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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时报讯 （记者张英贤） 近日，
依托第六届地球克隆计划大会，“元宇宙
中国行”城市论坛第二站落地江苏苏州。

“元宇宙中国行”系列活动由中国科
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指导，涵盖科技创
新、科学普及、科学传播三大板块。科
技创新板块将在10个城市举办城市元宇
宙创新大赛，推动元宇宙科技成果转化
与应用。科学普及板块将举办“元宇
宙+”相关话题科普活动及城市高峰论
坛，推介城市元宇宙发展经验，从科普
的角度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
科学传播板块将推出纪录片 《中国元宇
宙》 和同名图书、科普短视频及元宇宙
案例影像库，构建多维度立体式元宇宙
传播格局。

纪录片 《中国元宇宙》 总策划陈峰
表示，《中国元宇宙》将是中国首部以数
字中国建设为主题的全景式大型纪录
片。该片紧密跟踪正在发生的数字技术
革命，同步记录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实
践，聚焦数字中国建设探索者、实践
者，打造数字中国最典型案例，全景式
地展现数字中国的壮阔图景。

同时，纪录片 《中国元宇宙》 以推
动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为使命，围绕芯
片技术、5G 通讯、虚拟现实、人工智
能、大数据、大模型、云计算、量子计
算等热点科技话题，开展有针对性的科
普活动，引导公众正确认识科技发展
成果。

全景式纪录片
《中国元宇宙》将推出

近日，重庆朝天门长江、嘉陵江两江交
汇处惊现的“鸳鸯锅”，吸引了市民的目
光。长江以一水碧色扮演“清汤”，而嘉陵
江则以橙红模样充当“红汤”一角。究竟是
什么原因导致两江色彩分明，成为艳目的

“鸳鸯锅”呢？

化学物质含量、浓度差异导致水
色不融

两江流域地区存在不同的土壤类型和地
质构造，导致河流中悬浮物和沉积物的成分
和浓度不同。悬浮物指悬浮在水中的固体物
质，包括不溶于水的无机物、有机物及泥
沙、黏土、微生物等。沉积物则是河床和河
岸上的固体物质，如泥沙、岩石碎屑等。

悬浮物和沉积物中含有多种化学物
质。常见的重金属有铅、汞、镉、铬等，
主要来自工业废水、农业化肥、城市生活

废水、有机污染物和有机碳等。其中，生
活废水里的氮、磷等元素养分浓度过高会
引发富营养化，导致水体中藻类过度生
长，进而消耗水中氧气，对水生生物造成
危害。有机物质的残留物和溶解有机碳，
会对水体生物活性和水质产生影响。

这些物质的颜色和组成会影响水的吸收
和散射光的特性。当两江物质含量不同的时
候，交汇处的水体混合时就会出现颜色不融
的现象。

此外，两江水源和流经地区可能存在不
同的地质条件和人类活动，从而导致水中溶
解物质的差异。水中的溶解物质包括无机
盐、有机化合物等。

无机盐包括氯化物、硫酸盐、碳酸盐、
硝酸盐等。常见的有机化合物包括甲苯、
苯、甲醇、苯酚、邻苯二甲酸酯等。其中邻
苯二甲酸酯会对藻类和鱼类等水生生物的生

长发育和内分泌代谢等生物过程造成不同程
度的毒性效应。

以上溶解物质的种类和浓度会影响水的
颜色。例如，溶解有机物和藻类过多时，水
体可能呈现深绿色或蓝绿色。因此，两江水
体中的溶解物质差异可能导致交汇处的水色
不融。

流速、流量使交汇处形成明显
界线

水流动力学中的一些因素可能对水流的
混合产生影响。当两江交汇时，它们会以不
同的流速、流量和流动特性相遇。这就导致
水流的相互作用和混合不均匀，从而在交汇
处形成明显界线。

在水流速度方面，如果两江水流速度是
不均匀的，受到河道形状、梯度、摩擦力等
影响，便会影响水体物质输运和混合程度。

水流形态会导致河道形态的变化，例如河床
侵蚀、沉积和河道迁移等现象，进而影响水
流输送能力和泥沙承载能力，导致河流含沙
量不同。此外，长江水流通常呈现湍流状
态。湍流可导致水流中出现漩涡等现象，进
一步提高水体中物质的混合程度。因此，各
种因素对水流混合产生的不同影响，导致水
色呈现不同程度的混合。

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水色不融是一个复
杂的自然现象，涉及化学、地理、水文学、
环境科学和流体力学等多个学科研究领域。
此外，水色不融可能还受到季节、天气、水
位和人类活动等影响。因此，对于这一现象
的全面解释还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和综合
分析。

（第一作者系重庆第二师范学院生物与
化学工程学院教授；第二作者系重庆第二师
范学院应用化学专业本科生）

两江汇成“鸳鸯锅”，“底料”从何而来
□□ 邹晓川 赵杰群

8月19日是第六个中国医师节。目前越
来越多的三级公立医院医生在短视频平台实
名认证后进行健康科普，成为人们获取健康
知识的重要渠道。但在健康类科普视频越来
越受欢迎的同时，非专业人士的“伪科普”
仍然存在。

早在2017年，中国健康科普联盟成立时
就有专家表示，“人民群众对自己的健康越来
越关注，可是健康科普信息，特别是优质的
健康科普信息供给严重不足”。有关数据显
示，在健康方面，如果前期预防投入1元钱，
便可节约治疗费8.5元、抢救费100元，可见

医疗健康科普的重要性。我们偶尔会在社交
媒体上看到一些接受过科普培训的非医学专
业人士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别人的生命，比如
实施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也说明
了医疗健康科普能够带来积极的社会效益。

随着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一些非医学
专业出身的主播也做起了医疗健康科普，但
是他们并不是向用户传递健康知识和理念，
真正目的只是赚取流量。

在现实情况中，一些与科普有关的短视
频出现了“演员”，剧中有科学家、律师、医
务人员等，他们通过绘声绘色地表演给观众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为了剧情需要，

“演员”有存在的必要，但是如果把这些角色
搬到科普相关的短视频中，如某些博主穿上
白大褂后“摇身一变”成为医务工作者，而
且还堂而皇之地做起了科普，网民未必能够

分辨其中真伪。一些为了打造人设而假借科
学之名传播非科学和伪科学的“科普”，不可
能带来有效的结果，不负责任的科普反而会
损害群众的切身利益。

近年来，我们一直在各种场合强调科普
要发挥价值引领的问题，这其实涉及多个方
面，比如科普从业者、科技工作者、科普内
容传播、科普方式方法等维度。与此同时，
我们呼吁科普需要从有效向负责任转变。

科普的有效性必须要建立在负责任的基
础之上。比如，在从科研成果向科普内容转
化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一些断章取义、夸
大其词以及脱离情境的引用等情形，这虽然
是为了有效传播，但是从过程和结果来看，
不能称为负责任的科普。因为有效是让人们

“知其然”，而负责是让人们“知其所以然”，
有效是一种结果导向的行为，某些“假科

普、真带货”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典
型表现，而负责的科普更注重过程导向，也
就是从“科学是什么”转向对“科学为什
么”的传播。

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开展负责任的科
普。第一，我们要对传播内容的科学性负
责，确保所传播内容是真实的、值得推敲
的，要以对科学传播研究的理论成果为基
础，不能单纯地依赖直觉；第二，我们要确
保传播过程是负责任的，坚持必要的准则和
规则，践行科普伦理规范和价值观；第三，
我们要对受众负责，通过传播科学知识，弘
扬科学精神，树立科学方法，培养科学态度
等途径发挥价值引领作用，最终助力全民科
学素质的普遍提升。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
科普作家协会理事）

科 普 需 要 从 有 效 转 向 负 责 任
□□ 王大鹏

近日，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将一颗气
象“新星”推向太空。在离地830千米的
太空，风云三号C星正沿着一圈圈经线飞
转，翘首以盼，等待着它的“接替者”。
作为一名“劳模星”，它将为自己10年的

“服役生涯”画上圆满句号。那么，卫星
也有寿命吗？

卫星有3种寿命

卫星不但有寿命，而且还有 3 种寿
命，包括设计寿命、工作寿命和轨道寿
命。设计寿命是指设计制造时规定在运行
轨道上应该达到的正常工作时间；工作寿
命是在运行轨道上正常工作的实际时间；
轨道寿命则是在轨道上存留的时间。

比如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
红一号”设计寿命为 20 天、工作寿命为
28 天、轨道寿命已有 53 年，而且还会

“活”下去。
经常有人问，不在轨的卫星哪里去了？

通常的回答是：退休了。因为它们的设计寿
命为半年至7年不等；工作寿命为39天到10
几年不等；但在轨寿命可长达几十年。

1999年5月10日，我国第一颗业务型
气象卫星——风云一号C星成功发射，这
颗“争气星”打了风云卫星的首个翻身
仗，不但吉祥地在太空画了一条“中国
龙”，而且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颗长寿
星，最后还为中国太空实验贡献了生命。

在风云一号C星成功发射后，其后的
15颗风云星不但都达到了设计寿命，还都
远超了设计寿命，均被国际组织列入正常
业务星系列，它们一个个比着健康长寿、
比着长本领，尤其是风云四号A星和B星
两姐妹“想世界不能想，做世界不能
做”，部分技术跑进国际先列。

卫星“生病”也进“医院”

像人会生病一样，卫星也会生各种

病。有些病是生理性的，如每年春分、
秋分不可避免地被日凌干扰；有些是先
天不足的，这受到卫星的任务类型、成
本、元器件与工艺水平好坏等因素影
响；有些是后天环境造成的，如冷热
病、太阳风暴病；有些是意外，如被碰
撞、被击碎等。

如果老了不能坚持正常工作，卫星也
会退休，但没有特别硬性的退休年龄。个
别卫星在退休后还会发挥余热。

但有生必有死，卫星离轨后，即轨道
寿命结束，可以宣布“死亡”。近地轨道
的“巡逻兵”卫星一般被减速从而跌落进
大气层“火葬”，静止轨道的“哨兵“卫
星则通常被推送至同步轨道环上空两三百
千米处的墓地轨道进行“天葬”。

我国卫星的“总医院”在西安卫星测
控中心。那里的长管机房里，有一群技术
人员365天每天24小时分分秒秒地监测卫
星状态，也被称作“卫星医生”，他们负

责我国几百颗卫星在轨运行卫星动态监
管、定期体检和“病星”治疗。

这些“卫星医生”里有“老中医”，
能对卫星“望闻问切”；有“西医”，可以
用“飞刀”远程为“病星”治疗，做到

“手到病除”。
“活再多、事再忙，通讯不能中断；

家再远、路再长，电话一响必须马上到
现场”是“卫星医生”真实的工作写
照。多数卫星有了“卫星医生”的精心
照料后都能实现超期服役，远超出了设
计寿命。

卫星延长寿命不是难事

其实，想让卫星少生病、寿命长，无
外几个因素：一是保证“基因”好。在卫
星制造时，从元器件选用到单机、分系
统、全系统都要质量杠杠的，设计、材
料、工艺等每个细节都不能马虎。

二是保健保养好。卫星长寿的一个关

键“秘籍”是在轨维护要保养好。“卫星
医生”会借助传感器对卫星进行在轨故障
诊断和健康管理，他们通晓卫星的“健康
医疗”和“养生之道”，尽早发现“疾
病”，进行在轨维护和调姿等。

三是创新服务好。随着技术不断进
步，如果有太空加油站给卫星续燃料，有

“太空4S店”为卫星提供在轨各种模块更
换，智能机器人在太空中加工、制造、组
装全新的航天器，那么卫星延长几年寿命
真不是难事。

但凡质量好、贡献大的卫星和身体好
的人非常相似：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
天涯路”此第一境也，即立目标、定方
向，弄清卫星要干什么很重要；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
悴”此第二境也，即朝着目标持之以恒地
奋斗，遇到天大的困难和病痛，都坚持去
追寻自己的梦想，哪怕为之而憔悴也甘愿
奉献一生；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
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即当真
正完成自己一生的梦想回首发现，自己一
直寻找的是实现梦想的过程 。

每颗星和每个人一样，都以它特有的
足迹，飞扬在自己的生命篇章里。作为独
特的地球或宇宙使者，卫星用尽全身的力
气，留下瞬间辉煌，诠释了生命的独特
意义。

（作者系中国卫星气象领域科学传播
专家、正高级工程师）

卫 星 也 有 “ 生 老 病 死 ”
□□ 曹 静

轨道上的气象卫星。视觉中国供图

猫猫们的“铲屎官”可以来这儿集合了！
8月23日—9月3日，国家自然博物馆推

出“猫之由来——猫科动物的演化”原创公
益展，共展出生物标本38件，用综合展板、
互动游戏和多媒体视频等多种形式，展示了
各地质历史时期的猫科动物化石、复原图，
不仅详细讲述了41种现生猫科动物及其分布
情况，还系统介绍了猫科大家族从古到今的
演化历程以及它们在生物圈中的地位和作用。

最早的猫科动物是原猫

猫科动物是食肉目动物中的一个重要支
系，种类繁多，分布广泛，普遍高居食物链
的顶端，是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
环，与人类的关系也十分密切。这个支系包
含了很多为人所熟知和喜爱的物种，诸如史
前明星剑齿虎，狮子、虎、豹子等自然界顶
级掠食者，憨萌“表情帝”兔狲，以及人类
的宠物家猫等。也就是说，它们其实是“一

家人”！
猫科动物起源于欧亚大陆，最早的猫科

动物是原猫，生活在2000万—2500万年前。
而在2000万年前左右，原猫产生两支后裔，
一支为假猫，演化为剑齿虎亚科；另一支包
括施泰尔猫和瘦猫，演化为豹亚科和猫亚科。

猫科动物可是天生的猎手，它们一般头
大而圆，吻部较短，常常有显著的花纹皮
肤。它们的爪可以伸缩（猎豹除外），擅长奔
跑、攀爬和跳跃；视觉发达，听觉敏锐，嗅
觉灵敏；尾部一般较发达，可起到平衡功
能；舌头上布满了具有倒钩的舌突。它们可
不是“吃素”的，作为食肉为主的动物，它
们演化出了某些特征专门用于捕食和消化这
类食物，如犬齿长而尖，能够起到穿刺的作
用；具有剪刀状的裂齿，可用于切肉。

现代猫科分化出8个支系

现代猫科包括豹亚科和猫亚科，化石记

录和分子证据表明现代猫科依次分化出了8个
支系，其中豹亚科包括豹支系，猫亚科包括
狞猫支系、虎猫支系、金猫支系、猞猁支
系、猎豹支系、豹猫支系和猫支系。

我们熟悉和喜爱的“猫主子”们，自何
时傍人安居的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
认为家猫的驯化始于3600年前的埃及，因为
埃及的墓画显示，3600年前的埃及就有家猫
生活。

2004年，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研究
者报道了在塞浦路斯的考古发现。在一个9500
年前的墓穴里，他们发现了一具古人遗骸和旁
边的石质工具、铁氧化物、贝壳。除此之外，
还有一只猫的骨架。这项考古发现打破了人们
先前的认知，遗址中发现的家猫残骸将对人类
驯养猫的考古证据追溯到9500年前。

尽管不同品种的家猫外形差异很大，但
基因测序显示它们有着相同的起源，其唯一
来源就是北非野猫。关于野猫的驯化，一种

观点认为是人类特意驯化了野猫；另一种观
点认为是野猫驯化了自己，它们生活在人类
的居住地周围，以捕猎那里的害虫为生。

家猫可能在汉朝的时候传入中国。随着
人类的迁徙流动，家猫的足迹已经踏遍世界
各地，数量超过了7亿只，是唯一一种不受威
胁的猫科动物。现代家猫有70多个品种，常
见的有中华田园猫、美短、英短、波斯猫、
加菲猫、折耳猫、暹罗猫等。

如今的“喵星人”早已不再是看家护
院、捕捉老鼠的“工具”，而是如家庭成员般
彼此陪伴的心灵慰藉。也有一些不和谐的事
时有发生，由于人类滥捕滥杀以及栖息地被
破坏，导致猫科动物在世界上的分布和数量
都在持续下降。除家猫外，其余现生猫科动
物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威胁。各位“铲屎官”
们，为了平衡而和谐的生态环境，就让野猫
们在荒野里“野着”，让“家喵”们在温暖的
家里赖着吧。

家猫源自北非野猫 驯养史可追溯到9500年前

来自然博物馆，探秘“喵星人”家谱
□□ 科普时报记者 史 诗

磁共振成像是一种
常用于医学检查和临床
诊断的非侵入性检测技
术。近日，国内医疗行
业 传 出 了 一 个 重 磅 消
息 ， 我 国 成 功 研 发 出
3.0T 强 磁 场 核 磁 共 振
仪，仅为进口价格的十
分之一，而性能与国外
同类产品相差无几。在
3.0T 高 端 核 磁 共 振 仪
中，氦气发挥了应有的
作用，而这种气体便是
稀有气体之一。

稀有气体，因在空
气中含量极其微弱，也
被称为惰性气体、贵气
体。稀有气体无色、无
味，包括氦气、氖气、
氩气、氪气、氙气、氡
气、气奥。

氦元素是元素周期
表 中 第 一 个 在 地 球 之
外 被 发 现 的 元 素 ， 它
的 发 现 充 满 偶 然 性 。
1868 年 ， 法 国 天 文 学
家皮埃尔·让森观察日
全 食 时 发 现 一 条 黄 色
谱 线 。 日 蚀 后 ， 他 同
样 在 太 阳 光 谱 中 观 察
到这条黄线。不同的光
谱线是由不同的元素所
发射的，科学家因此来
区分不同元素，而这条
黄色光谱线不属于目前
已知的元素。后来，英
国化学家爱德华·弗兰
克兰证实了皮埃尔·让
森的发现，并命名该元
素为“氦”。

在20年后，英国化
学家威廉·拉姆塞在钻
探铀矿中发现氦气。随
后几十年中，威廉·拉
姆塞依次发现氖、氩、
氪、氙 4 种稀有元素。
因此，威廉·拉姆塞也
有“稀有气体之父”的
美誉。

潜 水 员 潜 入 深 海
时 ， 会 吸 入 较 多 的 氮
气，氮气随着深海压力
加大会大量溶解在血液里。当出海时，
潜水员压力猛然下降，溶解在血液里的
氮气往外跑，造成血管堵塞，会引发

“潜水病”。因此，科学家想到了难溶于
水的氦气。

实验证明，在0℃时，每100体积的
水中大约仅能溶解 1 体积的氦气。人体
血液 90%都是水，按照一个人的总血量
计算，相同条件下溶解在血液中的氦气
也是很少的。于是，科学家把氦气和氧
气按一定比例混合，便制成了一种特殊
的空气——“人造空气”，并把这种气体
装入钢瓶中专门供潜水员潜入深海作业
呼吸时使用，以避免患上“潜水病”。

氦氖激光器是科研人员研制成功的
第一种气体激光器，可以帮助人体清除
炎症，并扩张局部血管，达到止痛效
果，如治疗皮肤病、风湿性关节炎、激
光手术等，同时在工农业生产、科研、
教学等方面应用也日趋广泛。

当夜幕降临时，霓虹灯是应用最广
泛的电光源，能把城市粉饰得熠熠生
辉。霓虹灯是充有稀薄氖气或其他稀有
气体的通电玻璃管，是一种气体放电
灯，将灯管中充入不同的稀有气体，就
可得到五颜六色的霓虹灯了。

氖灯发出橙红色光，若充入其他气
体后则显示不同颜色，如充入氦气显示
粉红色光、充入氢气则显示红光。

稀有气体能制成不同电光源应用于
生活，如氪灯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可用
于机场跑道、港口、车站灯标等。氙灯
的发光强度较强，照射距离远，常用于
导航灯、探照灯等。氪气与氙气混合，
常用在高强度和短曝光的频闪灯。

（第一作者系河南大学教授，第二作
者系河南大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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