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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科技日报讯（记者李禾）燃煤烟尘排放

是我国主要空气污染源。由南开大学、天津

市天利人烟气净化工程股份公司等合作研

发的“燃煤尘、硫近零排放”工艺与设备项

目，日前通过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召开

的科技鉴定会专家鉴定。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文兴说，通过该技术和设备，燃煤电厂烟

尘排放浓度小于 5 毫克/立方米，达近“零”

排放。

据鉴定，该成果理论分析和实验研究证

明，目前常规烟气湿法脱硫过程中，有相当

部分含硫物质，以可溶性的硫酸氢盐、亚硫

酸氢盐等最终进入大气环境，成为目前空气

中 PM2.5污染的来源。

“燃煤尘、硫近零排放”技术和设备在天

津杨柳青发电厂等 3 个电厂完成工业试验

应用。据天津市环境监测中心和国家重点

实验室联合出具的监测报告，其烟尘排放浓

度为 0.99 毫克/立方米；二氧化硫为 6 毫克/

立方米、非气态二氧化硫为 48 毫克/立方

米；排放的是近常温、无色透明的二氧化碳

气体，解决了湿法脱硫的污染排放问题，净

化效果达国内领先水平。

煤炭规划设计总院教授级高工张朴说，本

技术是集3项发明专利的颗粒增大粒径、重力

溢流氧化技术组成“人工下雨”，除尘、脱硫一

体化，在一根烟囱内完成全部净化过程。烟气

净化和排放用一根烟囱，净化几乎“零”占地；

烟气净化流程短，流速低阻力小，与目前其他

除尘脱硫技术相比，电耗减少30%、投资减少

20%；设备相对安全运行周期延长50%。

张朴说，用该技术和设备，即使电厂燃

煤高灰分、高硫分，处理效果也一致，促进高

硫、高灰煤炭的利用，降低发电成本。

除尘脱硫一体化，燃煤污染近“零”排放

理 想 凝 聚 力

量，团结开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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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

来 ，特 别 是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是 少 数 民

族和民族地区在经

济、政治、文化、社

会和生态文明建设

等方面发展最好最

快的时期……和睦

相处、和衷共济、和

谐发展成为我国民

族关系图景中鲜明

的主色调。

近 年 来 ，民 族

工作的国内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在国内，随着工

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加速推进，

随着民族间的交往交流频繁而深入，民族的分布

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看世界，恐怖主义、分裂主

义、极端主义抬头，民族问题日益成为影响和平与

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民族工作。从世界屋脊到黄土高原，从西南山寨

到天山南北，从北国边疆到南海椰林，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深入民族 8省区以

及一些省份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对少数民族和民

族地区的发展情况进行深入调研；召开 2次中央政

治局会议、5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深入研究民族

工作；召开 4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快民族地区发

展作出具体安排；召开第四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

工作会议、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对口支援

西藏工作 20 周年电视电话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

同志就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重

大问题作出重要批示、指示近百次……

深入调研、科学研判，“中国号”巨轮的领航者

对解决当前民族工作中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

出回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

的根本道路。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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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离我们到底有多近？9 月 12 日至 18 日，

记者随“丝绸之路的气候变迁”考察团采访时发现，气

候变化对于河西走廊的农民而言，种庄稼越来越难。

种植结构需调整

气候变暖对河西走廊地区不同的农作物产生了迥

然不同的影响。这就使农民不得不对原来的种植结构

进行调整。

河西走廊是我国春小麦的主产区之一，但是气候

的变化让这个地区越来越不适宜种植春小麦。中国

气象局兰州干旱气象研究所（以下简称兰州干旱所）

所长王润元告诉记者，近 30 年的数据表明，随着气候

的变暖，河西走廊地区春小麦的种植开始向北、向高

海拔地区逐渐扩展。因此春小麦在河西走廊地区的

可种植面积有所扩大，但是气温的缓慢攀升使春小麦

生长期缩短，单产量呈下降趋势，春小麦的蛋白质含

量也有所下降。

与此相反的是，冬小麦在甘肃地区更加适宜种植

了，因为冬季温度的升高让小麦越冬成为可能。由于

冬小麦产量更高，农民更愿意种植冬小麦，因此近年来

甘肃地区春小麦的种植面积呈缩小趋势，而冬小麦的

种植面积则逐年增加。

春小麦与冬小麦在河西走廊地区的此消彼长只是

一个缩影。王润元介绍，在整个河西走廊地区，气候变

化使热量需求高的棉花、葡萄等喜温作物生长期延长、

产量提高，种植面积也有所扩大；而热量需求低的马铃

薯等喜凉作物则受到了不利影响。

看种植成本和效益

“农作物结构的调整最终是人作出的，这和气候变

化对自然生态的影响是不一样的。”王润元说，气候变

化与农作物结构调整之间还有人的因素在起作用。

“气候变化是农作物结构调整的基础条件。”王润

元举例说，有些果树在河西走廊地区不能越冬，农民要

种的话需要在冬天采取保温措施，这就增加了种植的

成本。气候变暖以后，在一些海拔低的地方，这些果树

不需要采取保温措施就可以越冬了，农民种植这种果

树的成本降低，这就有利于农民种植这种果树。

“气候条件达到了，说明这个地区可以种植某种作

物了，但是最终是否进行调整，还是得看农业的机制和

效益。”王润元总结道。

这一点在河西走廊地区经济作物的种植上表现得

尤为明显。王润元介绍，棉花、葡萄等作物在气候变暖

后产量提高，而且作为经济作物，它们的收益又比较

好，所以近年来种植面积不断扩大。

节水农业更加紧迫

受气候变化影响，河西走廊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也

发生了改变。复种技术的广泛采用便是其一。王润元

告诉记者，气候变暖后农作物生长速度加快，与此同时河

西走廊地区的秋季有所延长，这样农民在收了小麦或者

玉米之后，可以复种小油菜等作物以增加种植收益。

不过总体而言，在干旱少雨的河西走廊地区，气候

变暖让发展节水农业变得更加紧迫。王润元介绍，受

气候变化影响，河西走廊地区的干旱灾害呈加重趋

势。兰州干旱所的研究显示，近年来，河西走廊地区干

旱频率稍微减少，但是干旱的强度、影响的范围以及对

农业造成的损失却显著增加。

“河西走廊地区主要是干旱区，气候变化后最大的

问题还是水资源不够。”王润元说，农作物的种植方式、

栽培方式和种植制度方面肯定要围绕节水展开。

王润元告诉记者，河西走廊地区节水灌溉发展比较

快，之前发展喷灌技术，现在滴灌技术也得到推广，而且由

地表滴灌发展为地下滴灌。此外，地膜覆盖和双垄沟技术

也得到大范围应用。王润元介绍，在半干旱区，双垄沟可

以把地表降水集中起来，以减少地表水分的流失或蒸发。

“这是人对气候变化的应对，人也在自觉地适应气

候变化。”王润元说。

气候变化，河西走廊农民怎么种庄稼
本报记者 刘园园

■周末特别策划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园园）中国科学院祁连山冰川

与生态环境观测研究站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1960年到

2013年，祁连山最大的山谷冰川——老虎沟12号冰川退

缩了 390.7米，平均每年退缩超过 7米；仅 2009年到 2013

年就退缩了79.4米，平均每年退缩将近20米。

“冰川本身就是气候的产物，对气候也十分敏感，

一旦气候发生变化，很快会反映在消融上。”中科院寒

旱所助理研究员刘宇硕说。

随着气候的变暖，祁连山冰川正在加速消融。据

统计，1956年至 2013年，河西走廊内流区冰川面积和冰

储量分别减少 168 平方千米和 7 立方千米，减少比例分

别为 12.6％和 11.5％；近 10 年来，祁连山冰川面积减少

了 36平方千米。

刘宇硕常年驻扎在祁连山冰川观测站从事冰川监测

活动。他告诉记者，近几年，老虎沟12号冰川的冰川末端

每年都在以十几米的速度退缩，而夏季温度的升高尤其会

加速冰川消融。有些年份同一海拔冰川表面的夏季平均

温度比往年高好几度。“这就相当于冰川在发烧”。

冰川“发烧”短期内给绿洲带去了最紧缺的东西：

水。“在河西走廊西部，河流径流量约三分之一源于冰

川融水，有的甚至一半源于冰川融水。”中科院寒旱所

研究员蓝永超告诉记者。数据显示，与 90年代相比，本

世纪以来河西走廊三大内陆河——疏勒河、石羊河、黑

河的径流量分别增加 46.5％、21.7％和 13％。

无水是荒漠，有水变绿洲。“但长远来看，冰川资源

是有限的，当祁连山的冰川消融到一个临界点后，融水

量就会随之减少，最后甚至消失。那时对下游绿洲产

生的影响将是不可预估的。”蓝永超说。

气候变化让冰川融水“透支”

9月 27日，位于北京朝阳公园的索尼探梦科技馆举办了“嫦娥奔月——揭秘中国探月历程”特别主题展。展览邀请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自远为孩子们讲解月球知
识，更有中国“玉兔号”月球车仿真模型展出。图为孩子们观看中国“玉兔号”月球车模型。 本报记者 洪星摄

今年夏秋征兵，上海市有 10000多名适龄

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其中 60%以上为大学生，

创历年之最。

数十场国防形势课在市区机关展开，“爱

我海洋”大学生国防教育主题演讲比赛吸引

百余所高校踊跃参与，“东方讲坛”国防主题

宣传周让社区街道数十万居民拉近与国防的

距离……在第 14 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到来之

时，上海市街头处处涌动着“关注国防、参与

国防、支持国防”的热潮。

让国防观念深入群众之心

始终着眼时代发展推进教育模式创新，是

上海市提高国防教育感染力的一个有效方法。

创办全国首家国防教育网站“全民国防

教育网”，创建国内第一家以青少年为主要对

象 的 国 防 教 育 网 络 学 校——“ 国 防 主 题 乐

园”，在全国第一家开设领导干部国防教育网

上教学课程——上海“干部在线学习城”领导

干部国防教育系列讲座，在全国开通首个社

区国防教育网络频道——东方社区国防苑，

在上海门户网站“东方网”开通全国首个国防

教育官方微博——“上海国防”……

在诞生越来越多“首家”“第一”的同时，

上海市摸索形成了一套基地化路子、常态化

落实、社会化格局、网络化手段的全新教育模

式，使国防教育深入人心——

上海市青少年国防教育基地“东方绿舟”

探索走开了一条寓教于训、寓训于乐的全员

额基地化培育之路，使 180多万青少年学生接

受系统规范的国防教育，800多万中外游客前

来参观；

上海市有国防教育讲师团 35 个，兼职讲

师 600 余人，先后在高校及社区街道宣讲国

防教育达 2000 余场次，受教育群众达数百万

之多；

1600多个国防教育基地遍布上海市城乡，

每年接受国防教育学习参观人数达440余万人

次。上海市还有18支国防教育志愿服务队，长

年活跃在220个社区开展国防教育活动；

在全市中小学实施“国防书架工程”，连续5

年开展“我与国防”大型读书演讲比赛，1700多

所中小学的160万学生参加，先后征集中小学生

国防读书心得近20万篇； （下转第三版）

黄浦江畔国防情浓
——上海市构建全民国防教育系统工程纪实

王余根 丁绍学 倪大伟

科技日报讯 （记者乔地 通讯员康运
东 王耀杰）由国家林业局、河南省政府主

办的第十四届中国·中原花木交易博览会，

9 月 26 日在河南鄢陵国家花木博览园开

幕。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刘东生、河南省副

省长王铁及来自俄罗斯、比利时等国内外

客商出席。当天签订装备制造、现代农业、

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等领域项目 47 个，

总投资额 253.9亿元。

一年一度的花博会，极大地拉动了鄢

陵县的经济发展，使这个没有任何资源优

势的普通农业县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指标，

从全省县（市）第 30多名跃升为第 10名，在

今年上半年许昌市的目标考评中还历史性

地获得了第一名。目前，该县已培育出花

木企业 1147 家，花木种植面积 60 万亩，年

产各类花木、盆栽植物 20多亿株(盆)，销往

全国 27 个省份，带动 21 万花农致富，被誉

为“中国花木第一县”。

花博会的举办，还极大地改善和调整

了鄢陵县的经济结构和生态环境，形成了

生产布局区域化、种植规模化、管理集约

化、产品标准化和销售信息化的格局，推动

了花木新品种、新产品、新技术的应用，带

动了中原地区乃至北方花木主产区花木生

产技术整体水平的不断提升。

置身鄢陵，花木景色怡人，整个城乡笼

罩在葱茏的绿色中。这片蔚为壮观的人工

林海，使全县林木覆盖率达 38.9％，全年空

气优良天数达 330 天以上，成了无数都市

人向往的生态乐园。

第 14届中国·中原花木交易博览会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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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徐玢）火星是

地球的近邻。9 月 28 日，这颗红色行

星会来到有“大火”之称的天蝎座心

宿 二 附 近 ，上 演 两“ 火 ”相 遇 的 奇 妙

天象。

火 星 是 太 阳 系 由 内 往 外 数 的 第

四颗行星。由于表面呈红色，荧光像

火，火星在中国又称“荧惑星”，西方

人则称其为“战神”。9 月，这颗红色

行 星 会 从 天 秤 座 顺 行 至 天 蝎 座 ，月

底 来 到 天 蝎 座 心 宿 二 附 近 。 9 月 28

日 ，两 者 最 近 时 仅 相 距 3.0°。“天黑

后往西南方望去，很容易找到这两颗

挨在一起的天体。”北京天文馆馆长

朱进说。

有意思的是，心宿二看起来也呈

红色。“心宿二是一颗红超巨星，半径

约为太阳半径的 880 倍，表面温度却

比 太 阳 低 近 3000℃ ，由 于 表 面 温 度

低，看起来是明显的红色。”北京天文

馆的马劲说，心宿二又叫“大火”，英

文的意思则是“火星的敌手”，而且 9

月底火星和“大火”亮度几乎相同，这

两 颗 红 色 天 体 近 距 离 出 现 在 西 南 天

空，很有一较高低的意味。

在古代占星学中，心宿代表着帝

王，而荧惑是不详的征兆。朱进说，古

人将两“火”相遇的天象称为“荧惑守

心”，是很不吉利的天象。但现代科学

已经证明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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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付毅飞）“天宫一号和

天宫二号同时在轨运行的可能性非常大，这

是我们所盼望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主任王兆耀 9 月 26 日在京透露，我国将于

2016年发射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

天宫一号是我国首个空间实验室，于

2011 年 9 月 29 日发射入轨，其设计寿命为 2

年，但时至今日已在太空运行近三年。王兆

耀说，目前监测数据显示，天宫一号在轨运行

正常、状态良好、推进剂充足。专家预测它还

能继续在轨工作相当长的时间。

王兆耀说，天宫一号发射入轨以来先后

与神舟八号、九号和十号飞船圆满完成 6次自

动和航天员手控交会对接，完成了航天器组

合体控制与管理、航天员在轨驻留保障、航天

员在轨维修操作等一系列技术试验验证，开

展了对地遥感应用、空间物理与环境探测和

空间材料试验，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数据信

息和十分丰硕的应用成果，为我国载人空间

站研制建设和运用管理积累了重要经验。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副主任李剑表示，

天宫一号运行期间我们还取得了新的突破。

一是其在轨运行时间已达1092天，所积累的海

量轨道数据非常宝贵。通过这些数据，可以进

一步修正大气对轨道影响的模型，使长弧段轨

道预报精度提高一个台阶；二是天宫一号超期

服役期间开展了大量拓展试验，其中包括一些

对定轨和控制策略模式的试验，都是瞄准空间

站运行模式进行的尝试。此外他表示，针对未

来空间站的长期飞行，需建立一套与之对应的

飞控管理机制。为此该中心联合其他系统共

同开展了运行管理模式方面的探索，取得了很

多有价值的经验。

王兆耀介绍，天宫二号是在天宫一号平台

基础上研制的，重量与天宫一号相当，但是载

荷会发生很大变化，在应用上有很多不同功

能，将主要开展地球科学、生命科学的研究，基

础物理试验及一些新技术试验等。其升空后

将分别与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天舟货运飞船

进行对接，进一步验证空间站建造技术。此

外，我国将于 2018年发射空间站试验核心舱，

预计在 2022年完成空间站建设。目前天宫二

号空间试验室、天舟货运飞船、长征七号运载

火箭、神舟十一号飞船和长征二号 F遥十一火

箭等主要飞行产品已经进入研制生产的关键

阶段，航天员和有关地面设备设施进行了飞行

任务准备阶段，空间站核心舱和两个实验舱及

其配套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也将全面转入飞

行产品的研制试验阶段，海南航天发射场已基

本完工，具备投入使用条件。

我国将于 2016年发射天宫二号
有望与天宫一号联袂开展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