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第5号台风“杜
苏芮”7 月 27 日正逼近
福建，继续维持超强台
风级别。今年第4号台风

“泰利”17日夜在广东湛
江南三岛登陆，中心附
近最大风力 13 级，是今
年 首 个 登 陆 我 国 的 台
风。18 日凌晨 5 点 45 分
左右，台风“泰利”在
广西北海市沿岸二次登
陆 ， 所 到 之 处 雷 声 轰
鸣，暴雨倾盆，给当地
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影响。

台风是发生在太平
洋西部海洋和南海海上
的热带气旋，是一种极
强烈的风暴，中心附近
最大风力达12级或12级
以上，并伴有暴雨。

说起台风，人们几
乎对它没有好感，因为
它带来的狂风暴雨摧毁
房屋和农田，给人们带
来巨大的灾难，但是在
危害人类的同时也在保
护着人类，如果没有台
风，地球上的人类可能
也无法生存。

地球表面70.8%是海
洋，陆地只占29.2%。水
是生命之源，这里说的
不是海水，而是人们日
常饮用的淡水。地球上
的淡水很少，主要指河
流水、淡水湖泊水和浅
层地下水。台风是一种
来自海洋的热带风暴，
通过海水的蒸发、水流
的输送，形成的台风雨
降落下来，给人们带来
丰沛的淡水。

每年的台风，给中
国沿海、日本海沿岸、
印度、东南亚和美国东
南部带来大量的雨水，
降水量占了这些地区总
降 水 量 的 四 分 之 一 以
上。一次直径不算大的
台风登陆时能带来 30 亿
吨水，可以缓解全球水
荒。如果没有台风，许
多国家的农业将陷入水
荒的困境而不堪设想。

众所周知，地球两
头冷中间热。靠近赤道
的热带、亚热带地区，
由于日照时间最长，干
热难忍，寒带地区严寒
难受，台风对调节地球
热量、维持热平衡功不
可没。台风时速最高可
达200千米以上，产生的
巨大能量流动，能把热带地区的热量驱
散到高纬度的寒带地区，从而使热带地
区热量削减，寒带地区热量得以补偿。

我国长江中下游为副热带高气压
带，与它处在同纬度的非洲大陆北部是
世界最大的撒哈拉沙漠，而长江中下游
地区却见不到沙漠，反而成为世界上最
好的“鱼米之乡”。这在一定程度上得
益于冬夏季风环流，特别是来自热带海
洋的台风，不仅提供了丰富的淡水，而
且对改善这里的生态环境有着十分重要
的意义。

如果没有台风，热带地区气候将越
来越炎热，寒带地区气候越来越严寒，
而温带地区就不复存在了。全世界的人
绝大多数生活在温带地区，如果温带不
存在，这不仅对人类的生存将带来极大
的影响，众多植物、动物也会难以适应
而出现灭绝，那样整个“地球村”将死
气沉沉，毫无生机了。

世界著名的渔场，多是由寒流和暖
流交汇形成。日本的北海道大渔场，由
于千岛寒流和日本暖流交汇将海底的营
养物质翻搅上来，成为众多鱼类的饵
料，吸引了大批鱼群，出现了大的“鱼
汛”。台风每次到来时也会将海底的营
养物质卷上来，鱼饵增多，吸引鱼群在
水面聚集，大大增加了捕鱼量。

台风太大或太多，会威胁到人们的
生命和财产安全，但完全没有台风也不
行。所以，面对台风，我们一方面要注
意防御，一方面也要充分利用它的有利
条件，使人类与大自然和谐共生。

（作者系湖南省科普作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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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是一颗以硅酸盐石为主要成分、与
地球一样自转和有四季更迭的行星。作为太
阳系中与地球最相似的星球，火星一直以来
就是人类寻找地外生命、建立第二家园的目
标。研究表明，火星很久之前就存在较厚的
大气层、液态水，气候温暖湿润，也曾经是
一颗宜居星球。1964年，美国的水手4号从
距离火星一万公里的高空掠过，传回火星照
片，首次掀开了火星神秘面纱。

2020年7月23日，我国天问一号火星探
测器升空，此后经过202天的飞行，于2021年
2 月 10 日成功进入火星轨道。2021 年 5 月 15
日，其上的着陆巡视器成功在火星表面着陆；
5月22日，祝融号火星车安全驶离着陆平台，
到达火星表面，开始巡视探测；6月11日，祝
融号拍摄的首批科学影像图公布。2022年5月
18日，祝融号火星车转入休眠模式。

祝融号需要“冬眠”是一种保护机制，
这跟它的工作能量来源有关。祝融号是一辆
纯太阳能发电的电动车，当火星北半球进入
冬季后可接收的太阳光强度将大大减弱。由
于火星的公转周期接近地球的两倍，冬季的
长度也比地球长一倍。火星寒冬夜晚的温度
可达-140℃，低温一方面会影响仪器的工作
性能，另一方面还可能损坏元器件，因而现
阶段火星探测器不得不“冬眠”。

此外，沙尘暴频繁发生也是火星探测器
“冬眠”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火星上的沙尘暴
一年会爆发数百次，大规模的沙尘暴可笼罩整
个星球，并且持续几个月。漫天的黄沙可能会
遮盖太阳能电池板，阻挡其接收太阳能。美国

机遇号火星车便是在一次沙尘暴中遭遇供电系
统失灵，自此便“退休”。火星的沙尘粒子非常
细小且带有静电，它们可以钻进机器设备的内
部，让探测器发生故障，因此停止一切活动可
以防止沙尘进入机器内部，避免更大的损害。

如此看来，沙尘暴是火星探测器的头号
天气杀手，给火星探测器着陆、地面探测等
带来巨大威胁。那么火星上威力巨大的沙尘
暴是如何形成的？

与地球上的沙尘暴一样，火星沙尘暴也
需要大风、沙尘源和干燥气候来助力。由于
火星大气层非常稀薄，其密度只有地球大气

层的百分之一。这样稀薄的大气几乎没有保
温功能，使得火星上的温差很大，产生极大
的气压差，没有雨水强力阻止，形成强风卷
起沙尘，进入大气层，一直弥漫在空中。

火星沙尘的含量随季节而变化，大多数
大型沙尘暴都发生在春夏季的南半球，由于
更靠近近日点，日照量显著增加，沙尘暴和
火星大气运动之间产生正反馈效应，从而使
更多的沙尘飘浮在空中。

火星的沙尘季节可持续半个火星年，这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从地球发射火星探测器
的时间。如果探测器不得已要在沙尘季节着

陆火星，如何将损失减小还是亟待解决的重
要课题。科研人员在天问一号太阳能玻璃盖
片表面做了特殊涂层，使之不易粘上沙尘，
同时还运用最大功率跟踪技术，提高了对太
阳能的利用效率，减轻了供电部件的重量。

祝融号原定在2022年底苏醒。我国行星
探测工程总设计师张荣桥认为，没有自主唤
醒的最大可能是不可预知的火星沙尘累积，
导致了火星车发电能力降低，从而不足以使
它苏醒。

其实，祝融号是否苏醒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它已经完成了预定任务。到2023年4月
24日，天问一号携带的13台有效载荷累计获
取原始科学数据1800GB，形成了标准数据产
品。科学研究团队通过对一手科学数据研
究，已取得了一批原创性科学成果。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近日发布消息
称，我国科研人员领导的国际合作研究团队
在祝融号着陆区发现火星古风场改变沉积层
序的证据，证实了风沙塑造出火星表面广泛
分布的风沙地貌。

为服务我国未来火星探测任务，中国科
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魏勇研究团队，
近日提出火星全球天气监测组网计划，通过
发射四颗卫星、三颗同步轨道卫星和一颗极
轨卫星，搭建“四点一体”的观测网络，实
现火星天气的不间断持续监测，建立一个火
星沙尘暴与天气监测预警体系。

（第一作者系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科技史与
气象文明研究院研究生，第二作者系南京信
息工程大学科技史与气象文明研究院副教授）

祝 融 号 “ 冬 眠 ” 竟 与 沙 尘 暴 有 关
□ 龚昕宇 李蓓蓓

“风头正劲的人工智能对于理论科学和
实验科学都大有裨益，但其基本原理还有待
科学家们去深入研究。”菲尔兹奖得主、国
际基础科学大会主席丘成桐7月23日在首届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基础科学与人工智能论
坛”上表示，如果能弄清这些原理，人工智
能的应用范畴将大得多。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支撑其发展
的基础科学也开始出现深度交叉，包括计算
机科学、数学、心理学、语言学、哲学等在
内的基础科学，已成为助推人工智能发展的
基础。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在反哺基础科
学，其强大的算力正在为基础科学提供新的
研究范式。探索人工智能与基础科学的融
合，已然成为时下最热的话题。

人工智能背后的理论待挖掘

“现在有很多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在研究
人工智能的本质，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的

发展也需要广泛运用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
术，以促进基础科学的发展。”丘成桐建
议，青年科学家应该从根本上了解、应用人
工智能，并在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过程中发
挥重要作用。

随着ChatGPT（训练对话式大规模语言
模型，以对话方式进行交互）的横空出世并
广泛落地应用，其在人机交互、智能识别，
以及内容生成方面的出色表现让人惊讶，也
让大模型和深度学习等技术成为人工智能皇
冠上的明珠。

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英国皇家工程
院外籍院士、清华高等研究院双聘教授沈向洋
认为，探究基础科学和人工智能的关系具有深
刻意义。“近些年，辩论最多的是通用人工智
能是不是能够做得出来？而当ChatGPT涌现
出来后，人们又问这个智能是从哪里涌现出来
的？甚至还会回过头来问智能到底是什么？”

对此，沈向洋提出了智能与模型规模之

间的关系、训练大模型过程中智能的产生阶
段、数据对于智能产生的影响、智能涌现的
产生机制、数学工具的正确运用等五个还未
完全解决的重要问题，而得出的结论是数学
适用于人工智能、人工智能适用于数学。

“未来，找对用对好的数学工具，将有效应
对目前人工智能发展遇到的挑战。”

具体到产业落地应用方面，德国国家工
程科学院院士、清华访问教授张建伟认为，
基于基础学科的数学模型、物理模型、生物
模型、脑科学模型等具有很强的现实需要。

“当前，智能机器人所取得的进展主要集中
在底层建模和控制方面，但传统物理模型难
以适应交互环境变化，迫切需要将模型训练
与深度学习融合推进，这也是机器人在面临
动态和非结构环境下研究的重要话题。”

年轻人应多作有益的探索

在教育领域，人工智能跨学科的特性也

越来越明显。也正是这种跨学科的交叉，帮
助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者们突破了单一学科
的限制，从多个角度出发探索新的理论和技
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向前发展。对于
肩负人才培养的高校及科研机构而言，更应
顺势而为，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解决基
础科学问题，培养具有跨学科背景的复合型
人才。

张建伟表示，当前一些高校的教育模式
需要做出转换，应该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去作
有益的探索并允许其失败。“科研方面，允
许他们坐冷板凳潜心基础科研，我们才有可
能在人工智能领域出现类似ChatGPT的重大
突破。”

沈向洋也认为，高校应该给予学生
更为宽松的成长环境，给他们提供一些
创新机会。“当下这个时代，我们要思考
用更好、更新的方式去做好有组织的科
研。”

人 工 智 能 与 基 础 科 学 亟 须 深 度 融 合
□ 科普时报记者 陈 杰 史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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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由铁建重工和中铁十四局
共同研制的超大直径高铁隧道“英雄
号”盾构机，在湖南长沙下线。“英雄
号”盾构机整机长约134米，开挖直径达
14.8 米，将应用于天祥大道盾构隧道工
程，为隧道掘进提供关键装备。

时间回溯到 1997 年，在秦岭挖掘一
条铁路隧道时，施工方按当时的方法必
须先用炸药崩山，然后上千名工人再挖
上八九年的时间才能完成。那么有没有
更快的办法呢？当然有，如果用盾构机
能让整个工期缩短5个月。可是，当时的
中国盾构机需要从国外进口，两台二手
盾构机，对方开出天价，这让施工方很
无奈。

什么是盾构机？它的全称是隧道掘进
机，之所以称之为盾构机，就在于它主

要由“盾”和“构”两部分组成。其
中，“盾”指的是前方的刀盘以及盾壳，
主要作用是向前推进和防御，而“构”
则是管片衬砌和注浆，主要作用是构建
隧道和加固，这就好像我们一边在建房
屋一边在装修，整个工期自然也就缩
短了。

这种盾构机在地下是如何工作的？在
掘进过程中，盾构机前方的泥土会被
旋转的刀盘切割并搅碎，随后进入土
舱。土舱内的渣土经螺旋传送机的输
送会来到地面的渣土池，其中一部分
质量较好的渣土还会被制成隧道的管
片 ， 至 此 “ 盾 ” 的 任 务 也 就 圆 满 完
成了。

接下来将由“构”完成管片的拼装。
管片会由双头机车运送至连接处，再由
拼装机的真空吸盘吊起放入预定的拼装
位置，与此同时会有螺栓对其进行连
接，以及千斤顶对其进行定位，这样整
环的管片拼装也就完成了。为了确保隧
道的绝对安全，在掘进过程中还会用浆
液对管片外部与土体之间产生的间隙进

行填充，从而形成坚硬的“金钟罩”，以
此保证隧道严丝合缝不塌陷。

2002 年，中国将隧道掘进列入国家
863计划，成为国家重点工程，虽然起步
较晚，但如今已实现弯道超车。

2020 年 9 月 27 日，画有京剧脸谱的
“京华号”盾构机在湖南长沙下线，身高
150 米，相当于 7 节地铁车厢，腰围直径
16.07 米，甚至比五层楼还要高，体重达
4300 吨，约等于 1100 头成年大象，是真
正的大国重器。

随着中国基建的影响力在全球范围不
断扩大，目前中国盾构机已出口 30 多个
国家，占据整个市场
份额三分之二，正成
为中国的新名片，是
响当当的“争气机”。

（作者系湖南省郴
州市汝城县第七中学
教师，第九届全国科
普讲解大赛二等奖获
得者）

响 当 当 的 “ 争 气 机 ”
□ 何 娜

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7月28日
在四川成都开幕。此次运动会共设跳水、田
径、篮球、排球等 18 个体育项目，来自约
170 个国家和地区近 1 万名运动员参加。常
言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运动员
的优异成绩离不开平时的刻苦训练，而随着
高新技术越来越多地进入体育领域，科技产
品也在为运动员取得越来越好的成绩默默
助力。

在跳水运动中，中国跳水队员有跳水
辅助训练的秘密武器——“3D+AI”跳水辅
助训练系统。该系统通过布置在场馆的高
速相机记录运动员跳水的全过程高清影
像，捕捉所有复杂动作的细节，实现场馆
和跳水过程的三维重现，精准评估起跳高
度、入水角度、关节角速度，并能为跳水
过程智能打分，提出改进意见并定制训练
计划。

足球运动员可以在训练和实战中将GPS
（全球定位系统）背心穿在身上。这种背心装
有 GPS 侦测装置，可收集球员多项体能数
据，比如，走位、跑动距离、速度、加速
度、冲刺次数、重心平衡、压力负荷、心率
等。这些数据可以实时传输给教练，在比赛
时能够及时纠正指导运动员的走位或换人时
间等。而在训练时，运动员也可以更加了解
自己的运动状态，并根据自身情况调整训练
强度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运动损伤。
目前，GPS背心已广泛应用，英超球队、西
甲球队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对自行车选手来说，多功能智能骑行眼
镜能够为自行车运动提供实时信息。这种眼
镜腿内放置了耳机，音量可根据外部噪声自
动调节，能够监测运动员的身体状况，如心
率、消耗卡路里、含氧量等，以及记录骑行
距离、位置、速度、踏频等，并通过镜片上

的小屏幕进行实时显示。而它作为一款智能
太阳眼镜，当然还能为运动员遮阳。美国自
行车队备战里约奥运会时就使用了这款智能
骑行眼镜，教练和车手使用手机APP查看数
据，并对训练计划作出调整。

运动员在平时训练中难免受伤，超低温
全身冷冻治疗仪、反重力跑步机的出现，能
够帮助运动员尽快缓解疲劳，远离伤痛，恢
复体力。

超低温全身冷冻治疗仪的工作温度能达
到-100℃以下。它利用了名为“莱顿弗罗斯
特效应”的科学原理，使人体在超低温环境
中不被冻伤。这个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当
液体遇到极度炙热的物体时，会化作一层气
态防护层覆盖在物体表面，将炙热的物体和
冰冷的液体隔开。超低温全身冷冻治疗仪使
用的液氮温度约为-196℃，人体相对它来说
就是极度炙热的物体，因此冰冷的液氮仅仅

会从皮肤表面掠过，不会造成冻伤。超低温
全身冷冻治疗仪就是靠着这项绝技，对运动
员进行全身快速降温，以帮助他们缓解疲
劳，恢复体能。

而另一康复利器反重力跑步机，则能帮
助运动员进行科学锻炼，恢复身体机能。反
重力跑步机的原理并不复杂，简单说来就是
在普通跑步机上加了一个气压系统。气压系
统通过气囊将人体腰部以下部位包裹起来，
然后充入空气以减轻跑步者的负重。通过调
节，气压系统最高可以减轻运动员80%的体
重，以此减少关节和受损肌肉所受到的压
力，加快受损部位恢复。

随着科技产品进入运动领域，运动员训
练在科技的帮助下变得更加科学、健康、高
效，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在赛场上有更加出
色的表现。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运 动 员 训 练 “ 神 器 ” 里 藏 着 高 科 技
□ 陈 航

这是祝融号火星车后
避障相机拍摄的图片。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
务于2021年5月15日成功
实现火星着陆。所有科学
载荷开机探测，圆满完成
既定巡视探测任务。

新华社发 （国家航天
局供图）

7月23日是我国成功发射首个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3周年的日子。在工作358个
火星日累计行驶近1921米后，祝融号自主进入休眠状态，至今还未苏醒——

（上接第1版）

科普为谁做？

推 动 科 学 教 育 、 成
果转化，以及创新发展
环境的构建是科普的核
心“战场”。归根结底，
创新发展的最核心要素
是 人 ， 培 养 人 是 重 中
之重。

在回信中，“激发青
少年崇尚科学、探索未知
的兴趣”再次体现出总书
记对祖国未来希望所系的
青少年的关注，并且关注
的重点是“崇尚科学”的
信念养成和“探索未知”
的兴趣激发，而非简单的

“知识收集”。当然，“促
进全民科学素质的提高”
仍将是常抓不懈的基础
工作。

科普怎么做？

科 普 重 要 作 用 的 发
挥和目标的实现，终究
要通过具体的内容和形
式来承载。回信中对内
容 提 出 了 “ 优 质 丰 富 ”
的要求，而在形式方面
给出了“喜闻乐见”的
指导原则。科技工作者
在生产科普内容时要质
与量并重，既不能过分
曲 高 和 寡 导 致 无 人 问
津，也不能在新媒体蓬
勃发展的今天一味追求

“流量”而丧失底线。特
别是热情洋溢、活力充沛
的青年科技工作者，不但
应该积极生产高质量的科
普内容，同时也应该大胆
探索新科普形式，提升科
普体验和效果。

总 书 记 的 回 信 为 科
技工作者支持和参与科
普正了名、打了气，也
言简意赅地明确了主体
责 任 ， 指 引 了 目 标 任
务 ， 提 出 了 方 法 路 径 。
广大科技工作者要用行
动来响应号召，积极支
持和参与科普事业。

（作者系北京交通大
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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