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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王婷婷 孙照彰 2019 年 5 月 20 日 星期一
综合新闻 ZONG HE XIN WEN

广告

高铁如今已是人们常用的出行工具。

5 月 18 日，在中科院海洋信息技术创新

研究院暨声学研究所举办的第 15届公众科学

日活动上，讲解人员讲授《如何让高铁上的振

动噪声“消失”》时，现场一下子安静下来。

讲解是从一段趣味小视频开始的。高铁

上振动噪声很大，但神奇的降噪头靠降低了

高铁上部件振动的噪声。

孙悟空画了一个保护圈，可以使师父唐

僧不受妖怪骚扰。讲解员将降噪头靠比作孙

悟空，也可以形成一个保护区，学名叫降噪区

域。当“师父们”在降噪区时，可以不受噪声

干扰，也就是说，听到的噪声会明显减小。

降噪头靠是如何形成降噪区的呢？讲解

员解释，降噪头靠借助了扬声器，也就是喇

叭。在座椅周围放置多个扬声器，发出特定

的声波，可抵消噪声。通俗地说，降噪头靠是

以毒攻毒，以声消声。

声波为什么会消除声波呢？讲解人员解

释，这是因为声波会发生相消干涉的现象，但

只有两列频率相同、相位相反的声波叠加，声

能量才会减小。

孙悟空碰到打不过的妖怪，就请菩萨帮

忙。降噪头靠不用请帮手，它的核心控制器

懂知识、会自适应算法，可以针对不同噪声，

设计发出不同声波，更好地降噪。

在一段实验视频中，降噪前高铁上噪声

实测的分贝仪显示为 73 分贝，开启降噪后是

63分贝。

“可不要小瞧这 10分贝。”讲解员解释，降

噪 10分贝，相当于声能量从 100降到 10，表现

已经非常优秀了。有了降噪头靠，大家坐高

铁出行，可以不受噪声干扰。

作为公众科学日的特色活动，真人表演科

普舞台剧《沙粒舞曲》、科普讲解《如何让高铁

上的振动噪声“消失”》《轨道医生出诊记》等，

以艺术化的形式展示科学魅力，多种多样的科

普表演尤其激发了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

《轨道医生出诊记》的讲解是从托马斯小

火车动画片开始的。如果轨道缺陷藏在里

面，通过望、听没找出来，怎么办？超声检测

可以给钢轨做一个 B超。

“大家看，正常情况下仪器上会显示两个

波，当探头挪动，遇到缺陷，信号会被反弹回

来，多一个波，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有问题。”讲

解者提示，轨道医生还有小伙伴，包括专门给

高铁看病的“黄医生”。“黄医生是全身酷炫金

黄色的和谐号列车，全称是高速综合检测车，

能够同时检测二十几个项目，包括轨道的平稳

程度、信号系统、电力系统、通信系统等。”

公众科学日活动专家现场讲解——

以毒攻毒，高铁噪声是这样“消失”的

科技日报银川5月19日电 （王迎霞）
机器人表演、VR 体验、3D 打印技术、科普

大篷车……5 月 19 日，银川市光明广场人

声鼎沸，2019 年宁夏科技活动周在此与全

国同步启动。86家单位在 113个展位举办

了丰富多彩的科技活动，还将舞台剧搬到

现场，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看。

“1001，1002……1009，患者无自主呼

吸，无脉搏，立即心肺复苏！”一对青年男女

正用曼妙舞姿憧憬美好未来，忽然男方倒

地，急救人员接到电话火速赶到，由此引出

如何抢救心脏骤停患者的《“救”在身边》舞

台剧。负责编排的宁夏人民医院医护人员

称，中国每年猝死人数高达 55万人，80%以

上都在医院以外发生，在最危急的“黄金 4

分钟”，救护人员往往不能到达现场，而守

护在患者身边的亲友既不会救，也不敢救，

从而失去了最佳救护时间。该院希望通过

这种方式呼吁普及心肺复苏术，提高人们

急救技能，从而达到“人人学急救，急救为

人人”的目的。

当日，作为活动牵头主办单位的宁夏

科技厅，制作多块展板，重点展示了近年来

全区在煤化工、装备制造、特色农业、生态

环保等领域取得的科技创新成果，增强了

市民自豪感和自信心。该厅还印发了千余

本科普图书，涉及天文、养生、种养殖等方

面，引来市民争相取阅。

宁夏科技周：
舞台剧教市民心肺复苏

本报记者 陈 瑜

科技日报南京 5月 19日电 （实习生

季天宇 记者张晔）直升机大家族有哪些神

秘的机型，如何操纵一架直升机飞上蓝天，

研制直升机要解决哪些科研难题……5 月

19 日，2019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开幕当天，

国防科技创新基地战略联盟实验室开放日

之直升机科普活动，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举行，6大直升机实验室、1个航空航天馆、

数十种机型让公众一次看个够。

“这是世界上最轻的载人直升飞机之

一，机身只有 116千克。时速能达到 100公

里，续航时间 140分钟，可以在 3600米的高

空飞行。”志愿者指着一架名为“蚊子”的黑

色小型直升机向观众讲解。在他身后，还

有一款亮黄色的直升机惹人注目，该款自

转旋翼机体积虽小，但能搭载 2人，在 3200

米高空航行，最大航程 365千米。此外，展

厅内 1965 年我国第一家自主设计的“延安

二号”直升机，以电取代燃油化学能、以电

机取代航空发动机的新能源直升机等飞机

机型让现场的参观者也大饱眼福。

直升机在城市上空飞行时，人们在地

面上就能听到螺旋桨发出的巨大声响。一

直以来，这种噪声是直升机的缺点。“我们

平常坐的飞机噪声在 70多分贝，而直升机

噪声超过 100 分贝，这是什么概念呢？就

好比同坐在驾驶舱的两人对着对方的耳朵

喊，两人都无法听清。”直升机振动与舱内

噪声主动控制技术研究室的陆洋副教授

说，现在人们使用耳机隔绝噪声，并通过电

子通讯交流，但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

此，科研人员对直升机振动和噪声进行研

究，通过一系列改进，直升机噪声能下降至

80多分贝。

除此之外，在这里公众还能参观2米级

的旋臂式模型旋翼机动飞行试验机，甚至在

直升机飞行模拟实验室内，对着仪表盘，望

着投影的模拟地形，手握操控杆，亲自过一

把直升机驾驶的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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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是促进文化交流，了解知识的重要机构。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中
国园林博物馆举办了“作为文化中枢的博物馆：传统的未来”系列活动，为观众带来精
彩纷呈的科普互动体验。

图为外国友人通过科技软件体验古代匾额书法。 本报记者 洪星摄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19日电 （记者李大
庆）走进中科院大气物理所，公众可以领到一

张答题卡。上面有这样一道题：“2019 年 5

月，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达到（___），是有观

测记录以来的历史新高。在地球漫长的历史

中，上一次二氧化碳含量这么高的时候，人类

还没有诞生，那时候全球温度比现在高 2—

3℃，海平面比现在高 10—20 米，上海、香港、

纽约、伦敦这些地方还沉睡在海底。”

此题的下面给出了 4 个选项，只有观看

展板并答出“410ppm 以上”的人才算答对。

这是大气物理所公众科学日的活动之一。

5月18日和19日，中科院第15届公众科学

日活动在全国120个院属单位举行。中科院的

国家重点实验室、植物园、天文台站、博物馆、野

外台站、大科学装置等纷纷向社会公众开放。

中科院大气物理所、计算技术所等研究机构，让

公众在“玩”中体验科学，享受了一次科普大餐。

“上次二氧化碳含量这么高的时候上海还在海底”
中科院举办公众科学日活动让公众享受科普大餐

科技日报青岛 5月 19日电 （记者王建
高 何亮）19日，由科技日报社、中国发明协会

主办的第三届全国中小学生创·造大赛（以下

简称创·造大赛）AI地球分项赛总决赛在青岛

落下帷幕。经过为期 2 天的激烈角逐，50 支

队伍从 180多支决赛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摘

得总决赛金奖，同时获得 5 月底于北京举办

的创·造大赛全国总决赛的晋级资格。

“科学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要让学生

们爱上科学，以成为科学家作为理想。”本次比

赛科学顾问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付昊桓

教授表示，要用科学的视角关注地球环境，用

科学的手段解决地球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

本次竞赛的评审专家、中国气象局研究

员刘波认为，获得该赛项金奖的队伍，其作品

无论在设计研究与表达、技术与科学，还是工

程、创新性、地球科学、价值观以及团队协作

方面，均有优异表现。

全国中小学生创·造大赛是教育部认可

的 2019年度面向中小学生开展的全国性竞赛

活动，被科技部、中宣部、中国科协列为全国

科技活动周常年举办的重大科普示范活动。

第三届全国中小学生创·造大赛AI地球分项赛决出胜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