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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寨沟地震后，余震不断，崩塌点不时有

碎石滚落。某山体垮塌处，一位武警黄金部

队地质专家，向着乱石飞泻处逆行前进，运用

手中的装备对灾害隐患点进行勘测排查。这

一画面，被镜头定格了下来。

他，就是武警黄金三总队副总工程师郭

俊华，一名曾被评为武警部队十大忠诚卫士，

国土资源部表彰为全国十佳最美地质队员的

地质老兵。

记者了解到，参加九寨沟地震抢险任务以

来，郭俊华经历这样的战斗已不下十回。而像

他这样的武警黄金部队的地质专家还有很多。

“逆行，因为那里是我们的战场。”地震

后，当所有人都撤离到安全地点后，武警黄金

部队的官兵正在最危险的地方进行地灾勘

测、排查、评估。

郭俊华告诉记者，“身为地质兵，我们的

任务就是开展地质灾害调查，为救援工作提

供详实准确数据参考，越是危险的地方，就越

需要黄金兵去突进，开展实地勘查。”

“不漏一个险情，不留一个问号，地面勘

察刻不容缓。”武警黄金部队三总队参谋长

韩忠说。

8 月 8 日晚，地震发生后，武警黄金部队

三总队官兵闻令而动，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开

展地质灾害应急救援工作。垮塌中心区大大

小小的碎石不时滑落，岩石斑驳裸露，生态异

常脆弱。黄金部队进入灾区以来，每天派出

数个小组，对崩塌点、滑坡体和灾害隐患点的

危害性和稳定程度进行拉网式排查，顶着随

时可能滚落的碎石，迎难而上，直至完成所有

预定排查任务才返回营区。

凌晨 1 点，记者看到，该部临时驻扎点还

灯火通明，地质专家们正在紧张收集汇总数

据、研判排查隐患点、标示地图……据了解，

他们每天工作的时间在 14 个小时以上，步行

距离超过 10公里。

如果说地质兵用生命换来地质数据，一

点也不为过。

11 日上午，黄金三总队十二支队总工程

师李建忠带领两名技术干部到震中开展排查

时，就险些付出生命的代价。

“高度 2583、坡度 67、崩塌面积约 520 平

方米……”李建忠拿着测距仪，一边观察崩塌

点一边准确报出一连串数据。此时，突然发

生余震，抬起头来，崩塌点上方已冒起大面积

白烟，隐约听到碎石滚落的声音。“不要慌，往

山体根部跑！”说完李建忠拉起两名技术干部

直奔山脚下，刚蹲下，大片滚石就从他们头顶

呼啸而过。回过神来才发现，李建忠的安全

帽被滚石砸得凹下一大块。然而，余震过后，

他们并没有退缩，继续往上崩塌点攀爬。

地灾排查，李建忠是名老兵。在前不久

的茂县泥石流滑坡灾区，由李建忠等 6名官兵

组成的地面勘查突击队，冒着生命危险，历时

13 个小时，成为唯一一支成功登上海拔 3455

米的滑坡最高点的救灾队伍，及时向抗灾指

挥部传回了有关地质灾害的一揽子数据。

凭着这种丢掉性命也要采集回灾区最

新地质数据的精神，九寨沟地震以来，武警

黄金部队的地灾评估专家们先后在安乐乡、

白合乡对 S301 公路沿线、居民聚集区和集镇

周边开展实地踏勘，从地质构造、水文条件、

地层岩性等方面，对崩塌、泥石流、堰塞湖等

严重次生灾害进行实地实时监测，累计复核

灾害点 128 个，新增了 32个灾害点，为有效预

防次生地质灾害发生提供了科学准确的数据

信息。 （科技日报北京8月13日电）

“逆行，因为那里是我们的战场”
——武警黄金部队九寨沟地震一线地灾评估专家速写

情系灾区 科技救援
王林琳 本报记者 张 强

陆军，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和领导

的武装力量。建军 90周年的历史，就是一

部中国陆军的发展史。2017 年 4 月，中国

陆军集团军迎来新的番号。中国陆军，正

从“大陆军”时代走进“强陆军”时代。

“强军兴军这 5年，是部队建设加速转

型的 5年，也是武器装备更新换代最快的 5

年。”74集团军某旅两栖装甲突击车 3连车

长王锐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赶上了好时

代。同时，作为“忠诚战士、强军标兵”的全

军基层青年战士典型，王锐更是用自己坚

强意志和砥砺奋进践行了“中国式战狼”的

铁骨铮铮。

变“手中活”为“必杀技”

王锐驾驶的某型两栖装甲突击车，是

我军实施滩头突击的三代主战装备。刚进

海上驾驶集训队的时候，教练员就告诉他：

“驾驶员是战车的压舱石，大风大浪能不能

闯过去，靠的就是你。”

这句话被王锐牢牢地记在了心底。可

是不成想，第一次驾车出海就走了“麦城”，

两栖战车到了他手里成了不听使唤的“钢

铁怪兽”。为了驯服这个“铁家伙”，王锐顶

着酷暑战海浪，把“五步涉海动作”进行了

上千次演练。

岭南盛夏，酷暑难耐，即使薄衣短袖，

不一会就汗流浃背。记者钻进王锐平日驾

驶的战车里体验了一把。结果，在没有冷

气设备、憋闷的装甲车内，体表温度能达到

近 40℃，汗珠从额头上渗出，顺着鼻尖滚

落下去。

“平时他就是坐在这个驾驶椅上反复

练协调动作，一练一上午。”王锐同车战友、

中士徐斌旭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几次练到

身体脱水，爬出来休息一会，接着进去练。”

在战友们眼中，王锐有“三特”本领：特别能

抗晒、特别能抗蒸、特别能抗晕。

海训期间，王锐右小腿生出一个鸡蛋

大的脓包，整条腿肿了一圈，每天一瘸一拐

的进车训练。两个月下来，瘦了十多斤。

就在这种情况下，王锐硬是拿下了“驾驶特

级”的装甲兵驾驶员最高等级资格。2017

年，他又通过了通信特级考核，成为全军最

年轻的“双特”两栖装甲尖兵。

练成现代战争需要
的“全能王”

在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当口儿，各项任

务千头万绪，但练兵备战仍是重头戏。转

型不仅是改番号、压规模的编制调整，更是

结构重塑的“换羽新生”。

这五年，王锐见证了改革强军的加速

推进，亲历了练兵备战的如火如荼，目睹了

装备建设翻天覆地的变化。“2012 年以来，

我驾驶的 809 战车，先后经历了加装炮射

导弹、北斗导航系统换代、车长任务终端升

级等三次大的信息化升级改造。”王锐自豪

地告诉记者。

加装炮射导弹，运用激光制导，能大大

增强战车火力打击能力，但同时也会增加

火控系统的操作难度，稍有偏差导弹就会

失控。王锐把战车开到复杂地域，在极限

条件下练稳控，多方采集数据进行比照分

析，摸索出了“一稳二定三协同”的训练方

法。驾驶训练，王锐蒙上潜望镜，逼着自己

用显示终端和 CCD摄像仪处置情况；通信

训练，他关闭语音通话器，强制自己用数据

通信传指令；指挥训练，他愣是把难以掌握

惯性定位导航练得专业而精准。

不仅如此。王锐瞄准实战需要，苦练

装备维修技能。每一次加改装，他都主动

请缨参与，天天黏着厂家师傅一遍遍讨教，

对着说明书逐条消化。“这边改装刚完毕，

那边他就拿出了一整套使用操作流程。”战

友徐斌旭说。

五年来，王锐参与绘制了通信、操控、

武器等 13个部位 28张保养流程图，协助研

发装甲装备多功能便携式维修平台、野外

条件下装甲装备清洗保养设备、胸关检测

仪等 6 项革新成果。2017 年 7 月，他还以 4

科全优成绩拿下通信特级考核，成为名副

其实的“全能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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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3 日，河北涉县王金
庄村农民在晾晒花椒。

近日，河北涉县花椒进入收
获季节，当地农民抢抓农时，处
处一派忙碌景象。近年来，河北
涉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花椒产
业。花椒年产量达600到800万
斤，实现了增收富民。

新华社记者 王晓摄

涉县花椒
喜丰收

《三体Ⅲ》未获世界科幻大奖雨果奖，

这一结果让人遗憾，但并非特别意外。在

结果揭晓前，作者刘慈欣的态度堪称相当

冷静。

8 月 7 日，刘慈欣打理行装启程去往芬兰

首都赫尔辛基参加第七十五届世界科幻大

会。行前，他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我再获雨果奖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为有一

部入围作品‘很强’。”

刘慈欣反应冷静，是因为和他同获雨果

奖提名的另外两个主要竞争对手也都获得

了奇幻奖和新作奖，而他的《三体》第三部

《死神永生》获得轨迹奖。刘慈欣由此认为，

他的《三体》第三部《死神永生》获得雨果奖

的希望不大。

当地时间 8 月 11 日晚（北京时间 12 日凌

晨 3:16），2017 年度雨果奖在芬兰首都赫尔辛

基市揭晓，今年最佳长篇小说奖由 N. K. Je-

misin 的 The Obelisk Gate 获得。由中国科

幻作家刘慈欣创作、美籍华裔科幻作家刘宇

昆翻译的科幻小说《三体Ⅲ·死神永生》获得

最佳长篇小说奖提名奖。

《三体》是中国科幻文
学的里程碑之作

2015 年，刘慈欣凭《三体》成为获得这

一荣誉的亚洲第一人，标志着中国科幻创

作达到了世界水准。遗憾的是，当时刘慈

欣并未到现场领奖。本届大会期间，刘慈

欣、宝树、夏笳、张冉等多位科幻世界签约

作 家 在 内 的 超 过 50 名 中 国 科 幻 界 代 表 参

会，创历届人数最高，反映出近年来我国科

幻创作取得蓬勃发展。

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又名“地球往事”

三部曲，是一部非常典型的硬科幻作品，被称

作史诗级巨作，堪称目前为止中国当代最杰

出的科幻小说。这部作品出版后备受读者与

媒体称赞，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科幻文学的里

程碑之作，也将中国科幻推上了世界的高

度。甚至吸引了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冰与火

之歌》作者马丁、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等名人

争相阅读并推荐。

《三体》系列小说是我国科幻文学领域的

代表作，由科幻世界杂志社策划出品，2008年

出版以来，已畅销 700 万册。《三体》三部曲讲

述了地球文明在宇宙中的兴衰历程，书中涉

及人类历史、物理学、天文学、社会学、哲学、

宗教等，从科幻的角度对人性进行了深入探

讨，格局宏大、立意高远。

电影版《三体》还在等
待中
《三体Ⅰ》拿下雨果奖后，《三体》电影传

闻不断。先是 2016 年将会是“科幻电影元

年”，后又传闻电影版《三体》2017 年上映。

然而令影迷们伤心的是，直到如今，依然没有

确切的消息。对此，刘慈欣回应：“一直在做，

要做好。”

虽然电影版《三体》还在等待中，但根

据刘慈欣另一部小说《流浪地球》改编的同

名 电 影 却 很 快 要 开 拍 了 ，编 剧 为 刘 慈 欣 。

故事发生在太阳即将毁灭的世界，这个为

人类提供能量的星球一下成了死亡和恐怖

的象征。人类只好在地球的一侧安装上巨

大的地球发动机，将整个巨大地球环境圈

化为移民方舟，以此逃离太阳系。但伴随

而来的代价是艺术、伦理、常识以及众多生

命的消失。

业内人士表示，科幻电影一直是国产片

的软肋。虽然《三体》热掀起了一波科幻潮，

国内很多电影公司和不少投资方趋之若鹜。

从目前《三体》电影一再“难产”的情况来看，

无疑给电影投资方泼了一盆冷水，国产科幻

片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体Ⅲ》未获雨果奖，电影版值得期待
本报记者 王海滨

（上接第一版）
那时，展文莲已患病一年多，肺癌多发转

移。知道妻子痊愈无望后，桂军民将她转去

了齐鲁医院舒适医疗综合病房。

它还有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临终关

怀病房。

“人即使要走，也要走得有尊严，不要弄

得乱七八糟的。”这是桂军民的坚持。

舒适化治疗的目的，是提高患者在病程

末期的生存质量，减少痛苦。它不再或很少

进行介入式治疗。

对桂军民来说，他已经做好了和妻子“死

别”的心理准备。

但 类 维 富 向 他 展 示 了 一 种 新 的 可 能

性 ——人的遗体若在极低温环境下保存，待

到未来其所患疾病可以治愈时，他（她）或许

还能被唤醒、复活。

桂军民几乎是毫不犹豫就接受了这个概

念。“我比较相信新科技，（复活）完全有可

能。”他本身就反对火化，冷冻妻子遗体，还能

留下一线希望。“我受过教育，这个事情（指接

受人体冷冻），很简单。”

自始至终，桂军民都是冷冻妻子最为

坚 定 的 支 持 者 。 别 人 怎 么 说 ，他 不 在 意 。

“ 我 们 就 要 这 样 干 ，谁 也 没 办 法 。 有 些 朋

友、同事，知道了也在嘟嘟囔囔，我不听，和

我没关系。”他停顿了一下，加重语气，“又

不是你的亲人，只有我自己才有最深的切

身感受。”

桂军民和展文莲青梅竹马，相识已超过30

年。进入舒适化病房时，展文莲已经神志不

清、表达能力受限。这件事情，桂军民做了主。

决定做好后，剩下的就是各种沟通和细

节确认。为了让冷冻能在中国法律框架下

进行，桂军民还签署了两份文件——遗体捐

献 同 意 书 和 银 丰 生 命 延 续 计 划 知 情 同 意

书。展文莲的遗体，被捐献给了有遗体捐献

接受资格的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她以这种方

式，成为银丰研究院科研项目“生命延续计

划”的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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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文莲的冷冻资金，大部分来自银丰生

命科学公益基金会。至于个人出资多少，银

丰研究院和桂军民都没有透露具体数字。

桂军民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只是“表达了

自己的意思”，但“确实没多少钱”；银丰研究

院也一再强调，“（他）只出了很少的钱”。

“你要是认可这件事，想为科研事业作贡

献，你就为基金会捐点钱。捐多少完全看个

人。”贾森说。

但做人体冷冻确实耗资不菲。银丰研究

院工作人员一项一项列出了他们的支出：液

氮罐，40 万；程序降温设备，40 万；体外循环

机，100 万；呼吸机，七八万；实验室搭建，500

万……“每做一次冷冻，光是冷冻保护剂的费

用就是二三十万。还有手术的其他耗材费

用，专家费用，救护车费用等等。”人体进入低

温保存状态后，每隔 10 天到半个月需要补充

一次液氮，这一费用大约为每年 5万元。

“目前全是投入，没有收益。”贾森坦言。

但他不愿意在费用这个问题上做过多纠缠。

“我很烦有人一上来就谈钱。”他靠在椅子上，

“这不是一个‘钱’的事情。”

贾森举出扎克伯格和比尔·盖茨的例子，

这两位世界级的富豪，都创建了和生命科学

有关的基金会。扎克伯格想终结人类所有的

疾病，比尔·盖茨要促进全球卫生和教育领域

的平等。银丰研究院工作人员也开玩笑说，

要是能找到像马云这样有情怀又有影响力的

大咖为低温生物学发声，那低温生物学“热”

起来也指日可待。

“现在冷冻了这么多人，如果未来真的有

人能醒过来，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贾森说，

“意味着世界上那 1%的富人，都会来做这件

事。”

作为无神论者，相比“上帝”，贾森更愿意

相信“人体冷冻”。他觉得，如果人体冷冻能

有更多的追随者和信仰者，低温生物学也能

随之发展。

齐鲁医院舒适医疗综合病房主任类维富

就算是“追随者”之一。

捐献遗体，对这个拥有几十年从业经历

的医生来说，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先不提复

活的事情。你把人冷冻起来，就相当于在家

里放了一个医药‘灭火器’。”类维富想着，冻

下来的遗体是有用的，它是一种生物医药资

源，能在必要时为家人所用。“把遗体捐出来，

也是为家庭作贡献。”

在类维富这里，“冷冻”并不是一个沉重

的话题。相反，它是与死亡的抗争。类维富

自己已经成了银丰生命延续计划的会员。会

员免费入会，在未来若要进行人体冷冻，会员

有优先权。而且，他不仅自己“入会”，还拉上

了几个朋友。

“他们有时候开玩笑，说‘咱俩以后一个

罐’。我说，那不行，你们喜欢喝酒，到时候我

还没醒过来呢，酒你们就喝完了。”类维富笑

着说。茶余饭后，老友间多了一个话题——

冷冻，以及死亡之后可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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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桂军民来说，故事已经暂时告一段

落。他能做的事就是等待。

他仍然会经常梦到展文莲，但他努力淡

化死亡的意味。

在展文莲遗体被转运到液氮罐长久低温

保存之前，他和家人隔着低温保存库的玻璃

看了她一眼。

只有十几秒的时间。

因为灌流的原因，妻子看起来稍稍瘦了

些，但几乎和生前一模一样。她神情安详，就

像睡着了。

桂军民对站在身边的儿子说，可以放心

了吧。

他希望这只是一场“生离”。虽然桂军民

亲手签署的知情同意书里明确写着：“银丰研

究院没有保证、担保或承诺生命延续研究计

划在未来一定会成功，也不能准确预测未来

医学科技的发展时间表，复苏技术基于未来

医学技术的巨大进步。”

桂军民自己也加入了生命延续计划。他

想，万一妻子要在很久之后才能醒来，那她谁

都不认识，也太孤单了，“得去陪陪她嘛”。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13日电 （记者华
凌）13 日在北京亦庄召开的中国“网络文

学+”大会新闻发布会上，北京亦庄数字科

技创意园正式揭牌，以推动科技文化融合

度高的数字技术研发、高端装备制造等产

业落地。

北京亦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

北京正着力打造的“三城一区”中“一区”，

凭借高效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和宜业优美环

境，聚集很多高精尖企业，成为首都创新驱

动发展的前沿阵地和中国制造 2025 创新

引领示范区。其中北京亦庄文化创意产业

汇聚一批科技文化融合度高的文化装备、

影视技术、设计服务、软件和信息服务等主

导产业，2016 年其营业收入突破 1000 亿

元，成为全市文创产业中一支举足轻重的

生力军。

据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有关负责人介

绍，打造数字科技创意园是开发区充分结

合自身科技文化融合发展的良好基础，在

文创产业发展上做出的又一战略性安排，

实现与其他区域差异化布局，力争在全市

范围内打造数字科技创意领域的竞争优

势，推动北京亦庄成为科技文化融合的新

高地。该创意园将采取市区两级共建的方

式，为首都科技创新中心和全国文化中心

建设培育新业态、打造新动能。

特别是该创意园落户在开发区的世

界机器人大会永久会址旁，与亦创智能机

器人创新园“同在一个屋檐下”，旨在为繁

荣发展的网络文学提供坚实的科技和产

业支撑，建设重点内容包括搭建数字科技

创新平台，推进文化装备类实验室和内容

生产技术实验室建设，打造数字科技创新

中心；引入和培育数字技术研发及装备企

业，发展数字内容制作高端技术和模式，

逐步形成数字内容创作与生产体系，推动

电子竞技产业发展和虚拟现实产业；组建

文化科技融合品牌活动，推进 VR 产业联

盟建设等。

北京亦庄发力打造数字科技创意集结地

科技日报讯（记者胡左）8 月 11 日，内

蒙古呼和浩特市保合少村口上空停留着

酷似鲸的庞然大物。这是内蒙古航润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引进、消化、吸收中国航

天科技成果和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系列技

术，进行再创新，而形成的自主知识产权

产品。

2016年 1月成立的内蒙古航润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承担了自治区同年科技重大专

项“飞艇制造技术研究开发”课题，该公司

在自主设计、制造飞艇的同时，引进、消化、

吸收并集成了航天科技集团科技成果，今

年 7月底成功地将卫星载荷技术应用到飞

艇上。飞艇体积 2100 立方米，有效载荷

200公斤以上，升空高度 2000米，可抗每秒

25 米大风，在沙尘、暴雨、冰雹、雾霾、强光

辐射、高温、低温等恶劣工况下保持稳定。

飞艇内部搭载了 4G 通讯设备、光电吊舱、

信号监测、雷达等载荷，规避地形起伏遮

挡，具有对地观测、环境监测、通讯、信号采

集、目标指引、导航定位等功能。

内蒙古航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薛国良说，这一飞艇源于航天，是军民融合

的产物，也是航天科技的再应用，把卫星的

功能用在了飞艇上。卫星载荷距离远，区

域定点监测有局限性。飞艇具备卫星功能

后，可不间断、长时间定点观测，并提高了

监测精度。搭载了移动等通讯基站，在地

面基站受到损毁的情况下，不误手机使

用。在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和反恐中，利用

飞艇应急通讯、定位具有车载通讯和卫星

通讯不可比的优势。

卫星功能用在飞艇上
内蒙古飞艇制造技术研究开发获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