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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风采

近日，山东省全面进入冬小麦抽
穗、扬花关键时期，各地农业、农机部
门加强田间地头的病虫害防治工作，
通过病虫害远程智能监测系统、植保
无人机等现代农业技术和设施，全力
保障小麦丰收。

图为 5月 7日，在山东青岛平度
市蓼兰镇胜利村，植保无人机在进行
小麦条锈病防治喷洒作业。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预防小麦病虫害

确保夏粮稳丰收“涡振是个‘怪东西’。其实桥上有车行

走，它的涡振（涡激振动）振幅比无车情况还

会小些。换句话说，虎门大桥限速通车，也

安全。”5月7日，长沙，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政

清一开口，就让科技日报记者愣了一下。

近期，我国大桥似乎有点“飘”。4月26

日，武汉鹦鹉洲长江大桥桥体发生波浪形晃

动。9天后，广东虎门大桥悬索桥也来了一

波类似的“神晃动”，让大桥“飘”上了热搜。

大桥为啥如此“飘”，怎样才能让桥“淡

定”下来？记者就此到访湖南大学土木工

程学院、风工程试验研究中心。

大桥“飘”得很安全
为啥人们“瘆得慌”

抖音视频里虎门大桥的波动“大片”，

着实让人瘆得慌。不过，专家均表示，尽管

大桥“飘”得明显，但仍安全。

如何看大桥的“飘动”，陈政清认为可

分“动静”两种角度。大桥在设计时，均会

考虑结构承载能力，即大桥满载时最大下

沉幅度。据估算，虎门大桥最大下沉幅度

为 2米，此次大桥“飘”幅 0.5米左右。从这

一静力概念看，大桥很安全。

如此安全，为啥大桥涡振要封桥？这

与“动态”指标有关。

“目前规范规定的涡振加速度，设计容

许最大值为 0.1个重力加速度，高于这个值

的振动，会让人感到不舒服。此次振动加

速度超过了这个值，人的感受就很明显

了。”陈政清揭秘了虎门大桥涡振给人的视

觉“大片感”。不过，他补充，涡振振幅不大

于 0.35米时，车辆也能限速通行。

同样是“振”但风速
高低有别

让大家害怕的还有风速问题。无论鹦

鹉洲桥还是虎门大桥，始作“风”的风速均

不大。如此温柔的风，都能让大桥“飘”起

来，遇上台风咋办？

湖南大学土木研究院副院长华旭刚表

示，桥梁涡振从理论上不能消除，只能通过

技术降振。但不等于风速低能引发涡振的

大桥就不能抵抗台风等暴风侵袭，这是两

码事。对于台风等高风速产生的“颤振”，

桥梁设计时有周密考量。

不过，关于虎门大桥涡振，尚有几种猜

测。

虎门大桥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建设的

海边大跨度悬索桥，为箱梁结构，桥面呈流

线型，其抗风性能理论上良好，此前也未出

现过明显涡振。此次出现，或因近期大桥

施工，在桥两侧加装全长段临时挡板有关。

历史上，有个著名的“小风吹垮大桥”

案例，即美国塔科马海峡大桥在微风中塌

陷。“塔科马海峡大桥桥面呈 H 型，是最不

能抵抗涡振的形状。虎门大桥在施工中全

线安装挡板后，也就从流线型变成了 H

型，类似塔科马海峡大桥桥面。”陈政清说。

专家还有种猜测，与大桥“阻尼比”有

关。通俗说，“阻尼比”类似病毒抗体，代表

其抵抗大桥振动的能力。阻尼比越小，大

桥抗震能力就越低。虎门大桥存在 25 年

之久，是否有可能阻尼比变小，影响到抗涡

振能力？

人们都在纠结温柔的风吹动了坚固的

桥。但其实风温柔与否不是重点，吹的角

度才有技术含量。这个技术叫“攻角”。“春

天为啥好放风筝？因为气流从下往上形成

‘攻角’。通常攻角不超过 3 度，所以风洞

试验是按正负 3度进行测试。如果刮风攻

角大于 3 度，就可能引起振幅高于设计振

幅。”陈政清说。

风还是温柔的风，只是今年“攻角”可

能更大。换言之，不是刮风就会涡振。要

引起涡振的条件颇苛刻：如风向基本和桥

面正交，形成“正攻角”；风要“平稳”，紊流

度小，而非风速忽高忽低。

大跨度桥梁越来越
多 涡振“中国问题”要重视
“我们的抗风规范，主要针对跨度 200

米以内的桥梁设计。跨度小的桥梁不存在

明显涡振问题。但大跨度桥梁，特别是悬

索桥及连续梁桥，都易遇涡振问题，因此通

常采用风洞试验测试。”陈政清说。

全球自上世纪 90 年代起，就发生过多

个大跨度悬浮桥的涡振。缘何今日存在这

类涡振？陈政清认为，面对大跨度桥梁高

阶模态涡激共振，存在一个亟须解决的“中

国问题”，即抗风规范应进一步完善，考虑

大跨度桥梁的多阶涡振可能性。

“涡振受风和桥梁自身结构影响。风

不能人为控制，但我们能从桥梁上想办

法。”陈政清说。

办法主要有两种：加大阻尼比，或改变

桥梁气动形状。国外内大量调查研究表

明，多数桥梁实际阻尼比低于规范阻尼

比。因此可借助增加阻尼器来增大桥梁阻

尼比。如湖南大学研究团队考量桥梁阻尼

器“长寿”因素，发明的电涡流阻尼器，能将

震动转为电力消耗掉，变相增大阻尼比。

同时，在对大跨度桥梁进行风洞试验时，适

度调低测试阻尼比。

桥梁结构也很重要。湖南杭瑞高速动

力谷大桥、矮寨桥等大跨度桥梁，均采用桁

架桥结构，抗涡振能力更强。不过，对已成

型的桥梁，进行气动外形改良也是研究热

点。这些研究包括桥位风环境数值模拟、大

桥动力特性识别、健康监测系统升级及涡振

大数据分析、大比例节段模型风洞试验及减

振措施、风—车—桥耦合振动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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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5月 7日了解到，广东海事局经报

请上级部门核准，于 5 月 7 日 16 时 30 分开

始，虎门大桥通航水域恢复通航。

截至记者发稿，检测人员在虎门大桥

现场加紧检测，专家正在会商，具体大桥通

车时间待定。

据了解，为强化现场水上交通组织和

应急保障，广东海事局安排广州海事局和

东莞海事局10艘海巡船在虎门大桥上下游

加强现场水上交通组织，安排2艘拖轮在虎

门大桥上下游应急值守，在虎门大桥上下

游预留4个应急锚地，强化应急保障。在确

保通航安全的前提下，根据船舶通航密度，

合理控制航行船舶之间的距离，分批次安

排船舶有序通行，严防发生次生事故。

自 5 月 5 日 19 时实施封航以来，广东

海事局共出动海巡船艇 71艘次，海事执法

人员 210 人次。交通组织船舶 1574 艘次，

大型船舶锚泊 37艘次，播发航行警告信息

2830 条。虎门大桥上游（至黄埔大桥）到

下游（南沙）目前航道正常，船舶秩序良好，

未出现水上交通事故。

7 日上午 9 时左右，监控画面显示，虎

门大桥仍可以看到上下晃动。现场工作人

员介绍，目前的晃动相比此前的晃动已经

轻微很多。

对于晃动的原因，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

教授级高工、著名桥梁专家吴明远表示，由于

虎门大桥自身重量较大以及桥梁本身阻力较

小的原因，虎门大桥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平息

本次涡振，所以出现了后面的“余震”现象。

据有关部门工作人员介绍，需要监测

数据，加上专家研判，最终决定大桥能否恢

复通行。目前专家还在会商，大桥具体通

车时间待定。

虎门大桥桥梁专业人员表示，目前虎

门大桥桥梁主体结构未受损，具体原因正

在进一步调查中。

5 月 6 日下午，广东省委书记李希、省

长马兴瑞前往现场调研检查大桥突发情况

应对处置工作，协调解决有关事项，研究部

署下阶段工作。

“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

位，进一步增强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

科学及时妥善处置突发情况，保障大桥安

全运营，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底

线。”李希强调。

据了解，广东坚持全省一盘棋，举一反三，

对全省道路、桥梁等交通基础设施开展安全检

查，对跨海、跨江、跨大峡谷等特大桥和使用时

间长、高负荷运转的交通基础设施要重点排

查，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做到万无一失。

虎门大桥水域恢复通航 通车时间待定

今年的五一假期从以往的 3 天增加到 5

天，但是魏嘉还是感觉不够用。

“别人都是趁着假期休息，可我得利用假

期做临床研究，还要去医院值班，了解病人的

情况。”5 月 1 日，记者拨通了南京鼓楼医院肿

瘤科行政副主任、主任医师魏嘉的电话，电话

那头正在忙碌的她声音略显嘶哑，尽管刚刚

被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中国青年五四

奖章”，但是她还没有来得及和家人好好庆

祝。

5 岁上小学，16 岁就进入医学院，25 岁博

士毕业，如今魏嘉又成为医疗行业年轻人的

典范，但她早已把光环悄悄放下，轻装前行。

她直言，面对癌症死神的步步紧逼，唯有用创

新的生物技术和家人般的温暖，才能不离不

弃地守护每一位患者。

一年服务8000肿瘤患者

魏嘉的专业是胃癌治疗。全球接近一半

的胃癌新发及死亡病例在中国，相对其他类

型的肿瘤，胃癌相关治疗药物的研究进展比

较缓慢，治疗手段也比较少。

“其实我作为一个双鱼座，泪点特别低，

在家里面看电视剧都会哭，但是在工作上不

是那么回事，内心的波动会比较小。”虽然每

年服务的病患多达 8000 例，但她早已学会冷

静客观地面对生死。

在很多年前，刚入职成为肿瘤科医生的

魏嘉并不是这样的。

那时，一位在工作中经常帮助她的同事

突然罹患胃癌，让她震惊不已。尽管当时她

已经博士毕业，却仍然找不出什么好的救治

办法，但那位同事却十分坦然地对她说：“不

用浪费医疗资源了，我知道自己这个病是什

么情况。”

“他越是这么说，我就越是深感无力，觉

得自己什么都做不了”。时至今日，魏嘉回想

往事仍然感觉很难过。

不过从那以后，魏嘉逐渐接受了这样的

客观现实：病人得了肿瘤的事实无法改变，医

生能做的是最大化地提高治疗的有效率。“我

们的目标也很明确，是希望能够帮助患者活

得更长，帮助病人在通过治疗后改善生活质

量。”

就在十多天前，一位李阿姨带着女儿的

遗愿专程从外地来南京向魏嘉表示感谢。

“燕子（化名）得胃癌时只有 26岁，比我小

不了几岁，三年前她来求诊时已经是胃癌晚

期，而且家庭条件特别困难，我看着实在于心

不忍。”魏嘉说。

像燕子的这种情况，一般的保守治疗措

施只能帮病人维持一年左右的生命。但是，

魏嘉两次帮她在医院申请救助基金，还发起

了两次公益筹款，并且一直尝试各种新的药

物和治疗方法。通过魏嘉的呵护，燕子顽强

地支撑了三年多。

在医学创新路上“狂奔”

“在我心里，肿瘤科医生最大的成就感，

是当病人找到你，你说‘我还有一点办法’。”

冲着这个目标，魏嘉在医学创新的道路上一

路狂奔。

而工作上所谓的“无力感”，也不断地转

化为魏嘉开展临床科研工作的强大动力。

“有个前辈告诉我，‘不要和病人成为朋

友’，尤其是肿瘤科，因为你无法承受你的朋

友在你的手上离去”，这句话让魏嘉印象深

刻，“当一个病人百分之百信任你的时候，即

便其他医院都说没有办法了，你也得逼迫自

己去找希望，哪怕是一丝。”

自 2004 年起，魏嘉对针对胃癌患者化疗

效果不佳、预后差的现状，开展分子标志指导

下的个体化治疗系列研究。她根据每个胃癌

患者的基因，个体化地选择治疗方案，将晚期

胃癌的治疗有效率提高 14%，部分患者平均

生存时间由国际上的 9—11 个月提高到 2 年

以上。

目前，个体化选药的模式已经在鼓楼

医院肿瘤中心普遍开展，不少病人也因此

获益。

“6 年多前，一位胃癌伴多发肝脏转移的

59 岁患者前来求诊，检查发现最大的转移病

灶有 10 多厘米。”通过相关的基因检测，魏嘉

给他采用了个体化选药的化疗方案，1年后他

的病灶和肿瘤完全消失，目前仍然健康生存。

在免疫治疗方面，魏嘉带领团队建立新

型细胞治疗技术，攻克技术难关，研发新型抗

肿瘤治疗疫苗，为更多的晚期癌症患者提供

治疗机会。

近年来，魏嘉先后发表 SCI 论著 65 篇。

主持科技部“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江苏省杰出青年基金等

多项课题；获江苏省科学技术一等奖、教育部

科技进步二等奖等省部级奖励 11项。研究成

果在国内多家肿瘤中心推广应用，使 3000 余

胃癌患者获益。

魏嘉：不断创新的“医学人生”

4 月 29 日上午，阳光洒落在新疆莎车县

伊什库力乡吐格曼贝希村村民努尔麦麦提·
艾麦提的农家小院。小院干净整洁，规划齐

整，两个小拱棚和一个棚圈让院子里没有多

少空地。努尔麦麦提正在给花卉浇水。

在村里，提起努尔麦麦提，村民都翘起大

拇指：“他是拱棚种植专家，全村人学习的榜

样。”

“感谢访惠聚工作队和村干部，在他们的

帮助下，我不仅学习了丰富的拱棚种植知识，

还通过互联网购买了很多新品种的葡萄苗、

花卉苗，培育出了受顾客喜爱的优质葡萄

苗。现在,我培育的苗子供不应求，今年两个

小拱棚的纯收入预计可达两万多元。”努尔麦

麦提兴奋地说。

小闲地有好收益

2017 年春天，努尔麦麦提去“巴扎”上售

卖家里培育的葡萄苗，结果他在“巴扎”上叫

卖了一天，连一株葡萄苗都没卖出去，这让他

很苦恼。他多方打听才知道，这种露天培育

的葡萄苗根系太小、成活率较低，所以大家都

不愿意买。

在工作队和村两委的指导帮助下，第

二 年 努 尔 麦 麦 提 利 用 院 子 后 面 的 闲 置 空

地，修建了 130 平方米的小拱棚，尝试在小

拱棚里培育葡萄苗。小拱棚里培育葡萄苗

的结果显示：露天种植需要两年才能培育

好的葡萄苗，小拱棚一年就完成了，而且长

势更好。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8 年春天，努尔麦

麦提培育的第一批葡萄苗上市了。

“这次培育的葡萄苗特别受欢迎，没多久

就被一抢而空。第一茬葡萄苗就卖出了 2500

元钱，我没想到那么一块小小的闲地有这么

好的收益。”努尔麦麦提回忆说。

小拱棚变“摇钱树”

2018年年底，尝到甜头的努尔麦麦提，又

在院子里仅剩的一块空地上，开垦新建了 50

平方米的小拱棚，专门用来培植花卉。

为了帮助努尔麦麦提更好地发展拱棚种

植，工作队和村两委多次邀请县乡农业专家

和技术人员为他的拱棚“把脉问诊”，帮他下

载视频学习软件、教他使用互联网平台。这

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学习热情，充实了他的拱

棚种植知识和技术储备。

努尔麦麦提运用学到的拱棚种植知识，

凭借自己的努力，自制了温室大棚电动卷帘

系统，庭院电子防鼠系统；独立完成了小拱棚

改造，使其具有温室大棚的功能，并采用嫁接

新的种植方式来育苗。

去年底，院子里两个小拱棚的育苗经济

效益成倍提高，成为努尔麦麦提的“摇钱树”，

给他带来 1.6万元的纯收入。

让全村人富起来

原本生活拮据的努尔麦麦提，通过发

展小拱棚花卉育苗，实现了自己的增收致

富梦想，成了当地有名的致富带头人。虽

然努尔麦麦提的日子越来越红火，但他常

说：“一人富，不算富。我应该让全村更多

人富起来！”

看到努尔麦麦提的成功，周围的村民也

想发展小拱棚经济，可苦于没有技术，甚至怕

有风险。

努尔麦麦提知道后，主动到小拱棚种

植户家中，手把手无偿地为他们提供技术

指 导 ，使 他 们 掌 握 技 术 原 理 和 种 植 要 求 ，

从 根 本 上 解 决 了 村 民 发 展 小 拱 棚 经 济 的

后顾之忧。

在他的指导和帮助下，有 4 户村民完成

了小拱棚建设，开始培植果树苗和种植蔬菜；

10余户村民的小拱棚正在建设中。

贫困户萨吾提·阿吾提说：“以前工作队

和村两委动员我们发展小拱棚经济，我们总

觉得赚不了什么钱。努尔麦麦提用实践让我

们看见‘小拱棚挣大钱’。他每周都抽出时间

来教我管理方法，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家的苗

发芽情况特别好。”

自治区工信厅、莎车县第九中学驻村

第 一 书 记 范 志 宏 说 ：“ 小 拱 棚 这 块 方 寸 之

地，大有文章可做。今年，我们要一户一策

地引导和帮助全村群众充分利用房前屋后

闲置土地，规划和发展好庭院经济；同时，

合理规划好正在搭建的 1700 平方米的 4 座

拱棚，并将所获收益按照‘奖勤帮困’的原

则用于鼓励和支持勤劳上进的村民就业创

业，对兜底贫困户和其他困难群众进行帮

扶，确保全村 84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如期实

现脱贫。”

努尔麦麦提·艾麦提：小拱棚刨出“金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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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政府开放共享数据”的建议正是在

此背景下提出。“政府数据是‘钻石矿’。”作为

中国第一台服务器的发明者，孙丕恕的判断

是，中国互联网下一个突破口在于从技术驱

动向数据驱动的转变。

此后，在全国两会期间，不同行业、地区

的代表、委员也提出了类似建议。

实际上，孙丕恕的建议，国家层面上已有

回应。早在 2015年，国务院出台《促进大数据

发展行动纲要》，将“稳步推动公共数据资源

开放”等写入主要任务；2017年以来，“政府数

据开放共享”更被高频提及；到了 2019年，“政

府数据资源共享开放”又被列入我国大数据

发展“十大关键工程”。

至此，“激活政府大数据”已成社会普遍

共识。

数据开放“技术上没
问题，但观念上要更新”

每一份好的建议都源于亲身实践，更

要 经 受 千 锤 百 炼 。 作 为 四 届 全 国 人 大 代

表，孙丕恕不敢怠慢。他向记者强调：“作

为人大代表，你必须要反映出人民群众的

呼声和意愿。”

在济南，患者通过电子健康码授权后，医

生可查询患者近年来的检查、诊断、治疗等记

录。济南医疗数据实现跨区域、跨机构共享

是基于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北方中心试点成

果，浪潮在其中全面负责医疗数据全量采集、

治理、应用工作。

如今，上述场景已经推广至天津、内蒙

古、厦门等地。值得一提的是，疫情期间，浪

潮承建运营的内蒙古互联网医疗服务系统，

及时为患者提供了发热专线、门诊就医后复

诊、远程诊断等线上服务。

孙丕恕“开放共享才能激活价值”的理念

在上述一幕幕场景中得到验证。

“政府数据开放技术上没问题，关键是思

想。”这是 2019年两会上孙丕恕代表提出的观

点。他认为，中央层面多次谈到政府数据要

开放，但开放仍面临一些困难，实际上大家都

想要别人的数据，却被动分享数据，更不能谈

授权运营了。“我认为这还是一个思想上的问

题，数据开放技术上没有问题。”孙丕恕说。

长期以来，数据安全一直是数据开放的

难点与争议所在。正因为此，“数据安全”成

为他今年关注的重点。但他深信，解决数据

安全问题，技术上行得通。

眼下，《意见》已出，数据生产要素的市场化

大幕已经拉开，拓荒者和后入者将逐鹿前行。

而孙丕恕代表，则在酝酿着下一个好建议。

孙丕恕代表：开放共享数据建议写入国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