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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1月 2日夜间 11时 39分,上海海上搜救中

心接报，载有 5000 吨钢材的“长平”轮在上海

吴淞口锚地沉没。截至 3日下午，共有 3人获

救，还有 10人仍在搜救之中。

据幸存者之一、“长平号”大副回忆，事发

当晚 11 时，货船启锚不久，他正在值班。当

时，他拿着手电筒巡逻，进船舱时听到沉闷的

“砰”的一声。随后发现，船尾右舷发生碰撞，

撞出一个大洞。大副随即大声呼喊，有两人

听到喊声跑出来，与大副一起跳入海中。据

了解，该轮起锚后与锚泊散货船“鑫旺 138”轮

（载卷钢）曾发生碰撞，沉没的具体原因还有

待进一步调查。据大副回忆，船体下沉的速

度很快，五分钟左右就完全沉没。

据吴淞海事局局长黄健伟介绍，救援情

况和天气、环境紧密相关。现场值班船在 5

分钟内到达事发现场，大批救援船也在半小

时内抵达，先后共出动 18搜船舶进行搜救。

黄健伟称，事发夜晚寒风凛冽，阴有阵

雨，救援环境十分恶劣。沉船事故的第一次

救助依靠周围社会力量。已被救援上来的 3

位幸存者皆是周边船只发现后救上来的，“当

时可能还有人在海面上，但是月黑风高，难以

观察”。

悲剧的发生已经难以挽回。但如果“长

平”号装备了更加先进的智能系统，船员成功

疏散撤离的概率将大大增加，甚至发生撞击

的概率都会大幅减小。中船七〇八所研究员

王彩莲表示，沿海船舶考虑到遭遇海况和经

济性的平衡，往往设备配置要求并不高。“现

在港口比以前更加拥挤，船只密集增加了碰

撞的几率。现代化和智能化装备的使用，完

全可以使得故障报警提早一点；对船体结构

和设备运行情况持续监控，可降低撞击和翻

沉的可能性。”

从船舶的设计角度来讲，设计优良的船

舶本身具有一定的抗沉性。据王彩莲介绍，

船舶一般会按照抗沉性设计指标，分割成多

个水密舱。即使遭遇意外，单独一个舱或多

个舱破损漏水，及时采取扶正措施，例如往另

一侧船舱加压载水，船只也不会翻沉。从软

件角度，雷达、导航和无线电通信等系统的应

用，提升了船舶避碰能力；发生意外时也可以

及时报警，提醒船员逃生，并及时通知周边船

舶和岸基等。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

展，船舶的智能化已成为必然趋势。不久前，

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艘智能船舶“大智”散

货船在上海交付。所谓智慧船舶，是利用传

感、通信、物联网等技术手段，自动感知和获

得船舶自身、海洋环境、物流、港口等方面的

信息和数据，并基于大数据和自动控制等技

术，在航行、管理、维护保养、货物运输等方面

实现智能化运行的船舶，以使船舶更加安全、

环保、经济、可靠。

在安全性方面，通过在船舱里装备传感

器，当船舱破损进水时，可以测出船体的进水

量，并及时发出预警。通过计算软件，还可以

给出最佳的扶正和补救方案，即使破损过于

严重，智能系统还可以提供最佳的逃生和撤

离方案。

王彩莲表示，这些技术目前是完全可以实

现的。但根据以往经验看，人的操作失误往往

才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王彩莲认为，

无人船的出现则可以规避人员因素，“但这对

智能系统的要求就更高了”。随着人工智能等

技术的进一步发展，通过学习和自适应，船舶

甚至可以实现自行决策，控制船舶及时采取紧

急措施，避免因船员响应不及时或错误操作造

成悲剧。 （科技日报上海1月3日电）

“长平”轮于上海吴淞口锚地沉没，专家分析指出——

应用智能船舶技术或可避免沉船悲剧
刘 禹 本报记者 王 春

1月 3日，游客在哈尔滨太阳岛
雪博会园区欣赏雪秀表演。

运用现代声光电和数字技术的
大型 3D实景幻影雪秀《雪舞间》，近
日在哈尔滨太阳岛雪博会园区上
演，为雪博会增添了色彩。《雪舞间》
是开放式全景雪秀，通过在太阳湖
上设置 1370多盏灯，将雪博会巨型
雪塑与光影巧妙融为一体。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摄

幻影雪秀
“添彩”雪博会

原山位于山东鲁中山区，60 年前，这

里是一个连草都难长的石漠化荒山，森林

覆盖率不足 2%。而今天，呈现在人们眼前

的是郁郁葱葱的近 5 万亩绿色森林，覆盖

率达到了 94.4%。60 年，原山林场实现了

从荒山秃岭到绿水青山再到“金山银山”的

沧桑巨变。

1957 年,国家为绿化荒山，在这里设

立了原山林场。“当年，这里处处是裸露

的怪石，缺土无水，浇树都是从山下的水

库中用马车拉，再由人挑到山上。”说起

过去植树的艰难,第一代原山林场职工、

74 岁的段新安仍记忆犹新。“下雨天，别

人往家里跑，我们要左肩扛镢头、右肩扛

树苗往山上跑，在石头缝中挖坑、填土、

浇水。饿了吃煎饼，渴了喝凉水。当时

唯一的愿望就是多栽树，让大山早点绿

起来！”

“侧柏特别耐旱，在贫瘠的土壤中它顽

强的根系可以深深扎在石头缝中。几代原

山育林人也正如侧柏一样，获取得很少，为

大山却奉献出很多。”原山林场党委书记孙

建博抚摸着一棵树龄长达 60 年的侧柏告

诉记者，如今原山森林植被的水源涵养能

力比 60年前提高了 40倍，已成为一座绿色

水库、森林氧吧。

原山林场的发展过程也并非一帆风

顺。上世纪 90年代起，随着国有林场的改

革和国家禁止采伐林木政策的实施，原山

人也踏上了探索转型之路。转型的阵痛让

每个林场人至今难以忘怀：开办的奶牛场、

木材厂等十多个项目全部亏损，林场负债

高达 4000 万元，陷入了依靠贷款维持生存

的绝境。

1996 年底，孙建博被任命为原山林

场场长。“拿不到工资的职工连水电费都

交不起，126 家各地来的债主轮番上门讨

债，我心中的焦虑比身体伤残时还要痛

苦！”幼年因病致残，连走路都要靠拄拐

棍的孙建博感到压力很大。“不换脑筋就

换位置，干部要能上能下，必须闯出一条

新路来！”孙建博和几十名林场干部召开

了一周的会议，使一批思想活跃、敢拼敢

闯的员工走上了领导岗位；亏损企业被

全部关闭；一批经过严密论证、有市场潜

力的副业新项目上马；育林、护林责任到

人，林木成活率、防火有效率与收入奖金

挂钩。

20 年来，原山林场在全国国有林场

中第一家创办旅游项目，目前仅旅游年

收入超过 5000 万元；建设全国第一家林

场艰苦创业纪念馆，每年免费接待各地

参观者超过 5 万人次；国内首家林场承

诺职工工资将逐年增长，实现了年均增

长率 21%；建成山东省第一支摩托化、现

代化专业防火队伍和森林防火微波视频

监控中心，在全国率先装上了雷达探火

系统，使原山林区实现瞭望监测全覆盖，

林场 20 年无火情事故；在国有林场第一

家实行“企事分开、一场两制”，率先走出

了一条保生态、创效益、创品牌的科学发

展之路。

“森林生态是个宝库，只要把森林管

好、发展好、利用好，就会不断裂变出庞大

的生态产业来。”孙建博当场长后，立下了

禁止砍伐的规矩。以往林场伐木卖给煤

矿，每棵只有几块钱利润。现在，他们将

树移进苗圃栽植，然后出售给城市的绿化

公司，每棵能卖到几百元甚至几千元。孙

建博还带领林场把周围的 5000 多亩荒山

进行绿化，并整合原山周围生态旅游资源

以及林场、荒山，将其打造成百万亩生态

森林圈。

改革创新，让原山林场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林场不仅还清了所有历史旧账，

还接管了 4家困难单位和 1家企业，从一个

负债累累的“要饭林场”变成集生态林业、

生态旅游、旅游地产、文化产业等多产业并

举的“全国十佳国有林场”，拥有固定资产

10亿元，年收入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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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无锡1月3日电 （记者过国
忠 通讯员潘天吉）记者 3日从无锡物联网

产业研究院获悉，由该院牵头制定的全球

物联网领域首个顶层架构国际标准（ISO/

IEC 30141），日前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

ISO/IEC JTC1/SC41 第二次全会上，正式

通过了国际标准草案（DIS）投票。

物联网顶层架构标准好比物联网的

“宪法”，是物联网技术和产业发展最顶层

的设计和最根本的基础。无锡物联网产业

研究院院长刘海涛说:“物联网体系架构国

际标准通过 DIS 投票,不仅代表中国在物

联网国际标准方面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也代表中国占据了全球物联网技术产业发

展的制高点，将深刻并深远地影响世界物

联网技术产业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全球物联网领域首个

顶层架构国际标准，是在全球新兴热门技

术领域，首个由中国牵头主导的顶层架构

标准，经历了异常激烈的斗争。无锡物联

网产业研究院于 2013 年 9 月发起这一标

准的立项，并担任主编辑单位，在国家标

准化委员会和中国电子标准化研究院等

相关部门领导下，4 年多的时间内，经历

了立项之争、更换之争、主编之争、拆分之

争、合并之争，并顶住了美、英、日、韩等发

达国家联合发起的一次次挑战，终于取得

了突破性胜利。

我国主导制定的物联网“宪法”
通过国际标准草案投票

（上接第一版）
4 月，高分五号卫星将在太原卫星发

射中心由长征四号乙火箭发射。这是一颗

环境专用卫星，也是高分家族中搭载载荷

最多、光谱分辨率最高的卫星。其搭载的

大气痕量气体差分吸收光谱仪等 6 台载

荷，可对大气气溶胶、二氧化硫、二氧化氮

等多种环境要素进行观测。

同样计划于内年发射的高分六号是一

颗光学遥感卫星，将与高分一号组网运

行。与高分一号相比，它增加了多个谱段，

可以对地面农作物进行识别。它还将在国

内首次采用对月定标技术，可解决对地定

标受天气影响的问题，提高成像效率。

张衡一号能从太空
“看”地震

2 月，我国地震立体观测体系天基观

测平台的首颗卫星张衡一号将从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升空，将使我国实现从太空里

“看”地震。

该卫星以发明世界首台地动仪的东汉

天文学家张衡的名字命名，是首颗自主研

发的电磁监测试验卫星。它能获取全球电

磁场、电离层等离子体、高能粒子观测数

据，对我国及其周边区域开展电离层动态

实时监测和地震前兆跟踪，弥补地面观测

的不足。

未来一年，我国不仅要发射的航天

器 五 花 八 门 ，所 用 运 载 工 具 也 多 种 多

样。除了由长征系列火箭组成的“国家

队”，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研制的快舟十一

号火箭也将首飞，一次将伽马射线暴探

测微小卫星等 6 颗卫星送上太空。在商

业航天市场初显锋芒的快舟一号火箭，

也将在一周内连续实施 4 次发射，在尝

试遥感星座快速构建的同时，验证自身

的快速发射能力。

此外，我国首家民营火箭公司“零壹空

间”，也计划在 2018 年上半年实施其 X 系

列火箭的首飞。

（科技日报北京1月3日电）

2018年我国宇航发射任务有望突破40次

这两天，辽宁小伙伴的朋友圈被一个神

秘冰圈刷屏了。正圆形、会自转，十几个人在

上面跳舞自拍也没啥问题。大家赞叹大自然

的“鬼斧神工”之时，却没搞明白，这究竟是怎

么形成的？

有人说是“外星人”的杰作，有媒体说可

能和火山有关，有人说这是当地人自己弄出

来的玩意，吸引眼球……

不过专家对此表示，这纯属自然现象。

直径12米还能“自转”

铁岭是个大城市，可铁岭的庆云堡西古

城子村却是不折不扣的小村落。这两天，专

程往这个小村庄赶的游客可不在少数，他们

是来看网红大“冰圈”的。

据当地村民介绍，这个冰圈 20 多天前就

形成了。冰圈直径约 12 米，边上薄中间厚，

呈现陀螺形，远远望去像一个画得非常完美

的圆，表面还可见同心圆花纹。冰圈在不停

的旋转，而它周围的冰块都冻得结结实实，令

人啧啧称奇。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冰圈上载着十几名

游客，他们或者自拍，或者感受一把冰上“旋

转木马”，气氛很是欢乐。“没有人注意到是

怎么形成的，发现的时候就挺大了，”当地一

名村民说，“村里 80 多岁的老人也说从来没

见过。”

如此罕见的景象，甚至吸引了几十公里

之外的游客前来参观。不过，由于冰圈现在

太火，来得人太多，当地有关部门已经设立了

警示标志，为了安全起见，告诫周围的看客不

要到冰面上去。

成因复杂但属自然现象

对于冰圈是如何形成的，网络上众说纷

纭。在 2009 年，俄罗斯出现的冰圈还曾被列

为世界十大奇闻之一，英国、丹麦等国也有类

似冰圈的报道。

百度百科中，冰圈现象被解释为：在全球

非常罕见，通常只发生在北极、斯堪的纳维亚

半岛、加拿大等地区。在河面的拐角处，加速

流动的水会产生一种被称为“旋转剪切”的力

量，将冰块切断，然后冰块缓慢旋转。被切断

的冰块和周围的冰块相互摩擦，最终形成一

个正圆形。但该网站并没有给出解释的具体

来源。

带着疑问，记者咨询了中国科学院地理

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所长特别助理、水资源研

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宋献方教授。宋

教授表示，冰圈现象成因复杂，但属于正常的

自然现象。

“在水凝结成冰的过程中，会受到水中成

分和外来动力的影响，也会受到地形地貌、气

候条件、河流走势、温度变化等多重因素的影

响，面对不同外来动力时，比如洋流、海风等，

冰也可能随之呈现千变万化的形态”。

对于冰圈旋转的原因，宋献方认为其中

存在着涡流现象。“带动凝结过程中的水形成

正圆形，一定会有外部的呈螺旋形的推动力，

也就是涡流。”他解释说，这种涡流的来源存

在着多种可能，河流地势因素，或是地下天然

气的释放，都可以带动水的流动、旋转，形成

涡流。“冰圈只是形成条件较为苛刻的一种自

然现象，世界各地近年来多次发现类似现

象。”宋献方说，“如果要搞清楚究竟是哪种因

素导致这次辽河流域冰圈的发生，需要进行

深入的现场调研和分析，才能得出结论。”

东北神秘冰圈刷屏，真与外星人没关系
本报记者 杨 仑

“之前婴儿尿布的税率从 7.5%下降为 2%，

我们这里的花王尿布 90 片的售价很快从 168

元下降至 150 元，促销时只卖 140 元。”上海外

高桥进口商品直销中心国际采购部副总经理

马骏 1月 3日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去年 12月 1

日婴儿尿布实行零关税，根据目前销售周转情

况，花王这款商品预计还能降价 10元左右。”

自去年 12 月 1 日起，187 项消费品进口关

税集中下调，平均税率由 17.3%降至 7.7%，部

分商品的进口关税下降了 22个百分点。

宁波海关相关负责人分析认为，本次税率

调整有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新增实施暂定税

率的商品关税降幅较大。二是对前期已实施

暂定税率的商品中实施效果较好的,再次适当

降税。三是对部分税率已降至同类商品最低

值的消费品，继续维持现有暂定优惠幅度，但

适当扩大商品范围。

此次涉及品种数量创历年之最，离不开海

关总署上海归类分中心的推动。

在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成员单位之一

的海关总署授权下，上海归类分中心在税则调

研的基础上，总共提出 77 项降低消费品关税

的建议，其中 48项获采纳，采纳率高达 62.3%。

“2012 年中国履行完入世降税承诺以来，

我国关税的总体水平稳定在 9.8%。这次降

税，实际上是一次专门针对消费品的‘特定动

作’。”海关总署上海归类分中心副主任王运革

告诉记者。

海关在此次降税中被采纳的 48 项消费

品，均来自于基层调研，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降税的另一目标，在

于助力国家供给侧改革和产业升级。

“有些小家电的税率直接‘拦腰降’，这在

丰富消费者多样化选择的同时，也有助于形

成有效的市场倒逼机制，促进国内产业良性

发展。”王运革表示，弱化关税保护作用，此

举意在促进“中国制造”加速升级。“下一步，

围绕国家政策导向，可能考虑针对高新技术、

关键零部件、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产品提出降

税建议。”

马骏同时表示，此次消费品降税产品覆

盖面广、降幅明显，不过进口商品的价格往往

涵盖原产地价格、关税、物流等成本以及一定

的毛利，关税额在商品零售价中的占比有限，

商品市场价格究竟能够下降多少，还需拭目

以待。

（科技日报北京1月3日电）

187项消费品
进口关税下调
带来哪些实惠

陈君言 陈 莹 本报记者 陈 瑜

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非典型

肺炎（SARS）……让这些令人恐惧的病毒变

得更强，这样的研究该做吗？新年伊始，美国

联邦政府解除了一项禁令，允许科学家们开

展相关工作。

“对那些美国相关科研人员来讲，这是一

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也正是他们热切期盼

的。”3日，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施

一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三年前，美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工作

人员意外接触炭疽病，也有消息披露，在处理

危险的禽流感样本时，科学家有意或无意地

使用了基因技术，诱发了禽流感病毒的突变，

加剧了公众的不安。基于此，美国开始实施

暂停法令，冻结了所谓的“获得功能型病毒”

研究的资金。

彼时，在一次会议间隙，施一和美国几个

搞流感病毒研究的科学家交流，美国同行认

为“这个禁令不太合理”，因为禁止资助，他们

正在开展的一些课题无法继续进行。

“美颁布禁令，我觉得主要是担心生物安

全问题，怕相关病毒或者病毒的信息落入恐

怖分子手中。”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华南理工

大学生物学院院长林章凛说。

林章凛表示，在保证生物安全的前提下，

这些“获得功能型病毒”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刻

认识病毒的作用传播机制、特异性，从而更好

地预防未知病毒。“打个比喻，先研制更强的

矛，然后才能针对性地研制更好的盾。”林章

凛说。

对此，施一认为，即使没有人为干预，病

毒在自然界也会发生变异，而对这些病毒进

行研究，在实验室了解哪些变异会增强其致

病性，从而对其进行监测，如果它们在自然界

出现这种变异，就可以及早进行预警和预测，

将其捕杀在萌芽阶段。

“如果恐怖组织也在利用病毒研究生物

武器，若没有前瞻性布局，会陷入被动。”施

一说。

然而，也有一些人担忧，新的资金流入增

加了致命的人造病毒从实验室意外扩散的潜

在风险——在人群中传播，或者落入到错误

的人手中。

“这种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因此一定

要采取措施，保证安全。”林章凛说。以现在

的技术，在实验室制造病毒是相对容易的。

如果一些关键信息落入恐怖分子的手中，后

果不堪设想。

的确，为降低风险，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同时公布了一系列新的资金申请标准来规范

病毒研究。审查人员将考虑研究项目的科学

价值和潜在收益，以及潜在的风险。

新的规范将严格评估那些需要对病毒能

力进行增强的研究项目，尤其是涉及到传播

性强，可能在人群中不可控制地扩散感染导

致高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强力病毒。

“任何事物都是双刃剑，科学研究也是如

此。”施一说，长远来讲，要资助这类病毒的研

究，但一定要严格把控，需要相应的法律法规

进行限制。有些资料不易公开，公开后一旦

被公众获取，就会无法控制。

林章凛介绍，此前，针对禽流感病毒，国

内也有科学家做过类似功能增强型的工作，

将禽流感病毒做到人传人，也引起了一些风

波。“但是，在保证生物安全的前提下，这项工

作还是利大于弊的。”林章凛强调。

（科技日报北京1月3日电）

让病毒变得更强，这样的研究图什么
本报记者 付丽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