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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发展

大概谁都没有料到，安详平和的跨年之夜，上海传

来这样的噩耗：2014 年 12 月 31 日 23 时 35 分左右，上海

外滩陈毅广场发生踩踏事件，36 人死亡，47 人受伤（截

至发稿时）。

原来不是所有人都安详平和地跨入了新的一年。

2015 年的新年钟声也许也是警钟：踩踏，听起来很远，

有时却那么近。

密度超过临界值，人群就处
在风险之中
“人群密度一旦超过了临界值，人群就处于极大的

风险之中。”中国矿业大学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副教授

佟瑞鹏说。

据南开大学城市公共安全中心刘茂教授等在《人

群拥挤踩踏事故的风险分析及预防控制》中引用国外

学者的论述，对于静止的人群，安全的临界密度为 4.7

人/m2，对于运动的人群，安全的临界密度为 4人/m2。

佟瑞鹏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当人群密度超过 5 人/

m2时，可将其视为连续介质，人群中产生的扰动，如突

然停电、谣言传播、自宽敞空间进入较狭窄的出入口、

不同方向人群汇聚等，会带来拥挤、阻塞、混乱、碰撞等

现象，这些扰动将以波的形式在人群中传播。

“如果波在传播的过程中，演变成激波，就很容易

导致拥挤踩踏事故。”佟瑞鹏说。

据媒体报道，平常上海的周末外滩人流量大概有 6

万左右，节假日大概有 9 万，而在刚刚过去的跨年夜可

能高达 15万左右。很多人以为陈毅广场有 5D 灯光秀，

源源不断地涌了过去。直到 23 点 30 分左右，警方在陈

毅广场附近发现了人流异常活动。

拥挤的人群带来不可承受之力

据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安全工程系王起全等统计，

2000—2006年国内外的大型活动中曾发生 85起拥挤踩

踏事故，造成 4026 人死亡，7513 人受伤, 平均每起拥挤

踩踏事故死亡人数为 48 人，平均受伤人数为 89 人，平

均每起拥挤踩踏事故死亡人数均已达到了国家规定的

特别重大伤亡事故级别。

拥挤踩踏事件何以具有如此大的杀伤力？

“人群可以产生个体不可承受或不能控制的力。”

佟瑞鹏解释，人群高度聚集时，如果产生拥挤或踩踏的

力大于 4500N 并持续 3 分钟就会造成人员死伤，超过 3

分钟后，由于多米诺效应，死伤人数将会呈指数增长。

拥 挤 踩 踏 事 件 的 巨 大 杀 伤 力 与 其 另 一 触 发 因

素——恐慌密切相关。佟瑞鹏说，恐慌情绪在人群中

的蔓延十分迅速，一般在几分钟内就可以从个体传染

到整个人群，并使灾害现场变得更为混乱而无法控

制。有研究表明，在恐慌状态下，5 个人就能够产生

3430N的力。

“事实上，拥挤踩踏事故造成的死亡主要是压力导

致的窒息而不是真正的‘踩踏’”，佟瑞鹏说。据外滩踩

踏事故亲历者讲述，踩踏发生后，人群被压得一动不

动，这种状态持续了 15分钟左右。 （下转第三版）

踩踏：风险在密集的人流中涌动
本报记者 刘园园

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 北京时间12月31

日23时35分，上海市黄浦区外滩在群众自发

进行的迎新年活动中发生拥挤踩踏事件，截至

1月1日5时，已造成35人死亡，43人受伤。

踩踏事件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

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立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上海市全力以赴救

治伤员，做好各项善后工作，抓紧调查事件原因，

深刻汲取教训。春节、元宵节将至，不少地方都

有一些群众聚集娱乐活动，各地一定要把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精心组织安排，

确保安全措施到位，坚决避免类似事件发生。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也就伤员救治和加强安全管理作出批示，

要求千方百计减少因伤死亡，精心安抚家

属，各有关部门要督促各地切实做好节日期

间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管理，落实各项防范

保障措施，严防重特大事件发生，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

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委、市政府主要负

责同志立即赶赴现场指挥处置工作，到医院

看望伤员并召开紧急会议，迅速布置善后处

置工作。目前，事件原因调查及医疗救护工

作正在有序开展。

习近平对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全力以赴救治伤员 抓紧做好善后工作

加强安全措施确保节日期间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山

西经济大幅度下滑，1999 年经

济增长全国倒数第三；2008 年

全球金融危机，2009 年山西经

济 增 长 全 国 倒 数 第 一 。 2014

年，山西经济增长前三季度全

国倒数第二。

多年来,山西经济为什么没

有走出“资源型经济困局”？

“病因”很多，“科技软骨

病”是其一。

科技工作者你好吗？

去年 12 月 18 日，山西省科

协发布第一次全省科技工作者

状况调查报告。

报告指出，当前山西省科

技工作者队伍亟待解决的突出

问题是：认知及参与山西转型

综改的程度不高；高学历人才

不足，与发达省份相比科研水

平还不够高，自信心不强；部分

科技人才作用发挥不够好，期

待改善科研保障条件；科技创

新力量不足，成果转化率不高，

科技创新机制欠佳；一些青年

科技工作者成长较难，非公科

技工作者实力普遍较弱，以及

工作与生活压力大等。

报告指出，山西大部分科

技工作者工作中面临的主要困

难是业务经费不足、仪器设备

缺乏和老旧过时，科研环境在

硬 件 设 施 上 还 不 尽 如 人 意 ；

38.5%的科技工作者认为跟不

上知识更新速度；27.6%的认为

学术交流工作不受重视、27.3%

的感觉职称职务晋升难。此

外，没有合作团队、加班太多、

教学压力大等，也给科技工作

者造成一定困扰。

报告显示，与科技工作者总

量持续增长相对应的是，山西高

层次科技人才仍然匮乏，与全国

相比，更反映出这方面存在的一

些困难和问题。调查显示，全省

科技工作者密度偏低，主要专业

技术人才指标普遍居全国中下

游水平。山西两院院士人数只

占中国院士总数的 0.33%,享受

国家级特贴的高层次专家，山西

仅占全国的 1%左右。科技人员

中拥有中级技术职称者最多，占

总数的 32.9%；然后依次是初级

25.7%、无职称 25.5%、副高级 13.0%，所占比例最少

的是正高级，仅为 2.7%。这说明，科技工作者队伍

分布不尽合理的状况依然存在，既有专业结构的不

合理，也存在地区、行业分布不均等问题。横向比

较，山西创新型高层次人才严重匮乏。

科技实力的差距在哪里？

科技部、国家统计局前不久面向社会公布了

《2013年度全国综合科技进步统计监测报告》。科

技进步监测体系五个一级考核指标，山西省全部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综合各方数据可以看出，山

西无论区域科技实力，还是科技创新能力，在全国

排名绝大多数位于 20 位左右，属于科技综合竞争

力薄弱地区。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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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在通航管理中不断引入科技创新，船舶的过闸管理已进入“读屏时代”。一方面，所有过闸船舶的信息都在管理系统中一目了然；另一方
面，往来船舶的过闸申报以及待闸调度等，也均通过调度系统完成，提升了船舶过闸的效率，并确保了船舶的过闸安全。

据了解，2014年度三峡船闸通过量达1.193亿吨，创历年新高，但无安全事故发生。
图为1月1日三峡通航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结合监控和电子地图等，开展船舶过闸调度工作。 新华社记者 梁建强摄

对“大洋一号”上的大多数船员而

言，这又是一个远离家乡、无法与家人团

聚的新年。“在船上工作 35 年了，在家里

迎新年也就几次吧。”轮机部冷藏员杨焕

亮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因为靠港补给，这个元旦，参加中国

大洋 34航次科考的队员们能够在港口过

新年，这对常年“海上漂”的他们已属不

易。但新年的第一天为了后续考察工作

的顺利进行，他们依然在各自的岗位上

忙碌着。

推开“机舱重地”的门，震耳的轰鸣声

猛然涌来，这里是整个“大洋一号”的“心

脏”，各种动力、电力设备都在机舱中。在

两三人高、轰隆作响的设备中穿梭，拐过

几个弯，进入一扇小门，在一排高墙似的

电路设备后面，记者见到了电机员王玉

常，他正举着手电，拿着测电表检修发电

机线路。“昨天一台停泊发电机出现故障，

我们一直在检修。”王玉常告诉记者。“大

洋一号”上共有发电机 6台，3台停泊发电

机、2 台轴带发电机及 1 台应急发电机。

每台发电机都要以良好的状态进入下一

航段的工作，必须在起航前修理完毕。

轮机长刘春锋告诉记者，“大洋一号”

是已服役20个年头的老科考船，“海上工作

风险极大，设备安全是人身安全的保障”，

靠港的几天，各部门都要对机器设备进行

检修，保证设备在下一航段安全运转。

远离家人没有节假日对他们来说

早已成为习惯。船长、政委、首席科学

家、二副、实验室主任、报务员、大厨、

管事……新年的第一天，他们都在“大洋

一号”的某个角落里忙碌着。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下午，全体科考队员和船员受邀

前往中国驻毛里求斯大使馆共迎新年。这让大家在异

国感受到祖国的温暖。

中国驻毛里求斯大使李立介绍说，毛里求斯十分重视

海洋渔业、海底资源的开发。2014年毛里求斯大学刚刚成

立了海洋系，希望“大洋一号”下次靠港时能举办开放日活

动，邀请当地专业对口的学生上船参观学习，增进两国友

谊。在北京时间新年钟声敲响前，大使馆工作人员燃放烟

花与队员们共迎新的一年。

中国大洋 34 航次科学考察计划用时 219 天，航程

约 2 万海里，将对多金属硫化物合同区进行资源勘探，

对环境和生物等进行调查。第二航段将于2015年1月4

日正式开始。（科技日报毛里求斯路易港1月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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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美籍华人物理学家丁肇中

教授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科学家有

能力在太空空间站研究带电粒子，希望不久的将来，中

国对人类知识和科学发展的贡献能与人口相符。

38年前，丁肇中因发现 J粒子而荣膺诺贝尔物理学

奖，抗战时期国内颠沛流离中求学的特殊成长经历，也

使他成为首位用中文发表诺贝尔奖获奖演说的华人科

学家。

当年在颁奖典礼上，丁肇中曾说：“得到诺贝尔奖，

是一个科学家最大的荣誉。我是旧中国长大的，因此

想借这个机会向在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们强调实验工作

的重要。”

如今，78 岁高龄的丁肇中仍坚守在基础物理研究

最前沿、最深奥的暗物质探索领域。他说：“基础研究

非常非常重要，新的技术是从基础研究来的，没有基础

研究就不可能有新的技术，比如超导磁铁、互联网，这

都因为基础研究需要才发现的。”

阿尔法磁谱仪是目前国际空间站上唯一的大型实

验项目，作为这一项目的首席科学家，丁肇中放弃了美

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退休高薪，绝大部分时间依然在日

内瓦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忙碌。

据介绍，阿尔法磁谱仪是首次在太空进行的大型

精密物理实验，它在国际空间站上收集的数据能在 1秒

钟内直接传输至日内瓦的控制中心。从升空至今，阿

尔法磁谱仪已经搜集到 540亿个宇宙射线数据，大大高

于过去 100年搜集到的宇宙射线数据总和。

丁肇中说：“在未来 20年内（阿尔法磁谱仪）将收集

到 3000亿个数据，这将提供前所未有的精度，以探索宇

宙的起源。”

他表示，研究宇宙，一种方法是研究光，一种则是研

究带电粒子。“光呢，欧洲和美国已经研究很多年了，不需

要空间站来做。研究带电粒子必须要有磁场，需要空间

站，所以在空间站研究带电粒子是很重要的事情。”

丁肇中说：“我们组里的中国人和西方人，都希望

中国能利用空间站做科学实验，也很希望和中国继续

合作。”

寻找暗物质的道路上，科学界主要有三种方法：以

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为代表、利用粒子对撞产生暗物

质并观察其衰变；测量暗物质散射至液体或固体的散

射实验；阿尔法磁谱仪项目则是利用暗物质碰撞产生

正电子与反质子的原理，在太空进行湮灭实验。

目前，丁肇中团队距证实暗物质存在也许只有“一

步之遥”，因为暗物质碰撞产生过量正电子的 6 个特征

中，开始点、上升速率、最高点等 5个特征都已被阿尔法

磁谱仪测量到，项目组也正全力测量分析最后一个特

征——正电子产生率会不会突然下降。

作为地下散射实验的代表，中国暗物质实验合作

组也于不久前在更大范围内排除了当前理论预期的暗

物质存在空间，其探测灵敏度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对此丁肇中评价说，中国的暗物质探索做得很

好。随着经济科学的发展，中国在暗物质探索领域发

挥更重要的角色是很自然的现象。中国曾对人类文化

发展和科学进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希望随着经济的

发展，中国能作出更大贡献。

希望中国对科学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访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

新华社记者 姜 岩 张 淼

近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所在的作业海区海况较差，科考队员没有浪费珍贵的海上科考时间，抓紧利用重
力柱和箱式取样器等开展常规科学调查，在繁忙的科考工作中迎来新一年。图为“蛟龙”号科考队队员正在回收
箱式取样器（2014年12月31日摄）。 新华社记者 张旭东摄

新华社重庆 1月 1日电 （记者陈国洲）2014 年 12

月 31 日，由教育部深空探测联合研究中心和重庆市科

协联合举办的全国“月球车创意设计大赛”在重庆举

行，大赛面向全国的科研人员、航天爱好者征集创意设

计作品，特别突出的将向国家推荐，为真正的月球车设

计提供创意来源。

教育部深空探测联合研究中心副主任谢更新介

绍，此次大赛自 2015年 1月 1日起至 2015年 6月 30日截

止，分实物模型组和创意组，实物模型组需要提交实体

模型或纸质作品，创意组则需要提交方案设计，例如素

描、绘画和相关文字说明。具体的比赛内容包括创意

设计各种适合在月球表面应用的月球车，如工程月球

车、载人月球车、运输月球车、变形月球车等。

谢更新表示，本次大赛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培养

和造就一批热爱航天事业的后备人才。最终将评选特

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数名，特别突出的作品和

创意方案将向国家推荐，比赛信息可登陆教育部深空

探测联合研究中心网站查询。

全国“月球车创意设计大赛”在重庆启动

■直击大洋 34航次科考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