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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说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天文学家日前宣布他们发

现了一个名为 HFLS3 的巨大星系，该星系距离地

球 128 亿光年，每年能够产生 3000 个相当于太阳

的星体，这一数字是银河系的 2000 倍，因此该星

系可以说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星球工厂”。

康奈尔大学的多米尼克 雷切斯介绍说，该星

系富含各种气体，具备很强的“制造”星球能力。

“这是我们首次能在如此遥远的距离观测到一个

星系的具体信息，这些信息对于研究在宇宙早期

形成的星系非常重要。”

“星球工厂”年产3000个“太阳”
对研究宇宙早期星系很重要

日前，科学家在匈牙利发现一种巨型水生蜥

蜴物种，被认为是第一种在淡水河流环境中的鳞

片爬行动物。这种新物种被命名为“Pannoni-

asaurus inexpectatus”，它们长着锋利的牙齿，能够

撕咬和吞食任何进入口中的猎物。

这种生活在 8400 万年前欧洲河流中的新物

种，被认为是沧龙家族成员，大量的骨骼化石显示

多数沧龙物种都是海洋巨大掠食性物种。但是科

学家认为当前在匈牙利发现的骨骼化石来自于一

种与鳄鱼一起生活在热带环境的淡水掠食性动物。

考古发现最早的淡水沧龙
8400万年前横行欧洲河流

日前，英国汉普郡一位设计者最新研制一款

六腿、1900 公斤重的全地形行走机器人。来自温

彻斯特市的马特-丹顿认为他设计的六腿“螳

螂”，是世界上最大的全地形操作昆虫机器人。它

由涡轮柴油发动机驱动，高度可达到 2.8米。丹顿

是 Micromagic Systems 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设计

师，甚至人们可以通过无线网络进行远程操控。

螳螂机器人具有惊人的操纵灵活性，使用 6

轴“体态控制”能适应各种地形，驾驶者可以轻松

面对崎岖不平的地形，使用它的“大爪”操控较大

的物体。

世界最大六腿“螳螂”机器人
可全地形驾驶，无线操控

冷言■

从去年“两会”开始，“提案大户”、全国政协委员张

晓梅即提交了提案，建议将北方集中公共供暖延伸到

南方。一石激起千层浪，采暖南移成为近两年来暖通

界的新热话题。从实际出发，随着南方经济水平的提

高，人们对生活舒适度要求的提高，尤其是 2008 年南

方一场大雪更加激化了南方对于采暖的刚性需求。

日前，由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

主办，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承办的第九届“清

华大学建筑节能学术周”在清华大学举行。本届节

能周的主题为“长江流域住宅采暖与空调”，重点探

讨和交流了长江流域住宅采暖与空调适用技术和未

来发展方向。

南方供暖不可盲目照搬北方模式
文·本报记者 贾 婧
■ 将新闻进行到底

按照有关规定，我国采暖地区一般是累年月平均

温度低于或等于 5℃的天气超过 90天的华北、东北、西

北地区，南北供暖的分界线是秦岭陇海线，北方地区集

中供暖室温标准为 16℃—18℃。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江亿在

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表示，在我国的建筑规范里，有一

条供暖分界线，这就是“秦岭——淮河”。在这一条分

界线以北地区，建筑物内的供暖设施，必须与建筑物同

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南方则没有这个刚性要

求。但“秦岭——淮河”供暖分界线的划定，并不是说

只在界线以北供暖，界线以南不供暖。实际上它是

1955 年计划经济的产物，是采暖补贴费的发放线。界

线以南没有补贴，以北不同的地方根据气温细分为几

个档次。相比而言，东北地区最冷，补贴最多。这是最

初划定“秦岭——淮河”这条供暖分界线的缘由。

由于“秦岭——淮河”冬季采暖线的划定，长江流

域地区的城镇里，除了个别有热电厂、冶炼厂余热可以

利用的社区，大多数住宅小区都没有建设配套的采暖

设施。不过，这些大中城市多数住宅装有分散采暖设

施。他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想出了各种采暖办法，其

中最主要的是空调热泵取暖和电取暖。另外，也有少

部分家庭采用燃气壁挂炉取暖等方式。

南方已经形成固有分散式采暖特色

长江流域城镇住宅采暖年平均单位面积年耗电量

约为 5—6kWh/M2；而在气候相近的法国中南部地区，

其年采暖耗电量达到 20—60kWh/M2。

同济大学张旭教授在其报告《长江流域冬季室内

环境调研及热需求分析》中指出，经过清华大学、上海

建科院、重庆大学等机构在长江流域的调研结果表明，

长江流域各个省份冬季用电峰值负荷与夏季已经基本

持平，说明冬季供热能耗是空调能耗中不能忽视的，所

以，应对冬夏两季进行充分考虑。

通过对上海地区采暖能耗调查表明，2007—2011

年的 39 户住宅的采暖电耗，最大 8.9 kWh/M2，最小 1

kWh/M2，均值 2.9KWh/M2。2009 年冬天对 785 户居

民的调查表明有超过 90%居民使用空气源热泵供暖，

使用燃气壁挂炉用户 1%，较多居民采用电加热辐射

器、电暖风机、电热毯作为辅助取暖设备。通过对上海

地区居民行为调查得知，居民即使在冬季也非常喜爱

开窗通风，日均通风时间 9.4 小时，69%居民选择先增

加衣服，而不是开启采暖设备，采暖设备的实际使用频

率不高。

张旭认为，长江流域地区目前住宅采暖能耗仍维持

在很低的水平，部分时间、部分空间的采暖模式，冬季室

内环境并不舒适，上海地区有较大的冬季供暖需求。

长江流域采暖设备实际使用频率不高

这种目前普遍存在于南方的分散式供暖方式得

到了与会者普遍认同。江亿表示，根据他的团队研

究得出，2020 年之前，中国建筑能耗增量最大的部分

就是南方采暖。“北方地区延续数十年的集中供暖已

经很难再与目前中国的能源、环境需求匹配。不仅

南方不能按照此类模式进行供暖，北方也需要进一

步改善。”

江亿表示，长江流域更适合采用分散式采暖方式，

我国居民生活方式与需求特点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

分散式系统是满足居民生活空调、采暖和生活热水等

需求的节能技术。为改善长江流域居民生活环境，节

约能源使用量，应该鼓励分散式空调与采暖系统在长

江流域住宅中的应用。

“大家都知道，南方地区主要以山地、丘陵地形为

主，地形复杂，城镇居民居住较为分散，如果采取集中

供暖，管道等供暖设备建造成本较高，难以实现规模化

供暖，即便是实现了规模化供暖，高昂的建造成本均摊

到每个用户上也是一笔不菲的经济开销。”江亿说，同

照搬北方模式 缺乏长远节能观念

按照现行规定，我国采暖地区一般是累年月平均

温度低于或等于 5℃的天气超过 90天的华北、东北、西

北地区，南北供暖的分界线是秦岭——陇海线，北方

地区集中供暖室温标准为 16℃—18℃。

科学家认为 18℃是人体感受最舒适的温度。南

方的冬天变得更加寒冷漫长，供暖问题成了一个非常

紧迫的现实需求。

从市场需求看，南方供暖需求仍呈不断上升阶段，潜

力十分巨大。南方千家万户分散的取暖方式更为耗，从

节能减排角度看，将来还需要引导适度集中采暖和制冷。

日前，在“清华大学建筑学术周”以“长江流域住宅

采暖与空调”为主题的公开论坛上，发布了《中国建筑

节能年度发展研究报告 2013》(以下简称《报告》)。

针对当前我国建筑节能工作尚处在有些“情况不

明，任务不清”的状态，为了促进我国建筑节能工作的

顺利进行，报告作为中国工程院“建筑节能战略研究”

咨询项目的部分内容，从 2007年起把每年在建筑节能

领域国情研究的最新成果编撰成《中国建筑节能年度

发展研究报告》。

今年的《报告》对我国建筑能耗现状进行了分析，

指出了实现建筑节能总量控制的途径。此外，《报告》

还对我国城镇住宅的用能状况、可持续理念和发展模

式、住宅的舒适与健康、空调与采暖的集中还是分散、

住宅节能技术等内容进行了探究、分析和详细的阐述，

可以成为社会各界开展建筑节能工作和学术研究的重

要参考资料。

本届学术周由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

部主办，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承办。从3月25日

开始，7天的时间里，在集中与分散、建筑节能可持续发

展、天然气合理利用与大气污染的影响、采暖能耗与行为

节能方式和住宅通风方式等主题研讨会上，业内的专家、

学者、企业等重点围绕长江流域住宅采暖与空调适用技

术和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交流与探讨。与会者普遍认

为，长江流域更适合采用分散采暖方式，我国居民生活方

式与需求特点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分散式系统是满足

居民生活空调、采暖和生活热水等需求的节能技术。为

改善长江流域居民生活环境、节约能源使用量，应该鼓励

分散式空调与采暖系统在长江流域住宅中的应用。

《中国建筑节能年度发展研究报告2013》发布

■ 相关新闻

■ 知识链接

时，农村房屋建筑保温性差、地质条件及房屋构造等并

不适合保暖，加之南方气候冬季阴冷潮湿无孔不入，难

以实现集中供热，较为经济且可操作性强的还是分散

式的空调采暖。

清华大学的刘晓华副教授在其“适合于长江流域

住宅的采暖空调方式”的报告中以上海为例阐述道，长

江流域住宅全年采暖空调需求具有采暖、除湿、空调等

多种需求，需开发相应的新型设备来有效调控室内热

湿环境。在全年室内热湿环境调节需求方面，冬季最

亟待解决制热运行，满足住宅采暖需求，提高室内舒适

性的问题。黄梅季待解决可有效除湿，并尽量减少对

室内温度的影响的问题，她指出需要新的末端方式、系

统设备来满足全年采暖空调需求。

刘晓华表示，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改善冬季室内环

境状况；冬季适宜的解决方案有室内末端方式推荐辐

射末端。在制冷和制热设备方面，可使用空气源热泵

（冬夏共用），以及燃气壁挂炉（冬季制取低温热水）+

空气源热泵（夏季）。

“我们国家能源非常短缺，以秦岭淮河为界比较符

合我们国家国情。但是现在有一些官员和工程技术人

员非常盲目地把北方到处暖洋洋的集中供热应用到南

方去，把南方分户供暖弄成像大锅饭似的无法调节的

集中供热，并自以为是好的方法。实际上我认为这种

做法是错误的，缺乏长远节能观念”江亿说道。

科技日报讯 4 月的电商“价格战”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当当网、易迅、苏宁易购、

国美在线等都在各自优势品类发起降价行动。

当当网借着“第 7届网络书香节”推动全民阅读的势头，在图书、服装领域掀起了

最大力度的打折、降价，4 月 17 日到 19 日三天，当当网全场 50 万种图书 5 折封顶，电

子书则全场免费。

活动首日，当当网的销量就出现了暴涨，并一度出现网页拥堵、登录缓慢的情

况。当当网总裁李国庆甚至在微博中也冠之以“又一个图书服装的‘双 11’”，并提醒

网友错峰下单。

而在当当网大规模图书、服装打折行动火热进行的同时，被认为休养生息并高挂

“免战牌”的京东，也并没有闲着。京东商城副总裁蓝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京

东而言，价格便宜仍然是最核心的竞争力。”

有出版社人士透露，当当网 5 折促销首日的 4 月 17 日，京东便施压出版社，要求

给京东的折扣降至与当当一样的水平。

很多网友也反映，当当网昨天有部分图书从促销活动中很快便下线。对此，当当

网相关负责人证实，的确有一些出版社迫于压力要求当当网调价，当当网也无奈做出

了部分图书从 5折促销活动下架的举措。

业内人士认为，京东此举或迫于盈利压力，当当图书在国内占据网购图书 50%多

市场份额，即便在 2012年惨烈的价格战情况下，也保持了 19%的毛利，而京东图书品

类则是亏损。 （嘉文）

当当图书5折让部分电商“很受伤”

科技日报讯（记者赵英淑）在 4月 22日世界地球日

到来之际，“力士·绿哈达行动——一人一元一平米 青

藏高原万亩植绿计划”在京启动。活动旨在呼吁社会各

界关注青藏生态环境保护，并通过活动让更多的企业、

公众及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到青藏高原

万亩植绿行动中来，共同建设美丽西

藏、美丽中国。

据介绍，该项目先期投入 200 万元

发起，计划从 2013 年起在西藏自治区

拉萨河上游进行植草行动，并计划在三

年内，为青藏高原地区增添绿色植被 1

万亩。该项目在西藏自治区科技厅的

大力支持下，由中国科学院院地合作局

指导、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提供技术支

持，西藏高原草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进

行实施，首先开展对西藏自治区拉萨河

坡地草地退化的治理。

据悉，该活动由中华环保基金会主

办。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副理事长兼

秘书长李伟表示：此举将会有效地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和

当地牧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促进

当地的经济发展，建设西藏美好家园，而且也有利于长

江中下游地区居民安居乐业。

青藏高原万亩植绿计划启动
新华社电 （记者滕军伟 叶婧）山东威海一家企业的谷师傅因心脏病入院

治疗，共花费医疗费 50 万元，医保报销后个人仍需负担 7 万多元。由于他参加

了威海市总工会组织的“工会会员爱心互助补充医疗保险”，最近又获得 5 万

元的赔付。

记者从威海市总工会获悉，虽然绝大多数职工已经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但

对于身患大病、重病的职工尤其是进城务工人员来说，个人需支付的费用仍是一

笔不小的负担，因大病而致贫、返贫仍是不少职工的心病。

为建立大病职工帮扶的长效机制，从 2010 年起，威海市总工会在山东省首

创“工会会员爱心互助补充医疗保险”，将参保费用定为每人每年 36 元，起付线

为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后个人负担达到 1万元。其中，个人负担 1到 4万元之间的

赔付比例为 80%，4万元以上的赔付比例为 90%，5万元封顶。为最大限度地让职

工受益，职工一年之内多次住院的，不分病种、不限次数，个人负担累加达到 1万

元的也可获得赔付。

为让外地来威海工作的职工得到实惠，威海市还规定，在外地参加城镇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的，也可在威海加入“工会补充险”，按照威海医保报销比例计算后

执行赔付。

据初步统计，3 年来共有 35 万人次参加“工会补充险”，收取保费 1281 万

元。截至今年 1 月份，已有近 5000 名职工获得理赔，理赔金额共计 1400 万元。

今年威海“工会补充险”参保费用提高到 50元，争取当年参保人数达到 30万人。

山东威海：“工会补充险”为职工医疗添保障

一场 7级地震，让在汶川特大地震伤痛中跋

涉了五年的川人，再次陷入巨痛。三天已经过

去，从雅安传出的灾情和悲伤，感染着每一双关

注的眼睛，也凝聚着更多爱的力量。

第一时间挺进灾区、传播灾情的媒体记者

无疑是令人感佩的，正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采

集的报道，让更多的人对这场灾难感同身受。

然而，看这几天的报道，无论是电视持续不断的

直播，还是报纸不惜版面的“现场”，过重的悲情

和悲壮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电视画面里依然充斥着残垣断壁满目苍

夷，甚至满面鲜血的伤者一面处理着伤口一面

对着镜头回忆灾难瞬间；报纸上依然不乏极其

细腻的灾难描写，惟恐读者无法体会现场的惨

绝。除了凄惨，便是“最美”：“最美妈妈”“最美

主持人”……媒体不太节制的情绪渲染，带给受

灾者的心理伤害恐怕远大于心灵慰藉，带给受

众的不适感恐怕也大于内心的共鸣。

灾难报道当然无法洗却悲情的底色，但经

历过汶川特大地震、舟曲泥石流、玉树地震的中

国媒体人需要反思，在灾难中媒体介入和表达

的“度”在哪里。在情绪和理性之间，媒体应该

站在理性一边。用专业理性的声音和客观准确

的信息，给受难者以脱离困境的力量。

还记得两年前日本“3·11 大地震”时，中央

电视台转播的 NHK 电视台画面，看不到什么

“感人”的镜头，只看到不断地报道还有多少人

需要救援，死亡人数又增加了多少，以及专家对

灾情的分析和官方发言人的发言。电视里偶尔

会有采访受灾者的镜头，但并不是在废墟前，也

不是惊魂未定的回忆，而是安坐在避难所的避

难者透过镜头平和的讲述，他们说的最多的是：

我们还需要水，需要食物，需要快些得到政府的

信息……

透过电视镜头我们当然还看到了灾难面前日

本人的理性，但我想这种理性除了国民素质和组

织有序外，媒体的专业和理性恐怕是有功劳的。

NHK驻北京记者北川熏曾说，“在这样紧急的灾

后报道中，国民需要的信息才是我们要报道的。”

这两天，微博等网络空间交织着两种对立

的情绪：一种是网友“跪求”媒体不要来灾区添

乱，一种当然是媒体人替自己叫屈。“跪求者”不

免偏颇，但媒体人应当读懂其中的“诉求”，当媒

体更多传递灾情而不渲染灾难，逼近信源而不

揭人伤疤，报道救援而不歌功颂德，才会真正赢

得尊重和信任，受众的反馈也才会更趋于理性

和平和——巨灾之中，理性和平和是多么珍贵

的力量！

媒体的理性也是一种援救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