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一则“2024年与 1996年的公历日历完全一样”的消息引

发公众关注。这两个年份的公历日历为啥会一模一样？听听科普

专家怎么说。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杨婧介绍说，作为世

界通用的纪年历，公历是根据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一周即一个回归

年的运动周期来制定的历法。一个回归年的长度是 365.2422 天，

一年共 12 个月。由于回归年不是整数，公历便规定每 4 年增加 1

天，即公历的闰年，凡公历年数能被 4除尽为闰年 366天，除不尽则

是平年 365天，多的那一天安排在 2月。

公历日历“撞脸”并不罕见，只要具备两个条件即可，元旦这天

同是星期几、两年同是平年或闰年，比如 2010年和 2021年，这两年

的元旦都是星期五，这两年又都是平年，所以这两年的日历自然就

完全一样；2024年和 1996年的元旦是星期一，这两年均为闰年，所

以这两年的日历也会一模一样。

杨婧表示，如果公历只有平年没有闰年，日历“重合”的年份会

很多，平均几年就会赶上一次，但由于有闰年的存在，日历“重合”

的情况最多 28年出现一次。

这是因为由换算可知，一年365天共有52个星期零1天，如果遇

到闰年就是52个星期零2天。由于“每4年增加1天”，所以4年就会

多出5天。这样一来，只有凑够了7个4年，也就是28年后，多出来的

35天才能再次被7整除，从而把星期数重新移回来，完成一个循环。

但公历还规定，整世纪的年份（如 1600年、1900年、2100年）如

果可以被 100 整除但不能被 400 整除，仍为平年，能被 400 除尽才

是闰年。基于“四年一闰，百年不闰，四百年再闰”的规律，公历每

400 年中不是有 100 个闰年，而是要扣除 3 个闰年，只有 97 个闰

年。所以当出现整世纪年为平年时，就会打破 4 年多出 5 天的规

律，导致公历日历“重合”的情况不是 28年。

1996年和 2024年的公历日历分布完全相同，农历日期是不是

也完全相同？

“农历日期并不相同。1996 年的元旦对应的农历日期是十一

月十一，而 2024年的元旦对应的农历日期是十一月二十。由于这

两个年份的第一天所对应的农历日期不同，剩下的 365 天所对应

的农历日期自然也就不会相同。”杨婧说。

2024年公历日历

为什么和1996年“撞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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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春节，深圳大学腾讯云人工智能特色班（以下简称腾班）

收到一份特殊礼物——数百只乌骨鸡和上百个乌骨鸡鸡蛋。

这些礼物来自贵州省赤水市乌骨鸡养殖基地。远道而来的乌

骨鸡是腾班学生利用人工智能（AI）“养”出来的。

2023年，深圳大学腾班学生王翊沣、李文、郭宇航等走进贵州省赤

水市乌骨鸡养殖基地，被聘为乌骨鸡智慧养殖项目“AI技术合伙人”。

“准确定位和追踪乌骨鸡群，是数字化养殖前提。”王翊沣介

绍，当地 25 万只乌骨鸡被散养在面积为 1000 亩的山林里，监控鸡

群行踪是养殖难点所在。

为解决这一问题，腾班学生设计出一款可定位、能计步数的脚

环。将其套在乌骨鸡脚上，就可以对它们进行快速定位。他们还

为脚环打造出配套的小程序和手机应用。这些硬件和软件共同组

成了乌骨鸡智慧养殖系统。

“利用目标检测、追踪和行为识别等技术打造的乌骨鸡智慧养

殖系统，可以及时识别出身体状况异常的乌骨鸡，降低疫病传播风

险。”王翊沣说。

除此之外，利用计算机视觉技术，腾班学生还为乌骨鸡智慧养

殖系统增加了“异物报警”功能，可有效识别野狗和黄鼠狼等对乌

骨鸡生命构成威胁的动物。同时，系统中的温度、雨量传感器等物

联网设备还可以监控鸡舍环境。

乌骨鸡智慧养殖系统运行半年多，乌骨鸡出栏率提升 30%。

智慧养殖系统

让乌骨鸡出栏率提升30%

工作人员在检查乌骨鸡生长情况。 新华社记者 陈欣波摄

2024年公历日历与1996年“撞脸”。

“聚拢火焰，节省燃气”，因为这句宣传

语，许多人下单购买了被称为厨房“神器”

的燃气聚能环。它是一种放在燃气灶燃烧

器上部的装置。

科技日报记者发现，在部分电商平台

上，燃气聚能环销量火爆。那么，这款厨房

“神器”真能起到节能作用吗？使用它有安

全风险吗？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造成大量能源浪费

燃 气 聚 能 环 ，又 被 称 为 节 能 罩 、防

风 罩 ，是 一 种 聚 火 防 风 装 置 。 商 家 称 ，

它能将火焰聚拢起来，提高燃气的燃烧

效率。

“想要达到上述效果，必须对灶具的

燃气流量、空气供应量、物理结构等进行

系 统 优 化 。 使 用 燃 气 聚 能 环 并 不 能 起

到 节 能 效 果 。”北 京 交 通 大 学 物 理 科 学

与 工 程 学 院 副 教 授 陈 征 在 接 受 记 者 采

访时说。

提高燃气灶具热利用效率的主要途

径有两个。陈征介绍，一是让燃气尽可能

充分燃烧，从而释放更多化学能。这需要

燃气和空气按比例充分混合。二是尽可

能让燃气燃烧时释放的热被充分利用。

这取决于灶具结构设计，需要灶头与锅具

“通力配合”。

“用燃气聚能环把火焰限制在一定范

围内，灶头原来的空气流动结构被破坏，

空气流通受阻。此时，灶具仍然按照原有

燃气流量出气。那么，燃气就会因氧气太

少而无法充分燃烧，不能充分释放化学

能。”陈征说，“因此使用燃气聚能环反而

造成大量能源浪费。”

或引发一氧化碳中毒

使用燃气聚能环不仅会浪费燃气，如

果操作不当，还会因燃气燃烧不充分引发

一氧化碳中毒。

“燃气聚能环在使用过程中会堵塞氧

气进气通道，造成燃气燃烧不充分，产生

大量一氧化碳。”陈征进一步说，“一氧化

碳无色无味，一旦泄漏不易被察觉。”

在一个实验视频中，科研人员演示了

燃气聚能环存在的安全隐患。当灶台加

装燃气聚能环工作一段时间后，检测仪发

出尖锐报警声，此时室内一氧化碳浓度达

到对人体有害的程度。

近年来，全国多地因使用燃气聚能

环而导致人一氧化碳中毒或死亡事件屡

屡发生。

2023 年 7 月，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

发生一起因使用燃气聚能环引起一氧化

碳中毒造成两人死亡的事故；2022 年，北

京市石景山区永乐东区、燕保京原家园等

小区发生多起居民自行加装燃气聚能环

致一氧化碳中毒事件；2021 年，大连市西

岗区日新街道唐山街一户居民因使用聚

能环发生一氧化碳中毒……

一些地方市场监管部门和应急管理

部门已多次发布安全提示，或明令禁止使

用 燃 气 聚 能 环 。 如 北 京 市 市 场 监 管 局

2022 年发布《关于燃气灶用聚火防风装置

产品安全提示》，明确提示消费者“不应私

自在燃具上安装出厂产品以外的可能影

响燃具性能的装置或附件”。陕西榆林、

新疆乌鲁木齐、黑龙江佳木斯等地已明令

禁止使用燃气聚能环。

“广大消费者要选购正规厂家生产

的合格燃气产品，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良

好 的 燃 气 使 用 习 惯 。”北 京 消 防 有 关 负

责人介绍，例如在通风良好的场所使用

燃气，不要在燃气设施附近放置易燃物

品 ；定 期 检 查 燃 气 设 施 是 否 漏 气 ，燃 气

灶具的使用年限不得超过 8 年；不要私

自修理燃气设施，应联系专业人员进行

维修和更换。

警惕！燃气聚能环既不节能也不安全

1月19日，工人操控机械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存冰场码放冰垛。 新华社记者 谢剑飞摄

寒冬腊月，松花江上冰雪覆盖，白茫茫一片。在冰雪

之上，人群、机械正往来穿梭。

不久前，当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还在喜迎八方来客时，

一年一度的存冰工作已悄然开启。

存冰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每年都要完成的任务。为

能尽早开门迎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通常在每年 11月开始

搭建。但此时松花江尚未完全封冻，无法直接取冰。因

此，往年存冰成为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主要的搭建材料。

2023 年底开始建设的第 25 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使

用的是前一年的存冰。为让这些存冰安稳度过四季，哈尔

滨冰雪大世界的工作人员使用了诸多保温技术。

盖厚“被子”帮冰块度夏

每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搭建完成后，存冰工作随即启

动。“此时松花江上冰的厚度超过 60厘米，可在其中挑选较

完整的冰块进行存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

部长孙泽旻介绍。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存冰数量巨大，冷库等室内场所空

间有限且成本较高，因此存冰往往被直接堆放在室外空地

上。采集的冰块在户外保存一整年，其间还要度过炎热的

夏季。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背后的原理并不复杂。

孙泽旻说，要保证冰块在户外不融化，最重要的就是给它

们“盖被子”。

可使存冰融化的热量主要来自于地表和太阳辐射。

为阻隔地表热量，堆放冰块前，工作人员会在地面铺一层

隔热布。为阻挡更具“杀伤力”的太阳照射，工作人员会给

冰块盖上厚厚的“被子”。这一方面可避免太阳直射，另一

方面可将冰块与外界隔绝，保证外部热量不会传递给存

冰。这条厚“被子”由隔热塑胶布、黑色防晒网、岩棉板、草

席等保温材料组成，最多可达 9层。

孙泽旻说，有了这条“被子”，即使经过炎热的夏天，到

冬天取用时仍有 70%以上的存冰符合使用标准。需取用

时，工作人员会用机械车辆，将一块块存冰从冰垛上取下

来。只有厚度、长度、完整度和洁净度符合标准的冰块才

能被送往园区用于景观建设。

经过一年的放置，这些存冰体积有所减小，但变得更

硬、更紧实，是冰雕工匠眼中的好材料。例如，第 25届哈尔

滨冰雪大世界标志性景观“冰雪之冠”的底部部分用存冰

雕琢而成，而上部则用刚刚采挖的新冰进行垒搭，以此保

证冰雕结构的稳定。

为建筑物“穿棉袄”控温

不只存冰需“盖被子”保温，日常生活中许多建筑物也

采用类似的保温措施。为降低建筑物能耗，减少制冷、制

热所需能源，人们开始给建筑物“穿棉袄”，使其内部温度

相对恒定。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存冰过程中使用的岩棉板是常见

的隔热保温材料之一，被大规模应用于建筑保温中。

岩棉最早诞生于火山喷发。在火山喷发后，人们发现

被高温熔化的岩石，其质地柔软，形似棉花。随后，人们模

拟火山喷发，以 1450 摄氏度的高温将玄武岩等岩石熔化。

然后，工作人员将熔化物制成纤维，再添加其他材料，就制

成了建筑中常用的岩棉板。

岩棉能够保温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内部能够留存大量

空气。在众多隔热介质中，空气的隔热效果首屈一指，可

以有效减少内外部的热量交换。

岩棉密度较低，内部纤维结构较疏松，且有大量微小

孔隙。这些孔隙能够锁住空气，使岩棉内部形成一个稳定

的气体层，有效减缓空气流动和热传输速度，阻止建筑物

与外部环境进行热交换，为建筑物保温。除此之外，岩棉

还具有燃点高、防火性能好等特点，是 A级防火材料。

新材料层出不穷

随着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能自由“穿脱”的新材料为

建筑物保温提供了新选择。

美国芝加哥大学分子工程学院的科学家此前曾发布

一项研究成果。研究人员设计出一种能够根据外部温度

改变自身颜色的建筑材料。不同颜色吸收热辐射的能力

各异，如黑色吸收热辐射能力较强，白色偏弱。当天气炎

热时，这种材料能通过变换颜色，帮助建筑物降温，可在

不消耗大量能源的情况下，使建筑物内部温度相对恒定。

能为建筑物保温的，还有气凝胶。

凝胶是一种常见物质，人们平时吃的果冻就是一种典

型的凝胶。气凝胶则是通过干燥技术，使气体取代凝胶中

液体而形成的一种纳米级多孔固态材料。与传统隔热材

料相比，气凝胶的热导率极低。在厚度仅几毫米的气凝胶

板上滴几滴水珠，再用高温喷枪加热板底。板底已被烧得

通红，水珠却无丝毫沸腾迹象。强大的隔热能力，让气凝

胶在航天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在国际能源界高端会议“剑桥能源周”亮相的一款新

型二氧化硅气凝胶，具备超强隔热、超轻和防火等特性。

在双层玻璃中涂上这种凝胶，可以使建筑物隔热能力提高

50%。

由于气凝胶具有出众的保温性能，近年来许多人尝试

将其应用于服装纺织。

对此，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工程师宋立丹说，虽然气

凝胶保温效果好，应用前景广阔，但它也有短板。它最大

的缺点就是脆，分子间作用力较弱，容易粉化，缺乏服装所

需的柔韧性和悬垂性，不太适合直接用在日常纺织品和服

装上。

“建议消费者理性选购相关产品，不要盲目相信广告

宣传。”宋立丹补充道。

从“尔滨”存冰有道看科技保温妙招

搭建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冰取自松花江。每年入

冬后，松花江靠近岸边的水流速慢，会先结冰。随着气

温逐渐下降，冰冻面积越来越大，整个江面都被冻结。

此时工作人员就可以采冰了。

不 过 ，并 非 所 有 冰 都 能 拿 来 建 造 哈 尔 滨 冰 雪 大 世

界。为了保证建造效果，只有特定江段的冰块才能被

选中。

为了保证冰块足够晶莹剔透，要在松花江水流速度

更慢、水质更清澈、冰层透明度更高的江段取冰。

采冰的第一步是开冰线。需在冰层上拉线测距，将

巨大的冰层划分成棋盘般的方块，就像切蛋糕一样。划

完线后，采冰工人进行开槽，初步分割大块冰，再用机器

将冰块从江中取出。

冰块切割尺寸相对固定，一般长为 1.6 米，宽为 0.8

米。这是最适合运输、雕刻的尺寸。冰块的高度则主要

取决于冰层的厚度。

前期冰块采集、存储工序较复杂，后期拆冰工作相

对简单一些。

每年 2 月末到 3 月初，温度开始升高后，哈尔滨冰雪

大世界便宣布停止对外营业，开始处理各式各样的冰景

建筑。处理主要方式是利用人工和机器直接推倒、破坏

大型冰建冰雕，将其碎成小块，等待其融化后，工作人员

会对场地内残余物进行清理。整个拆除过程通常持续

半个月左右。

有网友提出，为什么不能将冰块循环利用？

对此，相关负责人说，每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主

题都不一样，冰雕需根据当年主题创作，形状大小相差

较大，保存上一届冰雕性价比不高。

冰雪大世界的冰

从哪来到哪去

图为燃气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