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发明汽车和飞机之后，并没有停
止过创新的步伐，甚至一直梦想能够利用
一个周末，去太空做一次短途旅游。那
么，就让我们畅想一下几种明日的梦想旅
行工具。

随着城市交通越来越拥堵，人们梦想
着有一天，能够肩背喷气包 （personal jet
packs） 飞翔于天空，以替代汽车作为通勤
工具。不过现实却击碎了人们的这种梦
想，许多因素可能会阻止其广泛使用。首
先，安全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喷气背
包在半空中爆炸，那么携带者必死无疑；
其次，燃料是另一个问题。比如麦康伯式
喷气背包 （MaComber's jet pack） 在燃料
耗尽之前，总计只可飞行 30 秒，而添加
更多的燃料，喷气包的重量就会大增。此
外就是制造成本，如每个麦康伯的喷气背
包需要 20 万美元。当然，安全因素是喷

气背包最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然而，距离梦想最接近的代步工具

——无人驾驶汽车，即将成为现实。当你
走进车库，坐上汽车说一声：“带我出去
兜风。”谷歌的无人驾驶汽车早已通过测
试，可以上路了。这种技术还将继续加以
完善：自己泊车，智能巡航控制系统可使
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自我放慢速度或加速。
现在无人驾驶系统的驾驶座上仍然需要人
坐着，真正无人驾驶必须实现不设方向
盘、制动踏板或油门，在密集的商业地区
更像一辆出租车。

不过，人们暂时还不习惯完全让机器
来控制汽车，所以“车夫”暂时还不会离
开你身边。而且，涉及到新的汽车技术，
推广开来还需要更多的制度规则的建立。

而在7月11日，英国亿万富豪，维珍
银河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抢在世界首

富贝佐斯之前，首次成功完成亚轨道旅
行，成为亚轨道级商业航天游第一人。有
媒体称，这一事件标志着太空旅游从设
想、实验，变成了现实。但也有人认为，
这仅是一次亚轨道飞行，根本无法与载人
地球轨道飞行相提并论。

笔者认为，对于此类事件，必须强调
的是，科技发展的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地从
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过程。紧接着维珍银河
的这次尝试，7 月 20 日，亚马逊 （Ama-
zon） 创始人杰夫·贝佐斯 （Jeff Bezos） 搭
乘其太空探索公司的蓝色起源 （Blue Or-
igin） 航天器，也成功进入太空并安全返
回；马斯克则制定了一项计划，决定在
2050年之前将100万人送上火星。这些一
步一个脚印地不断尝试，未来总有一天将
使太空旅行计划变为现实。

此次布兰森的亚轨道旅行，飞行速度
是音速的 3.3 倍，目前最快的民用飞机速
度是音速 0.85 倍，差不多快了 4 倍；而且
布兰森已经 71 岁了，连他都行，这为普
通人能否乘坐太空飞机提供了参考。

其实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条航班
都想减少飞行时间，最好能提高到超音
速。而影响速度的破音障技术，早在“二
战”后就成熟了，如之前的协和号超音速
飞机，停飞主要是能耗的问题。只有当材
料和发动机更先进时，超音速飞机才会经
济实惠地被广泛地推广使用。

虽然并非人人都能进入太空，但这
些前沿技术如能降低成本，并推广到民
用或者商用的话，可以大大提升飞行速
度，假如不考虑时差，早上，我在多伦
多吃早饭，午饭就可以到上海吃了，这
就和每一个人都息息关。7 月 20 日，由
中国中车承担研制的，具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的世界首套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

浮交通系统在青岛正式下线。作为世界
轨道交通领域的尖端科技成果，目前该
系统已完成集成和系统联调，是当前速
度最快的地面交通工具。

这则“抢占交通强国制高点，全球最
快的磁浮系统中国面世”的消息，不禁令
人想起了几年前，伊隆·马斯克 （Elon
Musk） 透过互联网，推出了他的“超级
高铁”（hyperloop，真空管道技术） 的概
念——车厢将会在空气被几乎抽干、几乎
在毫无空气阻力的封闭轨道中移动，就像
喷气飞机在极高海拔飞行时那样，轨道中
仅存的空气，将通过空气压缩机抽到车厢
的后面以此推动前进，时速达到每小时
1220公里，并且耗能极低，从旧金山到洛
杉矶只需 30 分钟，而成本比高铁将大幅
降低。而且随着技术的提升，通行旅程的
加长，时速最终可高达每小时4000公里！

多伦多到蒙特利尔的 hyperloop 即将
试运行了 （要不是疫情，去年就能试运行
了），现在坐飞机需要一个半小时，而
hyperloop只要45分钟。

总之，奥林匹克格言更高更快也正是
人类在出行时的不断追求。未来人类的地
球旅行将会有更多的选择，希望在半天之
内可到地球任何一个地方，或一小时生活
圈，可以工作在北京，生活在上海。随着
维珍银河、蓝色起源，特别是 SpaceX 的
不断尝试，周末去太空做一次短途旅游的
梦想，未来一定也都能成为现实！

（作者系加拿大某国际财团风险管理
资深顾问，科幻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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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录音机来听课

科学普及工作的另一个主要方式是科技
培训。每年冬季，我都会穿梭于南北疆的农
场和县乡之间，参加“科技之冬”活动。

由于长期的科普工作实践，使我与农民
有了许多共同语言。我知道他们喜欢听什
么，怎么讲他们最容易理解。因此，我讲课
内容尽可能联系当地生态条件和生产条件，
讲解适合于当地作物的高产实用技术；或针
对生产中出现的新问题，讲解决的办法。在
授课形式上，我尽可能用人们熟悉的事物作
比喻或编成群众喜闻乐见、好学好记的顺口
溜；同时放映直观、形象的照片。因此，培
训效果还不错。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应邀到和硕
县包尔图牧场一个农业队去讲春小麦栽培
技术。

包尔图牧场是一个以牧业为主的单位，
职工对农业技术不太热心。到了讲课时间，
教室里只稀稀拉拉坐着十几个没精打采的职
工。邀请单位很过意不去，我却毫不犹豫地
走上讲堂，开始给十几个听众讲课。讲着讲
着，听课的人逐渐增加到二十多个。

课间休息时，我问一个职工：“听不听
得懂？有什么意见和要求？”他说：“听得
懂，你讲得好。过去我们的农业技术课，是
听课的人越听越少。你看见了吗？今天听你
讲课，只有进来的，没有出去的，听课的人
越来越多。”

课间休息后，大概是听课的人回去“宣
传”，教室里一下增加到四十多人。据说，
这个农业队的青壮年几乎都来了。

无独有偶，有一年，我应邀到131团场
去给连队干部讲棉花栽培。吃中饭时，该团
副团长说：“陈老师，我注意到课间休息
前，第一排桌子都空着，没人坐；但休息以
后，第一排全坐满了，而且大家都在认真做
笔记。这是过去冬季培训少有的，说明大家
喜欢听你讲课！”以后几年，他们都邀请我
去参加他们的“科技之冬”活动。

还有一件事让我感动。大约是2005年冬
天，我到第八师职业技术培训中心给河南来
的新职工讲课。课间休息时，一位青年职工
给我说：“陈老师，去年听了你的课后，我
回去按你讲的做，棉花增产了，年底收入了
两万多块钱。今年培训本来没有我，是我硬
要求来参加的。这次我带了一台录音机，要
把你讲的课全部录回去，经常听，争取把棉
花产量再提高一点。”听到职工应用科学种
田知识，提高了产量，增加了收入，我心里
很高兴。连忙鼓励说：“好！好！争取明年
产量更高，收入更多！”

这些科普实践使我进一步理解了科普工
作的意义，增强了我做好科普工作的信心。

新疆地域辽阔，农区之间距离远，因
此，为了“科技之冬”，每年冬天我都要不
断地往返于南北疆农区。有的同志担心年过
六旬的我会被这种“连轴转”压垮；但我觉
得，能为新疆农业的发展做点事，值得！

看得见、摸得着的“课堂”

由于我每年夏天都要到生产第一线去调
研，加上频繁的科技培训，所以许多农民、
农工朋友都认识我，经常通过电话或面谈等
方式给我提出生产中遇到的各种疑难问题；
下连队时，也常有职工拦住我问这问那，或
带我到他们的地里去现场解答问题；有些细
心的职工还会把有问题的棉株拔去让我诊
断。因此，我经常利用田间地头进行现场诊
断和现场培训。由于现场培训时，棉苗的各
种形态看得见，摸得着，讲解的问题易学易
懂，还能马上解决问题，因此培训效果很
好。每当我看到他们在培训结束时那满意的
笑容或点头默认时，心里都是美滋滋的。

1998年5月13日，129团遭到了严重雹
灾：受灾面积达2万多亩，占全团棉田面积
的四分之一，其中重灾面积达1.2万亩。

当时，我正在 129 团做科技服务工
作。第二天一早，我参加了灾情调查组对
受灾棉田进行实地调查。调查后，我根据
棉苗受害特征和存活的可能性等，将受灾
棉田分为四类，并提出各类棉田的灾情指
标和救灾措施。

下午，全团的救灾现场会分别在四种类
型的受灾棉田进行。会上，我讲解了如何根
据受灾棉田的主要特征，对棉田进行灾情分
类和不同灾情的救灾决策。散会后，各连队
马上对受灾棉田进行了分类，并实施了针对
性的救灾措施。

后来，在由于及时对受灾棉田实施了科
学分类和科学决策，受灾棉花的生长得到了
较快的恢复。年底，重灾的129团棉花单产
获得了与上年持平的收成。

2004年，我到184团科技服务不久，就
发现该团大部分棉田土壤缺锌。我建议及时
召开现场会。会上，我现场拔取有缺锌典型
性状的棉株，向大家介绍了棉花缺锌的“瓢
型叶”和“老小苗”的形态特征，使大家很
快就联想到了自己棉田缺锌的苗情。我还介
绍了几条简单易行的补锌途径。这次现场会
及时解决了制约该团棉花生产的瓶颈，为该
团棉花单产的快速提高和职工的增产增收扫
清了一个重要的技术障碍。

（作者系新疆农垦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研
究员）

科 技 培 训 让 农 民 “ 腰 包 ” 鼓 起 来
——我的科普故事（下）

□□ 陈冠文

图为2004年作者在新疆兵团184
团与农工朋友交流

几十年的科普生涯，我去
过机关学校、社区街道、工厂
企业、农村军营，这回是第一
次到游轮上进行科普讲座。

那是在6月初，众信集团研
学旅行部王萍等人同我商量暑
假组织一次长江三峡游轮研学
旅行，邀请我在游轮上作科普
讲座，我感到很新鲜，欣然应
允。随后在项目介绍会上，我
作了初步介绍，游客们很感兴
趣，纷纷报名参加。

7 月 13-21 日，重庆-武汉
游轮9日游顺利进行。世纪宝石
号游轮从重庆涪陵港上船，经
游丰都、忠县、云阳、奉节、
观夔门、过瞿塘峡、游巫山神
女溪、过西陵峡，宜昌五级船
闸过三峡大坝，过葛洲坝，经
荆州、岳阳到武汉下船。

一路上，除了在过三峡大
坝和葛洲坝时同游客有过一些
交流外，我还在 7 月 20 日下午
在游轮五层大厅作了题为 《长
江·三峡·科技》 的科普讲座。
首先介绍世界十大河流，分别
是尼罗河 （全长6671千米）、亚
马孙河 （全长约 6440 千米，是
世界上流量最大、流域面积最
广的河流）、长江 （全长约6300
千米，全在中国境内）、密西西
比河 （全长 6262 千米，全在美
国境内）、黄河 （全长 5464 千
米，全在中国境内）、澜沧江－
湄公河 （全长 4880 千米，在中
国境内的河段澜沧江长 2198 千
米）、伏尔加河 （全长 4690 千
米，注入里海，是世界上最大
的内陆河）、黑龙江 （全长4370
千 米 ， 在 我 国 境 内 的 长 度 为
3474千米）、勒拿河 （全长4300
千米）、尼日尔河 （全长4197千
米）。

我特别强调了位于中国境
内的长江、黄河，它们都是中
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国是世界
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明
上下五千年，是长江、黄河流
域孕育了人类最古老的农业文
明 之 一 。 正 如 习 近 平 所 指 出
的：“在绵延5000多年的文明发
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闻
名于世的科技成果。我们的先
人在农、医、天、算等方面形
成了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取得
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一大批
发明创造。”

然后，我介绍了世界上的
十大水坝，分别是格鲁吉亚的
英古里坝、中国的三峡大坝、
美国的胡佛水坝、巴基斯坦的
塔贝拉坝、瑞士的大迪克桑斯
坝、美国的葛兰峡谷大坝、美
国的大古力水坝、埃及的阿斯
旺水坝、巴西的伊泰普坝、美
国的奥罗维尔坝。

我重点介绍了位于湖北省宜昌市三斗坪镇
的三峡大坝。三峡大坝系混凝土重力坝，高
185 米，正常蓄水位 175 米，大坝长 2335 米，
具有防洪、发电、航运三大功能。

1992 年 4 月 3 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
议以1767票赞成(超过2/3有效票数)、177票反
对、664 票弃权、25 人未按表决器通过 《关于
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1994 年 12 月 14
日，三峡工程开始兴建。2003 年 6 月 1 日开始
蓄水发电，于2009年全部完工。

三峡水电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
也是中国有史以来建设最大型的工程项目。

我也介绍了中国历史上坐落在成都平原西
部岷江上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始建于秦昭王末
年 （约公元前 256 年～前 251 年），是蜀郡太守
李冰父子在前人鳖灵开凿的基础上组织修建的
大型水利工程。它由分水鱼嘴、飞沙堰、宝瓶
口等部分组成，两千多年来一直发挥着防洪灌
溉的作用，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沃野千
里的"天府之国"，至今灌区已达30余县市、面
积近千万亩，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
唯一留存、仍在一直使用、以无坝引水为特征
的宏大水利工程。

关于长江的保护利用，我特别引用了最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的要求，筑牢长江上游重要
生态屏障。习近平强调，如果长江经济带搞大
开发，下面的积极性会很高、投资驱动会非常
强烈，一哄而上，最后损害的是生态环境。过
去已经有一些地方抢跑，甚至出现无序开发，
违法挖河砂、搞捕捞、搞运输，岸线被随意占
用等情况，如果这样下去，所谓的长江经济带
建设就变成了一个“建设性”的大破坏。所
以，习近平强调长江经济带不搞大开发、要共
抓大保护，来刹住无序开发的情况，实现科
学、绿色、可持续的开发。

这次讲座，持续时间一个半小时，加上提
问讨论、互动交流，差不多两个小时，收到了
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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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本文作者在长江三峡游轮上作
科普报告。

（作者系国家
教育咨询委员会委
员，中国科技馆原
馆长、研究员）

长江三峡科普
王怀国篆刻

余生趣潭

未 来 旅 行 工 具 何 时 “ 梦 想 照 进 现 实 ”
□□ 陈思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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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以来，河南出现持续性强降
水天气，多地出现暴雨、大暴雨，部分地
区出现特大暴雨。

此次降水过程强度为何如此之大，持
续时间为什么这么长？

河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宁说，此次降
水具有极端性。嵩山、偃师、新密、伊川、登
封等5个站点突破建站以来日降水量历史极
值。嵩山、巩义、新密、偃师、登封等5个站
点突破建站以来3日累计降水量历史极值。

张宁介绍此次降水具有持续时间长、
累积雨量大、强降水范围广几个特点：7月
17日开始，河南省西部、中西部地区连续
四天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并且强降水仍
将持续；全省平均降雨量113.5毫米，郑
州、焦作、新乡平均降水量分别为357毫

米、210.6毫米、194.5毫米，最大降水量
出现在荥阳市环翠峪728.0毫米；全省共有
4098个雨量站降水量超过50毫米，大于
100毫米的有1923个，大于250毫米的有
606个。

造成此次强降水天气过程的原因是什
么？张宁介绍说，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
大陆高压分别稳定维持在日本海和我国西
北地区，阻挡了上游系统移动，导致西风
带低值系统在华北、黄淮地区长时间维
持。受深厚的东风急流及稳定的低涡切变
影响，配合河南省太行山区、伏牛山区特
殊地形对偏东气流的强辐合抬升效应，使
得强降水中心主要分布在河南省西部、西
北部沿山地区稳定少动，造成了河南省长
时间降水。 （付丽丽）

这 次 暴 雨 为 何 这 么 强

“龙吸水”、翼龙无人机、动力舟桥、
机器人、卫星电话……自河南发生强降雨
以来，许多高科技救援设备在抢险救灾中
发挥了用武之地。

“龙吸水”：一小时抽干一个大
型游泳池

7月23日以来，前来驰援的湖南消防
指战员，持续在郑州市商都嘉园小区等多
个作业点进行紧急排水。此次他们专程带
来“龙吸水”设备，累计5小时排出积水6
万余立方米，相当于1.7万余人平均一个月
的用水量。

“龙吸水”学名为应急排涝救援车。车
上8个水泵同时工作，一小时能抽4000吨
水，相当于一个大型游泳池的容量。

无人机：紧急恢复通信5小时

暴雨骤袭，通讯中断，不知道家人情
况，不了解避险救灾信息，是身处灾区的
群众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米河镇的乡亲们，因暴雨致通信中
断，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翼龙无人机抵达
你镇上空，可暂时恢复中国移动公网通信
……”这样一条短信，点亮了巩义市米河
镇受灾群众的手机屏，稳定了人心。

接通灾区“救命网络”的翼龙无人机
空中应急通信平台，为灾区提供了5个小
时的通信保障。

翼龙大型长航时无人机应急通信系
统，利用大型固定翼无人机搭载中国移动
无线通信基站。当无人机上升至高空时便

形成了临时的“基站塔”，可摆脱地面供
电、通信回传的束缚，快速打通指挥中心
与指定区域之间的通信。

动力舟桥：快速救人的“水上
方舟”

连日来在紧急转移救援被洪水围困村
庄的群众时，两台动力舟桥发挥了重要作
用。

在被洪水淹没的前稻香村、后稻香村
等附近，冲锋舟往来穿梭，将被困群众送
上长动力舟桥，前往安全地带。

每台动力舟桥长40米、宽8米，外形
如同一艘水上“方舟”，可满载450人，按
每小时10.8公里的速度实现快速水上机动。

这两款应急动力舟桥，是目前国内最
为先进的水上救援装备之一，可实现快速
架设浮桥和结合漕渡门桥，组合成各种形
式的浮式结构，保障大型装备和人员通
行，有效解决涉水抢险难题。

“海豚1号”机器人：水面救生
“神器”

一个个红色的小精灵，如同海豚一般
灵活游弋，寻找被困在积水中的待救人
员。被救人员抓牢它们身上的把手和和绳
索，就可以被带往安全地带或救生艇。7
月21日凌晨，来自珠海云洲智能的118台

“海豚1号”到达郑州，助力救援。
“海豚1号”是一款可以远程遥控操控

的智能化救援设备，是一种水面救生机器
人。云洲智能的救援负责人介绍说，“海豚
1 号”体积很小，长度只有 1.15 米，重量

只有13公斤，可以很方便地携带，并抛掷
到水面开展救援工作。

“海豚 1 号”的头部可以搭载摄像头，
即时记录探查收集水面信息传输给救援
方，再通过遥控方式精准找到遇险人员，
最长遥控距离800米，可以承重150公斤，
同时拖拽3个成年人，以每秒4米最高航速
将落水人员迅速送往安全地带。

卫星电话：让更多生命获救

强降雨曾让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断
电，面临断水、断网、断药的局面，几十

台手术被迫中断，重症监护病房里的 600
多名病人失去设备支持，普通病房大量病
人输氧告急。

关键时刻，中国电信河南公司在郑州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紧急开通天通卫星业
务，全力保证了医院转移时通讯畅通，为
及时安全转移 11350 名患者发挥了重要作
用。

天通卫星移动通信系统是我国自主建
设的首个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具有覆盖
广、通信距离远、不受地理环境限制等优
点。 （本报综合报道）

河南暴雨救援 “硬核科技”派上大用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