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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是太阳系唯一的恒星，它不仅影
响地球的天气和气候，也是所有空间天气
现象的“始作俑者”。而从地球上“看”
太阳，也只能看到太阳可见光。那么，如
何才能时时刻刻监测到太阳的“一举一
动”？

9 月 2 日，中国气象局对外正式发布
了风云三号 E 星 （黎明星） 首批高精度、
多波段太阳图像。这批图像展现了太阳大
气不同层次、不同位置的物理状态，包括
太阳的极紫外图像及多天动画、X射线图
像、太阳光谱精细结构等。人们可以据此
更好地监测和预报太阳的活动水平。

太阳是地球天气气候和空间环境变化
的驱动源，外部结构分三层，从里向外依
次是光球层、色球层和日冕层。

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副主任、风云三
号极轨气象卫星地面应用系统总指挥张
鹏表示，人们肉眼看到的是光球层，在

这一层大家比较熟知的现象有太阳黑
子；而最直接影响地球环境的是日冕
层，业务和科学的观测需求最为旺盛，
但地面设备难以观测。极紫外波段可以
看到日冕层中的活动区和冕洞等主要结
构，X射线可以看到更亮的日冕气体，通
过将不同波段结合起来，实现对太阳爆
发现象全面有效的监视。

张鹏介绍说，本次发布的“黎明星看
太阳”，主要就是针对日冕层的观测图
像，来自太阳X射线极紫外成像仪和太阳
辐照度光谱仪这两台仪器。其中，太阳X
射线极紫外成像仪是我国第一台空间太阳
望远镜，也是国际上首台具有X射线和极
紫外两个波段的太阳成像仪。观测数据用
于监测太阳日冕活动，捕捉太阳风暴爆发
过程，预报地球空间电磁场和带电粒子变
化，预警太阳活动对航天航空、通讯导
航、电网和石油管道等基础设施的影响。

而太阳辐照度光谱仪，是我国第一台
空间对日全能谱高光谱观测仪器，监测太
阳入射地球的能量微小变化，包含丰富的
太阳光谱精细结构，对精密监测地球气候
系统能量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为什么要从卫星上看太阳？太阳活动
对于我们的生活有哪些影响？对此，张鹏
称，空间天气监测预报预警是气象部门的
一项重要工作，因此，风云三号E星的太
阳监测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并且从卫星
上“看”太阳，可以不受日照时间、天气
条件和大气干扰限制，能够全天时、全天
候、全谱段地监测太阳的“一举一动”。

“空间天气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张鹏说，来自太阳的爆发现象会影响地球
的磁场和电离层，干扰人造卫星运行、影
响导航定位精度、中断无线电通讯、甚至
可能引起电网故障而导致大范围停电。因
此，我们需要时刻关注太阳。

一次旅游机会从广西巴马溯盘
阳河而上来到了寿之源，后来每年
都到世界地质公园乐业—凤山。

有人问我喜欢这里什么，我说
山美水美人美什么都美，具体我也
说不清楚。我只知道这里推窗见
画，开门惊讶。窗外，清晨，雄鸡
啼鸣破晓，百鸟比翼歌唱。正午，
蝉喧鸟鸣、犬吠鸡啼，百蝶曼妙飞
舞，百蜂辛勤忙碌；偶见一群顽皮
的野生猕猴偷吃着村民种的红薯。
夜晚，平视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
指；仰望天空，群星闪耀，清晰地
看到银河的光带；俯视夜幕，成群
的萤火虫移动地闪耀，在面前飞
舞，耳边响起“一闪一闪亮晶晶，
满天都是小星星”的童谣。点点荧
光与天上闪烁的星光交相辉映，为
窗外乡野林地平添了几许温馨而浪
漫的意蕴，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了无
限情趣。蝴蝶、蜜蜂、萤火虫均是
植被茂盛、水质洁净、空气清新等
自然环境良好的指示剂。浪漫美妙
的意境，诗情画意的情调，是都市
人梦寐以求的生活栖息地。

这里有桂林山水的喀斯特地
貌、庐山半山腰的云雾缭绕、九寨
沟清澈见底的碧水、拉萨的蓝天白
云、南极变幻莫测的天气等景观，
集这些所有的自然美于一身。蓝
天、白云、青山、碧水……在这
里，依山傍水，与山拥抱，与水调
情，与林同居。

这里聚集了品位高、品种全的
喀斯特旅游资源，这些景观形态奇
特 、 类 型 丰 富 、 体 量 巨 大 。 山 、
水、洞、天浑然一体，蔚为壮观。
这里残留了经历亿万年发育的天窗
群、大型洞穴群、峰丛、天生桥、
天坑、地下河等和迷宫一般的地下
漏斗群奇观，复杂多样的地貌孕育
出优美的绿色山水风情。

这里有被称为“地球之肺”的
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有被称为

“地球之肾”的喀斯特湿地生态系
统， 还有被称为“地球免疫系统”
的多样性生物。这里有神奇的山之
谜、神妙的水之谜、神作的树之
谜、神灵的动物之谜，值得人们去
探索。

这里是世界长寿之乡，有优越
的长寿养生环境，和谐的长寿养生
氛围，人与自然高度和谐，一年四
季都适合生态康养游，是生态康养
游者的天堂，是不良情绪的“释放
剂”，是疾病治疗的“增效剂”，是
疾病康复的“促进剂”。

这里远古时期是一片汪洋大
海，现为山川交错、峰岭连绵，沧
海变桑田。岩石沉积的是时间，流
水穿透的是空间，沧桑变化的是人
间。天、地、人合一，形成人与自
然和谐相依。

这里每时每刻景色在变，时时刻刻美景不同。
天空湛蓝，云朵洁白，树木墨绿，河水碧绿。俯视
云瀑倾泻，仰视云海翻滚。绿色全覆盖的群山连
绵，伴随着白云朵朵的飘移，不停地变幻着景色，
犹如放映的 360 度全景电影，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色
彩。再加上雾气在半山缭绕，伴随着太阳的朝起暮
落，晨起像水墨画，正午像山水画，傍晚像油画，
夜幕像版画，一天下来像连环画。颜色是那么的鲜
艳，以至于傻傻地分不清是画还是实景，真是“人
在画中游”，“超级盆景”美到爆！

还记得在这里初次结识时，你的脸上泛起桃花
般的红晕，像刚沐浴后的长发女孩。湿润的眼睛晶
莹透亮，婀娜的身姿亭亭玉立，青春的气息沁人心
脾。你有着那种普通的、却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美。

玉兰花开了，我买了小食品邀你外出郊游。吃
着中国传统美食，游览着凤山名胜古迹，借机壮着
胆子大声地向你表白：“我爱凤山，也爱你！玫瑰
花代表爱情，吃了我送的玫瑰饼，说明你的心已接
纳了我的爱。”你说：“当我第一次紧握你的手，从
此就注定你跟我走。”我从繁华都市落户到美丽乡
村。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还是长寿之源。时
间流逝，容颜苍老，但我对凤山的爱却一直没变
——寿之源，爱的源头，我爱你，凤山！

（作者系北京协和医学院比较医学中心副研
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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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 林 精 灵 ” 海 南 长 臂 猿 已 达 35 只
□□ 科普时报记者 王祝华

自然·生态 编辑/胡利娟2021.9.10
科普时报

首批高精度、多波段太阳图像发布

““黎明星黎明星””监测太阳监测太阳，，2424小时不受天气限制小时不受天气限制
□□ 科普时报记者 胡利娟

海南长臂猿喜添两只婴猿！9 月 5
日，海南省政府新闻办在海口发布消
息：海南长臂猿从最少时的 7-9 只，通
过科学有效保护达到了 35 只，创造了
世界珍稀动物保护的奇迹，为世界奉献
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中国智慧。

长臂猿是世界四大类人猿之一，是
人类的近亲。海南长臂猿被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评定为极度濒危，名列全球 25

种濒危灵长类物种之一，目前仅分布在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范围
内，是海南热带雨林原真性、完整性的
指示物种。

据悉，今年 3 月 2 日和 3 日，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海
南长臂猿监测队发现，海南长臂猿 B 群
和 D 群各新增一只婴猿，分别为 7 月龄
和 6 月龄，持续的监测显示两只婴猿健
康状况良好，生长发育正常。8 月 23
日，该局召开专家鉴定会，专家组成员
一致确认新生两只婴猿。至此，海南长
臂猿的种群数量已经恢复到 5 群共 35
只。

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专家判断，在
全球 20 种长臂猿中，海南长臂猿是唯
一能保持种群缓慢增长的物种。去年 8
月份出生的一只婴猿和今年出生的这两
只婴猿，使这一论断得到鲜活而又确凿
的证明。

海南省林业局局长黄金城介绍，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把海南岛 95%

以 上 的 原 始 林 、 55% 以 上 的 天 然 林 ，
以及生态区位中最重要的区域划为试
点区，把加强海南长臂猿研究保护作
为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重中之重。经
过 3 年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和建设，
充 分 证 明 设 立 海 南 热 带 雨 林 国 家 公
园，有利于海南长臂猿的种群恢复、
海南热带雨林的系统修复和海南生态
环境的持续向好。

记者了解到，海南省高度重视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强力推进国家公园建
设，组建面向全球开放的国家公园研究
院，开展海南长臂猿保护研究全球联合
攻关。此外，国家林草局大力支持海南
长臂猿研究保护，批准设立国家林草局
海南长臂猿保护研究中心，把“海南长
臂猿保护国家长期科研基地”列为第二
批国家林草局长期科研基地。

“我们将继续实施栖息地修复、生
态廊道建设、长臂猿喜食植物种植等工
程，保护好热带雨林，保护好这雨林中
的精灵！”黄金城说。

走进重大水利工程
大禹渡扬水工程位于山西省最南端的

芮城县，是以农业灌溉为主的引黄高灌工
程，属国家大型灌区。灌区控制灌溉面积
54.62万亩，受益范围9个乡镇28.6万人，
占芮城县水浇地面积的70%以上。工程始
建于 1970 年，1974 年 10 月首期工程竣工
上水。工程分6级14站布局，总地形扬程
346米，总装机72台，装机总容量5.59万
千瓦，设计总取水流量 16.3 立方米每秒，
是国家大型泵站。

底蕴深厚的大禹文化

大禹渡名字的由来，与历史上大禹治
水的故事息息相关。相传远古时期，黄河
流域经常发生洪水。舜帝任用禹去平息水
害。治水期间，禹翻山越岭，淌河过川，
勘测地形，“三过家门而不入”，最终在大
禹渡悟得疏而导之的治水良策，利用水自
高向低流的自然趋势，顺地形把壅塞的川
流疏通，把洪水引入疏通的河道、洼地或
湖泊，然后合通四海，从而平息了水害，
使百姓得以从高地迁回平川，安心农业生
产。几千年后，水利建设者在这里修建了
扬水工程，引水上塬，灌溉农田，使昔日
的荒坡土岭变成一片绿洲，千年古渡也焕
发了新生机。

旱魃为虐的建设背景

芮城县十年九旱，一首“住在黄河
沿，吃水比油难，滔滔水东流，干旱使人
愁”的《盼水谣》，倾诉了百姓对水的渴

望。20 世纪 70 年代，在相传大禹治水之
处的神柏峪，芮城人民劈崖建站，运石填
坡，擂响了向黄河要水、引水上高塬的战
鼓。在当时施工环境恶劣、条件艰苦、物
资匮乏的时期，县委、县政府带领全县人
民，自力更生，引水上塬，建成了芮城农
业的翻身工程、致富工程，结束了芮城人
民祖祖辈辈“水在塬下流，吃水贵如油”
的历史。

代代相传的治水精神

当时，没有大型施工机械，没有交通
运输工具，工地建设所需的水泥和钢材缺
乏。工地的每一方沙土、每一方石料，都
是建设者们用小平车推、用人抬、用肩扛
出来的。全县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总动
员，从25里外的中条山采运石头到工地。
工程建设者们吃住在简易工棚、窑洞里，
尽管施工条件艰苦，环境恶劣，但英雄的
黄河儿女以大无畏的豪情斗志和人定胜天
的坚定信念，没有条件创造条件，没有办
法想尽办法，用土办法解决了一个又一个
工程难题。

枢纽工程设计先进，规模宏大，以三
个显著特点而著称：一是一级站采用移动
式泵车抽水，解决了水源站位于三门峡库
区内水位变化大的问题；二是设立两厢沉
沙池，科学地解决了黄河泥沙含量大的问
题；三是二级站单级扬高 193.2 米，突破
了当时一次扬高不过百米的极限。三大技
术创新开了当时水利先河，堪称我国水利
工程建设发展史上的杰作。

生态优美的绿洲泵站
大 禹 渡 枢 纽 泵 站 工 程 建 成 投 运 以

来，始终坚持以水为业、水利为民的指

导思想，在做好工程管理提水灌溉的同
时，注重生态文明同步建设，大力开展
荒坡绿化和环境美化，着力打造绿洲泵
站、旅游泵站、生态泵站。数十年来，
工程管理局秉承“一座泵站就是一座绿
洲”“一条渠道就是一道亮丽风景线”的
绿化理念，认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文明
理念，坚持山坡植树绿化不停步，组织
干部职工通过自建苗木基地、自育绿化
苗木，并结合地形特点和地质要求，宜
树栽树，宜花种花，宜草种草，形成了

树木成林、花草相映的多品种并存的植
被结构，使 500 余公顷荒坡达到了全绿
化、全覆盖，变成树木成荫、鸟语花
香、山清水秀的生态泵站、绿洲泵站和
森林氧吧、旅游胜地，成为水利工程生
态文明建设的生动教材。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看今朝，古渡
风光秀。工程建站50年来，一代又一代的
大禹传人，筚路蓝缕，艰苦奋斗，使大禹
渡扬水工程实现了蝶蛹之变，成为我国水
利行业一颗璀璨的明珠。

（山西省水利发展中心供稿）

大禹渡扬水工程：古渡有了新绿洲

渠首站全景

作为全球首颗太阳同步晨昏轨道民用业务气象卫星，风云三号E星（黎明星）是风云三号03批的
首发星，于2021年7月5日搭乘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定轨于降交点地
方时5:30太阳同步晨昏轨道，卫星搭载11台套遥感仪器。

7月9日，卫星开始陆续有10台遥感仪器（中分辨率光谱成像仪、微波温度计、微波湿度计、
全球导航卫星掩星探测仪、风场测量雷达、太阳X射线极紫外成像仪、太阳辐射监测仪、太阳辐照
度光谱仪、电离层光度计和空间环境监测器）先后开机，目前还有红外高光谱大气探测仪和中分辨
率光谱成像仪的红外通道尚未开机。

7月23日，风云三号E星在轨测试工作正式开始，预计2021年底完成卫星系统测试工作，卫星
交付使用。目前，风云三号E星已与风云三号C星和D星组网运行，我国也因此成为国际上唯一同
时拥有上午、下午、晨昏三条轨道气象卫星组网观测能力的国家，同时也提高了数据自主率。

依据黎明星在轨测试安排，“上新计划”预计：9月底，发布黎明星看地球大气动力/热力场；
10月底，发布黎明星看地球微光、红外图像和高光谱；12月底，发布汇集黎明星首套图册。

图为风云三号E星太阳光谱精细结构。
（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供图）

▲

“上新计划”有看头

左图为海南长臂猿B群，右图为海南长臂猿D群。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供图）

螳螂虾又称虾蛄、皮皮虾、濑尿虾，
属于节肢动物门软甲纲口足目，外形有点
像陆地上的螳螂，具有一对非常醒目的镰
刀状或拳头状的掠足。

对于螳螂虾出色的“拳法”，大家也
许早已有所耳闻。新奇的是，螳螂虾家
族练习的“拳法”其实分为两大门派：

“穿刺派”和“粉碎派”。其中，“穿刺
派”的代表为常常在餐桌上见到的口虾
蛄，其装备有带刺的掠足，可用来刺伤
和切割猎物，所以它们更加中意没有坚
硬外壳的猎物，比如各种游荡在海底的
小鱼。

而“粉碎派”，如外表艳丽、凶猛好
斗的雀尾螳螂虾，则更加令人闻风丧胆。
它们具有高度发达的棒状掠足，掠足表面

由致密的羟基磷灰石构成，好像戴了坚实
的“拳套”，能够瞬间“出拳”，将猎物外
壳打得粉碎。它们的出拳速度可达每秒23
米，每拳可以产生高达1500牛的冲击力。
螃蟹看到它们，撒开八条腿就跑；海螺见
到它们，也拼尽全力逃离；蛤蜊则拼命地
钻进沙子深处；而动弹不得的牡蛎，只能
紧闭外壳、缩紧脑袋，祈求幸运之神的降
临了。

与它们的捕食习惯相呼应，“穿刺
派”和“粉碎派”的栖息地也有所不同。

“穿刺派”喜欢栖身在柔软的海底沉积物
中，以此来完成伏击；而“粉碎派”则喜
欢待在坚硬的基质和珊瑚礁的洞穴中。

神奇的是，不只是成年螳螂虾能够掌
握这套致命拳法，出生仅仅9天的小螳螂

虾，在消耗完母胎中带来的“干粮”后，
也能够立即用致命拳速来武装自己！原来
成为水下顶级拳手，也是需要一定天赋
的。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清奇骨骼”
才造就了这惊人的速度呢？秘密就在于它
们掠足连接处的鞍形关节。透过小螳螂虾
透明的外骨骼，科学家们观察到，当它们
的附肢弯曲时，肌肉会将关节拉弯，就像
射箭运动员拉弓的动作一样。在这种情况
下，弯曲的关节就产生了弹力，并且随着
肌肉收缩，不断地积聚能量。当小螳螂虾
准备好了，之前积聚的能量就会瞬间爆
发，如同利刃出鞘般，将猎物一击倒地。
很难想象，这就是体长仅仅几毫米长的小
螳螂虾的生存绝招。

海洋中的顶级“拳手”可不止这么简
单，它们还有着动物世界中迄今为止已发
现的最复杂的视觉系统。它们的一双复眼
令它们甚至能看到红外线和紫外线， 感
知源自其他生物体表的微弱的偏振光。这
种绝佳的视力，可以帮助它们在发起攻击
时准确判断自己与猎物之间的距离，从而
一击即中，稳固自己“海中顶级拳击手”
的地位。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科普研究所海洋
科普研究中心和中国
科普作家协会海洋科
普专业委员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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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中 顶 级 “ 拳 击 手 ” —— 螳 螂 虾
□□ 胡俊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