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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新国标”折射监管思维的更新
近日，工业和信

息化部会同公安部、
应急管理部等多部
门，针对最新修订的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
术规范》（以下简称

“新国标”）公开征求
意见。

对 比 现 行 标
准，新国标的安全技术规范要求更为严
格。比如，新国标完善了电动自行车所
用非金属材料的阻燃要求，限制塑料件
使用比例。

目前，我国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已经超
过了3 . 5亿辆，电动自行车给公众带来便

利的同时，其火灾隐患也引人关注。据国
家消防救援局统计，去年，全国接报的电
动自行车火灾事故就高达2 . 1万起，且事
故数量有持续上升的趋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国标强调电动自
行车的阻燃性能，限制塑料配件的使用比
例，无疑是必要的。如此规定显示着对电
动车安全性能的重视。相信这些标准的实
施，一定能从源头上减少因产品质量引发
的电动自行车自燃事故的发生。

除了对安全性能的强调外，新国标的
另一个看点是做了不少“减法”。在现行标
准中，要求电动自行车必须配备脚踏装
置，也就是俗称的脚蹬子。按照这一要求，
不少地方将是否有脚蹬子作为判断电动

自行车的标准，甚至拒绝为不具备脚蹬的
电动自行车挂牌，引发诸多争议。不少消
费者认为，电动自行车脚蹬子“有电不用
蹬，没电蹬不动”，完全是摆设。

针对这一情况，新国标明确“不再强
制安装脚踏骑行装置”，将是否配备脚蹬
子交予厂家自行决定。

“新国标”的诸多修改，折射出监管思
维的变化。在安全第一的原则下，新国标
体现了抓大放小的原则，放弃了那些不被
广泛认可，跟关键性能关系不大的标准，
对阻燃性等关键性能则予以强化，并增加
篡改难度。

这一思路的改变，体现出务实的态
度。如此一来，能够有效避免“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违规改造，这对于保障交通安
全的意义是重大的。

在为“新国标”点赞的同时也要看到，
由于监管思维发生了变化，新旧国标“切
换”时可能会产生不小的社会成本。比如，
在生产方面，虽说相关部门承诺“新国标”
正式发布之后，会给予生产企业6个月的
过渡期，用于设计、生产新产品。此外，还
将多给3个月的销售过渡期，便于商贸流
通企业消化按照老标准生产的库存车辆，
给企业吃了一颗定心丸。但是，市场反应
如何，尚不可知。

在这方面，相关部门要做好充足的准
备，充分考虑企业需求，为实现新旧国标
之间的无缝衔接创造最有利的条件。

□评论员 朱文龙

葛评论

为什么要创造稳态强
磁场？

磁场看不见也摸不着，却无处不在。
地球本身就是一个磁体，其磁场强度约为
0 . 5高斯，别小看这0 . 5高斯，它足以撬动
指南针始终指向南方，且可以保护地球
免受宇宙射线的辐射。我们所熟悉的医
院的核磁共振仪器一般是1 . 5万高斯-3
万高斯的磁场。

据介绍，稳态强磁场是开展物质科学
前沿研究所需的一种极端实验条件，是推
动重大科学发现的“利器”。在强磁场实验
环境下，物质特性会受到调控，有利于科
学家发现物质新现象、研究物质新规律，
为物理、化学、材料和生物等学科研究提
供了新途径。

几十年来，全球科学家在稳态强磁场
条件下取得了众多重大科研成果，其中有
十多项获得诺贝尔奖。强磁场技术已成为
国际科技竞争的重要领域。

“与此同时，稳态强磁场技术已在我
们生产生活中有多项应用，比如医院的核
磁共振设备。”强磁场科学中心磁体运行
与实验测量部副主任郗传英说，更强的磁
场将为研制高温超导材料、高性能电池以
及生物医疗设备等提供更大助力。

42 . 02万高斯稳态强磁
场有多强？

据介绍，地球磁场约为 0 . 5高斯，
42 . 02万高斯相当于地球磁场的80多万
倍，标志着我国乃至世界水冷磁体技术发
展的新高峰。“在科学前沿，每一点极限的
突破、每一点指标的提升，都需要花费极
大的代价。”强磁场科学中心学术主任匡
光力认为，这次重新“夺冠”，虽然从数值
上只比美国高出了0 . 62万高斯，其技术突
破的意义却相当重大。“这就好像人类百
米短跑的世界纪录，提升0 . 01秒也十分困
难。”

“就像显微镜放大100倍比放大10倍
能看得更清楚，这一磁体的成功研制将为
科研人员提供更强大的实验条件和创新
环境。”匡光力说。

“其实，早在2015年，我们就拿下了
稳态磁场水冷磁体的世界冠军。但美国
在2017年又夺了过去，并保持了7年。这
次，我们再次将这个‘世界冠军’夺了回
来。”匡光力说，强磁场实验装置能力关
乎国家科学前沿探索能力，也蕴含着大
量科学机遇。

据悉，稳态强磁场磁体分为三种类型，
即水冷磁体、超导磁体以及由水冷磁体和
超导磁体组合的混合磁体。“水冷磁体、超
导磁体都是‘单打高手’，混合磁体是‘混双

组合’。2022年，我们曾以综合优势摘得‘混
双冠军’，今天，我们又拿下了一项‘单打冠
军’。”匡光力说。据了解，2022年该中心的
混合磁体成功创造了45 . 22万高斯的世界
稳态磁场纪录。此前，稳态强磁场超导磁体
的世界纪录，则被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保持。至此，稳态强磁场水冷磁体、超导磁
体、混合磁体这三种磁体类型的世界之冠，
均被中国科学家通过长期研究攻关收入囊
中，从而为中国建设更高场强的稳态磁体
奠定了关键技术基础。

水冷磁体新纪录是怎
样产生的？

42 . 02万高斯水冷磁体新纪录的产
生，得益于我国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的建
设运行。

该装置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十一五”
期间立项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2017
年通过国家验收并正式投入运行，使我国
成为美国、法国、荷兰、日本之后第五个拥
有稳态强磁场的国家。

在匡光力看来，磁体建成之后，关键
在应用。截至2023年底，稳态强磁场实验
装置已经运行超过60万个机时，该装置
已为国内外近200家单位3000余项课题
提供了实验条件，并支持用户取得了“首
次发现了外尔轨道导致的三维量子霍尔
效应”“揭示日光照射改善学习记忆的分
子及神经环路机制”等重大科研成果，多
项成果已成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当
天上午的专家论证会上，中国科学院院
士谢毅兴奋地说：“用户都等着这台新磁
体投入运行，科学家又可以获得更多新
的发现。”

依托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强磁场
技术研究团队经过近4年努力，创新了磁
体结构、优化了制造工艺，最终在32 . 3兆
瓦的电源功率下产生42 . 02万高斯的稳
态磁场。

“这一磁体的研制成功，为我国未来
建设更高场强的稳态磁体打下关键技术
基础。”匡光力说。

“未来，我们还要研制55万高斯的混
合磁体。”匡光力说，这是一个有待开拓的
巨大科研新空间。而这次水冷磁体的新突
破，为实现55万高斯的目标扫清了相当部
分的关键技术障碍，为下一代装置打下基
础，“我们心里就有底了”。

据悉，下一代稳态强磁场大科学装
置将建设以5 5万高斯混合磁体为代表
的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稳态磁体群，以
及集成多种利用先进波源的测量系统，
主要目标是解决新型电子材料研发、重
大疾病病理及药物研发等世界前沿科
技问题。

据新华社、中新社、文汇报、上观新闻

时隔7年，我国再刷新水冷磁体世界纪录
相当于地球磁场80多万倍，将为开展物质科学前沿研究提供强大实验条件

22日是周日，安徽合肥西郊科学岛上的一个实验室内却十分热闹，轰鸣声从一个巨大的白色罐体传来，身着白大褂的科研研人员紧盯着罐体上方的小屏幕。
“40 . 99”“41 . 15”“42 . 02”，随着屏幕上数字不断提高并最终定格，众人发出欢呼：“42 . 02万高斯！破纪录了！”
经现场专家组确认，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强磁场科学中心自主研制的水冷磁体产生了42 . 02万高斯的稳态磁场，打破了2017年由美国国家强磁

场实验室水冷磁体产生的41 . 4万高斯的世界纪录。

9月22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强磁场科学中心自主研制的水冷磁体产生了42 . 02万

高斯的稳态磁场。 新华社发（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强磁场科学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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