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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日从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获悉，该局近日在国际上
率先批准新建微波亮温度国家
计量基准。该计量基准有利于
解决射电天文、行星探索等领
域微波亮温度参数长期无法直
接溯源和计量校准问题。

据介绍，宇宙中任何温度
高于绝对零度的物体都会释放
微波能量，微波亮温度是衡量
物体微波辐射强度的一种量化
表征。微波亮温度的准确性
决定着大气、海洋、陆地、宇宙
背景等场景多个物理及化学参
数反演的准确性。在气象领
域，可通过监测大气相关微波
亮温度预报天气；在农业领域，
借助土壤微波亮温度可把握湿
度指导灌溉；在航天领域，卫星

可通过探测星球微波亮温度推
测表面成分与地质活动；防灾
减灾时，可通过观测目标物体
微波亮温度，排查滑坡、坍塌等
隐患。

据悉，该计量基准运行在
零下180摄氏度直至室温的真
空环境中，配备精确控温的超
宽带、高发射率辐射体，能够产
生10至12瓦量级微弱辐射信
号，相当于人体自身辐射强度
的三分之一。这微弱信号被辐
射计精准捕获，误差仅为千分
之三，如同从嘈杂的宇宙背景
噪声里精准捕捉几光年之外的
微弱星光，能够将陆地、大气、
海洋等环境下自然物体辐射的
微波能量精准复现。

（来源：《科技时报》）

世界首套微波亮温度国家计量基准建立

记者近日从国家标准委了
解到，我国牵头制定的首个新
型水声传感器领域国际标准
《水声—5Hz-10kHz频率范围声
波矢量接收器的校准》（IEC
63305:2024）近期正式发布。该
标准也是矢量水听器方面的首
项国际标准，规定了5Hz-10kHz
频率范围内压差型和同振型矢
量水听器的校准方法和校准步
骤，为各国矢量水听器的校准
奠定了方法基础。

该国际标准的发布，解决
了商用矢量水听器国际贸易对
性能校准和量值溯源的迫切要

求，对鱼和水生无脊椎动物等
海洋生物保护和研究起到了重
要作用。同时，也进一步完善
了我国矢量水听器量传体系，
为新型水声设备研制提供了计
量保证。

据悉，来自中国、英国、德
国、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的专家
共同组建专家团队，在杭州应
用声学研究所带领下，汇聚来
自标准化、传感器、计量测试和
仪器设备等方面的各国专家智
慧，协同开展该项国际标准的
编制。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我国牵头制定

首个新型水声传感器国际标准正式发布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四部
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极
端场景应急通信能力建设的意
见》，提出到2027年，要实现空
天地海一体关键技术创新突
破，灾害易发地区通信网络覆
盖水平显著提升，通信网络抗
毁韧性切实增强，极端场景保
障能力大幅跃升。

《意见》围绕推动应急通信
创新突破、加快应急通信机制
改革、夯实应急通信网络基础、
强化极端场景保障能力等方
面，提出了十五条具体要求。

《意见》强调，要聚焦信息
通信新技术，通过国家、部省科
技重大专项和重点研发计划支
持应急通信关键技术攻关突
破。推动跨运营商应急漫游、
无人机空中通信、室内定位导
航、地下空间信号增强等适用
于极端场景的重点技术研发，

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通信大数
据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以及
安全技术应用。

在夯实应急通信网络基础
方面，《意见》强调，要统筹利用
公众通信网、专用通信网、卫星
通信网，重点提升灾害多发易
发地区、重点国有林区、边境地
区、重要国省干线等的网络覆
盖水平。推动卫星网与地面网
的融合协同和统一调度，加快
在易灾乡镇建设超级基站。

在强化极端场景保障能力
方面，《意见》强调，要升级国家
通信网应急指挥调度系统，加
强铁塔、通信、电力数据共享，
强化数据分析、监测预警、决策
研判、资源调度能力。基层应
急处置部门和基层应急救援队
伍要强化天通卫星电话等通信
装备配备。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十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极
端场景应急通信能力建设的意见》

加快推进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应用

2024年度中国科学院杰出
科技成就奖颁奖仪式近日在北
京举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
所陈立泉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陈仙辉院士获个人成就奖，
“银河系早期形成与演化”等4
项成果获基础研究奖，“大规模
压缩空气储能新技术与应用”等
5项成果获技术发明奖，“黑土区
耕地退化阻控与地力提升关键
技术”等5项成果获科技攻关奖。

两位个人获奖者所取得的
杰出成就以及这些获奖成果集
中展现了中国科学院围绕“四
个面向”取得的关键性、原创
性、引领性重大产出，充分彰显
了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主力军，在打造原始创
新策源地和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加快抢占重要领域科技制高点方
面的使命担当和先锋示范作用。

陈立泉院士自1976年起就
从事并坚守锂电池研究，在我国
最早开展锂电池基础研究和技术
攻关，为我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
跟跑到领跑作出了奠基性贡献。

陈仙辉院士长期从事量子材料领
域研究，在笼目超导体、界面超
导、磁性拓扑绝缘体等前沿领域
持续做出引领性工作。

据悉，为贯彻国家科技奖
励改革精神，中国科学院于
2024年修订了《中国科学院杰
出科技成就奖励条例》，强化奖
励导向，设立4个奖项实行分类
评价。个人成就奖主要奖励长
期活跃在科技前沿，取得重大
创新成就，对相关学科领域发
展作出卓越贡献的杰出科学
家；基础研究奖旨在激励在基
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方面取
得重大科学发现和原始创新成
果；技术发明奖旨在激励在应
用研究和技术开发方面获得高
价值知识产权，通过推广应用
取得显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或生态效益；科技攻关奖旨在
激励在国家重大科技攻关任务
中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在解决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或保障国家
安全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来源：《科技日报》）

2024年度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颁发

不久前，全球顶级学术期刊
《科学》杂志公布了2024年度十大
科学突破评选结果，中国科学院南
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
“南京古生物所”）朱茂炎团队发现
迄今最古老的多细胞真核生物化
石这一重要成果入选。

真核生物的多细胞化是生命
向复杂化和大型化演化的必备条
件，被认为是生命演化史上的重大
关键创新事件之一。最古老的多
细胞真核生物化石是如何被发现
的？它的发现有何重要意义？科
学家为我们一一解答。

“这块化石不简单”

在数十亿年的地球生命演化
历史中，真核生物的出现与繁盛有
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至此，生命摆
脱了简单的形态，细胞拥有了“遗
传和代谢调控中心”的细胞核以及
“能量工厂”线粒体，为今天复杂生
命形态的演变奠定了基础。

现在的地球上，包括人类在内
的动物、陆生植物、真菌和宏体藻
类等，都是复杂生命，也都是多细
胞真核生物。

“多细胞化是真核生物获得
生物复杂性和大尺寸的关键，通
常被认为是地球生命演化上的重
大创新。”南京古生物所研究员朱
茂炎说。

那么，真核生物最早何时发生
多细胞化？截至目前，学界对这一
重大科学问题并无明确答案。

已知的化石证据表明，简单的
微体多细胞真核生物，包括红藻、
绿藻和真菌化石等，在距今10亿年
左右的地层中已经出现，并在距今
6亿年前后开始多样化和大型化。

会不会比这个时间更早呢？
带着这个疑问，朱茂炎带领团队开
始了探索之旅。

契机出现在2012年。那一年，
朱茂炎前往天津蓟县（现为天津蓟
州区）进行野外考察，其间在同行
朱士兴家里的一次做客，让他有了

意外收获。
“朱老师在中国地质调查局天

津地质调查中心从事研究工作，经
常去燕山山脉地区采集化石。”朱
茂炎回忆说，“当时，在他家沙发旁
边就摆了五六个托盘的化石。我打
眼一看，里面有一块化石非常大，长
有30厘米左右，形态类似海带。”

朱茂炎立即敏锐意识到，“这
块化石不简单。”

朱士兴解释，这是他1997年
在河北迁西和宽城地区进行野外
地质调查工作时，在距今15.6亿
年的“蓟县系”高于庄组（岩石地层
名称，属中元古代地层）中发现的
宏体碳质膜化石。

这个重要线索，让朱茂炎团队
决定，将考察研究的地域范围进一
步锁定在高于庄组所处的燕山山
脉地区。

“这个‘更早’会是什么时候？”

燕山山脉是中国北方重要山
脉之一。对于地质古生物学来说，
燕山山脉有着非凡的意义。20世
纪30年代初，地质学家高振西等
人在燕山山脉长城脚下的天津蓟
县，建立了我国北方“震旦系”标准
剖面。近百年来，经过几代地质学
家的研究，发现了很多早期生命化
石，其时代厘定也越来越精准。

朱茂炎说：“那里的岩石为距
今18亿年到13亿年的前寒武纪沉
积地层，近万米厚，是全球开展地
球早期地质历史和生命演化的最
好、最经典的地区之一。”

瞄准这一区域，朱茂炎团队联
合朱士兴等国内外同行展开了深
入的考察和发掘。2013年开始，
他们合作对燕山地区高于庄组发
现的一批距今15.6亿年的宏体生
物化石进行了研究。从外观来看，
这批化石已经“长得很大”，宽达8
厘米，不完整的化石长度可达30
厘米。科研人员判定它们为最早
的宏体多细胞真核生物化石，研究
成果于2016年发表。

这一结果引起学界的广泛关
注，不仅将地球上大型多细胞真核
生物的出现时间从之前认为的6
亿年前向前推了将近10亿年，并
由此推断真核生物发生多细胞化
的时间应该更早。

“出现这么大的宏体化石，说
明在此前还可能会有相对简单的
微体多细胞生物（肉眼不可见）演
化阶段。”朱茂炎说。

“这个‘更早’会是什么时候？”

为了验证这一推断，在燕山地
区早于 16亿年的古元古代晚期
“长城系”地层中，朱茂炎团队继续
寻找“更早”期多细胞真核化石存
在的蛛丝马迹。

由于长城系地层中的化石多
为肉眼看不见的微体化石，必须借
助显微镜才能看清楚细节，而且这
些化石被深深包埋在富含黏土的
页片状岩石内，所以科研人员必须
将采集的样本带回实验室进行分
析研究。

苗兰云博士是朱茂炎团队开
展燕山地区研究的主力成员。自
2016年研究生阶段开始，她就将
寻找最早的多细胞真核化石记录
作为主要研究课题。8年来，苗兰
云和团队成员一直往返于河北采
集地与南京实验室之间。

化石实在太小，但哪怕是50
克的岩石样本，经过提取处理也能
制成几十个薄片，放到显微镜下，
科研人员几天都看不完。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出
任何成果。”苗兰云坦言，这一度让
她感到十分焦虑。但因为对地球
早期生命演化研究的热爱，她仍然
选择继续坚持。

功夫不负有心人。2021年初的
一个夜晚，苗兰云第一次在显微镜
下观察到了多细胞结构，而且非常
清晰。这使她异常兴奋。

最终，苗兰云从采集的几百件
样品中，发现了278枚保存精美细
胞结构的微体多细胞真核生物化

石标本，这些标本均来自河北省宽
城县翁家庄剖面串岭沟组中上部
地层。

“我们还要继续往下追！”

找到的化石，是不是最早的多
细胞真核生物？

显微镜下的观察显示，这200
余枚化石是由巨型细胞组成的，且
细胞形态复杂。

为了确认化石的具体身份，科
研人员开展了进一步的研究分
析。他们发现，这些丝状体化石，
与1989年在天津蓟县地区串岭沟
组发现的“壮丽青山藻”很相似，可
归入同一个属种。

朱茂炎说：“综合分析表明，
‘壮丽青山藻’与一些现生绿藻的
藻丝体形态、细胞大小变化和繁殖
方式等最为接近。由此，我们认为

‘壮丽青山藻’属于多细胞真核生
物化石，且很可能是多细胞藻类，
具备光合作用的代谢能力。”

此次发现的化石所在地层顶
部有一层火山凝灰岩，前人曾通过
锆石铀—铅同位素定年，结果为
16.35亿年，这为新发现的化石提
供了直接的年龄约束。因此，“壮
丽青山藻”被认为是迄今全球发现
最早的多细胞真核生物化石记录，
距今16.3亿年。

这一最新发现，是继团队2016
年发表燕山地区发现15.6亿年前
全球最早的宏体多细胞真核生物
化石的成果后，又一项重大突破，
将多细胞真核生物出现的时间进
一步提前了约7000万年。该成果
发表在 2024年 1月 25日出版的
《科学进展》杂志上。

“我们还要继续往下追！”朱茂
炎说，“目前只是找到了一些化石
碎片，我们还不知道这些多细胞真
核生物整体长什么样，它的多样性
和生活环境如何，在生态位上处于
什么位置等，还有很多疑问需要去
研究、去解答。”

（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

这块化石为何不简单？

近日，2025年春运正式启动，
在外打拼的游子们纷纷踏上返乡
的归途，而高铁列车出行是热门
选择。

在漫长的路途中，给手机、电
脑、平板等电子产品充电，成为许
多乘客的刚需。近日，有网友在社
交平台上反馈，在列车上给手机充
电会出现触屏失灵，甚至烧坏充电
器的情况。

列车上的电从何而来？列车
上的电源会把手机充坏吗？在列
车上充电，有哪些需要注意的？记
者采访了多位专家。

列车的电从何而来？

高铁、动车等列车作为现代交
通工具，以其快捷、舒适的特点，深
受人们喜爱。众所周知，列车跑得
快，全靠电来带。其实列车本身不
带电能，电又从何而来？

细心的朋友可能注意到，列车
轨道的上空布满了“电线”，这些
“电线”有个专业的名字叫“架空接
触网”。

“列车的动力来源于架空接触
网，这是一种通过电力线将电能传
输给列车的系统。”西电杭州研究
院汽车电子研究所副研究员李保

珠向记者解释。
据介绍，在列车上，有一个关

键部位叫做“受电弓”，它相当于一
个巨大的“插头”，列车运行时，受
电弓会联通架空接触网，就像插头
插在插座上一样，就会有电能传输
到列车上。

事实上，列车的供电并不是每
时每刻都有的。列车沿线每隔几
十公里就会有一个供电单元，也就
是变电站，每个供电单元之间通常
有200米线路用作电气绝缘。这
意味着，每几十公里，列车就要经
过这么一个无电区域。

“对于时速250公里的列车来
说，这段距离相当于3秒钟的时
间，在这期间，电源会短暂断开。”
李保珠表示，这是为了提升架空接
触网供电的灵活性和安全性，缩小
停电事故检修范围以及其他特殊
需要，列车供电采用的方式。

列车充电会伤害手机吗？

目前，大多数列车都装备有直
接充电的插座，为了方便给手机、
电脑等小型低功率设备应急充电。
近日，网上有不少网友吐槽，在列
车上给手机充电，结果手机触屏失
灵了，甚至充电器都被烧坏。那

么，列车上的电源真的伤手机吗？
李保珠表示，“列车电源伤手机”的
情况有可能发生，原因在于列车的
受电弓从架空接触网取电后，在列
车内部需经过一系列变压、整流等
处理，转换为适合列车各种设备使
用的直流电，这能保证行驶中电压
稳定、减小对电网的影响，但输出
的电会附带高频脉冲。

“用这样的电给手机等电子设
备充电，就可能出现飘屏的情况，
一些元件也更容易老化、故障。因
此，建议使用正规厂家生产的、符
合国家标准的充电器和数据线，其
稳压和滤波性能良好，可以有效保
护电子设备。”李保珠说道。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通信工程
学院副教授孙文胜也提醒道，在公
共场所充电，可能因使用者不规范
使用，从而导致插口松动，这也会
影响电子设备的充电安全。他建
议，在公共场合充电时，还要注意
使用规范，爱惜公共物品。

除了给手机、电脑等小型低
功率设备应急充电，列车用电和
“宿舍”一样，应避免使用大功率
电器。

“如果使用大功率电器，可能
会导致供电系统过载，增加火灾风

险。同时，注意不要让充电设备长
时间处于高温或潮湿的环境中，避
免过载充电，以免造成安全隐患。”
李保珠说道。

此外，她还表示，乘客使用过
程中应随时留意电子设备的状态，
如果出现过热或触屏失灵，建议停
止使用车上插座。

不同车型的充电口到底在哪？

在动车组列车上，一般分布在
相邻两个座位中间、座椅靠背后
方、座位前方、座椅底部等位置。
其中，一等座席电源插座大多在座
椅下方或座位前方这两个位置。
商务座席电源插座的位置多分布
在座椅扶手处。

在卧铺车厢上，硬卧车厢的充
电口一般位于走廊壁板小桌板下
方。软卧车厢的充电口一般设置
在包房内小桌板下方或车厢走廊
壁板。

此外，在洗手台、每节车厢首
尾处墙面上、大件行李摆放处后端
都可以关注下。若列车座椅上有
“畅行码”，乘客也可扫码查询。如
果实在找不到充电口，也可向乘务
员求助。

（来源：潮新闻客户端）

列车充电真的会伤电子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