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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能枣矿集团高煤公司：

智智能能联联动动，，走走出出产产销销协协同同新新路路径径
“湘钢客户有30车计划，需

1800吨低硫煤”；
“目前，低硫仓存只有1000

吨”；
“调度室按照要求组织生

产。”……
山东能源枣矿集团高煤公

司产销协同办公室内，调度室、
洗煤厂、煤质计量中心、煤质运
销科等部门负责人围在产销协
同智能化控制系统前，商定着当
天产、洗、销计划。

据了解，高煤公司在产销协
同办公室，建立了产销数据集成
化、信息化、指令化多化合一的
协同办公体系。调度室智慧矿井
指挥平台，实时掌握井下生产、
毛煤仓储、调度提升等情况；智
能选煤厂调度平台，全面了解原
煤加工、洗选两套系统生产情
况，实时共享生产质量信息；智
能质量可视化管控平台，进行各
环节质与量管控，实现煤质的在
线可配可调、联动管控。

智能质量可视化管控平台

的建立，是该公司2018年产销协
同工作的一项新突破。该平台分
为源头生产、提升原煤、洗选加
工、销售装车4个板块，具备全流

程煤质可视化管理、精煤仓储质
量的层位化管理、在线质量三级
可视听预警及在线配比指令下
达四大管控功能。配套构建了一

线式产洗销全流程视频监管系
统，实现了各环节全过程视频跟
踪、配比指标的快速精准下达、
洗选过程质量实时联动预警，保

证了发运的每批煤都能够达到
客户质量要求。

“我们在对井下源头各个煤
仓的装载配煤点进行视频管控，
实现井下装载可视化分支集中
配煤，对工作室下达的硫分配比
现场落实情况进行实时监管，来
保证配比到位、质量达标。”该公
司产销协同办公室主任孙伟介
绍。

产销协同办公室负责“三点
一线”的大数据的集成、分析、测
算，根据测算结果科学下达工作
指令，各部门应时而动，形成了
产、洗、销数据共享分析及全时
联动指挥机制。

该公司还建立“互联网+3”
工作机制，“三点一线”相关部门
各司其职，每间隔3小时循环进
行线上线下交互式协同，实时掌
控产、洗、质、存、销等情况，做到
了信息的准确、准时、准点流通
与高度协同联动，促进了产销深
入协同融合。(本报记者 谢丽
聃 通讯员 孙超楠 王伟伟)

今日山航

磁磁电电耦耦合合：：让让单单分分子子磁磁体体更更““听听话话””
无论随身携带的智能手机，

还是部署在机房里的超级计算
机，拥有更大的储存空间和能力
是它们共同的技术“梦想”。随着
材料研究不断深入，单分子磁体
也“应运而生”，而以单分子磁体
作为信息存储单元，实现超高密
度信息存储，也成为科学家们孜
孜以求的目标。

自从1993年首次发现第一
个单分子磁体Mn12以来，对单
分子磁体的磁电性能研究也不
断深入。近日，中科院物理研究
所和南开大学的科研人员首次
在一种含稀土离子镝(Dy)的
单分子磁体中，观察到了显著
的磁—介电效应。日前，记者采
访了试验者之一、南开大学化
学系王玉霞博士，听她讲述了
电场如何让单分子磁体“听话”
并对其磁性调控的奇妙过程。

大“肚量”——— 具
有更强数据存储能力

单分子磁体是由分立的、
无磁性相互作用的纳米尺寸分
子单元构成的一类特殊磁体，
每个分子都是一个独立的磁性

功能单元，其在高温下表现为
超顺磁性，在低温下出现磁滞
和磁化量子隧穿行为。

王玉霞告诉记者，普通磁
铁物质磁性主要来源于相邻的
顺磁中心之间的磁相互作用，
纳米磁性粒子由于尺寸的关
系，会产生一些特殊的量子行
为。单分子磁体可以像微小磁
铁一样，在“0”(分子取向顺磁
场方向)和“1”(分子取向逆磁
场方向)的两个状态之间转换。

“正是这种特性让单分子磁体
有了大的‘肚量’，可以极大地
提升信息存储密度，意味着通
过这种磁体制成的存储设备具
有更强的数据存储能力。”王玉
霞说道，“单分子磁体技术可以
在每平方英寸(6 . 45平方厘米)
储存超过200兆比特数据，未来
如果应用到量子计算机上，有
望实现超高密度信息存储。”

有“个性”——— 可
能“偷懒抄近道”直线
穿越

磁和电是物质的两种基本
性质，早在100多年前，麦克斯

韦等科学家就将磁与电统一在
了电动力学的框架下，科学家
们一直都在努力探索固体中磁
性与电性的耦合和调控。

《诗经》有云“投我以木瓜，
报之以琼琚”，科学家们一直希
望在单分子磁体上也能看到这
种“和谐”的电磁耦合场面。王玉
霞告诉记者，单分子磁体磁行为
都是由单个分子的慢磁弛豫表
现出来的。“所谓弛豫，通俗地说
就是时间。”看到记者一脸懵懂，
王玉霞打比方解释道：“好比人
翻山越岭，单分子磁体表现出磁
性行为，它的电子也要通过一个
高坡从一边‘爬到’另一边，通常
这都会需要有一定的时间，这个
时间就是弛豫。”采访中记者了
解到，由于稀土元素的能级较
多，单分子磁体的电子有可能

“偷懒抄近道”直线穿越，这样从
一边到另一边的能量消耗就更
少了，弛豫时间也就短了。“这些
都是不利于单分子磁体的磁性
能表达的。”王玉霞说，“我们的
研究希望能将单分子磁体的‘个
性’更好地平衡，通过电场实现
磁性的有效、可逆调控。”

这种磁电的有序可控意味

着高的转换效率，也意味着可
观的应用前景。“例如在磁存储
方面，磁记录读取速度快而写
入慢，铁电记录读取复杂而写
入快，如果使用多铁磁电材料
就可能同时实现超高速率的读
写过程。”王玉霞说道。

前景广——— 存储
密度比当前技术高出
数百倍

随着无线通信技术、信息
存储技术、电磁干扰技术等领
域的快速发展，人们对材料的
选择和器件的微型化及集成化
设计提出了更高要求。单分子
磁体的磁电异质结构具有将能
量在磁场和电场之间自由转换
以及磁电转换系数大等诸多优
点，因此在传感器、多态存储器
及射频微波器件中具有广泛的
应用前景。采访中，王玉霞也透
露，她们更希望通过化学合成
的方法，尝试通过打破空间反
演对称引入铁电极化，增强磁
电耦合效应，实现电场对磁性
或磁场对电性的调控，获得同
时具有单分子磁体和铁电体行

为的新颖磁电材料。
“单分子磁体显示磁记忆

效应是所有储存数据的必要因
素。理论上来说，使用单分子进
行数据存储可以提供比当前技
术高出百倍的数据密度。”王玉
霞说道，这也意味着单分子磁
体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目前，单分子磁体的磁构关
系已经比较明确。王玉霞告诉记
者，可根据分子的构型初步预测
单分子磁体的性质，若分子属于
具有较大磁各向异性的对称性
构型，更有望成为单分子磁体。
记者了解到，此次实验中，王玉
霞和科研伙伴们利用溶液缓慢
蒸发法，合成出这种稀土镝单分
子磁体单晶样品，尺寸达到毫米
量级。在该晶体中，强自旋—轨
道耦合的镝离子处于轻微畸变
的八面体配位场中，具有单轴各
向异性，有利于形成单分子磁
体。通过交流磁化率和直流磁化
强度的测量，确定了该单分子磁
体的低温磁性弛豫行为和磁各
向异性。这一研究也为后续的电
学持续测量观察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来源：科技日报)


	E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