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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２２日，深陷雾霾侵袭的京
津冀地区终于见到了多日不见的蓝天。
随着冷空气的到来，弥漫多日的雾霾终
于消失。大家天天“等风来”，最终伴随
着风，雾霾消散。霾与风究竟有怎样的
关系呢？如何才能更加科学地识霾治霾？

“没有风才有霾”，是这样吗？
呼和浩特市环保局污染物排放总量

控制科科长白金说：“霾的形成，一是
因为污染物的增加，二是因为静稳天气
导致污染物扩散条件变差。”

白金介绍，垂直逆温和水平静向风
共同导致静稳天气的出现，静稳型重污
染天气是指由于出现持续不利于扩散气
象条件导致污染物大范围积累，最终可
吸入颗粒物达到重污染水平。

不少专家介绍说，静稳天气空气状
态相对稳定，因此不容易让人察觉有风
的存在，容易让人误以为是无风导致有
霾；但其实不是因为“风没了”更容易
出现雾霾，而是“风慢了”更容易出现
霾。

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出，风速减小，
已成为导致雾霾天气出现频繁的原因之
一。我国大部分地区平均风速都呈减少
趋势，平均每年减少０．０１至０．０
５米／秒。

风来了霾一定会走吗？
专家们介绍，霾的来去，表面上看

与“有无大风”关系密切，但透过表象

看本质，其实“霾要走”是因为气压变
化导致空气对流加强，风只是空气对流
强烈的一种结果。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柴发合
认为，京津冀大气重污染，主要是本地
积累加上外地传输导致，其中京津冀地
区 自 身 的 排 放 量 对 ＰＭ２． ５ 污 染 的

“贡献”为７０％左右，周边省市的区
域传输占３０％左右。

不少专家表示，掌握霾的流动性，区
域联动治霾才是上策。京津冀联合治霾行
动开始后，今年前４个月，京津冀及周边
地区地级以上城市ＰＭ２．５平均浓度同
比下降超过１４％。

科学识霾治霾才是长远之计
受访专家认为，雾霾来，不是完全

因为无风；雾霾走，更不能依靠起风。
科学识霾，根据自然规律、运用科学方

法治霾，才是长远之计。治霾的关键和
前提，在于摸清污染家底、追因溯源。
要识别污染源、列出污染清单，才能够
从根本上进行对症下药。

不少环保部门人士建议，要建立区
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区域联动一体的
应急响应体系，要用科学和信息化的手
段搭建合作交流平台，共享环境监测数
据，共同开发应用系统。

国家环保部表示，国家正在推动区
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的建立，并逐
步加强区域重污染天气预警体系建设，
集中国家和区域各省市在舆论宣传、环
境监测、气象预报等方面资源优势，构
建区域联动一体的应急响应体系。

从“等风来”散霾，到治霾“不靠
风”，需要的是科学的认知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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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等风来”到“不靠风”：科学识霾治霾路尚远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全面监测
全球二氧化碳浓度分布情况，我国科
技界打出一记重拳。12 月 22 日，我国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
载火箭成功将全球二氧化碳监测科学
实验卫星发射升空。这是继日本和美
国卫星后的第三颗全球“嗅碳”卫星。

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主要温室气体
二氧化碳的浓度已经上升到2500万年以
来的最高值。碳卫星的成功研制和后续在
轨稳定运行，将使我国初步形成针对重点
地区乃至全球的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监测能
力，可以提升我国在国际气候变化方面的
话语权。

碳卫星的另一台载荷——多谱段
云与气溶胶探测仪，可以用来测量云、
大气颗粒物等辅助信息，为精确反演
二氧化碳浓度剔除干扰因素。该探测
仪虽然不是“主角”，但千万别小看它，
它可能给我们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收
获，例如，帮助气象学家提高天气预报
的准确性，并为研究 PM2.5 等大气污染
成因提供重要数据支撑。研究人员表
示，具体如何监测雾霾，要等碳卫星传
送回第一份数据后再做分析判断。

《北京晨报》2016.12.23文/韩娜

碳卫星未来
将监测雾霾

据《西伯利亚科研新闻》杂志载文
报道，托姆斯克国立大学的科学家们正
在研制一种新的银催化剂，用于空气的
过滤净化。

这种催化剂能够分解有毒煤气、
甲醛等有害的空气中颗粒，分解成无
毒的物质。托姆斯克国立大学催化研
究实验室高级研究员马蒙托夫表示，
这种催化剂对于预防煤气中毒和甲醛

中毒非常有效，同时使这些有毒物分
解成无毒成分，还能够分解其它的有
害空气颗粒。马蒙托夫说：“首先，工
业区和城市中，这种催化剂可以用来
防治工业有毒气体排放、抵御森林火
灾引发的雾霾，这种雾霾含有大量的
煤气。此外，催化剂还能够治理化工
厂的气体排放，以及净化汽车尾气”。

环球网2016.12.24

俄国科学家研制防治雾霾催化剂

11 月 23 日 ， 世 界 知 识 产 权 组 织
（WIPO） 发布的年度报告 《世界知识产
权指标》显示，2015年中国专利申请量达
到110.1864万件，占全球总量近40%，超
过美国与日本之和。

“超乎寻常”的中国专利
WIPO 总干事高锐表示：“中国的数

字超乎寻常，是全球首个一年内受理专利
申请超过100万件的国家。”

对此，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知
识产权研究会副理事长李顺德分析，专利
数量的显著提升与我们创新成果的增加、
知识产权意识的增加分不开。

其实，早在今年年初，国家知识产权局
内部就曾经对“2015年发明专利年度申请受
理量首次突破100万件”有过广泛的讨论。
发明专利授权量大幅上升被认为是我国专利
水平获得长足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专利大国到强国的距离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去年收到的100

多万件专利申请中，只有4.2万余件申请
了国际专利。从这一数据可看出，我国在
世界范围内的专利竞争力还有很大的提升
空间。

“我们的专利含金量与发达国家相比
仍有较大的差距，高科技领域的重大发明
还比较少”，李顺德说，“专利的影响力要
看它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要看它对国家发展的推动作用有多大，这
方面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实际上，到2015年我国已连续5年蝉
联“全球第一专利国”。然而，在专家们
看来，我国离知识产权强国还有较大的距
离。

“专利战”怎么“打”
在本次发布的《世界知识产权指标》

报告里，来自中国的华为和中兴通讯都成
为了全球专利数量排名前十的企业。国家
知识产权局做的统计数据显示，通讯企业
是我国专利发展的领军行业。而 10 年
前，这个行业的中国企业却被国际同行的
专利战“打得晕头转向”。

在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过程中，专利
就是底气，李顺德认为，它决定了企业的
产品、技术以及复杂国际环境中的自信。
正因此，虽然对企业来说，从研发到申请
专利的资金投入不少，但这却是企业最不
该省的一笔钱。

“中国高新企业走出去，一定要做好
知识产权战略部署，建立起技术壁垒，才
能最大程度享受高技术带来的高收益。”
北京高精尖科技开发院院长汪斌说。

除了研发投入以外，如何挑选、申报
专利也是一门学问。专家认为，在鼓励研
发人员“写专利、报专利”的同时，“选
专利”也至关重要，逐步学会运用游戏规
则，趋利避害，是中国企业走向国际竞争
的第一步。 《科技日报》2016.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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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凭孩子的唾液，就能检测出孩
子的天赋？最近，朋友圈里传的“一口
唾液测天赋”，唾液检测的结果可以看出
孩子是否具有运动天赋、音乐天赋、舞
蹈天赋、绘画天赋、语言天赋、交际天
赋。

唾液寄给商家 就能收到天赋报告
用户只要在淘宝上下单，就会收到

快递过来的工具，用其中刮条刮孩子口
腔的唾液，收集到器皿中，再密封寄回
去，就能收到孩子天赋检测报告。各家
店检测的价格差距很大，从一两百元到
六七千元的都有。

一家淘宝店客服解释说，这类检测
的依据是多元智能理论：每个孩子都拥

有与生俱来的多元智能，由于遗传和
生活经历的差异，智能的强项和弱项
不同。而基因检测就是选取一些对某
些能力起关键作用的基因位点进行检
测。唾液送到实验室后，首先进行细
胞破碎和 DNA(基因)的提取，随后对
DNA质检。

一家基因检测研究所举例说，比
如肌肉爆发力，已有研究证实与它最为
相关的基因为ACTN3基因。

“天才”各不相同 运动天赋或可测出
多元智能倒是已经得到认可，它认

为，人有八大智能，包括语言、数理、
音乐、空间、逻辑数理、人际交往、自
然观察、自我认识等。

但是，从基因真的能看到人的天
赋？厦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林圣彩对此
嗤之以鼻，他说，不靠谱！理论上说，
天才不是单基因的因素，是组合的结
合，排列组合的可能性是巨大的。

浙江大学医学部基础医学系教授祁鸣
认为，天赋基因肯定是存在的，但是要研

究才华天赋则相对比较难。“天才”个个
都不同，不容易找出可重复验证的显著基
因。才华、成功通常是多个基因、多个环
境因素以及后天艰辛努力的结果，一两个
基因无法决定人的成功。祁鸣则强调，永
远不要低估后天努力的作用。

不过，他认为，运动天赋基因检测
相对靠谱一些，肌肉爆发力、肌肉耐
力、骨密度水平等是比较明确的，其他
天赋基因目前认知比较粗浅。

林圣彩则认为，对于某些特性，作为
参考是有一定价值，但是，也仅仅只能作
为参考，譬如说，测出有运动基因，但
是，如果孩子呼吸量不行，那也白搭。

提醒：这类基因检测可能耽误孩子
林圣彩说，如果测出孩子没有某种

天赋基因，那么，你给孩子贴一个标
签，判定他在这个方面不行了，那么，
这类基因检测可能会耽误孩子——很可
能拥有我们现在还不认识的天赋基因，
还可能构成歧视。

《钱江晚报》2016.12.24文/佘峥

最近“5G”(第五代通信技术)概
念非常火爆。中国移动总裁李跃明确表
示，将共同推动 5G 全球统一标准，希
望 在 2018 年 能 够 推 动 5G 的 试 商 用 ，
2020 年实现全国范围的 5G 商用。

5G有多快：千兆带宽
在 4G 时代，网络传输速度能达到

10Mbps 或 20Mbps， 从 用 户 体 验 上 看 ，
这样的“百兆级”速度已经是非常快，
由此带来互联网手机视频的繁荣。

而 5G 时代，无线网速将能达到每
秒数千兆比特，也就是上述 4G 网速的
10 倍甚至在网络布局良好区域达到百
倍，即几百个 Mbps，并且时延更短。

不止有网速：“万物互联”
高速网络催生更多的相关应用。通

信技术专家、高通高级研发总监及中国
研发中心负责人侯纪磊博士说，5G 基
本上体现出三个方面的效果：第一是增
强型移动宽带，大家日常感受明显的高
清视频、虚拟现实应用等就是代表，未
来远程医疗也会依靠 5G 网络而实现 3D
超高清呈现；第二是关键业务型服务，
比如各行各业的互联网服务，可以实现
机器人或者无人驾驶应用；第三是海量
物联网，也就是我们日常提到的智能家
庭或者智慧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实现早
先提出的“万物互联”的远景。

5G手机：高速网络挑战电池能力
5G 手机已经箭在弦上。高通的侯

纪磊博士透露，预计骁龙 X50 在 2018 年
商用，在一些运营商网络上进行试验或
大规模预商用。

早在今年 2 月巴塞罗那世界移动通
信大会上，中兴通讯联合中国移动正式
发布最新型的 5G 高频原型机；而今年 9
月份的北京 2016 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
展览会上，爱立信也展示了 5G 无线原
型机。

不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到了
5G 时候，由于网速将能够达到千兆级
速率，这对于手机电池是一个很大的挑
战。

《羊城晚报》2016.12.23 文/黄启兵

5G已在风口浪尖

高速网络挑战电池能力

中国专利申请量超美日两国总和

我国离“专利强国”还有较大距离

一口唾液能测出孩子天赋？

工作人员为儿童做唾液采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