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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公园绿地
将试点开放共享

记者 6 日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了
解到，我国将开展城市公园绿地开放
共享试点，鼓励各地增加可进入、可体
验的活动场地，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更
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搭建帐篷、运动健
身、休闲游憩等亲近自然的户外活动
需求。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发布的通
知要求，各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园林
绿化）主管部门要组织本地区有关城
市开展公园绿地开放共享试点工作，
试点时间为一年。其中，南方地区要
应试尽试，逐步扩大公园绿地开放共
享区域。其他地区可根据实际情况选
择试点城市，合理确定开放共享区
域。各地要以点带面，不断推动公园
绿地开放共享。各试点城市要梳理公
园绿地中的空闲地、可供游憩活动的
草坪区和林下空间等，及其周边服务
设施配置情况，建立可供开放共享的
绿地台账，科学编制试点实施方案，积
极开展相关探索，因地制宜拓展公园
绿地开放共享新空间。

（据新华社）

▲▲ “嫦娥七号”
要去月球上找水

今年，中国将全面推进探月工程
四期，规划包括嫦娥六号、嫦娥七号和
嫦娥八号任务。嫦娥七号准备在月球
南极着陆，还要在月球上找水。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介
绍，嫦娥六号将从月球背面采集更多
样品，争取实现 2000 克的目标。嫦娥
七号准备在月球南极着陆，主要任务
是开展飞跃探测，争取能找到水。嫦
娥八号准备在 2028 年前后实施发射，
嫦娥七号和嫦娥八号将会组成月球南
极科研站的基本型，有月球轨道器、着
陆器、月球车、飞跃器以及若干科学探
测仪器。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事长吴燕生
表示，2023 年集团公司计划安排 50 余
次宇航发射任务，全面推进探月工程
四期和行星探测工程，开展嫦娥七号、
天问二号等型号研制工作等。

据介绍，中国计划 2025 年前后发
射深空探测器，对近地小行星和主带
彗星进行探测；计划在未来 10 年到 15
年实施火星采样返回任务；计划开展
木星系及天王星等行星际探测，开展
太阳探测以及太阳系边缘探测；计划
在 2030 年左右实施“觅音计划”，对太
阳系外是否有适宜人类居住的行星进
行探测。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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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或成
“史上最热年份”

科学家警告称，预计 2023 年晚些
时候再次出现的厄尔尼诺现象将加剧
全球极端天气事件，2024 年或成有气
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据英国《卫报》日前报道，英国气
象局早期预测表明，2023 年晚些时候
将再次出现厄尔尼诺现象，使全球出
现极端气候现象的风险增加，2023 年
的全球气温将高于 2022 年。报道称，
由于厄尔尼诺现象的加热效应需要数
月才能感受到，这意味着 2024 年更有
可能创下新的全球最高气温纪录。

英国气象局长期气候预测主管亚
当·斯凯夫（Adam Scaife）教授表示：

“下一次大规模的厄尔尼诺现象很可
能将全球气候推高 1.5 摄氏度以上。
我们可能会在下一次厄尔尼诺现象期
间看到前所未有的热浪。”美国哥伦比
亚大学的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
教授及其同事表示：“我们认为2024年
可能是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目前的拉尼娜现象不太可能持续到第
四年。即使是小小的厄尔尼诺现象，
也足以创下全球气温纪录。”截至目
前，今年可能发生的厄尔尼诺现象的
规模尚不清楚，科学家们表示到今年6
月份或许情况会更加明朗。

此外，虽然厄尔尼诺现象会加剧
极端天气的发生，但恶化的程度在科
学家中还存在争议。英国伦敦大学学
院的比尔·麦奎尔（Bill McGuire）教授
表示：“当（厄尔尼诺现象）到来时，
2021年和2022年肆虐全球的极端天气
将变得微不足道。”牛津大学的蒂姆·
帕尔默（Tim Palmer）教授表示：“极端
天气与全球平均气温之间的相关性不
是很强，（但）气候变化的热力学效应
确实将使异常天气变得更加极端。”

报道称，迄今为止人类活动排放
的温室气体使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了约
1.2摄氏度。从欧美各国面临的高温热
浪到巴基斯坦、尼日利亚面临的毁灭
性洪水，极端天气已在世界范围造成
灾难性的影响，波及数百万人。

（据人民网）

这个春运，是疫情防
控进入新阶段后的第一个
春运。在此期间，数以亿
计的旅客将借助航空、铁
路、公路等多种交通方式
踏上归乡之旅。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
一条。

无论选择何种方式出
行，平安始终是所有人的
共同愿望。在本次春运
中，有多种高科技被应用
于安保环节，如毫米波、人
脸识别等。它们在保障旅
客安全的同时，也大大改
善了人们的出行体验，守
护着亿万人的回家路。

各类防爆装置：
利用特殊结构
巧妙化解危险

在机场、火车站、地铁站等交通站
点的角落里，通常会看到一个圆滚滚的
深色球体，这个“胖家伙”是站点应对突
发情况的排爆“神器”——防爆球。

防爆球通常是旅客最容易识别出
的防爆装置，其一般采用球形、封闭式
结构。在处置爆炸物时，首先将爆炸物
通过机械手臂和排爆杆递送到球体内，
然后封闭球体。当爆炸物在球形罐体
内爆炸时，由高强度结构钢构成的罐体
便能够将爆轰产物封闭在球内，使其不
产生更大危害。

北京理工艾尔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防爆装备部部长、高级工程师卞晓兵告
诉科技日报记者，防爆球的防爆能力一
般在 2 至 3 千克 TNT（三硝基甲苯）当
量。其自身重量通常在1吨以上，因此
通常需要配合拖车使用。

与防爆球类似的防爆装置还有防
爆罐，桶状外形的它其貌不扬，要“低
调”许多。

与防爆球不同的是，防爆罐通常是
上方敞开的非封闭式结构。当爆炸物
在其中爆炸时，高强度金属结构构成的
罐体底部和壁面会将冲击波向上导出，
使爆炸能量从顶部泄出，保护周边人员
安全。防爆罐的防爆能力一般为0.5至
2 千克 TNT 当量，其自身重量在 300 千
克以上，使用时通常也需拖车配合。

除了大当量、大重量的防爆装置，
卞晓兵表示，如今防爆装置的一大发展
方向为结构轻量化。如当下已经被广
泛运用的防爆毯，便通常采用多层复合
材料制成，由内外围栏和盖毯组成，能
够有效拦截爆炸破片，并引导爆炸能量
向顶部泄出，其防爆当量约为一颗手
雷，自身重量通常在30千克以内，便于
移动。

除此之外，卞晓兵介绍，目前最新
的轻量化防爆产品还有柔性防爆罐、刚
柔复合防爆罐等，能够结合多种不同排
爆场景使用。例如，柔性防爆罐内有多
孔吸能泡沫和防爆阻燃液体，同时它采
用了高性能纤维结构设计。在爆炸时，
通过其内部的多孔吸能泡沫和防爆阻
燃液体，实现对冲击波能量的高效吸收
和转化，再通过高性能纤维结构实现对
破片的全部拦截。

毫米波人体检查设备：
无接触精准检测
为出行提速

不超过2分钟，这是深圳宝安国际
机场试行无接触安检后旅客通行的
速度。

2021年9月，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成
为首家试行“无接触自助安检”模式的
国内机场。采用该安检模式，旅客不用
与安检人员接触，只需自主脱下腰带和
鞋，进入毫米波人体检查设备，并将随
身携带的物品、行李放入CT安检设备，
且笔记本电脑、雨伞等物品无需单独取
出。检查完成后，如果机器未报警，旅
客即可快速通行。正常情况下，整个安
检用时不超过2分钟。

在无接触安检中，扮演重要角色的
是毫米波人体检查设备以及CT安检设
备，它们也是近年来安检领域科技创新
的最新成果。

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教授梁步阁
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虽然毫米波在安检
领域的应用并不多见，但其此前已经在
雷达探测、无线通信等领域得到了广泛
应用。

“比如，现在许多拥有自动驾驶功
能的智能汽车，通常就配有毫米波雷
达。”梁步阁介绍，毫米波属于电磁波的
一种，其波长为 1 至 10 毫米，因此被称
为毫米波，且毫米波频率非常高，通常
在30到300赫兹之间。

梁步阁表示，正是由于毫米波波长
短、频率高、带宽大，使得其具有较高的
分辨率，能够被广泛应用于物体探测。
而且毫米波较短的波长使得设备天线
的尺寸得以缩小，由此毫米波设备的体
积就可以缩小，重量也随之降低。

除此之外，梁步阁表示，毫米波设
备的生产制造十分便于芯片化，即能够
将多种元器件集成在芯片上进行批量
生产，进而可快速降低成本。“体积小、
重量轻、成本低，这些特点都使得毫米
波设备能够走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他
补充道。

不过，毫米波并非没有缺点，探测
距离短就是它的“硬伤”。

梁步阁表示，相较于传统雷达数
百乃至数千公里的探测范围，民用的
毫米波探测设备，其工作距离一般仅
为几百米，只能被应用于近距离的目
标探测。而人员安检正是毫米波“扬
长避短”，发挥本领的绝佳场景之一。

同时，与在安检领域被广泛应用
的金属探测仪相比，毫米波人体检查
设备的精准度更高。

“金属探测仪通常是利用金属自
身会引起电磁感应或者霍尔效应的原
理来探测金属物品，属于无源探测
器。而毫米波设备则是通过主动发射
毫米波，再分析物品反射回的电磁波
来进行探测，属于有源探测器，后者检
测更加精准。”梁步阁介绍道。

因此，被应用于安检领域的毫米
波设备，不仅能够检验金属物品，就连
如陶瓷刀、塑料刀等非金属物品也可
以检测。

同时，梁步阁补充道，虽然精度
高，但毫米波设备对人体的影响几乎
可以忽略不计。“毫米波产生的辐射属
于非电离辐射，并且功率较小，其影响
大致相当于手机对人体的影响，因此
不需要过多担心。”他说。

如果说在安检领域，毫米波人体
检查设备还只是“新人”，那么 CT 安检
设备应该算得上是“老人”了。

CT 安检设备与医院中使用的 CT
成像仪工作原理基本一致，即利用X射
线、γ射线等重射线的强穿透性来实现
对物体的内部成像。

X 射线等重射线的频率不仅远远
大于毫米波，也更在可见光之上。“频
率越高，单个光子的能量就越大，因此
能够穿过物体，进行精准的穿透成
像。”同时，梁步阁表示，CT安检设备在
工作时通常会分层进行成像，最后层
层叠加，形成物体的三维图像。在此
基础上，安检员可运用 360 度旋转判
图、切片等功能，更为准确地判断识别
层层堆叠、形状复杂的行李物品，提高
开包准确率，缩短开检时间。

人脸识别系统：
可实现人包对应
便于行李提取

除了“硬核”的安保设备，得益于
多种先进科技手段的应用，为春运出
行保驾护航的还有软件系统。

此前，国内多家机场宣布在值机、
安检等环节中采用智能人脸采集比对
技术。旅客可以自助完成人、证合一
检验，从而大大加快登机速度。

同时，人脸识别系统还可以与安
检信息管理系统、旅客随身行李处理
系统实现无缝衔接，将采集到的人脸
信息、旅客安检信息、旅客行包信息进
行绑定，实现人包对应，既方便旅客托
运、提取行李，同时也便于对违规物品
进行登记、追溯，提高安检准确度，实
现快速倒查。

此外，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当工
作人员佩戴应用了 AR（增强现实）技
术的眼镜后，也可以利用其人脸识别
功能，识别旅客的登机信息，快速寻找
待登机旅客并为旅客提供便捷服务。

北京理工大学网络与安全研究所
所长闫怀志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人
脸识别作为当下一种常见的生物识别
技术，其主要基于人的脸部特征信息
来进行身份识别。具体流程包括人脸
图像采集、图像检测、信息预处理、人
脸特征点提取和人脸匹配/识别等。而
无论是固定设备还是移动设备，其所
采用的人脸识别技术在原理上都是类
似的，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不同设备所
采集的图像质量不同。

“比如说取景范围、图像像素、图
像格式等，而图像质量的不同则会对
图像匹配精确度和准确度造成一定的
影响。”闫怀志表示。

提及人脸识别，信息安全始终是
公众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

对此，闫怀志认为，目前人脸识别
技术应用广泛，由此必然会带来一定
的信息泄露风险。

“这种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主要
来自于后台数据库以及识别后的信息
存储系统。”闫怀志认为，管控人脸识
别信息泄露风险，主要应从技术和管
理两方面来加强保障。相关企业单位
必须按照《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要求建立健全完
善的安全防护体系，并遵从相应的标
准规范。在技术层面上，应着重在物
理环境、主机系统、应用系统以及业务
数据等层面构建纵深防御体系。在管
理方面，则应从安全管理制度、安全建
设、安全运维等多个角度来强化安全
管理。 （据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