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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杭州西湖边，爱吃、爱
玩、爱科技的游客们有了新选择。

近日，2024菠萝科学奖颁奖典
礼在杭州西湖体育馆举行，同步开
展的科学集市吸引众多市民前来
打卡。当最新、最有趣的科学研究
和贴近生活的文创、文旅产品相互
融合，好奇心的火花无限绽放。

本次活动由浙江省科学技术
协会指导，浙江省科技馆主办，杭
州西湖文化旅游投资集团协办。

生活中的小疑问，背后藏
着大学问

菠萝科学奖自诞生以来，已连
续“开奖”13年，每年的得奖项目
都是“菠萝粉”们分外关注的一大
热点。今年的菠萝奖，以“打破砂
锅问到底”为主题，设置发明奖、医
学奖、生物学奖、有知有味奖、物理
学奖等十大类奖项，各个都能带来
一场“头脑风暴”。

比如，夏日一杯“冰啤”下肚，
解暑又畅快。中国科学院院士江
雷团队从微观的角度发现，不同度
数的酒和不同比例的乙醇和水混
合物，会形成不同的分子形态，从
而导致“啤酒，真的是冰的更好
喝！”这项发现，获得了当晚的“有
知有味”奖。

再比如，今年的“疯狂实验奖”
得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赵志磊，
团队，用六年时间醉心于研究咬人
的蚊子。他们使用了一个有效且

“粗暴”的方法，将自己的手臂直接
伸进养蚊子的笼子，让几百只蚊子
趴在手臂上“大快朵颐”。最终，团
队通过实验和基因编辑技术科学
地回答了“蚊子为什么专咬我”
的疑问，并将成果发表在了《自
然》上。

你能想象，科学家们能从冻西
瓜身上学到分子“穿墙术”？因为
一只在冰箱冰镇太久的西瓜，西湖
大学孙立成院士团队通过对西瓜
皮膜的研究，构建了一种新型离子
传输膜，该技术能帮助二氧化碳等
温室气体转化为有用的资源，保护
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今年，和西瓜“学艺”的他们获得了
菠萝科学奖“灵机一动”奖。

菠萝科学奖不仅面向科研成
果，也同样嘉奖热心科普的群众和
科普工作者，关注重大科学事件。
浙江德清网友邓女士和中科院昆
明植物所赵琪共同参与的“苹果长
出白蘑菇“事件获得科学事件奖。

砂锅奖杯、香味门票，文创
让科普更“吸睛”

锤子、滋水枪、飞船票、一坨海
绵……每年，菠萝科学奖的奖杯额
外特立独行。今年，所有获奖者们
都能拥有一只“砂锅”。

“砂锅是食物的容器，希望通
过这样的奖杯，呼吁每位科学爱好
者和科研工作者，勇于打开‘砂锅’，
发现新问题，打破‘砂锅’问到底，

探索问题的本质和原理。”浙江省
科技馆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菠萝科学奖颁奖典礼的
“入场券”暗藏玄机。当打开包裹
着门票的透明真空包装，甜甜的菠
萝香会扑面而来。主办方提醒，当
浸润一晚科学魅力之后，观众们还
可以将这块文创“扩香片”带回家，
作为书签或香片，长久保存。

交响乐团雄浑的演奏响起，舞
台上的光波随着舞动；无人机编队
和舞者进行完美的配合，伴着旋律
翩翩起舞，当科学和文化演艺相结
合，强烈的艺术表现力另现场观众
惊叹，科技真奇妙。

一位全程观看了颁奖典礼的
观众表示，在这不仅学习到了生活
中的科学常识，也收获了很多新奇
“小玩意儿”。在这场科技文旅体
验，众多菠萝文创周边中，她觉得
“种子纸”格外有趣，“已经迫不及
待要带回家将‘科学的种子’种下，
等待来年发芽！”

“科学+文旅”嘉年华，让科
普赋能美好生活

为了在有趣与严肃之间找到
平衡，菠萝科学奖每年都要邀请国
内外顶尖科学家和科学传播达人，
担任奖项评审和现场嘉宾。在正
经的“科学研究”基础上，努力让科
学传播变成一件没有门槛的事。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浙江省科
技馆与杭州西湖文化旅游投资集

团“牵手”，为菠萝科学奖开展了一
系列更“接地气”的科技传播活动。

在科学集市上，历年获奖成果
通过夸张手法的特色展陈、极具趣
味性的互动装置吸引了周边群众
的广泛参与。戴上MR眼镜，进行
3D游戏互动，现场观摩数字心脏
的跳动，体会AI写真的乐趣，3D打
印巧克力、数字气味等多家西湖区
科技企业提供的数字生活产品供
大家亲身体验感受；此外，可可爱
爱的科学菠萝IP衍生文创让大家
在逛展、逛市集的轻松氛围中，“零
距离”感受新科学的魅力。

活动主办方表示，科技的尽头
是赋能美好生活，我们希望通过市
民游客们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更
好地科技传播，在贴近生活的科技
市集、科学互动装置中，让更多人
爱上科学研究，也让更多科技企业
加入到科普的工作中来。

今年，菠萝科学奖IP“菠萝科
学家”正式亮相，黄澄澄、圆溜溜的
外表，“萌翻了”现场观众。

“近年来，在西湖区大地上，科
技创新的势头‘热辣滚烫’，而科
创、云创、文创‘三创融合’是西湖
区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独门秘
籍’。未来，我们还将持续以菠萝
科学奖为主题，打造一系列新应用
场景，推广菠萝科学奖IP，让趣味
的科学真正走进千家万户。”西湖
文旅投相关负责人说道。

（来源：潮新闻客户端）

2024菠萝科学奖揭晓

今年，“科技+文旅”实力“圈粉”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
会近日发布2024年度学科研究前
沿热点词，低空经济、情感计算、非
遗国潮、蓝色药库等9个学科领域
共计63条名词术语入选。

其中，海洋科技研究前沿热点
词为10个，包括深海采矿、海洋热
浪、海洋十年、蓝色药库、海洋碳封
存、蓝碳、深潜、海洋牧场、海洋酸
化、智能浮标等。近年来，随着全
球变暖的加剧，海洋热浪的发生频
率和强度都有了显著提升。海洋
热浪对海洋生物群落和生态系统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热带

珊瑚礁、鱼类种群和海洋植物群落
的冲击更为严重。这些高温事件
常常引发珊瑚白化、大规模鱼类死
亡及海洋物种的迁徙，不仅对全球
渔业构成了威胁，也对海洋生物多
样性造成了损害。此外，由于海洋
中的碳吸收能力可能受到温度升
高的削弱，海洋热浪还会影响全球
碳循环。

当下最热门的“具身智能”出
现在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前沿热
点词中，这一学科领域的其他热点
词还包括泛在操作系统、事理图
谱、算力、群智计算、情感计算、学

件、集成芯片、数据治理和网络空
间威胁权集。具身智能的一条主
要研究思路是在虚拟物理世界设
计和开发具身智能算法，并将其迁
移到真实世界。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前沿热
点词包括非遗国潮、数字化传承、
活态传承、神话遗产等8个。与神
话或神话题材相关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统称为神话遗产。三星堆考
古新发现让公众关注《山海经》等
神话传说，三星堆出土的巨型青铜
人像、神树、纵目面具和青铜祭坛，
持续引发探寻古蜀文明所信仰的

神秘世界热潮。今年流行的一款
神话游戏以古典名著《西游记》为
背景，融合大量非遗元素，场景中
出现了100多个古建筑，多处独特
地形地貌。

据悉，63条热点词由相应的
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专家根据
2024年最新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
综合评价推出，旨在揭示当前学科
研究的热点和趋势，同时也作为
对科学发展历程的一种记录，反
映了一个时期内科学发展的重点
和特点。

（来源：光明网）

“海洋热浪”“具身智能”“非遗国潮”

2024年度学科研究前沿热点词发布

“哐当”“哐当”，记忆里，坐火
车总伴随着这样的声音。

如今，不仅贴地飞驰的高铁近乎无
声，普速列车的“哐当”声也越来越小。

“哐当”声哪去了？

“火车用上‘超级跑道’，‘哐当’
声自然就小了。”田建周是国铁郑州
局郑州桥工段郑州综合维修车间主
任，长期和铁路打交道。

以前，受生产技术和运输条件
限制，传统铁路线由12.5米或25
米的钢轨铺设，钢轨间由接头夹板
连接。为防止钢轨热胀冷缩影响
线路平顺运行，钢轨间留有6毫米
缝隙。当火车通过缝隙时，车轮与
钢轨碰撞，就会发出“哐当”声。

现在，随着技术进步，接头夹板
被焊接技术取代，钢轨无缝连接。
没有了缝隙，也没有了列车噪声。

特别是高速铁路，在设计之初
就采用无缝线路。钢轨出厂长度
为100米，运往焊轨厂后，被焊接
加工成500米。随后，钢轨经由运
轨车运达铺设现场，铁路工人将其
铺设到线路上，并进行二次焊接，
最终形成整条无缝铁路。

普速铁路如何实现无缝？

田建周所在的团队每年利用
大修、作业天窗等时间节点，更换
服役到期的钢轨和道岔，将传统的
50型钢轨，逐渐升级为60型钢轨，
钢材韧度、密度等性能大幅提升，
可承受更高速度或更大重量列车
的冲击。

“钢轨更新后，我们会将其与
原钢轨焊接，组成较长距离的无缝
钢轨。”田建周介绍，经过多年努
力，京九铁路的大部分钢轨已完成
更新升级。

焊轨是精细活儿，要经过干燥
水汽、除油除锈、对轨、焊接、矫直、
精磨、除焊瘤、探伤等十几道精密
工序，才能诞生平顺性更高的无缝
线路。

“我们采用气压焊接头，相比
传统的铝热焊接头，强度更高、对
线路干扰更小，可以让钢轨两端严
丝合缝地衔接，接口精度达到毫米
级。”田建周说。

不仅升级钢轨，还将约30米
长的老式1/9道岔升级为60米长
的1/18道岔，道岔两端距离增加
近一倍，减少接缝；将钢轨下的木
枕升级为韧度强度更高的混凝土
枕……无缝线路较有缝线路实现
整体提升。

有缝变无缝，钢轨的热胀
冷缩问题如何解决？

铁路部门会根据线路所在地
的历史气温，确定轨温的最低值与
最高值，计算出锁定轨温。锁定轨
温，就是工作人员用螺栓（螺丝）弯
曲制成的扣件固定钢轨时的温度。

在铺设、焊接钢轨时，尽量选
择温度适中的春秋季，并在铺设前
测量实际轨温，确认是否满足锁定
轨温范围要求。若未满足要求，就
对钢轨进行放散处理，均匀释放钢
轨内部的物理作用力。随后，再用
扣件扣紧钢轨，确保钢轨在温度变
化影响下不会产生伸缩位移。

在一些特殊区段，如温差大的
高寒地区等，还会给钢轨安装伸缩
调节器，保证线路始终平稳通顺。

钢轨无缝了，想要平顺，还离
不开“钢轨医生”的日常保养。

郭鹏举带领的无缝轨道养护
团队，会定期对钢轨进行“体检”，
精测、精捣、精改、精磨。

有多么“精”？轨道质量指数是
衡量轨道综合水平的指标，数值越
小越好。一般来说，高速铁路的指
数在0.3以内，郭鹏举的团队创新
使用道岔清筛机等新机具，精修的

铁轨直线地段平直、曲线地段头尾圆
顺，能使指数最高降幅达77%，普速铁
路的指数最小值降至0.2以下。

好轨配好车。近年来，不少动
力集中式动车组列车（CR200J复
兴号）取代了传统绿皮火车。

“传统绿皮火车有的采用15
型车钩，有的采用密接式车钩，
CR200J复兴号采用了完全统一的
密接式车钩，可有效减少车厢连接
处的晃动。”中车株机公司产品研
发经理彭新平说。

同时，CR200J复兴号采用一体
化制动系统，可有效提升乘车舒适
度。彭新平介绍，绿皮火车是机械
制动，一脚刹车后，车头的刹车信
号向车厢传递时具有一定滞后
性。而CR200J复兴号采用电控系
统，刹车信号可瞬间到达，刹车一
致性大幅提升。

不仅如此，CR200J复兴号的橡
胶密封件、车体开闭装置等部件也
进行了升级，车厢更舒适，行驶更
平稳。在部分区段，车厢里甚至能
“立硬币”。

钢轨、列车同步升级，让记忆
中的“哐当”声逐渐远去，取而代之
的是更安静、更平顺的乘车体验。

（来源：《人民日报》）

“哐当”“哐当”的火车声哪去了？

近日，2024年世界互联网
大会乌镇峰会开幕式上，颁发
了新设立的“世界互联网大会
杰出贡献奖”。该奖项旨在表
彰在全球互联网相关领域作出
杰出贡献的个人和企业。

戴夫?法伯、胡启恒、全吉
男等7位个人和中国电信集团

有限公司、国家电网有限公
司、腾讯公司、奇安信集团等
14家企业荣获“世界互联网大
会杰出贡献奖”。其中，获奖
企业覆盖 5G、人工智能、芯片
设计、云计算和网络安全等
行业。

（来源：《人民日报》）

“世界互联网大会杰出贡献奖”发布

近期，每天日落后，很多人
都会被一颗悬挂在东偏北方低
空的亮星所吸引，这颗亮星就
是木星。21时至22时之间，几
乎恰好在之前木星升起的地
方，还会升起一颗微微泛红的
亮星，这便是备受人类关注的
火星。

天文科普专家表示，观测
火星渐入佳境，有两个时间节
点值得关注，一个是12月8日
开始“逆行”，另一个是2025年
1月16日“冲日”。

火星是地球轨道外的第一
颗行星，我国古代称其为“荧
惑”，而西方则以神话中战神
“玛尔斯”的名字来命名。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
市天文学会理事杨婧介绍，今
年伊始，火星于日出前升起，日
出时位于东南方低空；随着时
间的推移，火星升起的时间越
来越早，地平高度也日益提高，
亮度越来越亮，已经从9月的
0.6等逐渐增加到11月的-0.3
等，越来越适合肉眼观看。

眼下，火星距离明年1月的
冲日越来越近。从 12月 8日
起，位于巨蟹座天区的火星由
顺行改为逆行，这也意味着火
星开始进入最佳观测期。

火星平均约780天冲日一

次，每次冲日前后的一个多月
都是逆行，因此每次逆行的时
间大概有两个多月。本次逆行
期间，火星的亮度将从现在的-
0.3等逐渐增亮。

通常来说，冲日是地球轨
道之外的行星（火星、木星、土
星、天王星、海王星）距离地球
最近的时候，也是最亮的时候，
是观测它的绝佳时机。2025年
1月16日，火星迎来冲日。

“届时，火星的亮度可达-
1.4等。”杨婧说，本次冲日时火
星位于双子座，地平高度很高，午
夜时更是靠近上中天。此时，火
星受大气的影响最小，观测效果
最好。总之，从眼下到明年2月这
段时间，值得持续关注火星。

杨婧提示说，这段时间，如
果天气晴好，我国感兴趣的公
众不妨在日落后走到户外，行
至视野开阔的地方，先抬头朝
向西南方天空，欣赏一下“夜空
中第一亮星”——金星的风采，
它在天空全黑后约一小时才会
落下；接下来，再把头转向东偏
北方天空欣赏“夜空中第二亮
星”——木星，此时它已升起，
非常醒目；随着时间的流逝，火
星也将慢慢“爬”上来，肉眼清
晰可见。

(来源：新华网）

观测火星渐入佳境

记者近日从中国科学院长
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了解到，该所研究员李炜团队
与合作者探索出一种竖直表面
的日间亚环境辐射制冷新策
略，这种制冷方式应用后无需
消耗能源即可完成制冷，大幅
节约能源并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这一重大突破在国际期刊
《科学》发表。

近十年来，日间辐射制冷
技术取得显著进步。但大多数
研究成果都聚焦于楼房屋顶等
直接面向天空的物体。现实生
活中，建筑物外墙、车辆以及纺
织品等物体大部分外表面都与
天空保持竖直方向。面对这些

物体研究日间辐射制冷技术
时，不仅要考虑有效减少太阳
光谱的吸收，还要尽可能提升
大气窗口波段的热发射，并设
法避免被高温地面所加热。

对此，李炜团队创新利用
热光子学手段，提出一种角度
非对称光谱选择性热发射器，
破解了竖直表面日间辐射制冷
难题。该发射器不仅具备高效
反射太阳光的能力，还能减少
吸收来自大气和高温地面的热
辐射，实现低于环境温度的制
冷效果。该团队在晴朗夏季进
行室外测试，实现了低于环境
温度2.5摄氏度的制冷效果。

（来源：新华网）

我国在无能耗制冷领域获重大突破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
师周建平近日在深圳召开的第
六届载人航天学术大会上表
示，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载
人登月任务已经完成了前期的
关键技术攻关和深化论证，目
前全面进入了初样研制阶段。

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是
国家重大科技工程，承载着实现
中国人登陆月球的伟大梦想。

根据计划，我国将在2030
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
球，开展月球科学考察及相关
技术试验等，突破掌握载人地
月往返、月面短期驻留、人机联
合探测等关键技术，完成“登、
巡、采、研、回”等多重任务，形成
独立自主的载人月球探测能力。

“目前，长征十号运载火
箭、梦舟载人飞船、揽月月面着
陆器、载人月球车等初样产品
正在紧张研制过程中。不少初
样产品已经研制出来，正在进
行相关测试。”周建平说。

今年是神舟一号发射成功
25周年。25年来，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已经圆满完成34次飞行

任务，将38人次航天员送入太空。
“这说明我们拥有了一定

规模的优秀航天员队伍，他们
所积累的太空飞行的经验，一
定会对未来的载人登月任务提
供经验，也是提供人力资源的
充分保证，这正是我们载人登
月任务的非常重要的基础。”周
建平说。

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先后
选拔了四批航天员。据了解，
我国航天员队伍未来不仅要完
成空间站任务，还要执行载人
登月任务。

我国载人登月任务的主要
过程为：首先发射揽月月面着
陆器，月面着陆器在环月轨道
停泊等待，然后再发射梦舟载
人飞船，飞船与着陆器在环月
轨道交会对接。航天员从飞船
进入着陆器，着陆器与飞船分
离后下降到月面，航天员开展
月面活动。之后，航天员乘坐
着陆器起飞上升与飞船对接，
航天员进入飞船。飞船与着陆
器登月舱分离后，返回地球。

（来源：新华网）

我国载人登月任务已全面进入初样研制阶段


