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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科技创新、、科学普及科学普及

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

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

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没没

有 全 民 科 学 素 质 普 遍 提有 全 民 科 学 素 质 普 遍 提

高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

高素质创新大军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难以实

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

———习近平—习近平

《科普时报》设立了要闻、新知·解读、科学·传播、
自然·生态、书香·文史、社区·消费、健康·情感、教
育·智慧等八大板块内容，内容涵盖科普所涉及的主要
领域。下一步《科普时报》将重点发力青少年科普（进
校园）、中老年科普（进社区）、重点行业科普、重大科
技成果科普等四个领域，竭力打造《科普时报》科普全
媒体平台的品牌美誉度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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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卫星通讯人士关注到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公告了一条消息：2019
年全国主要城市秋季卫星日凌时间预
告，对不同的通讯卫星在不同城市的日
凌时间进行了通知。而静止气象卫星地
面系统工作者也在8月16日收到了国家
卫星气象中心发布的一份公告：关于风
云二号F、G、H （E） 星秋季地影的公
告，对不同静止气象卫星进入 2019 年
秋季地影管理进行了业务部署。

两则公告内容在业内人士眼里不过
是每年春秋分前后都要应对的惯常工
作，可在公众眼里似乎就显得神秘莫
测，现在我就为大家科普解读一下这两
个专业概念后面的秘密。

太阳、地球和静止卫星之间的关系
要说清“日凌和地影”的概念，必

须要从静止轨道卫星（以下简称静止卫
星）、太阳、地球三者的关系讲起。

日常情况下，静止卫星、地球、太阳
在各自轨道上互不干扰、和谐相处。在没
有日凌和地影出现的日子里，卫星是地球
眼中完美的好友，它安静地每天围着地球
保持相对静止地运转，太阳也潇洒地在自
己地轨道上运行，一切按部就班、祥和宁
静。都说“距离产生美”，三者就这样彼
此保持着间距和独立，互相欣赏、各自快
乐、相安自在。

然而，每到春分、秋分前后，太
阳、地球、静止卫星三者之间因位置的变

化会产生一些矛盾，“日凌和地影”的出
现令卫星和地球及太阳产生隔阂，受到伤
害的卫星或身心疲惫或无法正常工作。而

“日凌和地影”作为由天体运动轨迹所决
定的现象会周期出现、无法避免。

日凌，令卫星在太阳强光下心不在焉
日凌，把字面拆解就是太阳欺凌，

欺凌谁呢？原来太阳会“欺负”静止卫
星。在春分秋分前后的某天，运转到太阳
和地球之间的静止卫星突然发现太阳和地
球关系密切起来，地球原本一直对准自己
的天线此刻也对准了太阳，强大的太阳发
出热情的鼓噪使卫星和地球天线的正常交
流（通讯）受到严重影响，“日凌”的干
扰对卫星本身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但很

显然影响了卫星的“好心情”，太阳强大
的噪音干扰和地球接收天线对太阳的积极
呼应令卫星变得心不在焉，有时错过“接
收信息”，有时又中断“信息发送”，严重
起来甚至“不接电话”“拒收信息”。

地影，令卫星在地球阴影里生无可恋？
受了委屈的卫星在春分和秋分前后

的午夜，避开太阳的干扰静静地转到太
阳和地球的背面。此刻的它看不到太阳
热情洒向地球的光芒，却也把自己置于
阴森森的地影里。失去太阳能量补给的
卫星体开始迅速冷却，更难为搭载的仪
器提供能量，原本希望避开太阳得到幸
福，却在失去热源中越来越虚弱。

为了不再给虚弱的卫星太多压力，

为了保护其携带设备的使用寿命，为了
保证它的安全稳定运行，地面运行控制
中心及指令数据接收站这段时间会密切
配合，在卫星进、出地影区前后准确无
误地向卫星发送各种指令（开、关卫星
有关设备），静止气象卫星还停止了一
切收图与转发业务，直到卫星走出阴影
区，温度恢复到0℃以上且能稳定平衡
后，工作人员在确定卫星已恢复了元
气，才将工作流程恢复到正常状态。

日凌和地影与大众有什么关系吗？
大家现在知道了，每年春分和秋分

都会出现静止卫星无法正常通讯（日凌
中断）的现象，通讯中断的时间与地面
站纬度、天线大小、工作频率有关，最
长单次中断通常不会超 10 分钟，周期
不超 10 天；每年卫星身处地球的阴影
中一年也会发生两回，每回在节气前后
各 23 天 （比日凌的持续时间长很多），
全年超过 90 天。在完全进入地影时段
单次最长可持续72分钟。

（下转第八版）

秋 分 地 影 至 卫 星 测 控 严
□□ 曹 静

秋天是亚丁色彩最为斑斓的季节，此时这里游人如织，人们不顾高原反应对身体的折磨
也要一睹亚丁的风采。

稻城亚丁景区坐落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香格里拉镇境内，其特有的冰川遗迹
景观为世人所追捧，被誉为“水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

亚丁景区内有三个著名的海子，被当地人奉为圣湖的牛奶海、五色海和珍珠海，它们都
是由冰川融水汇聚而成的高山湖泊。其中牛奶海为三大圣湖之首。从高处俯瞰，牛奶海好似

一颗镶嵌在山坳上的绿松石。而海拔最高的圣湖五色海亦让人神往，其静静地荡漾在央迈勇
和仙乃日两座神山的怀抱里，随阳光的变化折射出不同的色彩，如同任性的画家肆意挥洒着
颜料。

除高山湖泊外，以雪域圣山为背景，金黄的草甸、交织的河流和草场上奔驰的骏马在光
影变幻下构成了一幅浓墨重彩的画卷，让人不得不感慨大自然对于亚丁的厚爱。

文/图 蔡子芊

科普时报讯 （记者侯静） 科技人员如何更
加积极主动地投入科技传播工作？科普媒体又
能为科技人员参与科普提供哪些支撑条件？9
月 26 日，由科普时报社、中国科普网主办的

“科普期刊融合发展交流沙龙第二期”活动在
京召开。在沙龙活动中，与会科普媒体负责
人、科普专家围绕科普媒体如何助力科技人员
参与科学传播工作展开了热烈讨论。

《天文爱好者》杂志社社长李鉴从近些年的编
辑工作实践出发，针对不同类型的科技和科普工
作者，给出了 《天文爱好者》 的策划、组稿思
路。他们挖掘的不少年轻作者，许多都从编译开
始起步，逐渐成为撰写科普文章的行家里手。而
一些中青年科研骨干的本职工作往往十分繁忙，
编辑就们通过参加各类学术会议、学术报告，寻
找选题并进行组稿。有的文章就是直接在聆听报
告和采访的基础上整理成文。许多科学家甚至是
老院士都十分热心于科学普及，让他深受感动。
在编辑工作中，《天文爱好者》特别强调科学示意
图的制作，发挥科普期刊的优势，让高冷的科学
知识更加平易近人。李鉴提出，在媒体融合的时
代，科普期刊可以通过签约特别撰稿人等形式，
盘活科普资源，对内容多渠道开发，多渠道发布。

《科学故事会》执行主编阮帆结合办刊宗旨、
定位、发展规划等问题，提出推广科学故事、推
广科普阅读，要进行多方面传播，如一次收集素
材，多元化创作，多平台推广。未来线上线下活
动，包括推动科学家与青少年互动，以及教师和
青少年的科普培训活动等，“我们以后还要推出一
些活动，包括科技传播、培养计划、读者俱乐
部、分享会等活动，希望利用活动让科学传播有
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空间。”

科普期刊如何用生动语言把科学知识讲述给中
小学生或者大众来听？如何让科普故事更加吸引
人？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教授、科学技术研究院
院长赵毅鑫认为做到这些还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企
业里的科研人员关注新产品研发及新技术应用，并
追求新技术和产品为企业带来更大的竞争力和经济
效益；高校和科研院所里的科研人员关注的是如何
通过科技创新解决“卡脖子”问题，关注如何能把
科研成果转化成变成生产力，而并非科普。大学教
师平常多数时间在上课和科学研究等，工作压力挺
大，如何能更好地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来做科普
是需要有效激励措施和体制机制创新的。

如何鼓励科技人员通过科普期刊进行科普？
赵毅鑫认为首先让大家都认识到科普是一种社会
责任的担当，其次可在职称评定、岗位聘任中增
设相应业绩考核指标，逐渐使在科普期刊投稿成
为一种责任，“我相信在有效的激励政策推动下，
加之利用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新兴技术手段，广大
的科研人员是愿意做好科学普及工作的。”

在接下来的自由发言和讨论环节，《科技导报》编辑部编
审、副主任陈广仁、《中国科技教育》 副主编秦丽雪、《中国
国家天文》 编辑部主任黄京一、《大自然》 编辑部主任苗雨
雁、《气象知识》 编辑李陶陶、《科学世界》 编辑孙天任、北
京星途探索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李其畅、北京交通大学
国家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博士陈征、卓众出版科学传播中心主
任苏婧等嘉宾，围绕科普期刊如何准确开展科学传播从而提
高对科技人员的吸引力，科技人员如何通过科普媒体与读者
沟通促进公众理解科学，科普媒体如何积极助力科技人员参
与科学传播工作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详细报道见下期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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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确保 CPU 芯片的硬件安全，
是学术界和产业界一直面临但尚未解
决的国际公认难题。清华大学硬件安
全与密码芯片实验室团队提出了基于
高安全、高灵活可重构芯片架构的

“CPU 硬 件 安 全 动 态 监 测 管 控
（DSC） 技术”，可有效应对CPU硬件
漏洞威胁，首次实现了芯片内第三方
硅监控的 CPU 硬件安全解决方案，
大幅提升CPU芯片的硬件安全性。

CPU芯片是计算系统中的核心部
件，针对 CPU 硬件安全的攻击可能
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比如去年被曝光
的“熔断”“幽灵”CPU 硬件漏洞，

主流高性能处理器几乎无一幸免，现
存亿万台服务器、台式机、手机存在
信息泄露风险，引发了安全领域的一
场大地震。

实际上，随着计算机和半导体技
术的发展，CPU芯片已经成为高度复
杂的芯片，其设计、制造、封装及测
试等过程涉及到全球化的产业分工，
对所有环节实施有效监管几乎不可能。

要在组成CPU的数十亿到上百亿
颗晶体管中发现仅由数十颗晶体管就
可以组成的恶意硬件，也是不可能完
成的任务。而人为疏忽或技术限制造
成的硬件漏洞，更是难寻踪迹，防不
胜防。

传统的通过检查CPU芯片的设计
源码、网表、版图、管芯来查找恶意
硬件和硬件漏洞的方法，就如同大海
捞针，完全不可行。除硬件漏洞以
外，还包括后门，例如 CPU 内嵌子
系统 PSP，可被远程控制；前门，例
如CPU微码 （uCode，即CPU硬件补

丁） 被恶意利用后，可改变指令行
为；以及其他一些可能存在的恶意硬
件，例如硬件木马等。

清华大学研发的这项新技术可通
过动态、实时监控 CPU 运行过程中
的 “ 合 法 行 为 ” 来 发 现 “ 非 法 行
为”，从根本上克服了传统的 CPU 安
全隐患、技术漏洞难以被监测和发现
的困难。硬件木马、硬件漏洞 （如

“熔断”“幽灵”）、硬件后门以及恶
意利用硬件前门的行为，都能被该技
术迅速发现并根据需要进行管控。

DSC技术充分利用了可重构动态
监测管控芯片的特性，能够在 CPU
运行过程中快速检测出由于遭受恶意
硬件攻击或者由于硬件漏洞、前门、
后门被非法利用而引起的 CPU 非预
期行为。在此基础上，再根据用户需
要 对 CPU 芯 片 进 行 技 术 管 控 ， 例
如，在检查出非预期行为后，可随即
暂停 CPU 的工作、可报警并继续收
集 攻 击 数 据 然 后 再 暂 停 CPU 的 工

作、也可切断恶意硬件攻击的信号路
径等。

该技术将CPU从逻辑上分为两部
分：一部分是 CPU 运算引擎，另一
部分是 CPU 监测管控电路。其中，
运算引擎用于完成通常的运算任务，
而监测控制电路则借助可重构计算逻
辑，在不影响运算引擎正常工作的情
况下，通过对比 CPU 运行时硬件的
实际行为与指令集给出的预期行为的
差异，来实时判断 CPU 是否产生了
非预期的操作，进而判定其是否存在
硬件安全威胁。

基于这一技术和相关芯片，设计
完成了首款具备硬件安全管控能力的
服务器 CPU 芯片。目前，有多家服
务器企业已基于该技术完成了高性能
商用服务器的研制，部分产品已上市
销售。

（作者系清华大学微电子研究所
长聘教授，硬件安全与密码芯片实
验室主任）

秋 日 的 稻 城 亚 丁秋 日 的 稻 城 亚 丁

要追的星，是周恩来总理指示研发、晚年心心牵挂的卫星；是朱镕基总理、温家
宝总理做过多次指示的卫星；是被习近平主席一年内三次提及要服务于一带一路等国
家的卫星；是在中国航天最低迷的时候被铭刻在中华世纪坛的“争气星”；是一上天
就在中国西部大地“遇风云绘神龙”的长寿卫星；是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
英雄卫星；是拍摄了精美地球画面被作为微信登录页面倍让国人自豪的“地球最牛摄
影师”卫星；是在天气预报、气候变化、重大灾害及国家大事中不可或缺的离百姓最
近的卫星；是被世界气象组织认定为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卫星……

然而，它的诞生成长之路，经历过紧迫的搭桥手术、经历过惊险的太空营救、
经历过绝望的测试爆炸、经历过心碎的胎死腹中、经历过不幸的过早夭折、经历过
无奈的英年早逝……一路坎坷，而今誉满中外！

它是谁？它就是诞生于中国、闻名于世界的国之重器——风云气象卫星，欢迎
大家跟我走近《追星逐梦》栏目，在追风云星逐科技梦中，在心里种下卫星气象高
技术的种子，并期待其开花结果的一天早日到来。

为为 CPUCPU 芯 片 的 硬 件 安 全 保 驾 护 航芯 片 的 硬 件 安 全 保 驾 护 航
□□ 刘雷波刘雷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