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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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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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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消费、健康·情感、教
育·智慧等八大板块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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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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冬奥伴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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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的春节档多了一个选择，
2022北京冬奥会。假使无法到现场，
不管是瘫在沙发，蜷在被窝，还是置
身家里的任何角落，你都能在一个个

“黑科技”的带领下，刷新观赛体验，
身临其境般感受冬奥赛事。

12月24日，在“科技助力冬奥”
科学传播沙龙上，与会专家从石墨烯保
暖技术的应用，自由视点沉浸式视频观
赛，5G＋云转播等多角度，介绍了一批
助力北京冬奥会的科技应用项目。

“云”上看比赛，你就是自
己的导播

想象一下，窝在家中沙发，也能
沉浸式感受冬奥赛场的魅力，明年春
节档的氛围已经拉满。为了带给观众
更强的观赛临场感，8K高清视频、全
景视频、自由视角视频已经安排上了。

冬奥视觉观赛项目组成员张行功
告诉记者，作为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

“科技冬奥”重点专项，“冰雪运动交
互式多维度观赛体验技术与系统”从

端到端自由视角视频、VR冬奥赛事
孪生推演与视听语言创意设计软件、
8K VR编码和传输、超短焦VR眼镜
等4个维度进行部署。

得益于 5G 和云技术的快速发
展，重资产的转播模式着实不流行
了。一台小型摄像机，或一部带云台
的手机，就可轻松实现视频直播。

北京国际云转播科技有限公司产
品及解决方案部总监曹岱宗介绍，基
于5G信号和云转播5G背包的传输能
力，将传统的重资产采编播设备云
化，采用远程制作，多种云导播接入
方式，信号采集和制作的部署更为敏
捷，观众也能观看到广电级高品质的
音视频素材。

“今年4月1日至10日，‘相约北
京’测试赛，我们在4个场馆共架设
29 个 机 位 ， 提 供 赛 事 转 播 16 场 、
1560分钟的比赛，服务9场远程无人
混合采访，7场远程新闻发布会。”曹
岱宗说，参赛运动员和记者完全分隔
开，通过摄像头传声筒显示屏来实现
实时交流。整场测试赛，云转播一共
开启了14个导播台，云端共收录视频
600小时、1200G素材。

值得一提的是，基于云架构的

“多版制作”和“双云主备支持”竟
可以打破“导播让你看啥你看啥”被
动式观赏局面，每个人都是自己的

“导播”，自主决定看什么。一方面，
“多版制作”能够使多个导播平台同
时进行制作，提供不同的导切方式以
及千人千面的视频制作服务；另一
面，“双云主备支持”能够对抗云网
的天然不安全性。这样一来，当你沉
迷花样滑冰运动员的优美动作时，也
不用担心画面随时被切换。

大型体育赛事历来都是新科技的
“试验田”。据了解，冬奥赛场周围的
摄像机能够实时摄像，保证观众可以
从不同角度和位置观赏冰雪运动比
赛。“我们还构建了冬奥场馆的三维数
字孪生环境，实现动态对象个性化部
署，多相机真实感模拟，多相机快速
拼接，创意 VR 内容生成。”张行功
说。

石墨烯“加盟” 冰雪运动
也温暖

即使置身“料峭寒风”，还能在一
片暖意中比赛观赛。作为“赛道环境
营造及观赛环境保障技术研究”的重
要成果之一，针对北京冬奥会的低温

环境，北京石墨烯技术研究院与北京
创新爱尚家科技联合研发了低温环境
石墨烯智能发热产品及热力保障应用
技术，确保人员、室外场馆座椅、现
场专业设备的保暖需求，突破石墨烯
柔性织物加热材料的低温启动和运
行、快速电热转换等关键技术，实现
了石墨烯柔性织物加热技术低温应用。

“在零下二十几摄氏度的室外场
馆，发热座椅套能有效提高座椅舒适
感，雪上工作人员使用的发热围巾、
手套、袜子等可实现38℃—52℃温度
调节，满足他们的保暖需求。”北京创
新爱尚家科技董事长陈利军向科普时
报记者介绍，这些石墨烯加热服饰已
经在 2021 年冬奥测试赛期间延庆赛
区、张家口赛区实现应用。

人暖了，机器也不能冷。陈利军
介绍，他们研发的石墨烯加热产品也
要保证对讲机、云转播包、手机、摄
影机等专业设备在极寒环境下可以正
常工作。

当然，凭借石墨烯加热材料技
术，冬奥礼仪服饰在保暖的同时也不
会显得人臃肿，妥妥地留住礼仪小姐
姐的美貌！看来，这将是一次很“哇
塞”的冬奥会。

科 技 与 你 共 赴 一 场 “ 冰 雪 奇 迹 ”
□□ 科普时报记者 史 诗

科普时报讯 （记者付丽丽） 12 月 28 日，
记者从西安交通大学获悉，该校全球健康研
究院、公共卫生学院王友发教授团队与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吴静教授、王丽敏教授，青海大学彭
雯教授、卡塔尔大学史祖民教授等合作开展
研究，发现 2013—2018 年期间我国糖尿病患
病率显著增加，成人 12.4%患有糖尿病，38.1%
患有前期糖尿病，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总
体仍处于较低水平。同时，超重和肥胖率高及
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将不断加重我国糖尿病
及其并发症的疾病负担。12 月 28 日，该研究
以 《2013—2018 年中国糖尿病流行与治疗》 为
题发表在国际权威医学期刊 《美国医学会杂
志》上。

据介绍，该研究基于近年来我国慢性病
与危险因素监测数据，分析了 2013—2014 年
与 2018-2019 年两轮采集的来自 343929 名研究
对 象 的 数 据 。 研 究 显 示 ， 2013—2018 年 期
间，糖尿病患病率由 10.9%增加为 12.4%，糖
尿 病 前 期 患 病 率 由 35.7% 增 加 到 38.1% 。 在
2018 年，只有约 1/3 （36.7%） 的糖尿病患者
知道患病，近 1/3 （32.9%） 接受过治疗，在
接受糖尿病治疗的人中约 1/2 （50.1%） 的人
血糖水平得到了控制。2013—2018 年期间，
女性的知晓率和治疗率明显高于男性；农村
居民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治疗者的控制率均
有所提升。

专家表示，此研究发现具有重要的临床和
公共卫生意义，建议我国进一步完善政府主
导、多部门协调、全社会参与的慢性病防控机
制，采取综合行动，控制危险因素，加强筛
查，针对糖尿病前期的人群进行及早干预，可
以遏制或减缓糖尿病发生；加强糖尿病患者管
理，特别是提升农村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对慢性
病管理的水平，并对男性、老年人群等特殊人
群采用精准防控的措施，以助力实现“健康中
国2030”行动目标。

此外，为解决日益增加的糖尿病等慢性病
负担，需要开展更多相关科学研究，开发糖尿
病及相关危险因素控制的适宜技术和成果转
化，综合、有针对性地干预危险因素和强化糖
尿病患者管理，定期全面评估“健康中国”行
动计划和相关政策，以帮助更有效开展未来慢
性病防控工作。我国的经验也将有助于为其他
国家，特别是为一些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的国
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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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发射场天气逐渐向好，火箭
终于被推出总装厂房，前往发射台加
注燃料，静待发射。

12 月 25 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
局（NASA）的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
镜（下称“韦布空间望远镜”）成功
搭乘欧洲航天局 （ESA） 的阿丽亚娜
5号火箭，从法属圭亚那基地进入圣
诞节早晨的天空。

据NASA介绍，韦布空间望远镜
是该机构迄今建造的最大、功能最强
的空间望远镜。在完成344个关键的
预定动作之后，从观察宇宙第一批恒
星和星系发出的光开始，去帮助人类
理解行星系统的产生，探寻一个更隐
秘的世界。

称职的“继任者”

这次，韦布空间望远镜将用一个
月的时间飞往 160 万公里外的目的
地，并在5个月后正式上岗。

此前，人类尚在使用的空间望远
镜是1990年4月发射的哈勃空间望远

镜。在距离地球表面540公里大气层
之上，哈勃空间望远镜一度扩展了人
类对于恒星的起源与死亡、星系形
成、黑洞等重要科学问题的认识，也
加深了人类对“大爆炸”以来宇宙变
化的理解。

简单来说，NASA和ESA等机构
花了30年时间和近百亿美元，就是为
了能把宇宙看得更清楚一些。

“与哈勃相比，韦布空间望远镜镜

面更大，直径达6.5米，远长于哈勃空
间望远镜的2.4米。镜面大决定其收集
光线的能力更强。”中国科学院国家天
文台研究员李然告诉科普时报记者，
不同于哈勃空间望远镜的紫外光学和
近红外波段观测，韦布空间望远镜能
够捕获更远的中红外波段。

也就是说，哈勃空间望远镜收集
的是可见光和紫外光，而韦布空间望
远镜能收集到更远的红外光。李然解

释说，“宇宙最早的一批星系发出的
光已经到了红外波段，韦布空间望远
镜将得以窥见宇宙的‘第一缕光’。”。

李然还表示，随着宇宙持续膨
胀，这批早期发光天体发出的紫外光
和可见光朝光谱的红端移动，波长变
长，产生红移现象，最终以红外光的
方式抵达近地空间。韦布空间望远镜
能够捕捉到这些红外光子这一现象。

此外，韦布空间望远镜最终到达
的特殊轨道，将使它与地球时刻保持
一致，同时环绕太阳公转。相比之
下，哈勃空间望远镜可要每90分钟进
出一次地球的阴影。

欲穷万里目

可别再说韦布空间望远镜是来巡
天的了。虽然人类很想探究宇宙的两
大谜团——暗物质和暗能量，但韦布
真的不想干这活儿。

李然说：“韦布空间望远镜是一
个通用型望远镜，他的观测目标是由
全世界的科学家们所提交的。委员会
根据这些观测建议筛选出最有价值的
内容，设定列入到韦布空间望远镜的
工作计划范围中。”

（下转第2版）

“韦布”启程 窥见宇宙“第一缕光”
□□ 科普时报记者 史 诗

韦布空间望远镜概念图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近日，北京2022冬奥会场馆之一——首钢滑雪大跳台造雪工作继续
有条不紊进行，赛道上已堆起积雪，其他各项筹备工作也进入冲刺阶

段。图为12月28日拍摄的首钢滑雪大跳台。
新华社记者 陶希夷 摄

冬日里的首钢滑雪大跳台冬日里的首钢滑雪大跳台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