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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华凌）据物理学家组

织网 6月 24日（北京时间）报道，英国气象局

最新研究发现，在 20世纪大部分时候，较高

浓度的空气污染降低了北大西洋的飓风和

热带风暴频率，首次证明人为气溶胶和大西

洋热带风暴之间的联系。该研究发表在最

新一期《自然·地球科学》杂志上。

气溶胶可以由自然界火山、云或雾里羽

状灰尘形成，也可以由人为造成，如燃烧煤或

石油释放出的煤烟颗粒。英国气象局的研究

人员创建了涵盖1860—2050年期间的天气模

型，主要集中在来自燃烧化石燃料产生颗粒

的北美和欧洲。他们发现，在北大西洋上空

人为气溶胶的排放量增加期间，热带风暴的

频率会降低。这些有关强大风暴与悬浮于气

体当中的颗粒物质（即气溶胶）之间联系的发

现，为人类对天气系统的影响添加了证据。

该论文的合著者之一本·布兹说：“研究

发现，在上世纪多数时候，人为排放、特别是气

溶胶的增加，会减少飓风的活动。而人为排

放气溶胶的降温影响对气候可能有一个更重

要的区域性影响，这超出了先前的估量。”

研究人员解释道，气溶胶反射太阳的射

线和改变云的亮度，从而影响投射到海面阳

光的热量。而海洋的温度上升可引起热带

风暴，在极端条件下可以酝酿成破坏性飓风

的能量。相反，自 20世 80年代以来，治理污

染和改善空气质量的措施减少了气溶胶的

浓度，反而增加了飓风活动的频率。

研究人员表示，过去 20 年，清理工业气

溶胶有利于人类健康，也使干旱的非洲萨赫

勒地区恢复降雨，这可能要归功于大西洋飓

风活动的增加。该研究小组预言，未来使地

球变暖的温室气体会比气溶胶对于热带风

暴的频率发挥更大影响。

说到飓风，很多人马上会联想到台风，

并开始思考两者的异同。其实，它们俩压根

就是失散多年、天各一方的双胞胎亲兄弟，

一个生活在北太平洋西部，另一个住在北大

西洋及东太平洋。文章提到的空气污染可

能导致飓风数量减少，乍一听似乎不算个坏

消息。但如果你知道没有飓风或者台风，

中、美等国的降雨量会减少 1/4，甚至可能

导致地球温带消失，恐怕就很难这么乐观

了。自然界的很多现象都是如此。我们所

能做的，并不是指望飓风和火山、地震的消

失，而是如何能更加准确地预知它们的行

踪，以及更好地利用它们的“正能量”。

较高浓度空气污染会降低飓风频率
人为气溶胶和大西洋热带风暴存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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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月 24 日电 （记者霍小光
李斌）电波飞架天地，梦想远航高飞。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4

日上午来到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同正在天

宫一号执行任务的神舟十号航天员聂海胜、张

晓光、王亚平亲切通话，代表党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代表全国各族人民，向 3 名航天员

表示诚挚的慰问。

神舟十号飞船 6月 11日发射升空以来，习

近平十分关心执行任务的 3 名航天员。飞船

发射之前，习近平专门指示有关方面，一定要

让航天员在太空吃上粽子，过一个有特殊意义

的端午节。这次习近平专程来到北京航天飞

行控制中心与航天员通话，为航天员加油鼓

劲，对他们提出殷切期望。

8时 30分许，习近平抵达北京航天飞行控

制中心。他听取了天宫一号与神舟十号载人

飞行任务进展情况介绍，对任务已经取得的各

项成果表示肯定。

8时 38分，天宫一号与神舟十号组合体正

运行在祖国上空。习近平走到飞控大厅指挥

席前，拿起话筒同航天员通话。总书记面带微

笑，注视着飞控大厅巨型电子屏幕。屏幕上清

晰地显示着天宫一号内的实时画面。3 名航

天员站成一列，精神饱满，神情自然。

习近平：海胜、晓光、亚平，你们辛苦了。

现在全国人民都在注视着、关心着你们。我代

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代表全国各族人

民，向你们致以诚挚的慰问！

聂海胜：感谢习主席，感谢全国人民！

习近平：你们进入太空工作生活已经有

13 天了，我们大家都很牵挂。你们现在总的

情况怎么样？身体状况如何？工作进展如何？

聂海胜：感谢习主席的关怀！我和晓光、

亚平的身体状况都非常好，各项工作按计划进

行。能够为实现中华民族的航天梦想贡献力

量，我们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

习近平：很好。航天梦是强国梦的重要组

成部分。随着中国航天事业快速发展，中国人

探索太空的脚步会迈得更大、更远。我要问一

下，晓光、亚平，你们第一次进入太空，你们感

到各方面适应吗？

张晓光：报告习主席，在太空13天生活中我

们很快适应了失重环境，空间科学实验进展非常

顺利，我们一定再接再厉，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王亚平：我们的饮食很正常，每天能休息

七八个小时。我还当了一次太空老师，给全国

青少年演示了一些失重状态下的物理现象，对

我来说也是一次提高和学习。

习近平：看到你们各方面状态这么好，我们

很放心。前几天，你们为全国中小学生举行的太

空授课很有意义，据我了解有8万所学校6000万

名学生参加了这次授课活动，对培养他们崇尚科

学、探索宇宙奥秘的兴趣，一定会起到很好的作

用。这次载人航天飞行，你们身上体现出了不畏

艰险、勇于探索的意志品质，这种宝贵的意志品

质对全国人民都是启示和鼓舞。希望你们精心

操作、密切配合，圆满完成后续任务！大家都盼

望着你们胜利归来，我在北京等候你们！

聂海胜：我们一定牢记习主席指示，坚决

完成任务。请习主席放心，请全国人民放心。

“敬礼！”随着聂海胜的口令，3 名航天员

郑重地向习主席、向全国人民行军礼。飞控大

厅里响起热烈的掌声。

通话结束后，习近平来到飞控大厅工作人

员中间，同大家一一握手，致以问候。

马凯、刘延东、范长龙、栗战书，中央军委

委员张又侠参加通话活动。

左图 习近平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同正在天宫一号执行任务的神舟十号航天员
聂海胜、张晓光、王亚平亲切通话。

新华社记者 马占成摄

习近平同“神十”航天员亲切通话

我在北京等候你们！
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代表全国各族人民，向航天员聂海胜、张晓光、王亚平

表示诚挚慰问，希望他们精心操作、密切配合，圆满完成后续任务，盼望他们胜利归来

神舟十号返回舱“回家”牵动着千万人的

心，当然也包括袁长江。

作为济南市无线电九厂有限公司副总，这

阵子他的心始终“揪着”——遥远的太空中，神

十搭载着该公司研发的“矩形连接器”，“它就

像人体中的神经枢纽，让大脑发出的信号得以

顺利传输”，其精确程度“要保证设备 0.1 微秒

的讯断都不能出现”。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为复杂的系统工程

之一，“神舟”系列涉及到飞船研制的上下游

企业及技术研究机构上百家，相关协作单位

更 达 几 千 个 ，其 中 不 可 忽 视 的 是 民 企 的 力

量。他们以专业领域内的世界顶尖技术助

力“神舟”上天的同时，还将部分成果落地，

推向社会。

给返回舱穿上“隔热服”，为飞船用电子管

提供接近纯净极限、“比黄金还贵的超纯水”，

确保飞船信号传输所需连接器“0.1 微秒的讯

断都不能出现”的“神经枢纽”，这 3 项“神十”

技术提供者——来自济南的 3 家民营企业，用

其过硬的研发实力为“神舟”贡献了不可缺少

的“螺丝钉”。

“隔热服”隔绝上千度高温

红褐色的粉末，像面粉一样细腻，圣泉集团

董事长唐一林用手捻了捻，神秘地一笑：“这是

酚醛树脂空心微球，飞船返回舱表面的防热材

料加入它后，可以有效隔绝返回舱与大气层剧

烈摩擦产生的上千摄氏度的高温，保证舱内安

全。实际上，它就是为返回舱穿上了‘隔热服’。”

据唐一林介绍，酚醛空心微球由酚醛树脂

经过一系列深加工而来，酚醛树脂本身就具有

天然的防火、保温、阻燃等性能，用这一材料制

作出来的产品自然有很好的隔热效果。

这些看上去平常无奇的粉末，内部其实别

有洞天。“这些粉末在显微镜下观看其实是一个

个小球，每个小球都是空心的。”而将酚醛树脂

加工成肉眼不可见的“空心小球”，得益于中科

院化学所的理论研究和圣泉集团的工程化能

力。在中科院化学所前期研制技术的支持下，

研发生产人员经过艰苦努力，攻克了工程化批

量生产过程中的许多难题，进行了工程技术创

新，满足了神舟飞船防热材料的设计要求。

从“神八”“神九”到“神十”，圣泉已是“神

舟”系列贡献企业的“三朝元老”。现在，这家

企业把航天科技运用到了民用产品上。他们

成功将酚醛树脂发泡生产的改性酚醛板广泛

应用在民用建筑外墙保温材料上。“这种材料

被誉为‘防火保温之王’。经过测试，100 毫米

厚的改性酚醛板抗火焰能力可达 1 小时以上

不 被 穿 透 ，作 为 建 筑 保 温 材 料 可 节 约 能 源

75%。”唐一林自豪地说。

“超纯水”接近纯净水的极限

从“神五”到“神十”，李书伟带领济南福能

达水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为神舟供应了 5 年的

“水”——接近极限的纯净水。这 5 年，“为国

家、为‘神舟’作贡献锻炼出来的本事”，也让他

的事业做得风生水起。

“即使在这种水中通上电，把手伸进去

也不会电伤，因为它已经没有任何杂质，不

再导电。”站在一台外形并不复杂的饮水机

旁，李书伟讲起了“超纯水”的复杂之处，“普

通的水之所以会导电，就是因为里面含有许

多杂质，产生了导电离子。”利用反渗透技术

可以有效去除水中的溶解盐、胶体，细菌、病

毒、细菌内毒素和大部分有机物等杂质。通

过他们所研发的净水设备净化出来的水，电

阻率可达 18.2 兆欧。这是国际公认的超纯

水理论值，现在通过福能达研发的设备，“理

论变成了现实”。 （下转第三版）

“神十”背后的民企力量
本报记者 王延斌 本报通讯员 李 婷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24 日电 （记者李大
庆）今天上午，中科院党组召开中心组学习（扩

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工作会议精神。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

白春礼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刘云山、赵乐际

同志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并对中科院的教

育实践活动提出要求。

白春礼就中科院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

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有关工作提

出七点要求。

一是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中央领导同志

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

央的决策部署上来。要深刻认识集中解决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

风”问题的重大意义和现实紧迫性，为开展好

教育实践活动做好思想准备。

二是要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和工作要求，

尽快成立中科院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和工作

机构，认真组织制定教育实践活动实施方案。

三是要加强对教育实践活动的实施动员

和组织领导。在即将召开的中科院党组夏季

扩大会上将专题审议教育实践活动实施方案，

研究安排有关工作。

四是要把教育实践活动与深化改革和转变

作风紧密结合起来。转变作风首先要从院机关

做起。机关各部门要认真对照整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的要

求，切实加强作风建设，强化服务意识。

五是要把开展教育实践活动与切实解决广大

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结合起来。各级党组织

要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和批评。要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所忧、所急，切实

解决一批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

六是要坚持领导带头。领导干部要切实

发挥示范和表率作用，带头深入学习、听取意

见、查摆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践行

党的群众路线的模范。

七是要坚持“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统

筹兼顾、突出重点、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更好

地推动中科院创新发展。要把教育实践活动

与深入实施“创新 2020”紧密结合起来，更好地

促进全院各项重点工作、重大任务的完成。

传达学习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精神

中科院提出七点要求贯彻落实

2012 年年底 14 颗卫星已覆盖亚太，2020

年将建成 30 多颗卫星、覆盖全球的大型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这些的起步，是 1983年提出的

导航定位设想，1994年全面启动北斗导航系统

研制。

整整 30 年来，一代代“北斗人”胸怀强国

梦想，奋战在国家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

程上。

他们当中，国防科技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

学院北斗青年科研团队，用青春热血书写了一

页逐梦北斗的壮美华章——

没有一个院士，平均年龄不到 30 岁，却成

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的“国家队”主力

军；从一个 3 人的课题组，到如今成长为卫星

导航系统重大专项导航技术方向专家组组长

单位；18 年来，他们从诸强逐鹿北斗的“观察

员”，成长为国内唯一同时担任系统核心体

制、卫星关键载荷、运控主体、测试设备研制

任务的单位。

造梦“北斗”敢字当头

“到 2020 年北斗系统如期覆盖全球时，我

还不到 30 岁！”稚气的脸庞却自信满满，如不

是这“乳虎之声”，科技日报记者实难相信，眼

前的这名大四学员竟是北斗团队一员。

18年前，我国卫星导航系统建设遇到一大

技术瓶颈，亟待突破。3 位平均年龄不到 26 岁

的在读博士生王飞雪、雍少为和欧钢，在时任

该校电子技术系总工、现任副校长的导师庄钊

文教授指导下，提出了旨在解决信号传输与接

收难题的“全数字化快速捕获信号与接收技术

方案”，并将其呈给了中国卫星测量控制技术

奠基人之一、中科院陈芳允院士。

等待回音的日子里，不少“北斗”前辈对此

充满质疑。“军人就要敢担当，没有金刚钻，就

不揽瓷器活儿！”年轻人踌躇满志。

半年后，他们带着一笔4万元鼓励尝试经费

和一台当时较先进的台式计算机回到了学校。

没有实验场地，他们找学院借资料室；没

有设备，他们找各课题组东挪西凑。就这样，

在庄钊文的悉心指导下，3 名博士生凭着青年

人特有的虎气与朝气，干得热火朝天，孵化了

该团队的雏形。

3 年过后，北京星地对接现场。当看到显

示器上脉冲闪闪、捕捉信号成功的那一幕，在

场 20 多位这一领域的专家无论如何不敢相

信：10 年来未能解决的瓶颈技术，竟被他们仅

用 3 年完美破解，一举打破了国外在这一核心

技术上的封锁与垄断！

鲁迅曾说：“在未有天才之前，须有培养天

才的土壤。”

一天清晨，一位挂学员肩章的博士生和肩

挂专业技术大校军衔的主任王飞雪的相互问

候引起了记者的注意：“王博您好！”“为何没称

您‘王老师’？”记者不解道。“我们团队成员，往

往互称‘博士’，这是一种轻松的氛围。”王飞雪

笑着说。 （下转第三版）

逐鹿“北斗”30 年
——记国防科大青年科研团队

本报记者 唐先武 本报通讯员 葛林楠 李 治

科技追梦人

新华社“向阳红 09”船 6月 24日
电（记者张旭东）记者从“蛟龙”号首

个试验性应用航次现场指挥部了解

到，“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将于 25 日 5

时从厦门锚地起航，赴南海海山区作

业，预计26日下午抵达预定作业海区。

据介绍，“蛟龙”号在抵达南海海山

区后，将视海况决定具体下潜时间。“蛟

龙”号将继续搭载科学下潜，进行海底

实际观察、取样和海底地形调查等。

6 月 17 日至 20 日，趁南海冷泉作

业区气象条件有利，“蛟龙”号连续 4

天下潜 4 次，并分别搭载了同济大学

教授周怀阳、香港浸会大学副教授邱

建文和同济大学副教授杨群慧三位科

学家下潜，完成了首个试验性应用航

次第一航段将近一半的下潜任务。

这 4 次下潜中，“蛟龙”号采集到

了大量冷泉区的生物和矿物样品，包

括蜘蛛蟹、贻贝、毛瓷蟹、冷水珊瑚、碳

酸盐和保压冷泉水样品等。20 日的

下潜中，“蛟龙”号还对冷泉区进行了

微型地貌测绘。当日傍晚，“蛟龙”号

起航赴厦门锚地避风。

“蛟龙”号首个试验性应用航次于

6 月 10 日起航，共分为 3 个航段，预计

需要 110 余天。第一航段在南海开展

定位系统试验，同时兼顾“南海深部科

学计划”，对海底生态系统、生物和地

形等进行调查。

“蛟龙”今从厦门起航
赴南海海山区

责任编辑 武云生 张爱华 吴 颖 电话：（010）58884051 传真：（010）58884050 科技日报微博：新浪@科技日报官微 腾讯@科技日报

紧随“蛟龙”再探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