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随着天气渐寒，位于西藏拉
萨市区西北部的拉鲁湿地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呈现出美丽独特的景象。据介
绍，保护区面积超过 12平方公里，是
青藏高原城市区域内一个不可多得的
物种基因库。拉鲁湿地于 2017年入
选我国首批国家湿地旅游示范基地。

图为 11 月 5 日拍摄的拉鲁湿地
景色。

右图 新华社记者 周荻潇摄

下图 新华社记者 姜帆摄

拉鲁湿地美如画

◎本报记者 付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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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据媒体报道，国家减灾委员会办

公室、应急管理部对外发布全国自然灾害

风险形势显示，长江中下游地区干旱仍将

持续或发展。此次旱情为何如此凶猛，将

持续到什么时间，究竟该如何科学应对？

“根据降水年内分布规律以及区域内

历史旱情旱灾规律特点分析，初步判断长

江中下游的湖南、江西等地旱情将持续至

明年 3 月以前，需要进一步算清水账，最大

程度用好水资源，确保城镇供水安全。”11

月 7 日，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防洪抗

旱减灾中心主任吕娟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

专访时说。

大气环流持续异常
部分地区甚至“空梅”
“今年大范围干旱主要还是大气环流

持续异常导致的。”吕娟介绍，具体到长江

流域，副热带高压是影响其旱涝的重要天

气系统。副热带高压内部区域受强烈下沉

气流控制往往晴朗少雨，而副热带高压北

部边缘作为冷暖气流交汇的地方则容易出

现较强降水。

吕娟表示，通常，每年 6 月上旬至 7 月中

旬是长江中下游“梅雨”期，而今年 6 月，受

东北地区“西风槽”压制影响，西太平洋副热

带高压迟迟不北抬，其北部边缘稳定在华南

沿海，导致本该下在长江中下游的梅雨下到

了华南，部分地区甚至出现“空梅”。到了 7、

8 月，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迅速北抬西伸，与

此同时，位于阿拉伯半岛至伊朗上空的大陆

副热带高压异常东伸北抬，两者贯通，形成

强大、宽广的副热带高压控制带，长江流域

上、中、下游全域高温晴热少雨。进入 9 月，

华西秋雨使得川渝地区旱情迅速缓解，而受

西太平洋台风影响，我国南方地区的大部分

水汽被抢走，长江中下游地区依然没有太多

有效降水，干旱持续发展。

“今年的长江流域干旱，从 6 月中下旬

开始，目前已经超过 4 个月，加上现在进入

少雨的秋冬季节，夏秋冬连旱的局势已基

本形成。”吕娟认为。

长江流域主汛期干旱
并不罕见

在人们印象中，长江流域水资源较为

丰沛，因而今年持续高温干旱导致汛期反

枯现象备受关注。

“实际上，长江流域主汛期遇上干旱并

不罕见，长江流域是我国典型的伏旱区，基

本 上 每 年 都 有 不 同 程 度 的 区 域 性 干 旱 出

现。”吕娟说。

数据显示，仅 2000 年以来，长江流域发

生了数次夏伏旱，其中比较典型的有 2006

年、2013 年、2019 年等。但吕娟同时表示，

也要看到今年的干旱呈现出与过去不同的

一些特点。如干旱影响空间范围更大，覆

盖了长江干流的上游、中游和下游全域，也

给流域内水量调控带来一定困难；干旱开

始时间早，而且持续时间更长；旱情程度较

重，长江中下游汉口、大通、九江等实测站

点来水量创有测记录以来同期最低。长江

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位较常年同期低

5.4—7.2 米，创有实测记录以来同期最低。

再就是影响面更广。过去，干旱一般

对农业生产、农村人畜饮水、城市供水造成

影响，而今年干旱已延伸至航运、能源以及

森林防火安全等诸多方面。

“迫切需要关注的是，现有江河湖库蓄

水量能否满足到明年汛期来临之前的用水

需求，流域内工农业生产、居民生活用水保

障压力剧增，特别是一些地区城镇取用水

可能面临困难和挑战。”吕娟强调。

旱情带来诸多思考和
启示

2022 年长江流域干旱给生活生产以及

生态都造成了诸多不利影响，也引发了人

们很多思考和启示。

未 来 究 竟 该 如 何 科 学 应 对 ？ 吕 娟 建

议 ，对 政 府 主 管 部 门 来 说 ，需 要 重 点 考 虑

如何强化旱期应对措施、提高抗旱应急响

应 能 力 。 要 改 变 过 去 以 旱 期 抗 旱 应 急 打

井、拉水、送水等为主的做法，一方面要对

水源分布、水源类型、取水口、引提调水工

程 管 网 、供 水 能 力 等 摸 清 家 底 ，同 时 加 强

旱 期 流 域 左 右 岸 、干 支 流 、上 下 游 之 间 各

类 水 利 工 程 和 区 域 水 资 源 配 置 工 程 的 水

量 联 合 调 度 ；另 一 方 面 ，进 一 步 做 好 抗 旱

应 急 备 用 水 源 工 程 体 系 布 局 ，在 一 些 重

旱 、易 旱 ，特 别 是 大 中 型 水 利 工 程 难 以 覆

盖 、抗 旱 基 础 设 施 薄 弱 的 地 区 ，因 地 制 宜

建 设 一 批 小 型 水 库 工 程 、抗 旱 应 急 备 用

井 、引 调 提 水 工 程 等 ，提 升 应 急 备 用 水 源

供给能力。

对科研工作者来说，要考虑如何推动

旱 灾 风 险 管 理 、实 现 常 态 和 应 急 状 态 的

统 合 管 理 。 要 突 破 干 旱“ 监 测 → 预 报 →

预 警 → 预 演 → 预 案 ”全 链 条 技 术 瓶 颈 ，搞

清 楚“ 哪 里 旱 ”“ 有 多 旱 ”“ 旱 多 久 ”“ 怎 么

办 ”的 问 题 ，以 期 实 现 干 旱 灾 害 数 字 化 场

景、智慧化模拟、精准化决策。

“而对社会公众来说，需要考虑如何节

水、护水，从自我做起，像保护眼睛一样保

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吕娟说。

长江中下游地区旱情持续 该如何科学应对
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7日电 （记者刘

园园）“新兴太空经济业态将会迸发巨大的

产业能量，围绕着航天技术会诞生一批新

的企业，衍生出新的航天产业。”11月 7日，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

站系统总设计师杨宏在第五届中国企业论

坛“科学家讲坛”上表示。

此次“科学家讲坛”的主题为太空科技

与太空产业，杨宏院士全面解析了我国太

空科技技术特点，介绍了我国空间站任务、

工程体系化管理模式，并对太空产业和太

空经济发展方向做出了展望。

“空间站系统复杂度高，多学科深度耦

合，技术跨度大，传统研制与运行模式不能

适应。全面数字化研制是空间站高质量、

高效率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杨宏看来，中

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巨大成果，除了技术上

取得的突破，也体现出复杂大系统工程管

理的重要性。

杨宏介绍，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注重发挥

工程综合效益，将工程成果应用和服务于国

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空间站建成国家太

空实验室，开展大规模的科学实验和技术试

验，例如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生命科学

等多个学科技术可利用空间站在轨独特的

太空环境开展实验或试验，载人航天工程将

发挥更大科学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服务于国家战略，服务于国民经济。

近年来，在商业航天蓬勃发展、欧美等

航天国家加紧布局新太空格局的背景下，

以航天科技为技术载体、以航天产业为重

要依托的太空经济，正受到世界主要航天

国家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太空经济活动包括探索、开发、利用

太空的全部产业活动及其衍生产品和增值

服务。太空经济的本质是航天科技水平和

行业发展趋势的有效对接和模式创新。”杨

宏说。他就太空经济发展的几个典型领域

进行了展望，如空间站空间科学试验、太空

育种、航天器在轨服务、太空能源开发利

用、太空旅游等。

杨宏表示，未来将进一步提升探索和

利用太空的能力，拓展太空应用。空间信

息服务相当长一段时间仍是太空经济主

业，需紧盯应用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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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7日电 （记者付丽
丽）“根据研判，预计今年冬季影响我国的冷

空气强度总体偏弱，除了内蒙古东部和西

部、东北地区北部、华南地区大部、西南地区

东南部、西北地区中东部气温较常年同期偏

低，全国其余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或偏

高。”11 月 7 日，在中国气象局 11 月例行发布

会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肖潺说。

此 前 ，拉 尼 娜 事 件 一 直 受 到 高 度 关

注。拉尼娜事件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

部海表温度大范围持续异常变冷的现象。

今年进入秋季之后，拉尼娜事件仍缓慢发

展 ，这 是 21 世 纪 首 次 出 现 持 续 3 年 的“ 三

重 ”拉 尼 娜 现 象 。“ 根 据 最 新 监 测 ，10 月 以

来，拉尼娜事件还在持续。预测此次拉尼

娜事件将持续到 2022/2023 年的冬季。”肖

潺说。

肖潺表示，不少人将拉尼娜与冷冬相

联系，认为拉尼娜事件出现的当年，冬天会

变得尤其寒冷。对此，他回应说，拉尼娜事

件只是影响秋冬季气候的因子之一，不必

谈之色变，我国冬季气候还受到北极海冰、

欧亚积雪等因子的影响，同时大气系统的

内部变化也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此外，今冬除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

北部、西北地区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

偏多外，全国其余大部地区降水接近常年

同期或偏少，其中，华东、华中大部、西南南

部等地降水偏少 2 至 5 成。

“江南大部地区气温偏高、降水偏少，

发生夏秋冬连旱的可能性较大，建议加强

水资源调度管理，做好抗旱准备工作。”肖

潺提醒，湖南、贵州等省可能发生阶段性低

温雨雪冰冻天气，建议防范其对交通出行、

电力、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内蒙古东部

和西部、东北北部、西北大部可能出现阶段

性强降温、强降雪过程，建议做好雪灾和低

温防御工作。华北东部、华东、华中东部、

西南地区南部和西部、西藏东部等地森林

火险等级高，建议做好预警预防工作。

中国气象局：不必谈“拉尼娜”色变 今冬冷空气总体偏弱

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7日电 （记者矫
阳）第十四届中国航展将于 8 日在珠海开

幕。7 日，记者从作为我国航空工业主力

军的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航

空工业）获悉，航空工业将携 200余项自主

研制的航空装备及技术项目亮相展会，参

展产品较上一届增幅达 34％，其中 55项展

品为首次参展。

航空工业党组书记、董事长谭瑞松在

新闻发布会上主要介绍了新时代十年国产

航空装备的技术水平。

“航空工业装备体系供给能力稳步向

前，进入与世界主要航空强国同场竞技、同

台打擂的新阶段。轰-6N、歼-20、运-20、

直-20、歼-16、攻击-11、无侦-7、运油-20

等航空装备相继亮相并陆续装备部队，持

续形成新质战斗力。”谭瑞松说。

航空工业自主研制的民用飞机进展如

何 ？“ 研 制 生 产 稳 步 进 行 。”谭 瑞 松 说 ，

AG600、“新舟”600、“新舟”700、“吉祥鸟”

系列民用直升机等重要民机型号研制取得

重大进展。

我国先进民机制造体系和产业体系不

断完善。“满足适航要求的设计、试验验证

能力体系初步建成，为 ARJ21 在国内市场

形成规模运营能力，为 C919研制、试验、试

飞和取证提供了强大支撑；直升机、无人

机、任务系统等航空产品积极服务应急救

援领域。”谭瑞松说。

本届航展，航空工业将展出什么新品？

据航空工业党组副书记李清堂介绍，

航空工业馆展陈内容紧扣“中国力量”“中

国价值”“中国精神”三大主题进行展陈设

计。

“中国力量”篇章，以“20 系列”明星

机型为引领，以航空武器装备系列化发展

为主线，通过制空作战、对面打击、海上攻

防、训效体系、空中投送、支援保障、察打

与协同、智能协同等场景化设计，系统展

现航空工业研发一流装备、打造一流体

系、建设一流能力的成果。“中国价值”篇

章由科技先锋、“空中丝路”、应急救援和

中巴联合四大分展区组成，集中展示了航

空工业科技自立自强，培育航空科技国家

战略力量，助力国家应急救援体系建设，

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助力客户赢得市场

竞争。

展馆外，航空工业还设置了 9000 平方

米的室外静展区，分为军贸飞机、应急救

援、通用飞机三大主题展区呈现，展示机型

数量比上届有较大提升。

李清堂同时透露，作为航展最受瞩目

的飞行表演环节，航空工业自主研制的

AG600 新构型灭火机将首次向公众进行

12 吨级投水功能演示，并与运 20、C919 苍

穹聚首；直 20、直 10、直 8 等现役陆航装备

将首次登上中国航展的舞台；翼龙家族无

人机也将进行精彩的飞行展示。

据悉，本届航展有来自 43 个国家和地

区的 740多家国内外企业线上线下参展。

航空工业200多项产品亮相航展

科技日报讯 （记 者杨雪）近 日 ，我 国

科 研 人 员 发 表 在 全 球 顶 级 学 术 机 构 北 欧

生 态 学 学 会 旗 舰 期 刊《 生 态 地 理 学 》

（Ecography）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全球高山

地 区 森 林 火 灾 在 过 去 20 年 呈 现 出 增 强 态

势。研究利用卫星遥感资料发现，21 世纪

以 来 全 球 植 被 火 燃 烧 随 海 拔 高 度 变 化 呈

现出迥异的变化规律：在低海拔地区受人

类 生 产 活 动 抑 制 植 被 火 燃 烧 表 现 为 减 弱

趋势，但随海拔高度增加人类生产活动对

植被火燃烧的抑制减弱，至海拔 3000 米以

上 的 高 山 地 区 植 被 火 燃 烧 呈 现 出 明 显 的

增 强 态 势 。 高 山 地 区 植 被 火 燃 烧 主 要 由

森林火灾等自然野火构成，几乎不会受到

人为成因农残物燃烧的影响。

进一步研究发现，在 2020 年全球高山

森 林 火 灾 达 到 了 21 世 纪 以 来 的 最 高 水

平 ，包 括 亚 洲 的 天 山 — 喜 马 拉 雅 山 — 横

断 山 、北 美 洲 的 落 基 山 和 南 美 洲 安 第 斯

山 等 的 高 山 的 燃 烧 面 积 均 超 过 了 多 年 平

均值的 2 倍，且 2020 年高山地区森林火灾

异 常 主 要 与 气 温 、土 壤 含 水 量 、相 对 湿 度

等相关天气气候条件异常有关。

高 山 地 区 是 全 球 生 物 多 样 性 最 丰 富

的 区 域 ，因 其 脆 弱 的 生 态 环 境 条 件 ，对 气

候 变 化 极 其 敏 感 ，且 自 20 世 纪 末 以 来 高

山 地 区 升 温 速 率 超 过 了 同 时 期 低 海 拔 地

区 的 两 倍 ，引 起 主 要 生 态 环 境 要 素 的 快

速 调 整 适 应 。 以 森 林 火 灾 为 代 表 的 植 被

火 燃 烧 对 塑 造 全 球 生 物 多 样 性 具 有 重 要

作 用 ，但 早 先 的 研 究 极 少 关 注 全 球 高 山

地区的植被火燃烧变化。

论文通讯作者、重庆大学副教授游超

认 为 ，这 项 研 究 对 理 解 近 期 全 球 变 暖 背

景 下 高 山 森 林 火 灾 频 发 及 制 定 应 对 策 略

具 有 重 要 科 学 意 义 。 近 年 来 在 我 国 凉 山

地 区 和 林 芝 地 区 等 高 海 拔 山 区 发 生 了 严

重 的 森 林 火 情 ，正 是 近 期 全 球 高 山 植 被

火 燃 烧 增 强 的 具 体 体 现 。 我 国 西 部 高 山

占 国 土 面 积 超 过 三 分 之 一 ，随 着 全 球 变

暖 引 起 高 温 干 旱 等 极 端 天 气 频 繁 出 现 ，

要 做 好 应 对 高 山 森 林 火 灾 频 发 的 准 备 ，

以 尽 量 减 少 因 火 灾 造 成 的 损 失 和 对 生 态

环境的破坏。

气候变化或致全球高山森林火灾增强

据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介绍，运油-20、歼-16、攻击-2 无人机将首次振翅中国航
展。图为11月5日，参加第十四届中国航展的中国空军运油-20飞机进行适应性飞行训
练。 新华社发（余红春摄）

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长锋）记者从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生命科学与医

学 部 特 任 教 授 薛 林 课 题 组 与 国 外 同 行 合

作，构建并利用半合成生物传感器揭示辅

酶 A（CoA）细胞内的代谢平衡，相关研究成

果近日在线发表于《自然·化学生物学》。

CoA 由维他命 B5 在体内合成，是人体

内最重要的代谢物（辅酶）之一，其参与体

内众多代谢通路，比如三羧酸循环、氨基酸

代谢、蛋白翻译后修饰以及基因表达调控

等。“已有研究证明，神经退行性疾病、肥胖

以 及 肿 瘤 等 代 谢 性 疾 病 的 发 生 发 展 都 与

CoA 的代谢失调密切相关。”薛林介绍。

然而，自 1946 年细胞内的 CoA 被发现

以来，至今仍未找到能够在活细胞内准确

检测其浓度和分布的有效方法，导致人们

对细胞如何调控 CoA 的平衡与代谢过程还

不明确，与其相关疾病的分子机制更是知

之甚少。

研究人员采用蛋白质标记技术构建了

针对 CoA 的半合成生物传感器。“这种传感

器是由自标记蛋白、荧光蛋白以及 CoA 受

体 蛋 白 构 成 的 复 合 体 。 其 具 有 荧 光 ，与

CoA 结合后荧光颜色会发生改变，再通过

检测荧光颜色变化从而实现 CoA 的定量检

测。”薛林解释说。研究人员进一步利用该

传感器首次实现了活细胞细胞质和线粒体

内 CoA 的原位分析，揭示了 CoA 在亚细胞

内的平衡与代谢调控机制。利用荧光寿命

成像技术，研究人员还首次实现了对不同

细胞系细胞质及线粒体内游离 CoA 浓度的

准确测定。

薛林表示：“由此，我们为开发 CoA 代

谢相关的神经及代谢疾病的抑制剂或药物

提供了高效的分子工具，有助于实现对肿

瘤等疾病的治疗。此外，我也希望 CoA 传

感器可以被更多生物学家所使用，揭示更

多 CoA 相关的生命科学问题。”

审稿人认为：“CoA 在能量和脂肪代谢

中具有核心地位，如何检测其在细胞内的

波动长期困扰着生物学家，薛博士及其合

作 者 首 次 报 道 了 CoA 特 异 性 的 生 物 传 感

器，直接解决了这些挑战，并为这些问题提

供优雅的解决方案。”

利用半合成生物传感器揭示辅酶A代谢平衡
（上接第一版）

但龙明盛坦言，在他的研究进程中，

对人工智能的训练常因环境部署的变化

而遭遇失败，人工智能正亟须一些原则和

方法论来构成系统。“鲁棒性意味着人工

智能需要有不同范式，科学研究则要让这

些具备不同优势的范式达成‘合作’。”清

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朱军表示。

在此背景下，我们将见证“一个新的

工程学科”的出现。这一学科依托全球网

络和数据，基于智能科学、统计学、经济学

原理，将为新型商业、医疗、交通、娱乐提

供强大支撑。人类的偏好、价值观和决策

是这个学科的关键所在。“计算机科学、经

济学、统计学、数学等产生的集合将产生

一个对真实世界进行预测的新兴学科。

我们一旦能够做好推理，就可以作好决

策。”乔丹说。这是他在扎根机器学习和

人工智能领域数十年过程中的发现。

人工智能仍在发展之中，许多问题还

没有明确的答案。但在攀登科学高峰的

道路上，世界顶尖科学家们正寻找新的模

型、建立新的基础，这门新兴学科终将“守

得云开见月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