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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王婷婷 孙照彰 2019 年 1 月 23 日 星期三
综合新闻 ZONG HE XIN WEN

1月22日，在中国铁路武汉
局集团有限公司武昌客车车辆
段轮轴库，质检员对火车车轮进
行检修。经历除锈、跑合、组装
等多道检修工序后，“健康”的车
轮会被重新安装在南来北往的
客车上。

图为质检员汪召坤对火车
车轮轴承进行检修。

新华社发（彭琦摄）

精心检修
保春运

1月 21日，2019年春运正式拉开帷幕。

据中国铁路总公司数据统计，2018 年 12

月 23 日至 2019 年 1 月 20 日，全国铁路各种售

票方式共售出车票 3.83 亿张，日均售出车票

1320万张，12306网站占总售票量 84%。

今年春运在 12306 上好不好购票？旅客

购票有什么新体验？网站又推出什么新服

务？21 日，科技日报记者来到位于北京的中

国铁道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铁科院）。

“春运期间，12306 网站和 App，还有电子

支付、车站售票和进站闸机等技术团队核心

骨干人员全部在这里集中值班。”在院内的文

化宫一楼大厅，铁科院电子所 12306技术部技

术总监杨立鹏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南面墙上，“2019 春运 12306 售票实况”

“2019 春 运 12306 风 控 实 况 ”“2019 春 运

12306 排队实况”的大显示屏一字排开，到

14 点时，“售票实况”屏幕上显示出一个数

字——530 万。

“经过不断扩容，目前 12306 能够支持日

售票量 1500 万张。”杨立鹏介绍说，1 月 4 日，

春运售票创下历史新高，全天各种渠道发售

车票 1494.2万张，其中网络售票 1282万张。

2012 年春运，12306 刚上线时，设计日最

高购票量为 100 万，没几天网上售票量就被

突破。

“没想到，今年在 12306 购票又有一项候

补功能。”在北京工作的吕秋鸣要回成都过春

节，高铁票太紧俏，从元旦后就开始购票，第

一次看到有候补功能，依据流程操作，通过人

脸识别，填写相关信息，竟然买到了选定时间

内的车次客票。

杨 立 鹏 告 诉 记 者 ，2018 年 12 月 27 日 ，

12306 在客流量大的北京、沪宁杭、广东地区

到四川、重庆地区的列车的长途区段，开展候

补购票服务试点。“遇有退票、改签等业务产

生可供发售的车票时，系统自动兑现车票，并

将购票结果通知旅客。”杨立鹏说，候补购票

成功率超过了 60%。

除 了 候 补 购 票 环 节 外 ， 12306 在 注 册

环节也引入了人脸识别，有很多第三方软

件盗用旅客身份在 12306 注册，大量刷票，

有了人脸识别，旅客可在线办理被冒用账

号的处理。

除了候补功能，12306 还有一个惊喜，即

原来购票过程中的验证码大大减少了。“系统

升级，可以自动识别机器抢票和人的购票行

为，当发现有异常的请求时，才会显示验证

码。”杨立鹏说，目前 97%以上的所售车票无

需验证码。

13 点 41 分时，科技日报记者注意到，在

“2019 春运 12306 风控实况”显示屏上，绿色

为正常请求数据，红色为风险请求数据，显示

系统对风险的请求进行实时拦截。

今年在海南度假，如果搭乘海南环岛高

铁，在网上购票后，将不用再到车站取票了，

除直接用身份证乘车外，还可用铁路 12306

App客户端购票给出的二维码直接乘车。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预计 2019年，将

会在高铁线路上普及电子客票。

据中国铁路总公司消息，2019 年春运共

40天，于 3月 1日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

客 41330 万人次，同比增加 3176 万人次，增长

8.3%，日均发送 1033万人次。

候补购票、人脸核验、减少验证码，12306又出新花样
第一支埃博拉病毒疫苗获得中国新药

证书；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肺结核疫

苗在加拿大正式进入临床试验；2018 年 11

月，打破国外垄断的一类新药重组肺炎球

菌蛋白疫苗，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新药临床试验批准……天津经济技术开

发区西区，冬日阳光下，一栋刚刚落成的灰

色建筑虽不起眼，但低调的外表之下孕育

着一颗雄心：15 款新型疫苗其中 3 款全球

首创。孵化成立于此的康希诺生物股份公

司经过近十年积淀，交出了一份近乎完美

的成绩单。

埃博拉疫苗一举成名

2017 年 10 月 20 日上午 10 点，原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在官网公

布消息，“批准重组埃博拉病毒疫苗的新药

注册申请”。那一天，康希诺创始人、董事

长宇学峰正在参加一个论坛，收到信息后，

他第一时间就在现场公布了这个消息。正

是这个消息让此前默默无闻的康希诺一下

走到了聚光灯下。

“2014 至 2015 年间，埃博拉疫情再次

暴发改变了康希诺的命运。”宇学峰对科技

日报记者回忆说。疫情暴发后，康希诺与

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正式就重

组埃博拉疫苗项目进行合作。当时康希诺

拥有国内唯一的腺病毒载体平台，这个平

台原本计划是用于研发新型肺结核疫苗

的。“我们曾经做过肺结核疫苗，技术路线

和埃博拉疫苗几乎完全一样，我们有技术

储备也有技术平台，立即就把埃博拉疫苗

推了上去。”宇学峰说。技术成熟、原 CF-

DA 对此疫苗重视、特别审评程序、疫情

背景下的紧迫感使得埃博拉疫苗的研制

创造了空前的速度。很快，他们研发的重

组埃博拉疫苗进入临床试验，成为全球第

三个，亚洲第一支进入人体临床的埃博拉

疫苗。

一间办公室孕育“弄潮儿”

埃博拉这个原本不在研发和开发计划

中的疫苗，不仅让企业一举成名，还无意间

打开了创新闸门。现如今，康希诺生物的

研发管线已经包含了十余个新型疫苗，涵

盖了肺炎、肺结核病、埃博拉病毒、脑膜炎、

百白破、宫颈癌等多个疾病领域，成为国内

重要的疫苗创新研发基地。

回忆起十年创业路，宇学峰感慨万

千。彼时，他已在一家跨国疫苗巨头企业

任全球细菌疫苗开发总监，偶然一次回国

考察，引发他深深的思虑。“中国是全球最

大的人用疫苗生产国，但是国内疫苗产业

与国际水平相比，不论技术还是质量，都有

着明显差距。”

最终，宇学峰决定回国创办一家有特

色的疫苗产业升级换代的创新企业，2009

年夏天，在位于开发区的天津国际生物医

药联合研究院的 6 楼的一间办公室里，他

开始了创业之旅。

10 年一剑。10 年间，康希诺被评定为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建成了市级重点实验

室、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承担了多项国家科

技重大专项。

疫苗生产打破跨国巨头垄断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人用疫苗生产国，

根据中检院数据披露，中国每年经中检院

批签发疫苗的数量在 5 亿至 10 亿瓶（支），

但国内疫苗品种与国际相比还有差距。以

全球疫苗市场超重磅产品肺炎球菌结合疫

苗（PCV）为例，目前，全球唯一在售疫苗是

美国辉瑞的沛儿，该疫苗的适应症为 6 周

龄至 15月龄婴幼儿的主动免疫,统计显示，

国内肺炎球菌结合疫苗市场年需求可达

670万人份或 2680万支，因为价格高昂，疫

苗在国内有着庞大供给缺口。如今，在康

希诺人的不懈努力下，国产 PCV 疫苗已走

出实验室，进入到临床申请阶段，“产品具

备更佳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与国外产品

比毫不逊色，价格还大大低于进口疫苗。”

宇学峰说道。

2018 年 7 月，快速发展的康希诺生物

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上市申请，不久前他

们通过了上市聆讯。上市并不是终点，正

如宇学峰所说那样“我们会从一个初创研

发型企业到生产型企业，到最后成为真正

拥有全产业链的疫苗企业而努力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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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
本报记者 矫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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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列传民营企业列传

科技日报合肥 1月 22日电 （记者吴长
锋）记者从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获悉，

该院固体所在生物质电催化转化方面取得重

要进展，实现了生物质平台分子—糠醛的绿

色电催化转化升级。研究成果日前发表在

《应用催化》上。

生物质作为一种重要的可再生资源产生

方式，被看作是替代化石能源制备燃料与化

学品的重要途径，其中纤维素作为生物质最

主要的组成部分，占生物质组成的 40%—

60%，是自然界中最丰富的非粮碳水化合物，

对其催化转化制取具有高附加值的化学品是

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如何将纤

维素初步衍生的平台分子，进一步催化转化

得到更高附加值的化学品已成为能源领域的

重点研究方向。然而，生物质衍生的平台分

子转化率和选择性低，将生物质平台分子推

广到更大应用范围，仍然是一个极具挑战性

的问题。

科研人员选择糠醛的电催化升级反应作

为模型，采用新颖的气相水热法，设计并构筑

了碳纤维布负载金属磷化物电极，并利用该

电极组装了糠醛电催化转化体系，实现了高

选择性、高法拉第效率、高电流密度糠醛加氢

还原转化到糠醇、氧化转化到糠酸；通过同位

素标记法，直接证明了糠醛电催化加氢的氢

就是来自于水中的氢原子。此外，科研人员

还通过密度泛函理论计算探究了对糠醛高效

电催化加氢的机理，结果表明，该催化体系具

有较高的吸附氢原子浓度及较高的氢气脱附

能，抑制了电催化析氢过程，从而实现了其对

糠醛电催化加氢的选择性。

此研究成果不仅对如何设计高催化活

性、高选择性电催化转移加氢催化剂具有指

导意义，而且对电催化有机合成体系的设计

和构建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稻草变黄金：生物质电催化转化实现绿色高效升级

科技日报北京1月22日电（实习记者陆
成宽）22日，应急管理部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

发布厅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

获悉，成立 9 个多月来，应急管理部坚持边组

建、边应急、边防范，有力有序有效应对了一

系列重大灾害事故，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形势

持续稳定好转。2018年全国自然灾害因灾死

亡失踪人口、倒塌房屋数量和直接经济损失

同比近 5 年来平均值分别下降 60%、78%和

34%，安全生产事故总量、较大事故、重特大

事故同比实现“三个下降”。

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孙华山表示，2019 年

是应急管理部组建到位后全面履职的第一

年，针对自然灾害多发频发的基本国情和依

然严峻的安全生产形势，应急管理部将着力

抓好四项重大任务：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攻坚战，加快建设灾害事故防范救援能

力体系，全面建设应急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大

力提升应急管理基层基础能力。

应急管理部将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特别

是加强对自然灾害形成机理和演化规律等研

究。将推进先进技术研发应用，着力提升重

大灾害事故监测感知、评估研判等关键核心

技术，重点发展新型应急指挥通信、智能无人

应急救援等领域应急产品。

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

长申展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应急管理

部将广泛开展应急避险知识的科普宣传，整

合地震、消防、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方面的

科普资源，汇集应急专家，围绕重大灾害事故

及时开展科普和警示教育。积极推动科普知

识进教材、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事业单位、进

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公共场所。与新闻

媒体合作，开设科普专栏，举办大型公益活

动，打造防灾避险全民公开课，不断增强社会

公众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事故实现三下降

科技日报北京1月22日电（记者付丽丽）
22日，中国气象局在京发布《2018年中国气候公

报》（以下简称《公报》）。结果显示，2018年我国

气候年景总体正常，气温偏高，降水偏多。全国

平均气温为10.1℃，较常年偏高0.5℃；春、夏季

气温创历史新高，秋、冬季气温接近常年同期。

《公 报》表 明 ，2018 年 全 国 平 均 降 水 量

673.8 毫米，比常年偏多 7%；夏、秋季降水分别

偏多 10%和 6%，冬季偏少 17%，春季接近常年

同期。六大区域年降水量均偏多或接近常年；

七大流域中除辽河偏少 11%外，其余均偏多或

接近常年。

《公报》显示，2018 年，生成和登陆台风

多、登陆位置偏北、灾损重，“安比”“云雀”“温

比亚”3 个台风在一个月内相继登陆上海，其

中“温比亚”灾损为最重；低温冷冻害及雪灾频

发，1月底寒潮侵袭中东部引发暴雪，4月上旬

西北、华北等地出现阶段性春寒，12 月底出现

入冬以来范围最大的低温雨雪冰冻天气过程，

低温冷冻害及雪灾损失偏重；夏季暴雨过程频

繁，全国共出现 21次暴雨，但暴雨洪涝灾害总

体偏轻；高温日数多，东北及中东部地区高温极

端性突出；区域性和阶段性干旱明显，但影响

偏轻；强对流天气少，经济损失偏轻；春季北方

沙尘天气少，影响偏轻；阶段性雾霾影响大。

此外，2018年，我国主要粮食产区光、温、水

匹配较好，气候条件对农业生产比较有利，但是

部分地区仍然出现了暴雨洪涝、低温阴雨寡照、

高温等灾害，使得农作物生长发育受到一定影

响。与近5年相比，农作物受灾面积、死亡失踪

人口以及直接经济损失均明显偏少。

去年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0.5℃

（上接第一版）
“中心采用基于 NB—iot物联网监测、

大数据分析、云平台计算等多种现代科技

手段，建设‘眼、脑、手’三大体系，打造城区

水系科学调度指挥系统，统筹调度全城上

千个库、湖、池、河、闸、站。”福州市建设局

副局长张麒蛰说。

智慧“大脑”发力，让
内河水防得住、活起来

联排联调中心投入试运行后，在防抗

2018年第 8号台风“玛莉亚”等的指挥调度

中起了关键作用。

2018 年 9 月 17 日晚，由于强降雨，晋

安区满洋路路面积水超 15cm 后，路面监测

设备便立即向调度信息系统发出警报，监

测点在信息系统上的相应位置颜色也随即

由绿变红。接收到警报信息后，指挥中心

立即安排应急队伍和排涝设备现场处置。

张麒蛰告诉记者，在发挥治理内涝功

能的同时，中心还能助城区水系管理调度

一臂之力。

如在琴亭河，随着清淤、截污、净化等

水系治理攻坚强势推进，河道全线已整治

完成并对外开放。然而，没有活水来源的

琴亭河，如何避免因长期静止而再度陷入

黑臭？福州市通过铺设补水管，每日从晋

安河“借”5000立方米水至琴亭河。

同时，该市还依靠中心实现智慧化

调度，利用闽江、乌龙江自然潮差，采用

“纳潮引水为主、泵站调水为辅”的方式，

每日向城区各内河引入约 1650 万吨闽江

水，绕城一圈再出去，让内河水多起来、

活起来。

不仅群众点赞，福州“智慧治水”还获

得专家们的肯定。“通过智慧手段提升‘水

动力’，让内河与内河之间、内河与江之间

实现连通，将一条条‘自闭’的水沟变成纵

横发达的城市水网，是生态治水的好模

式。”福建工程学院生态环境与城乡建设学

院蒋柱武教授说。

截至目前，通过实行水系联排联调，全

市排水防涝处置效率提高了 50%，内河调

蓄效益提高了 30%。所有河道已完成清淤

265 万立方米，完成沿河截污系统建设 228

公里，新建沿河截流井 738座，计划于 2019

年上半年全市所有河道沿河截污系统将基

本建成投用。

春节临近，广
西南宁市交易场
附近的新春饰品
摊位生意兴隆。

图为 1 月 22
日 ，市 民 在 南 宁
市交易场附近的
摊位上选购春节
饰品。

新华社记者

周华摄

新华社上海1月 22日电 （记者龚雯）随

着春节的脚步日益临近，消费市场呈现一片

热闹景象，无论是中国传统年货还是外资品

牌新年特款，都透露着浓浓的中国风。

民以食为天，在位于上海南京东路步行

街的第一食品商店里，大白兔奶糖、酒心巧克

力、蝴蝶酥、八宝饭、腊味等商品前人头攒

动。忙碌着的快递员朱孝强说：“一天能在商

店里接好多单，有的是个人零买，有的是单位

团购，老字号食品尤为受欢迎，越到过年需求

越旺，远的订单还送去过西藏、新疆。”

牢牢抓住“年夜饭”这一中国传统元素的

还有来自丹麦的乐高，在小小的积木中融入

了饺子、汤圆、鱼等人们熟悉的春节食品，兼

顾习俗与乐趣，使其成为当下一款时尚年货。

除了“吃”，记者在多个商圈看到，带有中

国红、生肖猪的商品一路走俏，尤其是“洋品

牌”们，从奢侈品到快消品均在做“中国年”的

文章，比如古驰的小猪图案毛衣，施华洛世奇

的飞猪手袋挂饰，赫妍的红福金猪版气垫霜

和唇膏等。

还有的品牌通过进一步挖掘中国文化来

吸引消费者，比如阿迪达斯将“悟”和“能”字

笔画图案装点在衣服和鞋子上，形成类似古

代青铜器纹的效果；肯德基携手上海美术电

影制片厂推出国漫主题盛宴，1 月 14 日起《天

书奇谭》限量上市，1 月 19 日起《天蓬元帅猪

八戒》携孙悟空、哪吒、葫芦娃，以一系列国漫

产品和主题活动演绎国漫经典。

奥纬咨询副董事合伙人范红表示，一大波

中国元素走红的背后，是商家和品牌对中国消

费市场潜力的重视。尽管每到春节，都会有一

些涉及中国元素的新品或限量版发售，但是今

年有更多结合文创和怀旧情怀的商品，试图通

过与消费者更多的联结来刺激消费。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 2018中国文化消费

指数显示，我国文化消费综合指数继续走高，

由 2013年的 73.7增至 82.2。市场成长空间最

大的五大文化产品依次是网络文化活动、文

化娱乐活动、游戏、电影、文化旅游。

“从物质到文化、从产品到体验，随着消

费升级，传承传统文化、开拓周边产品，逐渐

成为年轻人一种新的时尚。”位于豫园的东家

App 线下体验店店长吴春燕说，近日不少顾

客前来购买双面刺绣团扇、丝巾等，有的则选

做一块手工艺品，系好如意结，作为回家的新

年礼物。

不过，范红认为，中国风虽好，但不能生

搬硬套，商家和品牌发力“新老结合”“中西合

璧”，满足人们对新消费的追求时，需注意分

寸和节奏，应避免过度营销给消费者带来审

美疲劳。

中外年货大比拼 看这些中国元素走红背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