的“夸克海起伏” 

拟设水中的氧核，类比相当于 3对组合的卡西

米尔平板立体，是因没有这种板，就没有弱力能源

反应或氧基部分子衰变反应。这是把氧基内部空间

类比“真空”，氧核的 8个质子构成的立方体，类

似形成 3对卡西米尔平板效应，或有类似同位素弱

力衰变反应的现象。 

正是这种拟设，形成了可观察的弱力能源反应

的燃烧现象。这是因为核理论的发展，要藉助于各

种模型。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质子和中子由

夸克与胶子组成。夸克与胶子是由三旋环量子组成

的，三旋环量子多元一体构成弦、膜振动。强力和

弱力终止于夸克-胶子等离子“真空”层次，夸克-

胶子等离子也分强力和弱力。弱力与“真空”、弱

力与卡西米尔效应，属于量子色动化学研究。 

深度非弹性散射实验揭示，构成原子核的核子

内部也具有弥散的、不连续的、带电的部分子结构。

从夸克模型来看，构成原子核的核子是由 3个价夸

克及称为海夸克的虚的夸克-反夸克组成。传递核子

间相互作用的介子，是由价夸克和价反夸克及海夸

克和胶子组成的。那么从这种物质构造的新观点看，

核“环境”，对核内核子的夸克和胶子的密度分布

有什么影响呢？因为马成金探到的高倍量水与极少

量试剂的这种“燃烧”，也不是像真正油的燃烧，

而类似金属镁燃烧，有火星的“喷射”或“喷注”，

同时碗里的水变成了水蒸汽。 

氧化反应是指具有像氧原子的非金属元素，与

像金属的元素的反应；在反应中，非金属元素将金

属元素的电子夺走的过程叫做“氧化”。在化学中，

“燃烧”是指较强烈的氧化反应，而不是没有“氧”

就不叫氧化反应。所以如钠和氯的反应，也是化学

中的氧化反应。 

另外也不是有碳和氧才叫氧化反应，如氢和氯

的反应，生成盐酸,这也叫氧化反应。而原子弹爆炸

则是质能原理,不属于化学的电子移动过程，不能用

通俗的氧化燃烧解释。但类比取象用“燃烧”，并

没有规定不能用。如果马成金的盐亭科协实验是氧

基衰变，意义比这大。 

对马成金的水“燃烧”实验机理，作钾、钠、

氧、碳、氢基的部分子衰变拟设研究，联想类比它

是一只飘荡的红色的风筝，可能有大尺度结构部分

子无标度性的作用。这里平常间水中氧原子的氧核，

是不能发生裂变的；水中氢原子的氢核，也是不能

发生聚变的，就像一本书不能飞到空中一样。如此，

也把地球圈看成是一个原子或核子，把地面无风时

的天空类比流夸克、海夸克，把天空有风时的气流

比作部分子。如此分形式延伸下去，也把一本书看

成是一个原子或核子；一本书是由很多张纸页组成

的，把这些许多的纸页也同样类比流夸克、海夸克，

那么一张的纸页或由纸页做成的一只风筝，也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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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部分子。 

风筝飘起来并不需要用很大的力，关键是还需

要气流。在电子-质子深度非弹性散射实验中，这种

过程发生概率的散射截面只与一个量有关，这个量

是电子传递给粒子的能量和传递给离子的动量之比。

而能量低于深度非弹性散射的轻子与核子碰撞实验

的散射截面，与传递的能量和动量都有关。比约肯

把轻子与核子深度非弹性散射截面的这种特征称为

无标度性，并认为无标度性反应出现电子轰击质子

时，撞到了其中一些点状结构中的一个。费曼认为

这些点状结构，就是夸克。这是电子探测到的小尺

度区域的质子内部空间。无标度性表现的是夸克相

互无关的自由态。而量子电动力学，是标度依赖的。 

把比约肯和费曼的单原子内的“夸克海起伏”

研究，联系类比飘荡起来的风筝这种大尺度结构无

标度性，也存在大气传递给风筝的能量和传递给气

流的动量之比。这也是只与一个量有关的量。比约

肯认为的那个既不具有质量的单位，又不具有能量

的单位，是一个无量纲的数值，是直接包含在结构

函数当中的。比约肯指出，在小尺度空间，能量和

光子的波长互相纠缠，结构函数依赖于同入射电子

经由光子传递给质子的能量有关。其实，这个小尺

度空间的无标度性的无量纲的数，在宏观的大尺度

空间也可用“雷诺数”来类比。雷诺数也是一个无

量纲的数值，它是流体的密度、流体的速度以及问

题涉及的某些固有长度的乘积，再除以流体的黏滞

度。 

B、马成金“油包水”联键剂燃料解密 

从 1984 年马成金的“盐亭县科协实验”，到

召开“量子信息与健康上海论坛”会议的 2009年，

时间已经过去 25年，这时三旋量子色动化学卡西米

尔力原理模型已经建立起来，而马成金已经退休了

11年。我们去拜访马成金时，他终于解密回忆说出

1984年在盐亭县科协做实验用的试剂成分，主要有

类似硝基苯、苯酚和他说不出名字的像灰颜色的钾

化合物等三种东西。 

我们据此分析，像灰颜色的钾化合物和结合能

燃烧喷射或能产生高温的特点，可选这三种：过氧

化钾、氢氧化钾、和氰氧化钾。其中以过氧化钾的

可能性很大，因为它遇水除产生高温外，还有发生

爆炸的危险。再加之其他的两样东西：硝基苯、苯

酚，也具有毒性。所以，如果用的是过氧化钾、硝

基苯、苯酚与水反应做的实验，就有毒和有发生爆

炸的危险，是不能随便做实验的。 

而且我们还问他：硝基苯是液体，他在盐亭县

科协用的是粉剂，是怎么回事？马成金解释说，他

用的硝基苯量很少，其实他是用白糖和盐巴拌过的，

所以变成了粉剂。大尺度结构部分子无标度性实在

----量子色动化学----钾、钠、氧、碳、氢基“部分

子”衰变实验，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叫法。利用散

射实验反应截面方程（a+ b→c + x）和遍举截面方

程（a+ b→c + d），结合量子色动力学中的比约肯

结构函数等类似方法，运用于大尺度结构部分子无

标度性实在的量子色动化学，是假想在常温和弱力

作用下，以钾、钠、氧、碳、氢基“部分子”衰变

使水能燃烧为模型，作类比化学反应的相似探索，

也称为量子色动化学结构函数。 

如果把这种“反应截面”过程方程写为：（1）

A+ X→D；（2）A+ X→D＋E。其（1）式中，A代

表水分子。X 代表称为的“弱力能源粉”或者所谓

“可燃炔”，或其他操作的手段及方法；X 还表示

实验分析者不知道实验者使用方法的化学物质成分，

而且这些化学物质可以多于一种，即 X可以是“打

包”的总称。D 代表反应或者燃烧后的产物，它的

主要是水蒸气，或者再加上二氧化碳 CO2。（2）式

与（1）式不同，主要是 X，是被实验分析者知道实

验者使用的化学物质成分；这样的好处是，由于知

道 X 的化学性质，对于能实现的水“燃烧”实验，

D 除水蒸气外，还可能猜测出生成物的大致范围。

对于猜测出的每样物品设置一种检测的仪器，E 就

表示实验者可以用遍举的方法，一一设置检测反应

或者燃烧后的未知产物，即 E类似“遍举截面”识

别方法，检测清楚的生成物。 
 

二、“核电站”到“核电宝”小型化无缝切换 

1、吴宜灿院士的第四代“核电宝”研究传奇 

未来智能手机电池芯片不充电的原理，第二个

要说的是涉及类似“核电站”到“核 5G”原理“核

电宝”小型化的“无缝切换”。 

2020年 1月 23日《中国科学报》发表记者沈

春蕾和通讯员胡丽写的《吴宜灿：做有用的科研》

一文中报道：“中科院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所长吴

宜灿，在最开始做小型核电源时，有人觉得国际上

都还没实现……当时吴宜灿一直和大家一块儿研讨，

指导他们探寻新的实现原理、开拓新的技术方法，

一步一步提升部件性能，终于完成了试验样机的研

制：智能核软件‘凤凰云’直击我国核能‘卡脖子’

难题、‘中子光’精密探测系统助力中国智造与国

家安全战略、超小型移动式先进核能系统‘核电宝’

瞄准小型反应堆……吴宜灿团队在中子实验技术领

域 ， 研 制 强 流 氘 氚 中 子 源 科 学 装 置

HINEG----HINEG 是产生中子、利用中子的关键技

术和装置，对开展先进核能和核技术研发，具有不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HINEG科学装置成功产生中子。

目前 HINEG 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获得了国际

同行的高度关注和认可”。 

吴宜灿，1964 年生，安徽省宿松县人。1985

年本科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于中国科学院获博士

学位。先后于德国卡尔斯鲁厄核研究中心、日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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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聚变研究所、比利时核能研究中心担任访问学者。

出版中英文学术专著 5部，发表论文 500余篇，在

国际学术大会上做邀请报告 100余次，授权发明专

利 40余项，研发的软件在 60多个国家获得应用。

2019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核能院院士，现

为中国科学院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2、“核电宝”能量守恒超小型移动式求衡 

“超小型移动式先进核能系统‘核电宝’瞄准

小型反应堆”是啥？2020年澎湃新闻报道，在 7月

以来注意到，吴宜灿院士出席的中科院合肥物质科

学研究所内的重要会议，并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推

介了其团队研发的“核电宝”。与此同时，8月 26

日合肥院网站还报道了吴宜灿团队的相关研究成果。

该消息称，“近日，中国科学院合肥研究院核能安

全技术研究所吴宜灿院士团队，与国家核安全局联

合开展的核与辐射安全监管相关研究工作取得新进

展，成果在《中国科学：技术科学》2020 年第 50

卷第 8期上发表”。 

据中国核网报道，“8月 27日，中国科学院院

士吴宜灿在全国反应堆物理大会上，发表学术演讲

时提出了第五代核能系统（简称为“核 5G”）的主

要特征，认为其将成为未来核能的主要发展方

向……通过回顾核能发展历史并分析未来发展趋势，

吴宜灿院士提出并阐述了第五代核能系统的初步概

念，认为‘核 5G’将基于‘从源头确保核安全’的

基本理念，未来会在多元化应用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而‘灵活性、亲近性、智能性’可能成为‘核 5G’

的重要技术特征”。该报道还称，“吴宜灿院士还

介绍了其团队在超小型移动式先进核能系统‘核电

宝’的研发概况，‘核电宝’是对‘核 5G’的探索

与实践”。 

据澎湃新闻了解和梳理，从核能发电系统的历

史演变与改进历程来看，核反应堆大致可划分为以

下几种：第一代核电站为原型堆，比如上世纪 50

年代前苏联的实验性核电站和美国的希平港原型核

电站，其目的在于验证核电设计技术和商业开发前

景。 

第二代核电站为技术成熟的商业堆。上世纪 60

年代后期以来，世界上陆续建成电功率在 30万千瓦

以上的压水堆、沸水堆、重水堆等核电机组，目前

在运的核电站绝大部分属于第二代核电站。 

第三代核电站为满足美国用户要求文件（URD）

或欧洲用户要求文件（EUR）的核电机组，其安全

性和经济性均较第二代有所提高。背景是为解决三

里岛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严重事故的负面影响，

核电行业集中力量对严重事故的预防和后果缓解进

行了研究和攻关，上述用户要求文件进一步明确了

防范与缓解严重事故、提高安全可靠性和改善人因

工程等方面的要求。 

第四代核能则具备更多优势，包括固有安全性

高、经济性好、可持续发展、极少的核废物、防止

核扩散。2002年第四代核能系统国际论坛选定钠冷

快堆、铅冷快堆、气冷快堆、超临界水堆、超高温

气冷堆和熔盐堆六种最具发展潜力的堆型，组成第

四代反应堆系统，中国在建的示范快堆、高温气冷

堆都属于四代堆。 

吴宜灿院士在行业学术会议上提到的“核电

宝”，并不是常见的手机“充电宝”，究其本质就

是小型核反应堆的一种。由于身型小、功率规模灵

活，能用于供电、城市供热、工业供汽和海水淡化

等多种功能，核电小堆的未来前景看好，各大核电

集团均有技术布局，但全球范围内仍处于建造和推

广的前期阶段。早在 2016年就有媒体报道：“中科

院将推出世界首台迷你核电宝”。当时的报道称，

“经专家组鉴定，由中科院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设

计研发的世界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铅基堆冷却

剂技术综合实验回路’和‘铅基堆冷却剂氧测控技

术’，实验能力和运行参数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实

现了核心技术自主化”。“未来，我国将率先推出

只有集装箱大小的迷你型核电源装置‘核电宝’”。

“核电宝”并非近在眼前，距离真正的商业化小型

堆，还隔着几十年的试验验证及工程化距离。 

据澎湃新闻了解，吴宜灿团队的铅基堆冷却剂

回路研究，更多是中科院战略性先导专项加速器驱

动次临界洁净核能系统研究的衍生物。2016年 9月

吴宜灿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计划用 5年左

右的时间，完成一个迷你小型反应堆的建设，并将

它命名为麒麟号‘核电宝’”。时至今日，未见披

露过铅基堆“核电宝”的实际建设进展。 
 
三、智能手机电池色电宝芯片与单原子催化剂 

1、半导体单原子催化剂表层与内层现象升华 

2020年 10月 13日“科学网”陈浩个人博客专

栏，发表的《单原子到底有没有催化活性》和《光

催化剂的晶面效应理解如何从现象上升到科学》，

以及之前8月8日发表的《单原子催化的真正活性》

等论文，涉及未来智能手机电池芯片不充电的原理，

第三个要说的“色电宝”芯片能源材料和单原子催

化机制的类似性。 

陈浩教授，1963 年生，武汉市人。1988 年毕

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分析化学专业，获理学硕士学

位，同年留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1999年调入华

中农业大学理学院化学系。2000 至 2006 年在华中

农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获食品科学专业工学博士

学位。2006至 2008 年菲律宾国际水稻所博士后。

2009至 2014年兼任华中农业大学期刊社社长、《华

中农业大学学报》主编等职务。现为华中农业大学

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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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站”和“核电宝”的能源材料，是热核

反应材料。做成超小型移动式先进核能系统 7G、8G

的“核电宝”芯片，就需要“量子色动化学”反应

材料。做成更超小型移动式先进的不用充电智能手

机电池能源系统 9G、10G的“色电宝”芯片，不但

需要“量子色动化学”反应材料，而且涉及单原子

系统的结构----它的原理是啥？有没有可参考的化

学对象？这就是要说的“单原子也有催化活性”。 

陈浩教授的文章中说：“经久不衰的催化活性

中心的认识，是催化领域从纳米催化水平进入了原

子催化水平。由于载体固有的不均匀性，与制备方

法的不可控性，单分散的离子或原子本身，也是各

种形式并存的。那么究竟哪一种单分散的活性位，

是真正的活性中心？2017年张涛课题组，利用穆谱

技术确定不同的单分散活性位，与催化活性进行了

巧妙的结合，进一步确定了 FeN5 是真正的活性中

心。我们强调一下单原子催化剂，并不是指单个零

价的金属原子是活性中心，单原子也与载体的其他

原子发生电子转移等配位作用，金属原子与周边配

位原子协同作用是催化剂高活性的主要原因。虽然

是单原子催化剂，但由于催化剂制备的不可控性，

单分散的金属原子与不同数目的配位原子相互作用，

活性位点的结构是不均匀的。确定不同结构中真正

的活性中心，是催化领域研究人员孜孜不倦的追求

目标”。 

也许陈浩教授并没有接触“量子色动化学”反

应材料研究，所以陈浩教授的文章中说：“‘单原

子催化’模型催化，如能够稳定单原子的 Fe3O4单

晶研究、粉末催化 CeO2、Fe2O3等氧化物，以及MoS2

和N掺杂石墨烯等二维材料作为衬底负载金属单原

子及理论催化----催化反应机制的理解，都在单原子

催化研究领域。文献上报道的都是活性破纪录的各

种单原子催化剂，直到 2015年来自美国西北大学发

表的文章之后，才知道催化反应往往需要反应物分

子共吸附于催化剂的活性位点----原子尺度催化动

力学。如使用了碳数比较多的有机物，共吸附位阻

太大。这个共吸附过程难以实现，因此目前选择的

热催化反应绝大多数集中在 CO 氧化反应。即吸附

于单原子的CO，与近邻的氧化物中的晶格氧反应，

形成 CO2脱附之后，氧化物表面生成氧缺陷，随后

O2在该缺陷上吸附解离，完成催化循环”。 

在陈浩教授讨论“晶面效应如何从现象升华到

科学”的文章中，陈浩教授虽然认识到：“光催化

剂的晶面效应，之前人们对半导体催化剂的理解，

都只基于颗粒整体----如增强颗粒的结晶程度、抑制

颗粒内电荷复合中心以及增加比表面积污染物降解

等。而当在光催化过程中晶面效应的发现后，对光

催化剂的优化，已要深入到原子层面----当一个半导

体晶体暴露不同晶面时，就可以实现在不同晶面之

间的电荷分离”。但陈浩教授没有讨论催化剂的晶

面和催化剂的晶体内部的“单原子”催化反应有啥

不同？陈浩教授只论述道：催化剂的表面与吸附物

种相关，并可以表征反应活性----催化剂催化反应的

活性位，以及碱金属（Na）对催化活性有提升。陈

浩教授说：“单原子与纳米粒子共存于催化剂表面，

对于光催化中晶面效应的理解和认识有启发----在

光催化晶面效应热催化中，发现具有更高的活化放

氧能力；在不同的光催化反应中，表现出的活性差

异其实本质上，可能是由于晶面电荷分离性质决定

的，并不是活性晶面其主导作用等”。 

其实陈浩教授说的“单原子催化”模型催化的

要害，从“量子色动化学”反应看，是陈浩教授隐

含的为啥催化剂晶体表面，比晶体内部反应效果好？

这才可以分辩“单原子”真正在发挥它的“单原子”

核内真空量子起伏的助力催化。这与类似在超声处

理的协助下，界面金属原子受到含氧基团的作用，

从金属泡沫中脱离，最终形成氧化石墨烯负载金属

单原子的材料，原理有等同性。所以表面-界面方法

也使得在室温下方便、快捷、低成本地合成多种单

原子材料铁、钴、镍、铜等。这种对衬底和金属无

选择性的普适性单原子合成方法，对单原子催化剂

的大规模制备和未来实际工业应用等，都具有重要

意义。 

虽然这种单原子催化效果，具有最大化的原子

利用率和独特的电子结构，在水解、氧还原、二氧

化碳加氢、甲烷转化等化学反应中，受到了广泛关

注。但为啥目前合成单原子催化剂的方法，对单原

子和衬底的要求，还不能实现在任何衬底上制备任

何的金属单原子催化剂和“色电宝”呢？这是因为

目前“量子色动化学”，我国还没有普及。 

2、半导体色电宝芯片单原子内卡西米尔效应科学 

今天人们对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成功的认识

还不完善：门捷列夫之所以成功，只是把原始元素

周期表的外部极简单，留给了别人，而把元素周期

表的内部极复杂留给了自己。门捷列夫之所以不说，

是那时还没有量子卡西米尔效应和量子色动化学等

发现，说了也没用。 

2015年《环球科学》杂志 6月号发表的《胶子

与夸克怎样塑造宇宙》一文，开篇就讲：“利用可

以窥探质子和中子内部的实验方法，科学家发

现……凝视一个质子或者中子的内部，看到的是一

种动态的景象。除了基本的夸克三人组之外，还有

一个由夸克和反夸克组成的海洋，以及突然出现又

消失的胶子。在量子色动力学建立后的 40多年来，

物理学家在解释强相互作用力本身的行为方面取得

了长足的进步，但量子色动力学的众多细节仍然难

以捉摸。量子色动力学有一个惊人的推论：我们所

熟知的质子，其内部的胶子和夸克的数目可以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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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相当大的变化。一个胶子可以暂时地变为一对

夸克和反夸克，或者变成一对胶子，然后又变回成

一个胶子。在量子色动力学中，后者这样的胶子振

荡比夸克交换更为普遍，所以胶子振荡占了主导地

位。这个发现，还摘取过诺贝尔物理学奖”。 

但由此量子色动力学推论的所有的这些发现，

都还没有结合量子色动语言学-量子色动几何学-量

子色动化学-量子色动力学等，来联系普通的化学物

质氧、碳、钾、钠、鈈、铀、氢、锂、铍等元素的

质子数和可变的中子数，解读可能产生的两大类无

或少放射性的多级放热放能反应。例如，把类似根

据原子序数从小至大排序的门捷列夫化学元素周期

表中，元素原子核里的质子看作“编码质点”，中

子看作“非编码质点”。这类似一种初级的量子色

动语言学的动力学编码，以实现对各种化学物质及

其组成的分子、原子、原子核的反应信息集成，做

成类似大数据、云计算分类。 

因为量子色动化学能根据量子卡西米尔平板

吸引效应原理，再利用量子色动几何学，对由“编

码质点”和“非编码质点”引起的量子色动化学振

荡反应，可进行大数据、云计算中的选择小数据处

理。这能具体可用碳基和氧基的“编码质点”，来

说明由量子色动化学振荡反应，影响显物质分子里

的原子数不变产生的反应： 

第一类是“编码质点”非核衰变化学反应的多

级放热放能的元素离子分解，和组合的“马成金实

验”氧、碳、钾、钠、氢的现象。这类量子色动化

学振荡反应产生的爆炸，类似“钾钠+碳氮+水 H2O” 

影响氧基量子卡西米尔效应的暗能量波动，大能量

的热效应使水分子和 HO 离子等多种物质，发生瞬

间量子色动化学振荡的多级循环重复的分解和组合

反应。 

第二类是“非编码质点”数分解裂变和组合聚

变的鈈、铀、氘、锂、铍等同位素，少核衰变的多

级放热放能核反应的现象。这类量子色动化学振荡

反应产生的爆炸又分两种情况。其中第一种，是重

在聚变成分非常大而裂变小的扳机型：类似“鈈+

钾钠氮碳+氘化锂或氘氚化锂，或者氘化铍或氘化铝

锂，或者重水 D2O 重氢(氘)或超重氢(氚)”，影响

鈈基量子卡西米尔效应的暗能量波动，加快发生瞬

间产生高温高压量子色动化学振荡的氘锂铍等混合

物，放出大量中子的多级循环聚变反应。第二种，

是重在裂变成分非常大而聚变小的扳机型：类似“铀

-238 U、235 U或鈈+钾钠氮碳+重水D2O重氢(氘)”，

影响铀基量子卡西米尔效应的暗能量波动，发生瞬

间量子色动化学振荡的多级循环，加快重水聚变放

出大量中子及铀等混合物质子或者中子内部的虚胶

子和夸克的数目，可以发生幅度相当大的变化振荡，

联系真空量子起伏和真空中类似两块平行金属板之

间存在某种吸引力，这种吸引力被称为卡西米尔力；

这样可以把原子核里的质子，按卡西米尔平板效应

的系列化，编排成相似于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但图

形不同的造型。 

用此解密碳和氧离子的这类弱力能源反应的

起伏，是把氧核类比于卡西米尔平板，氧核的 8个

质子构成的立方体，类似形成 3对卡西米尔平板效

应。从普通的化学反应到核化学反应，都是以元素

周期表中元素原子的原子核所含的质子数，可分和

不可分的变化来决定的，但都不讲大尺度结构部分

子无标度性实在的量子色动化学：这类似把质子和

中子等粒子，都看成是“平等的人”，但在结构的

代表性上，类似社会结构中领导和其他成员，编码

是不同的。把卡西米尔力引进到原子核，如果质子

数不是一个简单的强力系统，而是有很多起伏，也

就能把“碳核”包含的相当于卡西米尔力平板的“量

子色动几何”科学“细节”设计出来。因为氧核的

8 个质子构成的立方体，形成 3 对卡西米尔平板效

应，这种“量子色动几何”效应是元素周期表中其

他任何元素原子的原子核，所含的质子数的“自然

数”不能比拟的。 

这其中的道理是：形成一个最简单的平面需要

3个点或 4个点，即 3个点构成一个三角形平面，4

个点构成一个正方形平面。卡西米尔效应需要两片

平行的平板，三角形平板就需要 6个点，这类似碳

基。正方形平板就需要 8个点，这类似氧基。如果

把这些“点”看成是“质子数”，6个质子虽然比 8

个质子用得少，但比较量子卡西米尔力效应，8 个

质子点的立方体是上下、左右、前后，可平行形成

3 对卡西米尔平板效应，即它是不论方位的。而 6

个质子点的三角形连接的五面立体，只有一对平板

是平行的。这种量子色动化学能源器参加到原子核

里的量子波动起伏“游戏”，会加强质子结构的量

子卡西米尔力效应。由此这种几何结构，就有量子

色动化学的内源性和外源性之分。 

同理，“硅”元素原子中 14 个质子，可以分

别形成一个像碳基的五面立方体和一个像氧基的正

立方体，即可以分别形成一对和 3对卡西米尔平板

效应的量子色动几何“游戏”以及量子色动化学生

成元“游戏”。这种分层级的“卡西米尔元素周期

表”膜世界，由此产生氧核、碳核、硅核及其变体

等类似张乾二式多面体的量子色动化学能源器，能

否说明球状闪电就与量子色动化学能源有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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