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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推荐、刷脸支付、生成式
人工智能……以数据为核心的一
系列新业态，正让人们的生活变得
更加便捷且有趣。

“但很多时候，我总觉得自己
好像被透视了。”11月18日，家住
浙江杭州的胡淼向《科技日报》记
者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他说，在用
户同意应用程序、企业等使用个人
数据后，数据的下一站便仿佛成了
未解之谜。“要是能构建起一个无
形的边界，规范数据的流向，我们
就能高枕无忧了。”他说。

实际上，我国早在数年前便已
启动了构建数据安全边界的“工
程”——数据立法。前不久，这一
工程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网
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公布，并将
于2025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

数据安全面临困局

“您家的房子需要装修吗？”
“您家孩子需要报名钢琴培训课
吗？”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骚扰电
话，实则是数据泄露和滥用的表现

之一。这背后是一条条数据泄露
的利益链。

在广东广州互联网法院公布
的国内首起“人脸识别案”中，不法
分子仅通过获取个人照片，再利用
人工智能软件生成虚假的动态人
脸识别视频，就能绕过人脸识别系
统，进而窃取敏感个人信息。而这
样的情况并非个例。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政策研究
员肖连春分析，在数据流通时，个
人主要面临以下几个困境。首先
是个人数据确权难。数据权利融
合了财产权、人格权等多重权利要
素，且其权属关系横跨个人、企业
等多个主体，是一个颇为复杂的权
力体系。其次是个人数据交易不
规范。目前个人数据的交易往往
游离于场外，侵犯个人隐私、损害
个人权益的情况在网络空间中屡
见不鲜。数据授权方面也存在明
显短板。个人在数据流转过程中
缺乏通畅的授权途径，甚至在很多
时候，用户对数据流向、使用目的
的知情权难以保障。

“同时，个人不持有或现有条件
无法支持个人持有个人数据，导致
个人无法有效维权。”肖连春补充。

数据立法走向何方

奇安信集团副总裁嵇盛育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数据
安全立法保障已相对健全，但数据法
体系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缺乏具体
落实法律规章所需的配套细则。

近年来，法律的滞后性以及数
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许多已有
的法规、条例在面对新问题时显得
“力不从心”。因此，数据立法这一
庞大工程，并非一朝一夕可完成。

“数据流通领域仍然有很多问
题亟待解决，例如数据确权问题，
促进数据流通与保护数据安全的
协调问题，公共利益、商业利益与
个人利益的平衡问题等。”中国科
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罗先
觉表示，下一步，应加快制定国家
层面的数据流通、数据交易方面的
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数据流通法
律制度，加强数据流通监管，充分

发挥数据要素促进新质生产力发
展的作用。

数据法体系的完善不仅需要
立法者发挥作用。肖连春说：“巩
固数据流通的边界，还需要技术开
发者、平台企业、中立型独立性机
构和个人等主体形成合力。”

嵇盛育指出，数据安全企业在
数据法体系的完善过程中可以扮
演多种关键角色，以支持更加完善
和有效的法律法规的制定。“数据
安全企业可以通过参与制定相关
标准、开展公共教育等多种方式，
让相关法律法规更具可行性。”

“促进个人数据的开发利用，
是促进数据要素持续流动的重要
基础，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要做
的。”肖连春感慨。

对此，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
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表示：“针对
数据安全存在漏洞的问题，亟须形
成合力，完善以法律为核心的数据
治理体系。只有这样，才能让数字
经济真正惠及每一个人。”

（来源：《科技日报》）

《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明年施行

多方形成合力 规范数据流向

在云南，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和南开大学三所学校曾在抗战时
期联合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
艰苦的条件下赓续中华文化血脉，
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奇
迹。这段历史也让三校的老师和
学生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和云南
结下“奇缘”。

中国科学院院士顾秉林、许智
宏、饶子和曾同一时期内分别担任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的
校长，他们延续几十年前的联大友
谊，决定每年召开三校校长联席会
议，传承西南联大精神。同时，他
们一直与云南保持着密切联系，希
望继续发扬西南联大精神，为云南
人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2020年底，三位老校长一起来
到腾冲，发现云南省腾冲市山清水
秀、气候宜人，且具有区位环境、历
史文化、生物多样性等优势，能发

挥科学家聚集效应，助力地方科技
创新和经济发展。于是他们倡议
在腾冲举办一个起点高、特色鲜
明、影响力大且可持续的科学家
论坛。

2022年，首届腾冲科学家论坛
举办，会上发表了“腾冲科学家论
坛宣言”。在三位老校长的带领下，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
所大学的校友们纷纷加入志愿者团
队，积极参与论坛组织工作。

首届论坛发布的“腾冲科学家
论坛宣言”慷慨激昂地宣告：努力
办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科技领
域论坛，推动中国科技与世界科技
对话，促进全球科技共同进步。论
坛将致力于为全球顶尖科学家、政
府要员、企业家、科研机构、大学提
供高层次对话平台，促进国际科技
交流合作，应对各种挑战，提供科
技解决方案，阐明各自科学技术观

点；着力构建全球创新共同体，增
进科学家跨文化、跨领域交流，不
断增强科技创新是推动各国可持
续发展必由之路的全球共识；创造
良好的科技生态，让更多的青年科
学家展现自己的才华，让更多科技
资源实现全球共享。

2023年，三位老校长相约再
聚腾冲，并携100多位院士和国内
外知名科学家参加腾冲科学家论
坛，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在开
幕式发表线上致辞，首届腾冲科
学大奖获奖者在开幕式上揭晓。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
云南师范大学四所高校师生及校
友们行动起来，或为组织承办者，
或以志愿者身份投身到论坛服务
工作中。

今年12月6日，腾冲又迎来
2024腾冲科学家论坛，来自中外
的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金融家

们将相约“极边之城”，共商以“科
学?全球创新与科学家使命”为主
题的“科技赋能高质量发展”大计。

2024腾冲科学家论坛上，2024
腾冲科学大奖评选结果揭晓。同
时在前两届常设的“校长论坛”“青
年科学家论坛”“生命科学与大健
康论坛”“生物多样性与现代农业
论坛”“企业家创新论坛”等分论坛
基础上，今年新增设了“女科学家
论坛”“人工智能论坛”“文化和旅
游创新发展论坛”“‘科技+金融’论
坛”等分论坛。

同时，本届论坛创作了主题歌
《我们举起一束光》，杨振宁和夫人
翁帆共同为主题歌翻译了英文歌
词。主题歌将由山林童话合唱团
的孩子们在开幕式上演唱。此外，
2024腾冲科学家论坛还将首开
“科学与艺术之夜”晚会。

(来源：人民网）

2024腾冲科学家论坛12月6日举办

一到冬天，怕冷的人就恨不得
把家里的所有衣服都套身上。不
光要穿羽绒服，里面还要穿毛衣、
秋衣、打底衣层层套，生怕没穿够。

但这么穿舒服程度不仅大打
折扣，而且好像也没暖和到哪里
去。那为什么羽绒服多穿点反而
不如少穿来得暖和？

保暖的秘诀是适度的蓬松

身体时刻都在产热，由于人体
和外部环境的温差，我们也在时刻
发生着散热。如果散热太快，产热
速度跟不上，我们就会感到很冷。
如果几乎不散热或者散热速度慢，
我们产生的热量都能积蓄在身体
周围，自然就能暖暖的。

因此保暖的本质，就是减少人
体本身热量向环境的散失。而最
好的方法，就是往身上包裹一些传
导热量速度比较慢的东西。那怎
么看物质传递热量的速度呢？

我们可以看热导率（又叫导热
系数）这个指标。热导率是单位面
积、长度的材料在单位温差下和单
位时间内直接传导的热量。简单
来说，一种物质的热导率越低，它
传递热量的速度就越慢，保温效果
就越好。反过来，热导率高，传递
热量速度快，保温效果就不好。

我们目前常用在保暖衣服中
的羽绒、羊毛、棉等天然纤维，以及
腈纶、粘纤、涤纶等，都是热导率相
对比较低的材料。如果要说目前
世界上热导率最低的物质，还得是
静止的空气。

因此，对于一件衣服而言，除
了它本身的热导率要够低，它还需
要能在面料表面制造适当厚度且
稳定的空气层，强强联合保温效果
更佳。

现在流行的保暖材料，基本上

都是制造稳定空气层的好手。比
如羽绒，绒朵呈现稳定的、立体的
朵状结构，比表面积很大，能黏附
非常多的空气；绒朵上的绒丝呈现
中空结构，能存储空气。难怪目前
在保暖这块，日常材料中还没谁能
比得上羽绒。

放进衣柜压了一年的羽绒服
没有上一年穿着暖和或水洗后不
暖和了，就是因为绒朵的立体结构
被破坏无法储存空气了。用洗衣
机的空气洗功能或让洗衣店处理
一下，就能恢复保暖性能了。

人造纤维也在通过优化纤维
结构来储存更多空气。比如棉服
填充中常用的聚酯纤维（涤纶），就
可以通过把纤维制成中空结构再制
成絮片等方式来制造存空气的立体
结构，从而提高衣物的保暖性。近
年很火的德绒，有特殊的双T形纤维
结构能存下更多空气，因此德绒的
保温性能也就比普通腈纶好。

此前刊登在《科学》的仿北极
熊毛纤维就更厉害了，这种新纤维
模仿了北极熊皮毛的中空多孔结
构和致密外壳，在纤维内部制造了
超过90%的孔隙，从而达成了和羽
绒类似的保暖性能，但所需要的材
料厚度却只有羽绒的1/5。

总之，无论是哪种保温材料，
保温的关键都在于制造适当厚度
并且足够稳定的空气层。

舒服又温暖，真不难

我们穿衣服时，除了衣服材料本
身的纤维间可以存储空气，层与层之
间的空间也可以储存空气。那是不
是层数越多，衣服里存的空气就越
多，整体的保暖性也就越强了呢？

事实上是空气层太厚，空气层
从内至外就会产生比较明显的温
差，这就会导致空气流动产生热对

流。一旦发生了热对流，热量的流
失反而会更快。

除了温差导致热对流，层数太
多还会把空气层挤薄。当层数超
过某个值后，衣服层与层之间的空
气存量反而会随着衣服层数的增
加而减少。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如果你秋
衣外面套保暖衣，保暖衣外面再套
毛衣，就算你买的衣服尺码再大，
衣服和衣服之间都难免挤得紧紧
的，那留给空气待的位置就不多
了。而且活动时层与层之间的挤
压、摩擦还会进一步加剧空气的流
动。不光空气层被压薄了，还流动起
来了，保暖性能降低了不止一点点。

所以，除了别穿太多层，冬天也
别穿太紧，尤其是外套要稍微宽松
一些。其实可以在内层制造额外的
空气层，获得更好的保暖效果。穿
着舒适感提高了，温度也提高了。

当然，外套太大了也不好，毕
竟太大了容易灌风。所以除了衣
服本身要给力，别忘了领口上围个
围巾挡风，外套的版型也尽量选择
下部微收口的，可以避免灌风。

如想穿得保暖可采取这个
公式来穿搭

外层选择羽绒服、棉服、羊绒
大衣、环保皮草、冲锋衣等有一定
抗风能力的衣服。中层采用柔软、
蓬松的摇粒绒、抓绒、薄羊绒、羽绒
内胆等再制造空气层。如果外套
本身就比较保暖，且比较抗冻，可
以直接去掉中层。内层选择吸湿
透气的贴身保暖内衣、速干衣、瑜伽
衣等，迅速透湿透气，避免人体新陈
代谢产生的湿气在衣物内积攒，影
响外层的蓬松度降低保温性能。

如果你觉得这样比较抽象，再
给大家贡献几个具体的穿搭。

超级抗冻版（应对零下15摄氏
度的暴雪日）：男士可选厚款外套（毛
外套或羽绒服）＋羊毛毛衣＋打底
衣；女士可选长羽绒服+轻薄羽绒内
胆+长袖瑜伽服+羊毛针织衫+打底衣。

基础抗冻版（应对零下5摄氏
度左右的温度）：男士可选羊毛大
衣＋羊绒毛衣＋打底衣；女士可选
长款羊毛大衣+超薄款羽绒服（充
绒量30g左右）+长袖春装（只要材
质合适，什么都行）。

要风度也要温度版（应对零上
温度）：薄款外套+长袖春装（男女
通用）。

另外，内层材质上是否适合选
择纯棉的，还是需要看使用场景。
如果只是日常穿着，没有较大运动
量，纯棉的内层不失为一个很好的
选择。如果有较大量的运动，出汗
量较大，则不推荐纯棉的内层，纯
棉吸收大量汗液后，潮乎乎的一片
不仅贴在身上不太舒服，还会影响
整体保暖效果。纯羊绒或羊毛的
很推荐，就是价格不太友好。

如果考虑性价比和打理简单，
将保暖材料和吸湿材料混纺的材
质也很好。比如将腈纶、涤纶等有
保暖性能的材料和莫代尔、棉、粘
纤、竹纤维等有吸湿性能混纺的材
质，就能兼具保暖和吸湿性，而且
价格也很友好。

除了这些，还要尽量避免内侧
有长绒毛的那种内衣。虽然长绒毛
看起来暖乎乎的，长长的绒毛把水
汽捂在皮肤表面，一点也不舒服。

下装同理类推。因为冬季衣物
一般比较长，下装两层足矣：外层抗
风、内层吸收透气兼之保暖即可。

总之，想保暖真不是靠硬堆层
数，掌握好空气穿衣大法，才能舒
舒服服从头暖到脚！

（来源：科普中国客户端）

羽绒服里穿薄点才暖和

世界气象组织日前发布新
闻公报说，活跃的2024年大西
洋飓风季于11月30日正式结
束。这是连续第9个活跃度高
于平均水平的飓风季，造成一系
列严重破坏、人员伤亡以及巨大
经济损失。今年7月的飓风“贝
丽尔”更是有记录以来大西洋盆
地出现时间最早的5级飓风。

世界气象组织说，今年的
大西洋飓风季从6月1日持续至
11月30日。美国国家海洋和大
气管理局的数据显示，2024年大
西洋盆地共记录18个命名风
暴，其中有11个为飓风，5个增
强为萨菲尔-辛普森飓风等级中
3级至5级的强飓风，这明显高
于平均水平。萨菲尔-辛普森
飓风等级是美国气象机构按风
速评价热带气旋的标准。

今年的大西洋飓风季中，
三场飓风造成的破坏尤为严
重。今年7月的飓风“贝丽尔”
是有记录以来大西洋盆地出现

时间最早的5级飓风，对加勒比
地区造成重大影响。飓风“海
伦妮”和“米尔顿”在美国境内
造成严重破坏。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
丝特?绍洛说：“年复一年，气候
危机不断打破纪录，带来更多极
端天气事件，包括迅速增强的热
带气旋、强降雨和洪涝灾害。”

世界气象组织数据显示，
从1970年到2021年，热带气旋
（包括飓风）是全球造成人员和
经济损失的首要原因，共带来
超过 2000次灾难。2010年至
2019年所致死亡人数接近2万
人，造成经济损失5732亿美元。

世界气象组织及其合作伙
伴呼吁，将小岛屿国家的早期
预警行动作为优先事项，进一
步推动联合国“全民预警倡
议”，确保到2027年底建成应对
灾害性天气、水文或气候事件
的广泛早期预警系统。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2024年大西洋飓风季创下新纪录

全球在建规模最大海拔最
高的光伏项目——西藏芒康昂
多180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完成
3个220千伏升压站主体浇筑，
预计2025年底并网发电。

昂多1800兆瓦光伏项目位
于西藏芒康县，海拔高度4200
米至4800米，占地面积约45平
方公里，是目前全球在建规模
最大、海拔最高、生态环保措施
最完善的清洁能源发电项目。

华电金上昌都新能源有限

公司工程管理部主任 李兵兵：
目前已完成桩基总施工和支架
组件安装，全力确保2025年与
金上至湖北特高压直流输电线
路同步建成投运。

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
54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省标煤
约167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374万吨，为助力实现“双碳”目
标，加快建设国家水风光一体
化示范基地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全球在建规模最大海拔最高光伏项目

昂多1800兆瓦光伏项目加速推进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
国内首座量子应用示范变电站
在安徽合肥投入使用，这座变
电站整合使用了多种量子技
术，能有效提升区域电力系统
的安全运行水平。

经过半年多的试运行，这
座量子变电站内的各种参数指
标达到预期要求，正式投运。变
电站涵盖了量子测量、量子通信
和量子计算三大核心方向，是量
子技术在电力行业产业化应用
的重大突破。在量子技术的支
撑下，工作人员能更安全、精准
地获取到变电站里的设备参数、
用电负荷等数据和信息。

国网安徽电科院能源互联
网中心赵龙：整个站里的量子
设备一共有18类共85台，这些
设备共同组成了一张“电力+量
子”的感知网络，让我们可以更
迅速地发现、定位和诊断变电
站设备的故障和隐患，有效减
少电力系统巡检运维成本。

在这85台设备中，有75台
是测量设备，大大提升了电流、

电压等测量精度。以对电流的
测量为例，在量子技术的加持
下，电流大小的测量精度可以
从传统的千分之一提升到十万
分之一，任何细微变化都能够
被精确捕捉到。

此外，有了量子通信技术，
电网调度数据、用电负荷数据
等关键业务数据能够被更好加
密传输，提升电网数据传输的
安全性。

据介绍，该变电站地处合肥
高新区正在建设的“世界量子中
心”核心地带。电力与量子的结
合，既能为高科技产业提供更高
的供电可靠性和电能质量，还能
持续验证量子技术的实际应用
性能，为电力安全、经济、可靠运
行提供新的手段和支撑。

合肥工业大学电气与自动
化工程学院副院长黄海宏：量
子科技对于电力领域来说是一
次重大的技术变革，它的出现有
望为解决电力系统中的一些难
题，提供全新的、更准确的手段。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国内首座量子应用示范变电站投用

近日，长征三号乙运载火
箭（以下简称“长三乙”）在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将通
信技术试验卫星十三号精准送
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
满成功。至此，长三乙实现了
我国首个单一型号火箭100次
宇航发射，创造了我国运载火
箭发展历程中又一个新纪录。

据悉，通信技术试验卫星
十三号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
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
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所属中
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长三乙自1996
年首飞到完成100次发射共历
时28年，是我国宇航发射次数
最多的单一型号，发射成功率
达98.6%。作为我国主力高轨
道运载火箭，长三乙与我国嫦

娥工程、北斗卫星、通信卫星等
重大工程任务紧密相连。自
2000年10月发射我国第一颗北
斗导航试验卫星起，至2024年
9月，长三乙与长三甲、长三丙
共同构成的长三甲系列火箭，
成功护送64颗北斗导航卫星升
空，发射成功率达100%。2013
年和2018年，长三乙先后将嫦
娥三号和嫦娥四号探测器送入
预定轨道。

此外，长三乙还承担了多
个国际和国内的通信卫星发射
任务，如委星1号、巴星1R、尼
星1R、亚太七号、中星十一号、
中星十二号等。这些发射任务
的成功，不仅加强了中国与其
他国家在航天领域的合作，也
提升了中国商业卫星发射服务
的国际竞争力。

（来源：《光明日报》）

长三乙创我国运载火箭发展新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