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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云瞳’替代人工巡逻，AI加持可多
重守护安全；在云端平台指挥调度下，物业
不需要多人盯屏，可实现自动监测，即时
派遣人员到场处理……”面对参观者，深
圳市兴海物联科技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负责人董冲冲，现场演示了物联网平台
和人工智能如何应用在小区管理上。

由科技部等部门指导，科技部火炬
中心、西安市委、西安市人民政府等联
合主办的 2020年全球硬科技创新大
会近日在古都西安召开。记者在现
场发现，被定义为“具有高门槛、难以
被复制和模仿的高精尖科技”的硬
科技，也正在“软着陆”。

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米磊说，
很多生活场景之中，都有硬科技
“默默奉献”，便利生活。“比如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我们有血管成
像仪器去解决扎针难的问题；我
们有无接触的电梯和无接触
自助机，解决交叉感染的问
题……在日常生活中，硬科技
在很多方面起到关键作用。”

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
CEO 徐立说，今年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商汤科技与合作
伙伴共同开发的“博物馆AI
防疫系统”，将陕西历史博
物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等四大博物馆的信息打通，构建了博物馆
公共卫生安全防疫“一张网”。

作为亚太地区知名的智能语音和人
工智能上市企业，科大讯飞已将科研成果
不断应用到教育、医疗、政法等行业。“比
如，我们与一些学校合作，可以用数据形
式挖掘和计算学生的学习情况，生成不
同层次的分析报告，供学校因材施教，
供学生及时调整学习方法。”科大讯飞
副总裁彭小露说。

在会议期间举办的人工智能峰
会上，与会嘉宾表示，硬科技将不断
融入城市发展的每一个神经元，在
轨道交通、医疗、文旅等多个领域
的应用场景将不断拓展，科技改变
生活的进度将不断加快。

事实上，硬科技也已在工程
建设、考古发掘中大展拳脚。展
会现场，戴上一个 VR 眼镜，你
的眼前就会瞬间呈现出正在建
设的一幢幢高楼，而施工过程
中的危险点会逼真地呈现在
眼前，并且有详细的分析和指
导。“相比于传统的施工安全
教育，这种方式更加直观，
也更具有说服力。”日电卓
越软件科技（北京）有限公
司西安分公司开发部高级
主管郝华说。 据新华社

中国探月工程副总设计师于登云在此间举行的 2020年中国航天大会上说，
我国探月工程稳步推进，预计今年底之前发射“嫦娥五号”，实现月球区域软着陆及

采样返回。
于登云说，目前我国月球探测任务实现了“五战五捷”，分别是嫦娥一号、嫦娥二号、

嫦娥三号、嫦娥五号高速再入返回试验、嫦娥四号，已完成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战
略中的前两步。

于登云说，嫦娥五号有望实现我国航天史上的四个“首次”：首次在月球表面自动采样，
首次从月面起飞，首次在38万公里外的月球轨道上进行无人交会对接，首次带着月壤以接
近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

展望未来，嫦娥六号计划在月球南极进行采样返回。嫦娥七号计划开展月球南极
资源详查，对月球的地形地貌、物质成分、空间环境进行综合探测任务。嫦娥八号除继
续进行科学探测试验外，还要进行一些关键技术的月面试验和技术利用。

于登云说，我国正开展空间站研制和载人登月深化论证。按照载人航天工
程“三步走”计划，目前已完成载人飞船、空间实验室阶段工作。随着长征五号

B火箭的首飞成功，我国空间站工程建设进入了实质阶段。我国还计划
建设无人月球科研站，开展载人登月工作。

近年来，全球迎来新一轮探月热潮，各国更加注重月球资
源的勘探、开发和利用，构建长期月球基地。

据新华社

越来越多硬科技“软着陆”嵌入生活

热带风暴缘何频发
近段时间，热带风暴或由此升级而成的

飓风频频扰动大西洋，给所到之处带来强风
暴雨和洪水侵害。今年的大西洋飓风季即将
用尽名单中可供使用的名称，科学界不得不考
虑启用希腊字母命名。

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 15日说，飓风“萨
莉”已变得更为强劲，正逐渐接近美国墨西哥湾
沿岸。“萨莉”最大持续风速已从 128公里每小时
上升至接近 140公里每小时。气象预报人员说，
当“萨莉”中心在当地时间16日抵达墨西哥湾北部
时风速还将进一步增大。美国多个州已向居民发
出强制撤离命令。

世界气象组织有一份每 6年循环使用的命名
表，为每个大西洋飓风季分配了 21个名称。继“萨
莉”之后被命名的“泰迪”和“薇姬”是目前扰动大西
洋的第 19个和第 20个热带风暴。目前，这份名单上
仅剩一个名字“威尔弗雷德”可供使用。气象专家说，
鉴于今年飓风名称可能用尽，额外的风暴将使用希腊
字母命名。

飓风“命名荒”也显示出今年热带风暴的异常活
跃。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气象专家说，今年飓
风季从6月1日开始，将在11月30日结束。仅仅在最近
上周就有 5个被命名的风暴出现在大西洋，这是自 1971
年以来的首次。

“我们已经历了20个被命名的风暴，然而飓风季才刚
刚过了约一半，距离结束还有两个半月。”美国国家飓风研
究中心发言人、气象专家丹尼斯·费尔特根接受《纽约时报》
采访时说。

费尔特根称 2020飓风季“极度活跃”，过去的飓风季平
均只有12个命名风暴，其中有2个会升级为飓风。而美国
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5月就预测今年大西洋将迎来超
出寻常的飓风季，可能会有 19个命名风暴，至少 10个
将转为飓风。

2005年也经历过一次同样活跃的飓风季——
共迎来 27个风暴。当年科学家也按照希腊字母
表的顺序为多出来的 6个风暴命名：阿尔法、贝
塔、伽马……

近几十年来，科研人员发现北大西洋风暴
活跃性增加，体现在其强度、频率和持续时间
上。有专家认为，全球变暖和风暴强度之间存
在关联。当海洋温度上升，温暖的海水会让风
暴更加“强壮”，并可能升级成飓风。这是因为
温暖的空气会携带更多水汽，让风暴更强。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等机构科学
家近期开展的一项研究就显示了全球变暖带
来的过热海洋对热带风暴的助力作用。研究认
为，全球变暖导致更强烈风暴的因果关系存在
95%以上的确定性。在过去40年中，全球主要热
带风暴的发生概率上升了6%。 据新华社

中国探月工程副总设计师：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
务工程总设计师张荣桥透
露，截至9月18日8时30分，

“天问一号”探测器飞行里程
已达 1.55 亿公里，距离地球
1800万公里。

张荣桥18日在福州举行的
2020年中国航天大会上说，“天
问一号”飞行期间已成功完成地
月合影获取、首次轨道中途修正、
载荷自检等工作。目前各系统工
作正常，探测器状态良好。

今年 7月 23日，我国首次火星
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在
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天
问一号”将在地火转移轨道飞行约 7
个月，预计 2021年 2月被火星引力捕
获，进入环火轨道，着陆巡视器预计于
2021年5月降落火星。

“火星捕获和着陆是后
续飞行过程的重大难点，由
于我们对火星环境的细节知
之甚少，还可能遇到各种各样
的风险，当前工程队伍仍在不
断研究完善飞行控制方案和故
障预案，距工程成功还任重道
远。”张荣桥说。

如果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圆满
成功，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
通过一次任务实现火星“环绕、着
陆、巡视”三个目标的国家。

地球与火星最远约4亿千米，为
地月距离的1000倍。火星上有四季
更迭、液态水存在的痕迹、地质活动等，
是一颗与地球非常相似的行星。对火
星的探测，将促进对太阳系起源与演化、
地外生命信息探寻、比较行星学等深空
探测重大科学问题的研究。据新华社

“秋分”
分得有点“偏”

“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
已飞行1.55亿公里

荷兰豆颜色翠绿，口感清脆，是很多人餐桌
上的常客。有趣的是，它在中国叫荷兰豆，在荷
兰则叫中国豆。

其实，荷兰豆的原产地既不是中国也不是
荷兰，而是亚洲西部和地中海沿岸地区。17世
纪时，荷兰人将其带入中国，因此被中国人称
为荷兰豆。后来在与中国的贸易中，荷兰豆
又被带回到荷兰。为了纪念两国因此产生的
文化交流，所以这种豆子就被荷兰人称为中
国豆了。

跟豆角、扁豆等鲜豆类蔬菜类似，荷兰
豆也富含膳食纤维、钙、钾等营养素，建议
大家常吃。其清脆爽口，很适合清炒。挑
选时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看外形，比
较嫩的荷兰豆呈嫩绿色，而且豆荚里面
的豆粒儿是扁扁的。第二，看豆筋，选
豆筋细细的、凸出来露在外面的，如果
长豆筋的位置凹进去了，说明已经老
了。第三，听声音，抓起来几根，轻轻
捏一下，如果感觉声音是脆脆的，说明
比较嫩。 据人民网

荷兰豆
并非产自荷兰

小百科：

您知道吗：
科普：

帮别人时，大脑更聪明
见义勇为、英雄好汉往往给人以机智果敢的美好印象。美

国《神经科学杂志》刊登奥地利一项新研究证实，在帮助和保
护他人时，人类大脑的学习和决策能力更强。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卢卡斯·伦格斯多夫博士团队招募
近百名 18~35岁男性志愿者，展开了人类利他行为的大脑
研究。参试者按照要求对两种符号（一个会频繁发出电
击，另一个很少发出电击）进行反复实验分析，并为自己
或身边的朋友做出按键选择。结果发现，为了避免给他
人（而非自己）带来痛苦的电击，参试者会更快找出减少
电击的方法。这表明，当自己和他人同时受到威胁时，
人类更容易表现出利他的亲社会行为。

研究人员在参试者完成上述任务时，对其大脑
进行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结果显示，这种亲社会
行为与大脑中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和颞顶交界处的
同步活动密切相关。前者负责评估和比较人类可
能采取的行动，后者为大脑的一个中心区域，负
责“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换位思考。这表
明，学习和决策源自大脑多区域之间的协作。

伦格斯多夫博士表示，早期曾有研究显
示，当涉及到金钱收益时，人们更倾向于以
自我为中心。新研究结果表明，一旦人们
的身体健康受到威胁时，这种影响就会逆
转，这足以说明人类并非总是自私行事。

据人民网

新研究：

“嫦娥五号”年底前发射

飓风命名即将用尽

生活百科：

“寒暑平和昼夜均，阴阳相半在秋
分。”22日 21时 31分迎来二十四节气
中的秋分。这也是我国古代最早被确
定的节气之一。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秋分的分取均
分、平分之意：既指平分秋季，又指均分昼
夜。但专门从事历书天文学研究的中科
院紫金山天文台专家介绍，秋分的分只是
大致均分之意，并非准确平分。

紫金山天文台历算室副研究员成灼介
绍，在我国古代，秋分被认为是平分秋季的
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分者半也，
此当九十日之半,故谓之分。”二十四节气中，
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分别作为四季的开
始。秋季自立秋起至立冬止，共包括立秋、处
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这 6个节气，秋分正
位于秋季的正中间。但是，由于现行的二十四
节气依据速率并不均等的太阳周年运动而制
定，所以实际上，各季节的长度并不相等，秋分的
平分秋季，也会出现一些偏差。

根据现代历书的计算，秋季实际长度并非
90 天，而是约 91.9 天。秋分距离秋季开始和结
束各约 46.5 天和 45.4 天。而因为节气和公历都
代表了太阳的周年回归运动，二十四节气在公历
中的日期都相对固定，本世纪之内，秋分都发生在
9月 22日或 23日。

紫金山天文台科普部主任张旸说，天文学上讲，
秋分是指太阳沿黄道自北向南移动经过赤道的一
刻。此时，太阳位于地心视黄经零度，直射赤道，地球

上各地白昼和黑夜等长。英语中表示秋分的词汇
“autumn equinox”，也是“秋天”和“昼夜均分”的

组合。
但由于阳光穿过大气层时发生折射等

原因，实际上秋分日白天会稍长于黑夜。
以北京地区为例，秋分日这天，“白天”比
“黑夜”大约长20分钟，昼夜长度也出现

了些许“偏分”。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