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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金 凤

◎本报记者 赵汉斌

2021年春运在即，铁路上海客运段
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通过在旅途
中讲解防疫须知、加大列车公共区域消
毒频次、配备列车防疫包和爱心口罩等
措施，保障旅客铁路出行安全。

图为 1 月 26日，列车长周怡彤在上
海虹桥开往北京南的 G124 次列车上发
放《疫情防控指南》小册子。

新华社记者 陈飞摄

春运在即
防疫为先

◎本报记者 张 蕴

澄江，一个因化石享誉世界的名字。

一面是高原湖泊“琉璃万顷”，风物入画；一

面是群山叠翠，莽莽苍苍，横亘滇中。

身处山水间，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

到哪里去的永恒命题，叩问着每一个人。

而这山水间的澄江化石地自然博物

馆，恰能与人同频共振：所有脊椎动物,包

括我们人类远古的祖先，在这里发端，开枝

散叶，形成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更多待解的

谜题，提示人们关注未来之路，守护好人类

家园。

寒武纪大爆发与你
我有很大关系

在澄江化石地自然博物馆一层，复原

了一个化石发现场景：1984 年 7 月 1 日，来

自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侯先光，在帽

天山西坡发现了一块长尾纳罗虫化石。一

锤下去，敲开了一扇洞察寒武纪早期生命

之门。澄江古生物群也成为 20 世纪最惊

人的科学发现之一。

距今 5.41亿年前至 4.85亿年前的寒武

纪，是地球生命演化的一个分水岭。从这

时起，地球上开始出现了种类丰富、数量众

多的生物。“澄江动物群主要由多门类软躯

体动物化石组成，却很罕见地保存了下

来。而且其时代比加拿大布尔吉斯页岩动

物群要早 1000 万年，更凸显了寒武纪大爆

发的快速性。”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

所研究员赵方臣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

与赵方臣研究员一样，云南大学古生

物研究院副院长丛培允研究员也深度参与

了博物馆的建设。当记者问及会最先向观

众推荐哪件藏品时，他毫不犹豫地说：“当

然是昆明鱼。”

世界上发现最早的脊椎动物，正是澄

江生物群中的昆明鱼。人类身体的基础结

构，如头脑、脊椎和心脏等在昆明鱼中已经

出现，启动了迈向未来智慧人类漫长进化

历程的第一步。

不止于此，除了脊椎动物，生命演化树

上其他现生动物的每一个分支，几乎都可

以在澄江生物群 20 个门类、280 多个物种

中找到各自的祖先。

200 余种现生动物
的祖先“复活”了

步入澄江化石地自然博物馆一楼大

厅，最先“镇住”观众的是一堵巨大的化石

墙。它既是展品，又是埋藏澄江化石的真

实地层，5亿多年前被一场灾难定格。

90 块 OLED 柔性有机屏构成的多媒

体“海底隧道”中，寒武纪时期的 200 多个

物种“复活”，底栖的海绵、海葵，中部的昆

明鱼、水母……一定睛，那时的顶级掠食

者，身长两米多的奇虾掠过头顶。

“这种柔性屏只有纸张那么厚，横跨度

为 6.5 米，90 块屏刷新一次仅需 0.1 秒，这

也是世界上第一次用高清数码技术复原寒

武纪生态系统。”澄江化石地自然博物馆陈

泰敏馆长告诉记者，许多化石其实都很小，

像“明星”昆明鱼只有指甲盖那么大，原本

不利于展览和科普。

“把小小的静态化石，做成有冲击力、

活灵活现的‘动物’，多媒体应用是重要的

尝试。”陈泰敏说，VR、5D、人体感知等前

沿交互技术与影音、化石结合，只有先吸引

了自己，才能吸引观众。

“在自然博物馆展览中，以这么高比例

的多媒体来展示化石展品，在全世界是首

次！”丛培允介绍。建馆期间，一大批古生

物学者参与到公众展陈构思规划建议和展

陈科学性指导，把古生物学知识和最新成

果，转化成通俗易懂的信息，向公众表达。

普及传播生命演化
知识的理想研学场所

从 1984年到 1997年，澄江化石群的主

题词是“科研”；1997 年到 2012 年间是“保

护”；此后是研学利用。

“仅凭世界自然遗产的金字招牌和‘高

冷’的寒武纪化石，并不能带来科普及其衍

生的价值。”从 2014 年博物馆开建以来，不

囿于化石一个点，建设者们着意全面诠释

生命大爆发、大演化，以及生物多样性等地

球生命故事，铺开了一篇大文章。

其间，陈泰敏等一班子人克服前所未

有的困难，攻破重关搞创新，征集到全国及

世界各地各个地质时期 6 万余件珍稀藏

品，接受了国外友人肯尼斯·贝林先生捐赠

的 200 余件现生动物珍贵标本，使博物馆

成为立足澄江化石地所具有的独特价值，

向世界普及传播生命演化科学知识和唯物

史观的理想场所。

下一步，博物馆将充分利用展陈设施、

化石遗址、生态资源、天文观测等优势条

件，全方位建设研学实验基地。“了解生命

的起源、确立人在生物多样性中的定位、关

注地球和人类命运，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事业就大有希望。”陈泰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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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买卖合同纠纷中，无锡江阴某

企业被判向原告支付 100 多万元，但因疫情

影响，生产经营受阻，企业无力支付，如果

拍卖设备还款，企业将破产。如何既不影

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又使被执行财产

价值不减损？物联网“鱼眼式电子封条”出

马，对公司财产“活”查封。

1 月 26 日 ，江 苏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发 布

“全省法院践行善意文明执行理念，服务保

障‘六稳’‘六保’十项执行亮点工作和十大

执行典型案例”，“物联网+执行”让法院的

执行工作有力度更有温度。

此前，江阴市某模具有限公司因买卖

合同纠纷，被判决向原告支付货款及利息

125 万元。江阴法院在执行中查明，该公司

除车间内 20 多台机器设备外，无其他可供

执行财产，而一旦设备被拍卖，该公司将面

临破产。

调查发现，该公司属技术型生产企业，

生产经营效益一直较好，因新冠疫情其生

产经营受到较大影响。执行过程中，该公

司 20 余名员工联名向江阴法院书面请求暂

不处置公司机器设备，希望公司能继续生

产经营，共同努力偿还欠款。

鉴于这种情况，江阴法院运用无锡中

院与无锡物联网产业研究院共同研发的物

联网电子封条（鱼眼式），对该公司财产进

行“活”查封，即在生产厂房高处安装鱼眼

式电子封条，结合边缘感知技术，对车间内

所有机器设备进行动态监管。一旦设备发

生位置偏移或挪动，电子封条就会将现场

照片和视频回传，并以警报事件方式通知

执行人员和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人在现

场通过自己手机微信小程序感受到物联网

电子封条（鱼眼式）的强大功能后，当场与

被执行公司达成分期付款的执行和解。

“这个案例的意义在于，利用物联网感

知技术，有效解决同一场所对数量较多的

动产难以查封的问题，通过物联网电子封

条（鱼 眼 式）有 效 动 态 监 管 查 封 财 产 ，既

不 影 响 被 执 行 企 业 的 正 常 生 产 经 营 ，又

使被执行财产价值不减损，确保申请执行

人 合 法 权 益 最 终 实 现 。”江 苏 省 高 级 人 民

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执行局局长李

玉 明 表 示 ，本 案 执 行 中 ，通 过 稳就业实现

保民生，通过保企业实现稳市场，既体现了

执行措施的善意和文明，又能让各方当事

人共赢。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王

成表示，2020 年，面对新冠疫情对执行工作

带来的不利影响，江苏法院全力服务保障

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其中，

无锡中院与无锡物联网产业研究院开展物

联网技术司法应用战略合作，积极研发物

联网查封财产监管系统、物联网电子封条

和物联网称重系统，实现了对被执行财产

的“智”监管、“活”查封和“快”处置，有效提

高了法院查封财产的安全性，减少了被执

行 人 规 避 执 行 的 情 形 ，探 索 出 一 条“ 物 联

网+执行”促进善意文明执行的新路径。

执行工作具有特殊性，受疫情影响也更

大。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江苏法院依

托信息化建设成果，创造性地通过“云执行”，

实现疫情期间执行工作不停摆、不打烊。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判庭庭长

朱嵘介绍，“云执行”包括创新“直播+VR 看

样”网络拍卖新模式，让竞买人足不出户就

能通过网络详细了解拍品信息，放心参加

司法拍卖。截至去年底，全省使用 VR 法院

数达到 94 家，制作 VR 视频 4739 个，数量居

全国法院第一位。全省法院网络司法拍卖

62023 次 ，成 交 金 额 443.61 亿 元 ，为 当 事 人

节省佣金约 27 亿元。

科技服务执法 有力度也有温度

2020 年是青海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一

年，也是青海科技事业攻坚克难、砥砺前行

的一年。

这一年，高原青海突出创新核心地位、

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

制，坚定不移下好创新先手棋，促进科技与

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科技创新，正以前所未

有的速度和规模奔腾在高原青海建设创新

型省份的潮头。

1 月 27 日，在 2021 年青海省科技工作会

议召开之际，我们一起回望 2020 年高原青海

的科技“成绩单”。

明确顶层设计“路线
图”和“时间表”

改革是创新的原动力。过去一年，青海

科技体制改革大刀阔斧、招招给力，拆掉创新

路上的“制度藩篱”，在体制机制改革、科技成

果转化、激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等方面积极

探索，良好的创新生态正加速生成演进——

这一年，青海省科技厅系统谋划科技创

新整体布局，形成《青海省“十四五”科技创

新规划（草案稿）》，面向省内专家广泛征求

意见建议，科学确定主要指标和目标，谋划

提出 15 个重大专项，并加强与国家中长期规

划编制内容进行对接，主动融入国家战略。

这一年，青海科技管理部门为权利做

“减法”、为服务做“加法”，科技计划体系现

行管理办法得以全面梳理。印发《省科技厅

进一步推动营商环境政策落实的通知》《省

科技厅窗口政务服务“好差评”管理办法》，

窗口办件量共计 825 件，办结率和好评率均

为 100%。

这一年，青海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落实

《青海省省级科技计划科研诚信管理办法》，

完善“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联合奖惩体

系，依规对失信责任主体开出青海省科研失

信行为首张“罚单”。同时加大项目资金监

管和存量资金收缴力度，截至 2020 年 10 月，

共收回上缴资金 1587.31 万元，有效提高了

科研诚信意识和绩效意识。

科技创新，关键在人才。这一年，青海省

全面落实国家和全省人才工作政策，提升科

技创新能力，该省科技厅起草并推动出台《青

海省人民政府科技顾问聘任办法（暂行）》，聘

请 7名院士为首批省政府科技顾问。

改革的核心是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

体，形成学研产用结合的协同创新体系，促

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这一年，青海密集

出台一系列激发创新主体活力的好政策，让

科技创新活力迸发，营造出良好社会氛围。

岁尾年初之际，为奖励在青海省科学技

术进步活动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

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创新，新《青海省科学技

术奖励办法》印发出台。这一政策红利，增

设自然科学奖、创新发明奖、增加奖励数量、

设科技奖提名制度，旨在最大程度激励科研

人员的自主创新性，激活创新创业原动力。

攻克关键技术 打造
高原特色创新高地

青海作为西部欠发达省份，创新力量较

弱、创新资源短缺、创新活力不足，更需进一

步围绕传统特色优势产业提质增效和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不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依靠科技创新走出一条创新发展新路径。

这一清晰洞见，源于主政部门对青海科

技创新和资源禀赋的全新定位。回望 2020

年，一批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科技专

项落子有声、一个个科研难题得以攻克，为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型战略产业发展注

入新动能——

新能源领域，青海建成兆瓦级系统集成

与规模化小试平台，实现极端天气下熔盐吸

热器安全稳定运行，并以此为基础建成 50 兆

瓦光热塔式熔盐发电站，实现光热熔盐时长

达 7 小时、连续运行 13 天的最佳运行记录。

新材料领域，国内首条万吨级高性能高

精度极薄锂电铜箔生产线、国内首套 4.4 万

吨/年大型金属镁人工智能化连续铸造线、

30 吨/年的区熔多晶硅棒生产线在青海陆续

建成。

特色农牧业领域，青海首次在高海拔地

区实现早熟结球甘蓝越冬苗培育和甘蓝、辣

（甜）椒、西葫芦标准化制种技术应用；高寒

地区生态养殖模式提高草场单位面积载畜

量 22%至 38%；建成化肥减量增效种植示范

区 5000 亩 ，油 菜 田 农 药 减 施 技 术 示 范 500

亩；“青薯 9 号”试种成功，建立马铃薯品种

示范基地 420 亩，最高亩产达到 3132 公斤。

生物医药领域，青海开发出黑果枸杞冻

干粉、菊苣白刺青麦粉、白刺果佛手片、白刺

百合片等 13 种生物医药类新产品。建立羌

活、川贝母、秦艽等道地药材种源基地和青

海省冬虫夏草种质资源库……

告别 2020，走向 2021，有了科技创新这

一动力引擎，青海发展更有底气。随着科技

创新的深入推进，传统产业正焕发新活力，

全民创新氛围正日益浓厚。由科技创新引

发的转型升级、跨越发展浪潮，正在青海大

地涌动。

科 技 创 新 让 青 海 发 展 更 具 底 气

（上接第一版）
总结而言，灭活后的疫苗要做到可重复、

双样本的验证，且确保 3 代无活，有些验证还

需要辅助以动物检测等，以从多角度、多层面

证明灭活疫苗里的病毒确实死透了。

只要“配对”，就能显阳

那么，既然灭活疫苗里的病毒死透了，为

什么对环境样本的核酸检测还“亮红灯”？

核酸检测的原理，可以想象成两条小虫

子在两边啃柳树叶，只要这条柳树叶“合口

味”，小虫子就会在柳叶两边来回走，每走一

次就复制出同柳叶边纹一样的核酸。

“合口味”是关键，只要两条小虫子身上

的“凹凸”和柳叶边纹的“凹凸”能配上对，就

能发挥引物的作用，引导 PCR（聚合酶链式反

应），在有特定边纹的核酸序列上扩增出很多

同样的序列，进而显阳。

而如果引物找不到“配对”的序列，无法

扩增，就显阴性。

在疫苗的灭活过程中，病毒死透了，但核

酸的“容貌”有可能并未尽毁。打个不恰当的

比方，对死去的人进行面部识别，很可能也会

匹配成功。

对此，中国疾控中心在上述《建议》中表

示，不建议对接种单位常规进行环境标本采

集和核酸检测。如已经开展监测发现阳性，

或在疫苗接种场所附近采集的环境样本病毒

核酸检测阳性，建议通过病毒全基因组测序

的方式，明确核酸是否为疫苗株。换句话说，

就是使用更全面的测序方法来进一步验证

“亮红灯”是不是真警报。

部分新冠疫苗接种点为何测到阳性
（上接第一版）

据统计，科普中国内容资源总量累计达

44.02TB，总浏览量和传播量达 360 亿人次，

已成为国内最大最权威的科普资源库之一；

2019 年全国科普专、兼职人员数量达到 187

万人（2006 年 162 万人），比 2006 年增加了 25

万人。

在基础设施方面，截至 2019 年底，全国

达标科技馆 293 座，流动科技馆 475 套，科普

大篷车 1639 辆，农村馆 854 所，数字馆资源

总量 14.5TB。

在资金投入上，全国科普工作经费筹

集额共计 185.52 亿元，比 2006 年增加了 139

亿元。

发展不平衡问题仍待
解决

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总体水平仍然偏低，

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存在。2020 年东部

和西部地区差距为 4.83 个百分点，与 2015 年

的差值相比增加了 1.15 个百分点；城镇居民

和农村居民的公民科学素质水平差距达 7.3

个百分点，与 2015 年相差 7.29 个百分点相

比，差距依然明显。

在我国 333 个地级行政区划中，还有 39

个市、州、地区低于 2015 年 6.20%的全国总体

水平，而这些地区主要集中在西部边远落后

地区。

老年群体、低文化程度人群的科学素质

水平仍然较低。60 岁至 69 岁公民、小学及

以下文化程度人群的科学素质水平分别为

3.52%和 2.11%，均低于 5%。

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王挺表示，这意味

着“十四五”时期提升西部地区、农村居民、

老年群体的科学素质任务依然艰巨，亟须完

善终身学习体系，开展高质量科普，进一步

加强对科学素质薄弱群体的教育、传播和普

及工作力度。

科技日报北京1月26日电 （李丹 李
冠礁 记者付毅飞）记者 26 日从中国航天

科工集团二院二部获悉，该部群智感知创

新中心的四足机器人智能感知系统研究工

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可实现基于视觉方案

的自主定位与地图构建功能，能在 1 分钟

内对 1000 平方米区域进行地图构建，具有

较高的智能化与实用化水准。

据悉，这套系统如同机器人的眼睛和

大脑，将搭载于某型国产四足机器人。该

机器人目前已具备人员跟随、自动避障与

环境建模功能。

该系统研制团队负责人郭睿介绍，爬

楼梯、跨越障碍物这类行为是传统轮式机

器人很难做到的，而四足机器人可轻松应

付复杂地形，在探险救援、反恐防爆等场景

中具有很大应用潜力。打造智能感知系

统，正是要赋予四足机器人“观察”与“规划

思考”的能力。

不过，四足机器人运动方式灵活，机

身起伏振动剧烈，高动态环境会使视觉传

感系统成像效果大打折扣。对此，研制团

队依托自主可控深度学习算法、智能芯

片、SLAM（同步定位与地图构建）等关键

技术，提出一种结合双目相机、惯性测量

单元等多种传感器的低成本多模融合智

能感知系统方案，可以在机身剧烈起伏振

动的高动态环境下，实现自主定位与三维

语义地图构建功能，构图实时性达每秒

20 帧，地图分辨率精度达到厘米级。这

一突破显著提高了四足机器人的智能化

与实用化水平。

航天技术打造机器人智能感知系统

入冬以来，随着多地出现新冠肺炎疫情，各类医疗防疫物资需求激增。为此重庆丰都县工
业园区内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加紧医疗防控物资生产，满足疫情防控需要。图为1月25日，重
庆上坤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工人在生产无菌医用一次性防护服。 新华社记者 刘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